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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8,213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4%，增速比上季度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增速

明显放缓制造业景气指标下行，但第三产业贡献 GDP 增加值接近 50%。另外，根据国家能

源局公布数据，“李克强指数”之一——全国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4.6%增速较一季度增速

放缓，再显经济下行压力。清科研究中心认为：目前制造业景气指标下行是传统产业去产能

的一种反映，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的走弱、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不等于整个宏观

经济的疲软。我国经济处在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转型发展

的“三期叠加”的阶段，加之政府采取化解过剩产能、加大治污等主动调控政策的特殊时期，

虽然 GDP 增幅出现小幅下滑，但整体经济发展处于平稳发展合理状态。 

 

“投资、消费、出口”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新时期新阶段如何稳增长是考验

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难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

严重、消费动力不足、人口红利消退、出口萎缩、地方债务规模庞大等一系列问题。从新一

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来看，基本都是围绕“稳增长，调结构”

这六个字开展。在此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股权投资市场机会在哪？围绕这个问题，清科研究

中心梳理了在我国经济调整期，可能对股权投资市场有影响的几个点，并做了分析。清科研

究中心认为：在改革进程中，调结构控产能、棚户区改造、消费需求潜力展现、土地改革、

新经济带建设等方面，可能会蕴藏股权投资市场发展的新机遇。 

 

调结构控产能，环保产业投资机会丰富 
 
调整经济结构控制产能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突破方向，自从李克强接任总理

以来有关部门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推进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等重点行业企业兼

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和支持政策。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推动结构性问题严重的行业实现兼并重

组，打好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基础，也为上市公司或者行业龙头企业联合股权投资机构，设立

产业整合基金或者产业并购基金提供了政策条件。 

 

GDP 增速小幅下滑与第二产业增速下滑幅度较大有直接影响，从中央政府对产能过剩

产业和严重污染产业的整治力度，可以看出中央对于纠正过去粗放经济发展路线的决心之强。

国务院 2013 年下半年至今相继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即将出台，并且相关立法也在稳步推进。2013 年 7 月环保部部

长周生贤向媒体通报称未来五年将投资 1.7 万亿治理京津冀雾霾问题，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

台了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政策和指导意见。在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认为：



对于环保产业的投资不仅能够缓冲控制粗放经营模式对 GDP 增长放缓的影响，同时也对环

保产业快速繁荣发展具有较大推进作用，因此股权投资机构介入该行业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 

 

棚户区改造引入多元化资本，公共事业领域投资机会展现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 月 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了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

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会议确定，今年要更大规模推进棚改，由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

机构，保障棚户区改造资金需要。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

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重点用于支持棚改

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清科研究中心认为：资金来源多渠道，利用财政杠杆撬动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成为未来棚户区改造的融资策略。同时也是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逐渐向

民资开放的信号，未来股权投资机构可能存在投资公共事业项目的机会。 

 

“三个一亿”+“土改”消费需求潜力可期，农业发展迎新机遇 
 
今年的两会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

托。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 1 亿人”问题，促进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 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同时

再次提及农村改革，明确了以土地确权、土地流转、丰富农村土地经营形式等为主要改革方

向。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两项计划相辅相成，如果能够稳步推进，将有效缓解我国人口红利消

失带来的用工荒问题，也能够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并解决目前农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

题，最终提高了入城和留乡农民收入，激发消费需求。清科研究中心认为：城镇化建设和农

村改革将会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对大消费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因此大消费业蕴藏着更大

潜在投资机会；另外，农村改革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为金融资本介入农业和农业相关产

业带来条件，从而会推动更多股权投资机构挖掘农业方面的投资机会。 

“京津冀一体”、“长江经济带”、“淮河经济带”等政策性经济区域或成资本西进的催

化剂 

近期，“京津冀一体”、“长江经济带”、“淮河经济带”等一系列区域化经济规划相继出台。

这种方式成为国家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经济合作发展的创新形式。

通过区域内经济发展调整产业布局，加大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西部

省份完善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繁荣。而中西部产业结构发展不完善正是影响股权投资机构深

入挖掘项目的最大因素。目前我国股权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中西部地区投资相对较少。

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这种创新合作形式的推行，有利于带动中西部省份优势产业迅速发展，

从而吸引更多股权投资机构深入中西部省份挖掘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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