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发挥资金对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科
技创新的作用，海淀区将重点围绕三方面推动建设
全球创业投资中心。

一是加快吸引各类资本， 着重鼓励理解创新、
有国际视野的行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设立产业基
金，通过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吸引头部创投
机构在产业端聚集，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高精尖
产业发展。

二是突出打造早期资本、 耐心资本， 围绕投
早、投小、投科技的目标，推动组建以天使投资、创
业投资为主要功能的创新基金群。 引导商业保险
资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基金，为科技企业提供持续性资本支持。

三是拓宽资本退出渠道，完善私募股权二级市
场生态，联合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建设股权投资和创
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支持和鼓励投资机构发起设
立S基金，为资本退出提供广阔舞台。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

截至2022年底

我国共设立210余只

政府引导基金

目标规模约12万亿元

2023年

有637只基金收入
政府引导基金名录

截至2023年7月末
管理基金规模

20.82万亿元

服贸会专题报道 3
编辑 卓洋 美编 李烝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北京商报2023.9.6

20.8万亿！私募股权基金助阵实体经济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9月4

日，“全球PE论坛”在京举办，从多角度介绍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PE）在北京地区的发展现状。与此同
时，为一步推动优化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环境，畅通
募、投、管、退各环节，相关监管部门也表示正努力
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问题，通过支持
不断完善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稳定，促进科
技、产业、金融良性发展，推动私募基金行业高质
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
至2023年7月末， 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21996家，
管理基金数量15.29万只， 管理基金规模20.82万
亿元。其中，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13135
家， 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31393只， 存续规模

11.22万亿元。
此外， 北京地区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与管

理基金规模均居全国前列， 股权投资案例数和投
资额也均居全国前列。

在论坛举办期间， 北京基金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郭薇发布了《2023年政府引导基金名录》。

据郭薇介绍， 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经过20余年
的发展，已经成为LP（有限合伙人）的重要组成部
分。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国有控股和国
有参股LP合计披露出资金额占今年上半年新设立
人民币总规模的70%，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引
导基金或政府出资平台。 政府引导基金出资已成
为当前我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人民币基金的最
大出资方。从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规模来看，数据

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设立210余只政府引
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万亿元。

郭薇进一步表示，《2023年政府引导基金名
录》 较2020年而言有几方面显著变化。 数量上，
2023年一共有637只政府引导基金收入其中，较
2020年新增189只。从地区上来看，近三年新设政
府引导基金增加最多的地区分别是安徽、江苏、浙
江和江西。从引导基金投向来看，近三年新设政府
引导基金投向更明确和细分， 数字经济、 生命健
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
造等新兴产业领域是热点。 从引导基金的体系构
建来看， 越来越多的政府引导基金会以合伙制基
金的形式存在，引导基金的出资更加透明，机制也
更灵活和市场化。

北京市将进一步活跃北京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充分激活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市场，为首都科技创
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
支持不断完善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稳定，促进
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发展。

具体来看有四方面内容， 一是培育优质的股权
投资市场主体。 二是积极加大各类中长期资金引入
力度。2018年， 北京市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科创
基金，专注长期投资，存续期达15年。未来将继续支
持社保基金、 保险基金等加大对北京企业的股权投
资。三是加强被投企业服务机制建设， 获投资的企
业经过专业机构的初步筛选，很多将成为未来的独
角兽、小巨人乃至行业龙头，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被
投企业服务机制，将被投企业纳入服务包、服务管
家，对他们提出的诉求进行接诉即办，以服务为企
业赋能，帮助被投企业加速成长，提高广大机构在
北京的投资回报和成功率。四是将进一步拓宽股权
投资退出渠道。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许心超：

加大各类中长期资金引入力度

目前， 中国证监会也正在联合相关部门进一
步推动优化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环境，畅通募、投、
管、退各环节，努力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体制、机
制性问题， 推动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
台阶。

长期以来，私募基金行业面临法律法规不足、行
业准入门槛低、事中事后监管手段不足、行政处罚威
慑力不足、部分机构合规风控意识不强等问题，积累
了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和风险事件， 特别是一些较大
的风险个案，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形象和声誉。

为夯实行业监管法规基础，自2013年，中国证监
会就启动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的起草工作，并在2023年6月16日获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9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的
出台， 是行业从量的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重要
里程碑。

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继续组织，全面宣传解读
贯彻条例，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

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督二部主任王建平：

优化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环境
近年来， 昌平区将科创金融作为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保障，在全市率先建立政府性投资基金管
理体系，形成了从项目遴选到投后管理的全流程
管理机制，母基金群规模接近300亿元，未来三年
将达到1500亿元。

同时， 昌平区持续加强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合作，吸引了红杉中国、中关村创投、康桥资本等
优质资本落地， 今年昌平区企业获得股权融资案
例29起，位居全市第四，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水”。

北京市昌平区区长支现伟：

母基金群规模接近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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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冯燕：

将重点建设全球创业投资中心

未来三年将达

1500亿元

母基金群规模近

300亿元

增长4倍

气候变化风险加剧

“沸腾时代”气候风险正在加剧。中国社
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介绍， 气候风
险加剧了代际不公平，相关研究表明，2020年
出生的人相比1960年出生的人一生平均经历
热浪多7倍、洪水多2.8倍。

据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此前就7月全球气温创下新高发表声明表
示，全球变暖时代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已经
到来，对于整个地球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沸腾时代’ 正在加剧气候的风险，刚
刚过去的7月全球月均气温相比工业革命前
超过了1.5℃，几乎同时南极的海冰量又创出
新低，全球气候系统变得更加不稳定。”陈迎
认为，在此背景下，绿色低碳转型正形成最
广泛的国际共识，“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
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有挑战，更有
机遇。

“双碳”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称。
其中，“碳中和” 是指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并增加吸收， 使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达到平
衡， 对于应对气候危机起到重要作用。 按照
“双碳”目标要求，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
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

陈迎指出，“双碳” 目标是中国承担大国
责任和总体外交的需要， 也是自身现代化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通往“美丽中
国”的必经之路，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
型与能源安全、绿色复苏和高质量发展，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增强新技术
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高温热浪、暴风骤雨、洪涝干旱，极端
天气灾害多发、频发、并发，气候变化已经

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危机， 与地球上
所有人都息息相关，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也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国家发改委原副
秘书长苏伟指出，面对气候变化危机，国际
社会也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净零排放或者
“碳中和”的愿景，明确了绿色低碳转型和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建立了国家自主贡献
的行动机制。

以“碳中和”应对气候危机

“碳中和”对于应对气候危机起到重要作
用，也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为绿
色经济提供新的机遇。

“‘双碳’目标不仅不是拖累经济发展的
绊脚石，反而是推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
寻找经济新增长点的引擎。”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表
示，“双碳” 领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
长点，也是主要的投资领域之一。据有关方面
测算，现在每年“双碳”领域相关投资已超过
万亿元，2050年可能达到百万亿元，商机非常
广大。此外，“双碳”目标还将进一步促进能源
的转型发展， 促使我国逐步摆脱对化工能源
的依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突破，加快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

为推动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控制和减
少人为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鼓励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行为，7月7日，生态环境部曾发
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北京绿色交易所常务副总经理王辉军指
出，与2012年发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相比，《办法》明确了温室气体
种类增至7种，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
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和三氟
化氮， 主管单位由国家发改委变为生态环境
部， 交易机构由地方碳市场交易变为建立集
中统一的交易平台。

“《办法》 明确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推动‘双碳’目标的作用和地位，是自
2012年CCER项目运行以来， 相关部门首次
公开明确。”王辉军介绍，同时还确定可开发
项目类型分别是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
减排以及节能增效，有利于促进碳交易。

某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办法》 为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交易提供了具体的管理规定，明
确了相关主管单位和交易机构的职责和权
限， 推动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规范化和有序
发展。 鼓励并激励企业和个人自愿减少温室
气体的排放， 通过交易机制激励减排行为的
实施， 有利于推动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到减排
行动中。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是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
排放量，有利于推动“碳中和”和可持续发展
的实施。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
王红英认为，《办法》对于推动“双碳”目标实
现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通过自愿减排
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推动“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此外，通过自愿减排交易，还可以
形成碳市场，促进碳金融和碳交易的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文 新华社/图

“相关研究表明，2020年出生的人相比1960年出生的人一生平均经历热浪多7倍、洪水多2.8倍……”随着高温热浪、洪

涝干旱、极端天气事件的多发、频发、并发，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危机。9月5日，在2023年服贸会绿色发展

与碳中和（北京）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气候问题与“碳中和”趋势和挑战进行分享和探讨，认为“碳中和”对于应对气候危机起

到重要作用，也是推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增长的新引擎。

绿色低碳转型
正形成最广泛的国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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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加剧了代际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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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经历7倍“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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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7月7日
生态环境部曾发布《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解题气候危机：7倍热浪与2.8倍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