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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于 11 月 15 日发

布，《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和时间表。对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做出了 16 个方

面、60 条重大部署，涉及了行政体制、金融体系、财税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开放型经

济等多方面的改革，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通过对《决定》的深入分析，清科研究中心归纳总结出以下八大看点，认为《决定》将为股权投资行

业发展带来广阔机会和腾飞契机： 

 

看点一： 鼓励创新创业，优化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业投资机会前景广阔 

 

（一）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

机制。 

（二）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

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三）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健全技术转移机

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决定》在健全创新创业体制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等方面做出了

明确说明，未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将广泛受益，创业投资的机会前景因此较以前更为广阔。 

 

看点二：着力改革文化、教育、医疗、环保、安全等领域，股权投资机会将丰富 

 

（一）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

本进入门槛；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

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二）加快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

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三）发展环保市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文化体制机制，教育领域，医药卫生，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将呈现较大改革力度，因此

相关行业会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则存在较为广阔的投资机会 

 

看点三：“单独”二胎政策放开，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费市场受长期利好影响 

 

（一）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

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

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将直接带动母婴消费产品的需求增长，催生相关消费品和幼儿教育的投资机会。

提高居民收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释放我国经济消费潜力的，未来消费行业将呈现明显投资机

会。 

 

看点四：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放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美元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顺畅 

 

（一）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

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

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通过货币兑换，人民币或美元基金可同时投资境内和境外市场，基金的跨境投资

将成为常态，可同时捕捉到境内外的投资机会。此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展境外并购

和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国内进行直接投资，并便于外资 LP 投资境内基金，实现股权投资基金 LP 的国际化

和多元化。 

 

看点五：多层次资本市场将健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获推进，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将拓宽 

 

（一）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

银行等金融机构。 



（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

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股票发行从审核制向注册制度改革，可大大增加新股发行数量，拓宽股权投资机构 IPO 退出通道。但

另一方面，注册制实施后，企业发行市盈率可能会下降，将打破企业高价发行的现象，从而降低股权投资

IPO 退出的回报收益率。此外，关于“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有条件的企业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将参与设立民营银行，进一步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看点六：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作用，非公经济提到更重要地位，民营企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关于非公经济发展，《决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

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以市场为中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调配资源、开放更

多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将给予民企更多发展机会。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民营企业在开放、

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将焕发更多活力和创造力，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看点七： 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行业垄断、市场限制将破，股权投资将更多参与国企改革 

 

《决定》提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未来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将着重在破除垄断和市场限制方面发力。关于引入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

此前，国资委 2012 年公布了《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三中全会后，股

权投资基金将有望更多地参与到国企改革中。 

 

看点八：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将允许社会资本参与 

 

《决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

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

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 



 

城镇化在与股权投资基金合作方面，一是可以引导民间资本、外资组建基础设施或产业投资基金；二

是一些实力较强的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大型机构投资者合作成立股权投资基金；三是直接吸引外资、民

间资本、央企等各类资本入股基础设施项目。预计随着地方政府举债空间越发有限，城镇化与股权投资业

的合作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结语：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体经济依靠改革的动力不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长远改革制定蓝图，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中长期而言，中国经济将

有结构性上升的潜力。在此背景下，经历了十余年的完整发展周期后，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深受未来改革的

影响，并将乘势迎来飞跃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构成，股权投资将成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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