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融资给公司(公司向个人融资)

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革命的浪漫主义开始回归改革的现实主义时，中国人发现，
资本和投资家并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运用得当，其实可以成为济世良方：在有效运
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乃是实体经济的血液，它可以如流水般滋润各行各业，
显著提升经济增速，改善产业面貌。抱着这种理念，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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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入外资，同时学习西方的资本理论，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并不断应用
于国内的改革实践。当年的一批批年轻人远赴海外留学，正是这一学习潮流的重要
组成部分。他们学成归来后，朝气蓬勃地逐步建立起中国的金融体系，大大加快了
中国的金融现代化进程。

汪潮涌正是这一伟大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真正的时代宠儿
、创投典型，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中国金融行业尤其是创投行业发展史；留学归来后
，他又在回报家国、拓荒投资行业上不遗余力，深耕20余年。在创业如潮的今天，
汪潮涌始终坚持信念，坚信中国的发展，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大市场的命运密切相
连，站立在经济新常态的时代潮头。应当说，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投资家，都有着如
汪潮涌般清醒的命运认知。情怀如潮涌，创投泽天下，以汪潮涌为代表的投资家们
胸中涌动的创投激情，正在有力推动着强国梦的实现。

富有的是精神

生于1965年的汪潮涌从小生活在湖北大别山区，15岁以前，他是个普通的乡村儿
童：放牛、打柴、割草，起早贪黑上学……单纯而艰辛，是他童年最大的特点。直
到15岁，他一举考取华中地区的重点高校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命
运开始改变。

今天回顾汪潮涌的这个命运转折点，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十年“文革
”形成的巨大人才空白，尊重知识氛围的形成，开明而积极的考试制度，改革开放
政策的实施等，开启了中国自1977年开始的人才黄金十年期。以15岁的年龄入读
名校，成为汪潮涌领先同龄人、超前发展的开始。对此汪潮涌评价说：“超前是我
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也是一种使命感。”命运固然会经常眷顾少数幸运儿，但对于
汪潮涌来说，造就他此后辉煌人生的第一跳——考入华中理工大学，是他自己勤奋
努力的结果。

在华工的四年学习后，汪潮涌已初步奠定了知识基础，他决定继续深造，很快又考
进了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部，成为该院第一批MBA。在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部的学生里，汪潮涌是年纪最小的学生，接触到很多最新
最前沿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迎来了人生另一个关键转折。

1985年，时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朱镕基从国外带回了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
汪潮涌获得了这个名额。“他特别嘱咐让我学金融，我当时对金融的理解就是记记
账而已，但他说金融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对国家非常有用。”回想起朱镕基
的叮嘱，汪潮涌记忆犹新。

听起来似乎是天上掉了馅饼，乃至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这一次汪潮涌命运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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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风貌：崇尚知识，重视培养年轻人，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年纪轻、求知欲强的汪潮涌受到青睐，是他的幸运，但这
种幸运，在同时期的中华大地也并不鲜见，知名楚商毛振华在体制内屡获破格提拔
就是明证。那是一个唯才是举的时代。与其说是汪潮涌得到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
，不如说是中国又多送出去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年轻人，多了一分构建国家金融体系
的力量。

值得赞赏的是，汪潮涌得到的这个机会，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附带要求，没有规定何
时回国、回不回国、怎样为国效力等条件。那个年代的中国雄心勃勃、胸怀宽广，
国家高层坚信：需要让更多人才走出国门，只要心中有家国，这些人才即使不回来
，也会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市场的
发展壮大，会自然吸引海外人才的回归，这是一个大国的自信，一个时代的进步精
神。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国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支持留学，鼓励回国
，来去自由”。那一年，一同赴美的还有如今的知名经济学家李稻葵、胡祖六等人
，隔年熊晓鸽去了波士顿大学，后来成为知名投资机构IDG的投资家。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彼时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时代进步精神的滋养。汪潮涌和他那
个时代，富有的是精神。

后来的发展证明，赴美留学确实为汪潮涌开启了一扇通往金融世界和更广阔天地的
大门。在罗格斯大学的学业完成后，汪潮涌有了进入华尔街工作的想法。罗格斯大
学提供的大量金融案例，使他得以研究分析美国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近距离认识了
华尔街，熟悉了其时国内尚未听闻的股票市场，接触到那些如雷贯耳的企业。在实
践中学习的氛围，促使他产生了进入华尔街的愿望和目标。

1987年，22岁的汪潮涌经过层层面试，顺利进入摩根大通曼哈顿银行。在高手云
集的摩根大通银行，汪潮涌延续着勤奋、严谨的作风，24岁即创新了房地贷款抵押
证券化的工作，不仅在摩根大通内部，后来更在企业应收账款、信用卡余额等多个
领域得以推广应用。三年后，汪潮涌进入全球评级领军企业标准普尔，担任结构融
资部副主任。在标准普尔，28岁的汪潮涌根据自己的分析结果，写成一篇《企业破
产概率与债信变化》，发表在美国《债信评论》杂志上，迅速被美国各大媒体转载
，汪潮涌因此获得标准普尔1990—1993年度总裁奖，被载入“普尔工商名人录”
。

1993年，汪潮涌进入国际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由纽约总部派往香港任亚洲公司高
级经理，1995年又被提升为亚洲区副总裁兼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他终于学成，
而且是荣耀归来。此时的他，年仅30岁。

相信中国，资本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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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深交所、上交所的成立为标志，此前的国
内资本市场几近空白。随着此后国内金融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各大国际投行开始
抢滩中国，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喊出了“由华尔街到长城”的口号。在市场经济建
设进一步深入的那一时期，中美经贸合作也在大步迈进，拥有大陆背景、谙熟国际
投行风格的金融人才汪潮涌成了“香饽饽”。

重回北京的汪潮涌得到很大的重视。多年的华尔街工作给他打上了深刻的投行精英
烙印，和国内金融同行相比，汪潮涌此时已是行业资深人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投
行专家之一。他直接参与和负责了财政部、中国银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实
业、北京大唐、北京控股等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海外融资业务，融资总额达60亿美元
。1998年他辞掉摩根士丹利的工作，参与筹备国家开发银行，薪水只有象征性的一
元钱。汪潮涌表示，国内的开行工作的经历非常难得，不仅让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也借此获得了更多高层资源。多年海外漂泊后，他在尽力回报祖国
，也在尽力让自己再融入中国。他矢志扎根中国，因为他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不
可限量。

1999年，汪潮涌创立信中利资本集团，开始了自己的风投生涯。

中文“信中利”三个字各有出处。“信”出自《论语》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
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中”即不偏不倚；“利”出自《
易经》“因势利导”，讲的都是投资的基本原则——诚信、公正、顺势而为。

中文寓意固然深刻，但“信中利”这一名号还有另一个来源，这与股神巴菲特有关
。1995年9月的一天，当时还是摩根士丹利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的汪潮涌，与巴
菲特一同进餐。在谈及对于中国市场投资的看法时，巴菲特十分看好中国未来的发
展，他对汪潮涌说：“年轻人，我做投资最大的信念就是相信自己的祖国，所以你
一定要相信中国，这样就能获得巨大的盈利！”于是，汪潮涌用“信中利”作为自
己公司的名字。

2001年，汪潮涌成立的第一支基金就有1000万美元。在“相信中国就能盈利”的
理念指导下，汪潮涌开始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企业界人脉，对这一时期的风投项目
颇多关注。

相比如今“全民PE”，21世纪初的中国对于风险投资还很陌生，堪称创投的荒漠。
“那时候最难的是‘两头空’，创业板没有开、法人股不能流通、并购市场不成熟
，在国内没有退出通道；另一头，国内也没有募集资本的渠道。”国内市场培育需
要时间，他开始发挥自己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一边去海外融资，一边在国内拓展
自己的商界人脉，多方留意优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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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
，大部分市场化的行业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本土化创新之外，其行业标准、
商业模式等大都源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从美国归来的汪潮涌最初开始的风险
投资，评判项目的重要标准就是美国是否有参照物，这个标准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作为后来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纯粹的“摸着石头过河”，欧美
其实是老师。汪潮涌的投资，也就相对聚焦于发展较为前沿的行业，如互联网产业
。

2000年前后，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创业者都已踏上了征程，那是互联网发展的初期，
信息成为网民的主要需求，门户一统天下，新浪、搜狐、百度，都进入了汪潮涌的
视线。“搜狐带来了雅虎的模式，百度带来了谷歌的模式”，已在成熟经济体验证
过的模式，汪潮涌放心地投资，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价值投资，创投导师

由于卓越的国际视野和融合中外的投资能力，汪潮涌一直有意识让自己站在世界高
度看中国，从国家发展角度看项目。从事投资30余年，他一直偏好新兴产业，永远
站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前沿。“16年前，我们投最早的一批互联网企业；10年前，我
们投了华谊兄弟为代表的新媒体、娱乐影视行业；5年前，我们开始布局新消费行
业。”还有医疗健康、高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
新材料……

汪潮涌无疑是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重要拓荒者。对于这个行业，汪潮涌有着清醒的
自觉：从1998年的风险投资“一号提案”以来，创投和PE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非专业到专业化四个方向的转变，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资本也从早期的外资主导转变成现在的人民币主导。2015年，国家提出了“双
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站在专业的角度，汪潮涌给自己加了一条——
“专业创投”，叫“三创”。他卓立潮头，坚持价值投资，得到创投界的广泛认可
。

在中国的投资语境中，“风投”和“创投”含义相近，但并不能等同。前者更加侧
重于VC，即项目的成长中期，后者则涵盖项目的各个时期，从天使期到VC、PE，
乃至上溯至种子期。汪潮涌带领的信中利目前业务涵盖从早期到成长期、pre-IPO
、上市并购的全产业链，他本人也在20多年的创投生涯中逐渐完成了从投资人向“
创投导师”的转变，体现了信中利业务范围的拓展，折射出中国市场的变化。

对于飞速成长的中国市场，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带动的创业潮，投资行业发展飞快。
“15年前整个中国做风投的机构不到10家，今天在中国活跃的风投机构有几千家，
尤其重要的是，增值服务还有很多机构在提供，那个时候创业者是没有这方面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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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早期开拓市场、打造品牌为主的挑战不同，现在的信中利面临着的主要是
同行的激烈竞争。投资需要考虑概率，汪潮涌必须以更加全面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投
资市场，他敏锐地把自己变成了“创投导师”。在各种创业创新主题的活动和组织
中，汪潮涌担任了很多个导师、联盟理事长之类的职务。他并不求就此闻达，但这
显然有助于他保持对一线创投环境的敏锐度，拓展更大的平台，帮助更多的创业者
。他是真心钟情于他的创投事业。

无论投资人还是“导师”，都需要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对于理论学养深厚的汪潮
涌来说不是问题。譬如对于创业者，他就形成了自己的“4P”理论：第一个P是Pas
sion，即创业激情，很多创业者想进入新领域创业时，会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对
他来说，有强大的创业激情支撑着他；第二个P是Persistence，也就是创业者要坚
持，能够持之以恒地以饱满的热情来带领团队，影响投资人，说服股东，这种持久
的力量非常值得敬佩；第三个P是Previous Experience，即过往的经验，汪潮涌更
愿意找有相关经验的创业团队，“过往的经验是创业者很重要的一笔财富，也大大
降低了创业的风险”；第四个P是Price，就是融资时企业的估值，匹配公司业务现
状的合理的估值，才能保障投资人未来的收益，也有助于公司未来的持续融资；第
五个P是Profitability，即创业者的营利能力，创业者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创业模式，
一定要创造利润，这种利润的爆发力，需要有资本、团队的力量，以及创业者作为
灵魂人物的坚定和坚持。

紧跟时代潮流的汪潮涌更愿意谈他的“三高三大三新”，这是他重点关注和看好的
项目特点：“三高”指“高科技、高端制造、高品质服务和消费”，“三大”指“
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三新”指“新能源、新材料、新模式”。他认为，
这九大特点代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代表了中国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机会，
具有非常可观的成长前景。在他眼里，没有经济下滑，没有创业的寒冬。“我不认
同创业‘寒冬论’，‘寒冬论’是传统产业、过剩产业、污染产业、低效低品质的
行业在被淘汰之前发出的哀鸣，新科技的创业始终层出不穷。”

情怀潮涌，生生不息

伴随着中国大市场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信中利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战略
布局，多次在行业内对基金管理人的专业排名中名列前茅。2015年10月23日，信
中利人民币业务成功挂牌新三板，上市首日市值即破百亿元人民币，在万余家新三
板企业中位列第四；2016年7月，信中利成功收购上市公司惠程科技。

然而汪潮涌早已不看重财富数字的增长。对他而言，仍然如此充满激情地工作，追
求的早已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使得步入天命之年的汪潮涌有了更多情怀的味道。
他的情怀，溢出个人情感、行业发展之外，深深映照进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思考中
，投射在国内外的众多投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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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投的视角看，汪潮涌认为，五代企业家的成长历程，实际上反映出中国企业家
群体成长机制的变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彰显。“中国前三代
企业家，没有创投的支持，没有硅谷创投文化的背景，他们创业是戴着镣铐跳舞。
当初王石、陈东升创业，都没有股份，挂靠在国企下面，他们是很好的企业家，最
后的价值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第五代企业家是公司股权的所有者，VC、PE买的
是他们的股权，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把人才的价值、创业的价值、商业模式的
价值，进行市场化定价。创业团队拿的是大股，VC、PE资本拿小股。这就把资本
和企业家的关系搞对了，这样创业者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去创造和创新。硅谷
就是如此。”据此，汪潮涌认为，“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海归创业者的机会更大
”。

融合中外的国际视野，成为融入汪潮涌血液里的特点。在这种国际视野背后，是他
“相信中国”的浓浓情怀。从回国后参与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建开始，到不遗余力支
持“双创”活动的开展，在爱国情怀上，汪潮涌做出了他的表率。

爱国的重要落地表现是爱家乡。作为一名湖北籍知名投资人，汪潮涌不仅在全世界
都有投资，与湖北有关的投资项目也超过30个，其中一部分是湖北籍企业家在省外
创业的企业，包括一药网、本来生活、品尚红酒、朗新科技、粉丝网、易瓦特、通
付盾、武汉纳思、同济现代药业、长江脉、奇致激光、天能股份等。这些企业涵盖
汪潮涌关注的“三高三大三新”的各个领域，“不光是互联网，其他领域像高端制
造、激光、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医疗健康、IT信息服务，这些公司我
觉得目前在武汉有一个迅速的成长。”

武汉近年提出了“城市合伙人”概念，并聘请50个企业家担任合伙人，汪潮涌即是
其中之一，且是唯一一个做投资的。他表示：“我可以跟他们（其他49位产业企业
家）合作，帮助他们的科技成果落地，做强做大。”

汪潮涌很喜欢帆船。通过这个爱好，他阐释了情怀的价值。“‘最成功’的投资人
我是不敢自居，但‘最有情怀’这个标签我还是愿意戴的，我把自己的情怀和投资
业务结合起来。”“汪潮涌”这个名字，水意盎然，正如他在微博签名中写的，“
心如大海：可以平静深邃，亦可以汹涌澎湃。”

潮起潮涌，生生不息。

汪潮涌具有非凡的勤劳与智慧。在信中利创立的20年里，他一直保持着好奇心和敏
锐的触角，坚持在投资一线，和广大创业交流；他总能提出很多充满闪光点的真知
灼见，带着他深切的职业敏感，“中国企业有走出去的强烈愿望”“投资要先选国
家再选行业”；年过半百却依然保持着敏锐，具有强大的学习力和奋斗力，“巴菲
特近90岁了，同样还精力旺盛地活跃在投资界，我希望像巴菲特一样，生命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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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止。”

投资家往往被称作是最精明、最具有现实主义态度的人，汪潮涌的情怀，却又让他
在绝对的理智和冷静之外，拥有了深厚的浪漫感性。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投资人，或
许都有着如汪潮涌般的两面性。这真是个精彩而又永恒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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