
  

 

清科数据： 7 月 VC/PE 市场投资案例数及金额均有

小幅波动，机构关注重点仍在互联网行业 

 

2019-8-12 清科研究中心 罗尉绮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7 月 VC/PE 市场共发生 407 起投资案例，同比下降

60.2%、环比下降 12.5%；总投资金额为 328.39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7.6%，环比下降

19.7%。本月股权投资市场总体投资案例数及总融资金额呈现小幅波动，10 亿元以上的大

额投资事件环比下降 66.7%，机构出手谨慎。从投资策略来看，互联网行业在本月备受

VC/PE 机构关注，共发生投资金额 104.59 亿元人民币，占总投资金额的 31.9%。从投资地

域来看，最受资本青睐的是天津地区，涉及金额为 88.91 亿元人民币，稳居各地区融资总金

额第一位。从退出方面看，7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415 笔，其中 IPO 退出数量为 378 笔，并

购退出 37 笔。本月科创板成功开市，大量机构投资项目在科创板成功挂牌上市，促使本月

IPO 退出数量大幅增加。 

在政策导向方面，7 月 20 日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了 11 条金融业

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这 11 条开放新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

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二是鼓励境

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三是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

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四是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

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五是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六是人身险外资股比限

制从 51%提高至 100%的过渡期，由原定 2021 年提前到 2020 年；七是取消境内保险公司

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 75%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

25%；八是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 30 年经营年限要求；九是将原定于 2021 年

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 2020 年；十是允许外

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 A 类主承销牌照；十一是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

间债券市场。该举措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有助于促进金融业对

外开放的再次提速。 

 



  

 

大额投资事件降幅明显，机构出手谨慎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1】，7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 407

起，环比下降 12.5%，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260 起，共涉及投资金额 328.39 亿元人民币，

环比下降 19.7%，平均投资金额为 1.26 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 24.8%。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2】，本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规模小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的小额投资事件共发生 36 起，占比 13.8%，共涉及金额 0.98 亿元人民币，占

比 0.3%；投资金额在 1,000 万到 5,000 万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119 起，占比

45.8%，共涉及金额 17.85 亿元人民币，占比 5.4%；投资金额在 5,000 万到 1 亿元人民币

之间的投资事件共计发生 26 起，占比 10.0%，共涉及金额 15.98 亿元人民币，占比 4.9%；

金额在 1 亿到 10 亿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76 起，占比 29.2%，共涉及金额 183.70

亿元人民币，占比 55.9%；投资金额在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投资共计发生 3 起，占比

1.2%，共涉及金额 109.88 亿元人民币，占比 33.5%。本月 10 亿元以上的大额投资事件环

比下降 66.7%，机构出手谨慎。 



  

 

 

 

D 轮本月融资金额位居榜首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1】，7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投资轮次从数量分

布上来看，排名前三的是 A 轮、天使轮和 B 轮，案例数分别为 129 起、84 起、54 起，案

例数占比合计 65.6%。在投资金额方面，本月 18 日贝壳找房获 12 亿美元 D 轮融资，受其

影响，本月位居榜首的是 D 轮，涉及投资金额 82.71 亿元人民币；此外， A 轮涉及投资金

额 64.51 亿元人民币，居第二位；位居第三位的是其他1轮次，涉及投资金额 43.88 亿元人

民币。 

                                                   
1
其他轮次包含通过股权转让、可转债、债转股进行的投资 



  

 

 

 

互联网行业再获资本关注，本月融资超 100 亿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2】，7 月 VC/PE 市场投资共涉及 21 个一级行业。

从案例数量上来看，IT、互联网及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仍然位居前三位。其中，排名第一位

的 IT 行业共发生投资事件 101 起，第二位的是互联网行业，发生投资事件 55 起，生物技

术/医疗健康行业发生投资事件 47 起，位居第三。在投资金额方面，互联网行业再次吸引了

机构的目光，获得 104.59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稳居首位；此外，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在

本月获得了 47.34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金额，占比 14.4%，位居第二位；IT 行业排名第三，

涉及投资金额 35.35 亿元人民币，占比 10.8%。 

 



  

 

 

 

上海地区融资案例数排名第一，天津地区融资金额超过 80 亿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3】，从投资地域上看，7 月发生的 407 起投资事

件涉及 29 个省市。从案例数量上看，排名前三的地区总案例数量为 183 起，占比 45.0%。 

其中，上海地区排名第一，共发生 75 起投资事件，占投资案例总数的 18.4%；排名第二的

北京地区共发生 70 起投资事件，占比 17.2%；江苏省排名第三，发生投资事件 38 起，占

比 9.3%。在投资金额方面，天津地区以 88.91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金额跃居本月第一位，占

比 27.1%，主要得益于本月 18 日贝壳找房完成的 12 亿美元 D 轮融资；紧跟其后的是上海

地区，融资金额为 33.42 亿元人民币，占比 10.2%，位居第二位；本月北京地区涉及投资

金额 31.07 亿元人民币，占比 9.5%，居第三位。 



  

 

 

 

本月典型案例： 

贝壳找房 D 轮规模超 12 亿美元，融资后估值超百亿美元 

2019 年 7 月 18 日，《贝壳找房专项股权基金》显示，贝壳找房完成 D 轮规模超过 12

亿美元融资，投前估值约 95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638 亿。其中，腾讯领投 8 亿美元，其

他投资方还包括 Gaw Capital、高瓴资本、源码投资、碧桂园、新天域、华兴资本、海峡资

本等。贝壳找房是一个房屋租赁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平台上拥有大量房源信息，覆盖各省市

二手房、新房、出租房信息，数据实时更新，平台还为用户提供 VR 看房服务，让用户身临

其境观看房屋构造，除此之外还为业主提供估价、线上委托及资产管理服务。2018 年 4 月，

脱胎于链家网的居住服务平台贝壳找房成立，并被赋予极高的战略地位。链家将大量的技术

和管理团队注入贝壳找房，原链家网 CEO 彭永东入主贝壳，担任 CEO。此外，链家、德

佑、自如等“链家系”品牌也入驻贝壳，成为平台上众多品牌之一。由此，贝壳找房作为平

台公司，成为“链家系”旗下最重要的品牌，甚至承担着登陆资本市场的责任。2019 年 3

月 20 日，链家地产发生了注册资本、投资人和管理层变化，有 22 家投资人从链家撤出投

资，原链家投资方“平移”至贝壳。 



  

 

 

乐普生物完成 9 亿元 A 轮融资，拾玉资本领投 

2019 年 7 月 1 日，乐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 9 亿元人民币的 A 轮融资。本次融

资由拾玉资本领投，参与本轮投资的其他投资者包括苏州民投、开元国创、苏州新锐和乐成

医疗，上市公司乐普医疗再次跟投。本轮融资将用于乐普生物核心项目的临床试验推进、大

分子生产线建设、产品管线引进及人才队伍建设等。乐普生物成立于 2018 年，聚焦肿瘤免

疫治疗，现已搭建靶点发现、成药研制、开发和生产的综合性产业平台，拥有厚德奥科、翰

中生物、上海美雅珂、上海航嘉孵化器等 9 个子公司。核心产品 PD-1、PD-L1、溶瘤病毒

和多个 ADC 产品进入临床 I-III 期各个阶段，临床试验结果优异，未来将开展多个产品的联

合应用。拾玉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杨红冰表示：“乐普生物聚集的肿瘤免疫，是近年出

现的革命性疗法。乐普生物刚刚成立 1 年多，已高效的完成了以 PD-1 和 PD-L1 单抗为核

心，多个 ADC、溶瘤病毒和双抗产品的布局，形成了丰富的产品线。乐普生物具有很强的

资源整合能力，团队在后期临床试验开发、生产、销售和商业化方面具备突出优势，将会成

为在肿瘤免疫领域极具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公司。” 

 

浪潮云 B 轮融资圆满完成 融资总额达 6 亿元 

2019 年 7 月 20 日，浪潮云正式宣布 B 轮融资圆满完成，融资金额达 6 亿元，投后估

值超过 11 亿美元，成为山东省内首家互联网独角兽企业。主要投资机构包括国务院所属、

财政部管理的投资机构，上海市国资委所属的地方国有投资机构，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背景

的投资机构，以及地方省、市新旧动能转换、地方财金集团为代表的投资机构及民营专业投

资机构等。浪潮云董事长兼 CEO 袁谊生表示，B 轮融资圆满结束后，资金将主要用于提升

浪潮云研发能力、云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和品牌投入，继续深耕主业，加快政务云持续做大做

强和工业互联网布局发展。浪潮云是一家公有云服务提供商，主要提供覆盖 IaaS、PaaS、

DaaS 及SaaS 在内的管理服务，致力于以云服务的方式，提供安全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

重点布局政务云、工业互联网领域。 

 

机构投资项目成功挂牌科创板，本月 IPO 退出数量达 378 笔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4】，7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415笔，环比上升 176.7%，

共涉及企业 50 家。其中 IPO 退出涉及 40 家企业，并购退出涉及 10 家。由于 7 月科创板

成功开市，大量机构投资项目在科创板成功挂牌上市，本月 IPO 退出数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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