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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的知名投资案例的人不难发现，他是一个不追风口、不赌
赛道、特立独行的“另类投资人”：山河智能、山东六和、三六五网等等，都曾是
别人“嫌弃”他“独爱”的项目。

切忌妖魔化创投机构 政策对行业应适当宽松

证券时报记者：未来国家在扶持创投业发展方面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提升？

张维：
第一，要公平税赋。既然要鼓励双创，就应该不是征高税，而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税
。我认为20%左右的税收是基本合理的，如果太高，创投机构会失去继续投资小微
企业、新兴企业的活力，从而影响整个新经济的成长。

第二，政策方面不应该给创投行业设置太多障碍。国家提出去杠杆，就是增加直接
投资、权益类投资。对于监管部门而言，需要加强的是监管和信息披露，对刻意造
假、虚假披露信息以及内幕信息的人严刑峻法。但对于创投机构而言，需要监管部
门以平常心对待，尤其是对创投机构在减持、上市等环节设置太多条件，应该采取
更加宽松积极的政策。

千万不要把创投机构妖魔化，总觉得很多机构赚了太多钱。实际上行业内大量机构
的投资项目是失败的，基金层面是亏损的，因此需要一个公平中性的税赋，也需要
一个相对合理的减持期限、比例规定。

证券时报记者：创投行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张维：
我不赞成自我夸大作用，我只能说我们是一支重要力量。国家要解决高质量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社会有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
，也就需要好的金融环境、资本市场相匹配去支持它。

当下，由于金融行业中出现了以P2P为代表的一些“骗子公司”，监管部门因而设
置了注册的高门槛，这实际上是“因噎废食”。总体上监管部门还是应该给创业者
、创投机构创造一些宽松的条件，但对于打着新金融、科技金融幌子的非法集资必
须强监管。

除了推动新经济、新科技的发展，创投机构也可以参与收购兼并和资源整合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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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现在中国大部分产业仍呈现出高度离散的状态，意味着国内许多产业都
存在规模效应和产业整合的内在需求。

此外，创投机构还可以参与国企改革，帮助国有资产通过产权变革来完成公司治理
革命，抓大放小、退出竞争性的领域，必须通过民间的投资机构来发挥作用。因为
民营企业专注于效率和回报，如果靠另一个国有企业来控股，这个国企改革实际上
是没有作用的。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创投业在哪些方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

张维：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完成了从工业化社会到服务业社会的发展，催生了更多新兴行
业和具有成长性的领域，同时孕育出了一批高科技企业，让创投机构从早期只能投
一些制造业企业，到后来可以投服务业、高科技企业。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多企业都处于模仿的阶段，更多企业创新来源于营销渠道
的创新，极少数会在研发环节加大投入。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
具备了相关条件，中国企业开始从仿制向自主创新转型。在这当中，部分杰出的中
国企业越发认识到要把核心资源投入到未来有意义的领域，这种投入不以企业是否
盈利、宏观经济如何为转移。而这些杰出企业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创投机构。

证券时报记者：创投业对促进改革开放起到了什么作用？

张维：
能够上市的中国公司代表了中国经济中比较好的部分，根据清科数据显示，当中VC
/PE渗透率达到58.9%，背后都有不少创投机构的身影，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市公司是有支持的。

在一些新兴行业，国有资金难以介入投资，主要还是靠民营资金。例如商汤、柔宇
这类企业，在没有实现规模化的营业收入之前，他们已经获得了来自创投机构的大
量资金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创投机构对中国新经济、高新技术的推动作用是不可
估量的，同时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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