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提升的关键路径 

目前，政府引导基金越来越成为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广泛的开展了子基金

投资与项目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的股权投资活动。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

截至 2018年底，国内共设立 1,636支政府引导基金，基金目标规模总额为 9.93万亿人民币，

已到位资金规模为 4.05 万亿人民币。在经历了 2015 至 2016年的高速增长期后，各地区新

增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节奏略有放缓。随着各地政府引导基金设立已基本完毕，一些早期设

立的政府引导基金逐步进入投资后期或退出期，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将主要精力转向存量基金

的投资运营上。 

图 1：2008-2018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               

 

 

建设数据驱动的信用管理体系是政府引导基金应对管理挑战的关键路径  

及时准确的掌握子基金及项目的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充分有效利用，实现政府引导

基金核心业务的数据驱动，对于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掌握相关数据实现数据驱动，是政府引导基金推进投资工作，落实基金政策要求，

实现引导作用的基本需求。资金放大作用、本地返投、产业引导等诸多政策目标，都是基于

穿透至项目层级的数据汇总而得的。不准确及时掌握数据并利用数据驱动，就难以有效的落

实政策目标。 

第二，掌握相关数据实现数据驱动，是政府引导基金加强对子基金、被投项目投后管理

与监控的重要手段。投资协议的签订不意味着投资活动的完结，构建基于数据的投后管理与

监控体系，有助于政府引导基金及时发现并解决相关风险和问题，并且可以建立量化评价体

系，基于评价结果对于子基金管理人进行奖惩和激励。 



最后，掌握相关数据实现数据驱动，是满足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人自身管理需求与上级部

门统计管理需求的必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运营管

理效率，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情况和绩效情况也愈发关注，主管部门

要求政府引导基金提供各个维度的统计数据需求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政府引导基金缺乏对

投资相关业务整体数据的综合管理体系，往往会疲于应对。 

与此同时，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在数据的财务获取及业务应用中，也面临着各种问题。 

在数据获取层面，在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要求下，政府引导基金往往欠缺对被投对象的约

束能力，也不过多介入其实际运作。如何及时准确的获取相关数据，尤其是涉及日常管控环

节所需的相关数据，是众多政府引导基金面临的问题。 

在数据管理层面，随着投资子基金及项目数量的积累，数据的复杂度在快速增加。一般

在投资超过十支子基金后，管理宽度便超出了相关岗位靠人力维护 Excel数据表格的能力范

畴。与此同时还存在着部分基金通过微信等手段传递信息，难以追溯和记录的问题。 

在数据应用层面，很多政府引导基金为了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或满足某一特定需求收集了

数据，但数据用完后就此被束之高阁，未能充分挖掘数据在日常监控、运行评价等方面的更

多价值，造成了沉没成本。 

清科研究中心多年来为各地、各级引导基金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同时也为相关监管部

门提供咨询与决策支持服务，对引导基金的发展过程有着持续的观察与研究。在业务过程中，

清科研究中心协助多个政府引导基金进行了管理体系优化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成熟的方

法论。针对以上问题，清科研究中心认为，建设数据驱动的信用管理体系是政府引导基金

解决问题的关键路径。 

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是指建设与政府引导基金核心业务相关的信用信息体系，

并将信用信息应用于投资决策、汇总统计、日常监控、运行评价等各个环节的管理逻辑。 

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有三方面核心内容：信用信息采集，日常信用行为监控，定

期信用评价。 

 信用信息采集 

信用信息采集，首先需要梳理基金的数据资源，明确相关数据的内容及其生产、消费过

程，形成资源目录；其次，要明确数据来源，包含外部填报、内部上传、自动获取等不同来

源；最后，对于需要手工填报上传的数据内容，要明确采集点及其管理逻辑，必要的话需要

发布相关管理制度及流程作为支撑。譬如希望子基金及时提供的相关数据内容，需要有制度

保证其保质保量按时上传。 

图 2：信息采集示例               



 

图 3：信息呈现示例               

 

 日常信用行为监控 

日常信用行为监控是信用信息的重要应用场景，主要解决政府引导基金对被投子基金和

项目的日常监控需求。日常监控从时间进度、信息完整性等维度，通过对关键日常行为的数

据计算，按照预设的预警区间，以红绿黄灰灯的形式，对指标当前的风险状态予以提醒。 

图 4：日常信用行为监控示例               



 

 定期信用评价 

定期信用评价是信用信息的辅助应用场景，用以周期性对被投子基金进行定量评价，视

政府引导基金管理逻辑不同而对其评价结果有不通的应用。定期信用评价以量化评分的方式，

进行阶段性的评价，实现被监测主体间的横向评分，可作为评定主体绩效的主要依据。 

 

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法 

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功，需要有效的方法支撑。 

首先，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功，需要建设方领导的足够重视，列为“一把手工程”，

自上而下推动贯彻。信用管理体系的实施，可能会形成内外部流程的较大调整，涉及到政府

引导基金内部投资、投后、风控、财务、法务等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需要全员工作方式的

改变，因此离不开管理层的推动与支持。 

其次，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功，需要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逻辑、管理体系和信息化系

统架构有深刻理解的承建方支持。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综合领域，结合了政府

决策、基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多个专业领域知识。利用专业化的团队支持，充分参考其他

基金运作经验，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信用管理体系建设，需要与时俱进，持续优化。管理升级是逐步求精的，需要僵

化-优化-固化的循环不断提升。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要贴合实际

的业务工作过程，不断研究分析、持续改进，才能逐步实现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效益的最大化。 

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管理体系建设和系统并行进行，管理体系建设为系统

建设提供目标和需求，通过系统实施固化管理流程和数据处理，并提供管理工具。 

 



 

 

“信用创投”——青岛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的实践 

2018年，为推动全市新旧动能转换工作，青岛设立总规模 3000亿元的新旧动能转换基

金，首批 220亿元母基金已落地实施。随着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风险也不断累积，为了

把好政府引导基金使用关，全面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基金的引领示范作用，营造诚实自律

的行业环境，青岛市创投中心在市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全面启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引入

清科集团提供专业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支持，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全流程、专业化、高标准

的政府引导基金信用体系，为全国提供了“青岛方案”，“信用创投”也成为青岛市创投中心

一张新的烫金名片。 

一是以信用管理制度规范参股基金行为。制定发布了《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办法》，明确在基金管理企业申请政府引导基金出资环节双方做出信用承诺，强化责

任意识；在参股基金管理运作环节，建立信用档案、评价机制和联合奖惩等一系列制度，引

导和规范参股基金的信用行为。《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暂行办法》也即将颁布实施，

信用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二是以信用管理系统加强信用风险监控。开发建设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信用管理系统，

将参股基金、基金管理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纳入信息系统，建立健全信用记录、信用评价，并

开发“信易投”等应用模块。将信用建设融入到基金的日常监管运作全部环节，建立分类监

管机制，通过日常信用监控记录，建立红黄灯预警机制，在整合、分析、利用相关信用信息

资源基础上，对参股基金日常运作的潜在风险实施预警分析，敲响失信受惩警钟，让基金管

理人切实感受到信用的重要作用，主动加强自我约束。基金信用管理系统实现了与市级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自动对比国家推送的各类黑名单，自动实施联合惩戒，进一步防

范化解风险。 

三是以信用激励措施形成引导示范效应。在分类监管和信用评价基础上，对信用良好的

基金管理人给予积极鼓励政策：在完成既定目标的前提下，优先进行合作，按程序设立新的

基金；将管理人关联基金已投项目，重点推荐给合作的金融机构，拓宽项目融资渠道：推介

给青岛市股权与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为其对接优质项目资源；对其已投的创新创业型企业，

优先推荐入驻青岛 VC众创空间。一系列激励措施，建立了基金管理的“信用模式”，营造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经过精心打造，“信用创投”作用日益显现，截至 2019年 5月已联合国内知名机构在青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4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