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性新兴产业迎发展新机，VC/PE 投资布局加速

2010 年 4 月 14 日 清科研究中心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领先、能耗低、投入少、产额高等特征，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及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战略性新

兴产业被列入 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今年政府重要工作部署之一。日前，国家发改委

及工信部、财政部等多部门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代拟稿正

在进行调研，力争 6 月前递交国务院；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正在编制当

中，有望于 9 月份推出。不仅如此，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与自治区纷纷加快战略性新兴产

业研究和部署，以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税收、财政、融资等各方面的实施细则。随着国家及地

方政府各种规划细则及优惠政策的逐渐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迎来高速发展期。

而对于活跃在产业前沿的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其投资触角早已延伸至低能耗小、

高成长的新兴产业领域，而随着国家对新兴产业战略定位的确立，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在该领域的投资正风生水起。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09 年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

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医药/保健品、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案

例数量达 307 个，投资金额 18.8 亿美元。而从各季节的投资进度来看，创投及私募全投资

机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布局正在加速，尤其是三季度温总理召开三次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座谈会后，第四季度发生了 105 起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涉及金额 6.99 亿美元，占全

年总投资案例 34.2%和投资总额的 37.2%，投资案例较第三季度增加 21 起，投资额增长了

85.6%。（见图 1）

图 1 2009 年各季度 VC/PE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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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投资特征不同，中外创投布局现差异

由于投资偏好不同，且受退出机制影响，中外投资机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布局特

征有所不同。总体来看，2009 年本土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的投资数量及金额均超过外资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其中本土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案

例达 185 个，占总体比重的 60.3%；投资金额 9.63 亿美元，占总体比重的 51.3%。外资创

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案例 114 个，占总体比重的 37.1%；投资金额 8.88 亿美元，占

总体比重的 47.3%。（见图 2 和图 3）

图 2 2009 年 VC/PE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统计（按金额，US$M）

图 3 2009 年 VC/PE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统计（按案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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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上，本土和外资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也呈现出不

同的特征，如下：

互联网产业

总体而言，外资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互联网领域投资圈地比重更大。2009 年互

联网产业发生的 63 个投资案例中，外资机构投资案例个数为 42 个，占比 66.67%；投资金

额 2.41 亿美元，占比 72.5%，远高于本土投资机构的投资数量和金额。分析其原因，清科

研究中心认为，国外互联网发展较早，为外资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而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较晚，诸多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尚不清晰，从而导致本土机构涉足该领

域相对较少。但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进一步增长、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和成熟以及创业板市场

对互联网公司的认可，本土机构在互联网产业的投资比重将会增加。

物联网产业

物联网涉及的行业很多，范围很广。按照物联网的产业链大致可以分三个层面：首先是

传感网络，以二维码、RFID（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芯片及智能卡为主，实现“物”的

识别；其次是传输网络，通过现有的互联网、广电网络、通信网络等实现数据的传输与计算；

三是应用网络，即输入输出控制终端，可基于现有的手机、PC 等终端进行。清科研究中心

统计，从 2003 年至 2009 年，已有达华智能、鼎识科技、远望谷等十几家相关公司获得投

资；在该投资领域，本土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无论在投资企业个数还是金额上均占比达

80%以上。但目前投资较多集中在中后期项目，在早期项目的投资上略为保守。

新能源产业

2009 年新能源产业共获得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 4.48 亿美元，投资案例 28 个，

其中太阳能领域的投资活动最为活跃，投资案例 13 个，投资额 2.38 亿美元；风能领域投资

案例 9 个，投资额 1.76 亿美元。2009 年本土机构在新能源的投资个数为 19 个，占比 67.9%；

投资金额 2.46 亿美元，占比 54.9%。外资机构投资案例个数为 8 个，占比 28.6%；投资金

额 1.95 亿美元，占比 43.5%。在新能源的分布上，本土机构的投资集中于风能与太阳能领

域，各发生了 8 起投资案例，但风能领域投资额为太阳能领域的 2 倍；外资机构在新能源

领域的投资仍以太阳能为主，投资案例 4 个，投资金额 1.53 亿美元，风能领域的投资案例

较少，仅有 1 起。综合而言，清科研究中心认为目前太阳能领域尤其是多晶硅领域中创投和

私募股权资本涌入已较多，投资机构在新能源产业跑马圈地之时需要注意细分领域产能是否

出现过剩。

环保产业

2009 年环保产业共发生了 19 起投资案例，涉及金额 8576.49 万美元，其中本土投资

机构投资案例 13 起，投资金额 2807.49 万美元，外资投资机构投资案例 5 起，投资金额



5550.00 万美元。总体而言，本土机构在环保领域的投资更为活跃，但是投资金额还略低。

就的具体的领域而言，环保领域目前的投资集中于水务及固体垃圾处理，投资领域有待进一

步扩展。

新材料产业

目前，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在新材料领域的数量和金额均较少。2009 年，该

领域获得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数量 11 个，金额仅 3018.72 万美元，且全部为本土

机构所投资。新材料领域投资较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目前还处“冷门”，投资估值

水平也相对较低；而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项政策的陆续到位，该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宽广，

值得创投和私募股权关注和择机进入。

除上述产业外，2009 年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了大量的医药、生物工程企业，

投资案例共计 42 个，涉及金额 3.23 亿美元。其中本土机构投资案例 31 个，投资金额 2.45

亿美元，占据主要地位。

综合而言，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活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本土创

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无论是在投资案例还是投资金额上都超过了外资创投和私募股权投

资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提供股权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各种政策

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的投资机构涌入该领域。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个长期过程，创投

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热情高涨的同时，亦需冷静思考，在憧憬新产业无限前景的同时，

也要理性对待产业发展初期所需要面临的各种风险，如技术研发能力薄弱、部分产业产能相

对过剩等。专于所长，择机而入、理性坚持，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才能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崛起和兴盛中谋求发展，走的更远。



表 1 2009 年 VC/PE 不同类型投资机构行业投资分布情况合计

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外资 本土 中外合资 中外联合 合计

投资额

(US$M)

案例数

（个）

投资额

(US$M)

案例数

（个）

投资额

(US$M)

案例数

（个）

投资额

(US$M)

案例数

（个）

投资额

(US$M)

案例数

（个）

广义 IT

互联网 240.68 42 79.70 18 1.46 1 10.05 2 331.90 63

通信/电信 118.17 20 57.22 23 0.00 1 0.00 0 175.38 44

软件 64.17 6 71.10 18 0.00 0 0.00 1 135.26 25

硬件 3.00 1 50.81 10 0.00 0 0.00 0 53.81 11

广电（数字电视） 44.75 3 1.45 1 0.00 0 7.50 1 53.70 5

半导体 35.90 4 9.07 6 0.00 0 0.00 0 44.97 10

光电 9.00 1 33.04 5 0.00 0 0.00 0 42.04 6

其他电子产品 9.30 2 16.98 8 0.00 0 0.00 0 26.28 10

IT 服务 6.50 3 19.43 10 0.00 0 0.00 0 25.93 13

未披露 0.00 1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广义 IT 汇总 531.47 83 338.79 99 1.46 2 17.55 4 889.27 188

清洁技术

新能源 195.20 8 245.82 19 0.00 0 7.39 1 448.41 28

环保 55.50 5 28.07 13 2.19 1 0.00 0 85.76 19

新材料 0.00 0 30.19 11 0.00 0 0.00 0 30.19 11

其他 1.00 1 0.00 0 0.00 0 0.00 0 1.00 1

清洁技术 汇总 251.70 14 304.08 43 2.19 1 7.39 1 565.36 59

生技/健康

医药/保健品 65.50 9 218.64 20 0.00 0 0.00 0 284.13 29

医疗服务 7.32 2 49.28 4 0.00 0 0.00 0 56.60 6

生物工程 13.00 2 25.92 11 0.00 0 0.00 0 38.92 13

医疗设备 10.00 3 26.51 8 0.00 0 0.00 0 36.51 11

其他 9.00 1 0.00 0 0.00 0 0.00 0 9.00 1

生技/健康 汇总 104.82 17 320.35 43 0.00 0 0.00 0 425.17 60

总计 887.98 114 963.22 185 3.65 3 24.95 5 1,879.80 307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2010.04 www.zero2i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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