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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证券公司客户分析篇一

通过今天模块二的学习，对于版的数学课程标准有了初步的
了解，明确了在数学课程中，应当注重发展学生的数感、符
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
推理能力、模型思想、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看到数据分析观念，我想到了我暑假前所任教的三年级的一
堂课：记录一个星期内每天上学途中所需要的时间进行整理
分析。我是这样设计活动的。

首先，指导学生如何测量时间和做记录，启发学生先设计调
查方案。例如，我强调设计方案的一些注意事项，事先调整
家里的钟表的时间，使其和学校钟表的时间一致;在调查期间
需要保证每天上学途中的行为尽量一致。

其次，组织学生展示数据，鼓励学生从中发现信息。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得到的信息可以是多方面的：虽然每天的上学
途中需要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但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可以
知道大概的时间，亦可以知道上学途中所需要的最长时间和
最短时间等。

最后，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比较自己与他人的调查结果，从
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具体需要数据整理分析的有：大多数同



学上学途中所需时间，最长和最短时间;还可以将时间分段，
统计每个时间段的学生人数等。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让学生体会分析调查结果及得到结论的
乐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意识，同时，能让学生感
悟到虽然数据是随机性的，但数据较多时具有某种稳定性，
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信息。

我想，通过以上的数学活动，学生自己探究得来的知识，一
定是创造性的，并且可以培养低年级数据分析观念意识。

证券公司客户分析篇二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项
调查数据，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着重考察流动
人口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发现，健康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总体健康
情况和心理健康情况好的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

关键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健康；心理健康；无序
多分类logistic回归

一、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中国已经进入由人口迁移和
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
已成为我国城市人口中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的去留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而健康是他们得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基本
前提。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影响其继续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

二、文献综述

（一）居留意愿的概念界定及影响因素



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中，主要通过询问流动人口是否
愿意长期生活（或定居）在所在城市，根据流动人口的回答
判断其居留意愿，部分研究也称之为迁移意愿。有学者将居
留意愿定义为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并在该地工作生活一段时
期后对未来迁居安排的愿望和想法（黄晨曦，）[1]。流动人
口对居留意愿的回答一般分为：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
居留三种情况。但是，大多数研究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分为
“打算”居留和“不打算”居留两种决策。在处理“没想
好”的决策时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将“不打算”居留
和“没想好”合并为“不打算”居留；二是将“没想好”的
样本删去。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显示，“没想好”的流
动人口所占比重较大[2]，如果用以上方法简单处理，可能会
丢失重要信息。因为“没想好”是流动人口面对城市定居和
离开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矛盾和模糊的心理状态，也是对理想
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和犹豫。因此，本研究在考察流动人口迁
移意愿时保留了“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居
留三种情况。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
富，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个体特征，
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基于不同对
象的研究显示，性别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
对就业青年来说，男性与女性在城市居留意愿方面没有显著
差异（杨东亮，）[3]。基于苏南三市的研究发现，男性流动
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烈（姚俊，）[4]。另有研究表明，女性
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韩正等，）[5]。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
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均产生积极影响。年龄偏大的流动
人口更愿意居留在城市，特别是30~50岁人群的城市居留意愿
最强烈，“90后”流动人口更多地倾向于“没想好”是否居
留城市（于潇等，2017）[6]，他们表现出“举棋不定”的特点
（扈新强，2017）[7]。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
口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王春兰等，；申秋红，；孙力强等，
2017）[8-10]。二是家庭特征。对流动人口而言，影响他们
迁移意愿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和在流入地同住的家庭成员
状况。婚姻对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暂未得到一致结论。
一些研究发现，在婚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烈（杨东亮



等，2016；于潇等，2017）[3,6]；部分研究者认为已婚流动
人口可能面对夫妻分居、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的城市居留
意愿并不强烈（王春兰等，2007）[8]，而未婚者较少受家庭
拖累，迁移成本低，容易定居城市（姚俊，2009）[4]；也有
学者认为，流动人口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流动，婚姻对迁移意
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申秋红，2012；郭晨啸，2011）[9,11]。
家庭成员的陪伴是决定流动人口是否在大城市居留的关键因素
（扈新强，2017）[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数量越多的流动
青年越可能有明确的留京意愿（孙力强等，2017）[10]。正
如亲和力假说认为，以亲缘、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对流动
人口迁移具有阻碍影响（孙力强等，2017；张华初
等，）[10,12]，在居留地没有随迁家庭成员的流动人口返迁
的可能性更高（赵艳枝，）[13]。但部分学者认为，随迁人
员越多，居留的可能性越小，这是因为随迁人口越多，导致
在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越高，进而降低了居留意愿（申秋红，
2012）[9]。三是经济－社会－心理特征。经济－社会－心理
特征主要涉及收入、职业、就业单位、就业身份、住房、社
会保障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迁移流动的
主要原因，收入是经济因素的直接体现。研究表明，收入越
高，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越强烈（于潇等，2017；孙力强
等，2017）[6,10]。从职业特征来看，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流
动人口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强，其次是民营单位，再次是外资
单位（夏显力等，2012）[14]。“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
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城市居留意愿，雇主身份
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烈（于潇等，2017）[6]。城市的
高房价是流动人口面对的重要迁移成本（李斌，）[15]，在
大城市中，流动人口主要以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对流动人
口来说，是否拥有住房是影响他们是否定居城市的重要考量。
研究显示，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比租住房屋的人有更强烈
的居留意愿（申秋红，2012；孙力强等，2017；张华初
等，2015；赵艳枝，2006）[9-10,12-13]。享受医疗保险能
够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于潇等，2017）[6]。也有
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非一定随着参保而增强
（乔楠等，2017）[15]。值得注意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具有“门槛”效应，它增强了流入地的吸引力，能显著提升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身份认同、心理融入水平越高，城市
居留意愿越高（韩正等，2017）[5]。四是流动特征。流动人
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可能受到流动经历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处
于不同流动阶段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也存在较大差异。流
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大致可以从流动范围、流动时长、流入城
市类型三个方面进行了解。研究表明，近距离（跨县）流动
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更强烈（杨东亮等，2016）[3]。流
动人口迁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在城市定居（韩正等，2017；
申秋红，2012；张华初等，2015）[5,9,12]。因为流动人口
在城市“不断沉淀”，居留时间越久，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
（任远，2006）[16]。由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东部省
份的流动人口比中部和西部更希望在迁入地定居（韩正
等，2017）[5]。从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来看，长三角地区和环
渤海地区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大，居留意愿较强；珠
三角地区是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弱的地区（杨东亮
等，2016）[3]。基于以上文献分析发现，笔者发现在探讨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各类影响因素时较少涉及健康对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的作用。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是其从事劳动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活动
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个人健
康状况的好坏决定着其流动机会和流动决策（牛建
林，）[17]。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健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
意愿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有
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还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
社会上的完好状态。个人的迁移选择往往与其健康状况密切
相关。当前，关于健康与迁移流动的理论主要有健康选择效
应、健康损耗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健康选择效应是
指个人在迁出地的健康状况决定了自身是否能够进入流入地。
它表明移民（流动人口）的健康存在选择性，考虑到迁移者



（流动人口）在迁入地会面对很多压力和困难，那些健康和
强壮的人更可能产生迁移（流动）行为。因此，在流入地他
们仍然能够表现出明显的健康优势。健康损耗效应是指在迁
入地，迁移者（流动人口）需要适应新的生理和社会环境，
这可能会引起迁移者（流动人口）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变
化。为适应迁入地的环境，迁移者（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
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损耗。在迁入地，迁移者（流动人口）的
健康状况会影响到谁留下来，谁将返回迁出地。“三文鱼偏
误”效应就假定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迁移者可能返回迁出地，
健康状况较好的迁移者（流动人口）更可能留在城市
（whitemj，2016）[18]。流动人口的迁移选择与健康状况密切
相关。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考察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对其长期
居留城市意愿的影响。根据“三文鱼偏误”假说，健康出现
问题的流动人口出于生活成本、社会保障需求等方面的考虑，
这些人更可能返回迁出地，那么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流动人
口居留城市的意愿较低，身体健康程度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可
能留在城市生活。同样，从心理健康角度出发，拥有较差心
理健康的流动人口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他们更倾向于返回迁
出地，心理健康程度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居留在城市
生活，他们的居留意愿更强烈。因此，本文从流动人口的.总
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检验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否存
在“三文鱼偏误”假说。基于以上理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设。假设1：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期居
留城市。假设2：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
期居留城市。

三、数据来源、主要变量及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深入了解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本文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
合与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数据检验其效应。该调查采用问卷调
查法，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



（probabilityproportionatetosizesampling，pss）方法进行抽
样。调查的流动人口界定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
（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入人口，调查包括北京市朝阳
区、山东省青岛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嘉兴市、广东省
深圳市和中山市、河南省郑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市8个市（区），
有效样本量为15999人。本次调查涉及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
支出、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婚育状况与计划生育服务、
社会融合与健康等信息。

（二）主要变量

1.因变量。居留意愿。本研究通过题目“您是否打算在本地
长期居住（5年以上）？”来测量，回答分为愿意，不愿意，
没想好。打算长期居留在本地的视为具有城市居留意愿，不
打算长期居留本地视为没有城市居留意愿，没想好是否长期
居留本地的视为仍在考虑中。2.核心自变量。在现有研究中，
大多以一般自评健康状况和健康体测指标综合反映人群的健
康水平（齐亚强等，2012）[19]。本研究在探讨流动人口的
健康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时，将健康分为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两个方面。（1）总体健康。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通过生活质
量测评量表（sf-36量表）中关于总体健康（generalhealth）的6
个题项进行测量，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
发展趋势的评价。量表得分在6~30分，分数越高，健康状况
越好。（2）心理健康。心理疾患情况用凯斯勒心理疾患量表
（k6）测量，该量表询问被调查者过去30天的情绪，主要测量
指标为紧张、绝望、不安或烦躁、太沮丧以至于什么都不能
让您愉快、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费劲、无价值。对以上选项进
行反向赋值（“全部时间”=4，“大部分时间”=3，“一部
分时间”=2，“偶尔”=1，“无”=0），最终将各题项得分
加总，总分为0~24分。分数越高，心理疾患的危险性越高，
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3.控制变量。基于文献的梳理，
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4个方面：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经济－社会－心理特征和流动特征。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分为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
算居留，将“不打算”一类作为参照组。采用无序多分
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健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作用。

四、结果分析

（一）基本情况描述

调查数据显示，59.11%的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住在本
地，11.26%的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不愿意长期居留在本
地，29.63%的流动人口没想好是否长期居留本地。流动人口
呈现出较好的总体健康和心理状态。流动人口平均自评总体
健康得分为23.22分，心理疾患平均得分为3.24分，两者均属
于良好的健康水平。

（二）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重点分析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
意愿的影响机制。限于篇幅，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回
归分析只呈现包括总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控制变量的饱和模
型结果。自评总体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回归模型显示，与不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自
评总体健康状况越好，其愿意居留城市的可能性越高。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相对于不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流
动人口来说，自评总体健康状况每增加1分，流动人口愿意留
在本地的可能性显著增加0.017个对数发生比，并且在统计学
意义上显著。由此可见，自评总体健康得分增加显著提升了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假设1得到验证。与不愿意长期
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心理疾患每增加1分，其愿意留在
城市的可能性降低0.021个对数发生比，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
显著。即心理健康较差，将降低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
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去留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流动人
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迁移行为。本研究使
用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数据检验健
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
城市居留意愿较为强烈，但是没想好是否居留城市的比例不
低。总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
意愿。总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心理健
康状况越好，越愿意长期居留城市。本研究从自评总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两方面验证了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
存在“三文鱼偏误”效应。本研究的相关结论还涉及到流动
人口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心理特征和流动
特征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对居留意
愿的影响呈现“倒u型”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
城市居留意愿越强。从家庭特征来看，在婚的、家人都在流
入地居住的流动人口更可能在城市居留。从经济－社会－心
理特征来看，收入水平越高，城市居留意愿越强。在国企事
业单位和私企个体工商户工作的流动人口更意愿留在城市。
雇主和自营职业者更可能居留在城市。在城市已购住房、有
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居留城市意愿更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的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意愿更强。从流动特征来看，省内流
动，流动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与二线城市相
比，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低。以上
大部分结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得到验证，本研究不再赘述。
在人口频繁迁移流动的大背景下，流动人口可以根据自身条
件和意愿选择居住地。本研究发现，健康是影响流动人口居
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总体健康情况和心理健康情况好的流动
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长此以往，通过健康选择机
制，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地将一部分健康风险和疾病负担转移
给农村，这不仅制约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质
量的提高，一定程度还加剧了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与需求的矛盾
（牛建林，2013）[20]。进而可能造成城乡、地区间经济发
展不平衡演变为健康分布不平衡。流动人口返乡的相关研究



表明，我国各时期因健康状况变差而“被动”返乡的情况在
不同程度上持续发生，流动人口往往根据自身人力资本的比
较优势决定是否返乡。“返乡潮”并未引发人力资本较高的
流动者选择性地回流，而是非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失（牛建林，
2015）[21]。这些结论都反映出，城市占有着健康程度和高
素质人口，长期发展来看，将会使城乡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
为更好地保障流动人口的健康，促进城乡经济、健康、资源
等方面的平衡发展，本研究提出如下两点建议。第一，在城
市，保障流动人口的健康，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公平的健康
服务和医疗保障。第二，对于因病返乡的流动人口，要给予
他们更多的服务资源，保障其健康状况，防止“因病致贫”和
“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该数据
仅反映了2014年流动人口当前的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
平以及当前的城市居留意愿。健康在流动过程中是动态变化
的，如果使用追踪数据得到流动人口流动前后的健康变化情
况，将能更深入地分析健康对居留意愿的影响。这也是进一
步关于流动与健康研究的努力方向。

证券公司客户分析篇三

通过今天模块二的学习，对于2011版的数学课程标准有了初
步的了解，明确了在数学课程中，应当注重发展学生的数感、
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
推理能力、模型思想、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看到数据分析观念，我想到了我暑假前所任教的三年级的一
堂课：记录一个星期内每天上学途中所需要的时间进行整理
分析。我是这样设计活动的。

首先，指导学生如何测量时间和做记录，启发学生先设计调
查方案。例如，我强调设计方案的一些注意事项，事先调整
家里的钟表的时间，使其和学校钟表的时间一致;在调查期间
需要保证每天上学途中的行为尽量一致。



其次，组织学生展示数据，鼓励学生从中发现信息。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得到的信息可以是多方面的：虽然每天的上学
途中需要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但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可以
知道大概的时间，亦可以知道上学途中所需要的最长时间和
最短时间等。

最后，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比较自己与他人的调查结果，从
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具体需要数据整理分析的有：大多数同
学上学途中所需时间，最长和最短时间;还可以将时间分段，
统计每个时间段的学生人数等。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让学生体会分析调查结果及得到结论的
乐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意识，同时，能让学生感
悟到虽然数据是随机性的，但数据较多时具有某种稳定性，
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信息。

我想，通过以上的数学活动，学生自己探究得来的知识，一
定是创造性的，并且可以培养低年级数据分析观念意识。

证券公司客户分析篇四

16点39分，天猫交易额突破700亿元。阿里巴巴主会场连线天
猫电器双11作战指挥室时，扩音器里接连传来鼓声与欢呼声，
负责人印井笑着介绍，这是阿里店小二的一个传统，每当一
个记录被打破，就会击鼓振奋士气。

截止至11日14点01分50秒，天猫平台共售出手机211部，打破
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目前世界纪录中24小时内单一平台
的最高销量。

事实上，之前的该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由小米创在的24
小时销售211万部手机，这个成绩是小米在4月8日创造的，而
天猫此次打破了这个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纪录的统计
时间为24小时，也就是说天猫平台还有10个小时去继续扩大



这一记录。

在天猫平台当中，目前荣耀、小米以及魅族都表现得非常抢
眼，荣耀在早上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7亿元，而小米也在13点
突破了8亿元大关;魅族更是在双11开始22分钟之后销售额就
已经破亿，不知道最后天猫平台能将这项纪录刷新至多少万
部。

双11今年阿里巴巴到底准备做多少?800亿?850亿?还是1000
亿?今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似乎给出了答案，他的手势
在暗示900亿元。

除了马云，阿里巴巴集团ceo逍遥子、天猫掌门行癫也均给出
了类似的手势。虽然此前，阿里方面并没有针对今年双11总
成交额给出明确目标，但是，业界普遍猜测会在800亿以上。

不过，从手势上判断，马云等人可能在表达双11已经进入第
七个年头。这刚好暗合亿邦动力网特此准备的双11“七年之
痒”专题报道。

令人爱恨交加的双11即将迎来第七个年头，6年来双11陪伴剁
手党、商家、快递员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也创下了一
连串令人疯狂的数字和传奇。在双11进入7年之痒之际，亿邦
动力网带你回顾过去6年来，双11数据背后的故事，一起预测
和迎接今年的狂欢。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让众人热血沸腾，今日凌晨天猫1
分12秒销售额突破10亿。12分28秒突破100亿。这样惊人的数
据还在继续上涨，不少人对2015淘宝天猫双十一销售额预测
今年将超800亿，不过有人发现，马云曾经做出手势，疑似今
年销售额目标是900亿!

据悉，今年的双十一交易峰值达到了8.59万笔/秒，是去年双
十一峰值3.85万笔/秒的2.23倍。去年阿里巴巴的全天交易



额571亿。

今年双十一期间，天猫1分12秒突破10亿元;12分28秒;突
破100亿元;1小时13分59秒，突破300亿。马云接受央视财经
频道独家专访，表示今年的双十一短板仍然是物流。

阿里提供的实时数据显示，1分45秒天猫跨境贸易成交额超去
年双11全天，创新记录。已成交180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今年双11主打全球化，将有4万多个商家、3万多个
品牌和600万种货品参与销售，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欧洲、日
本、韩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个海外大牌。去年双11，
有217个国家和地区在阿里平台上实现交易。

12分28秒破百亿

手机交易超七成

2015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在今日凌晨正式启动，零时后1
分12秒交易额破10亿元;1分45秒后，天猫跨境贸易交易额超
过了去年双十一全天的销售，仅12分28秒，天猫双十一的交
易额冲破100亿元，其中无线交易额占比74.83%。去年，天猫
双十一交易额过100亿元用了38分28秒。

记者在北京水立方现场看到，零点过后的18秒，天猫成交额
突破1亿元;1分12秒，突破10亿元;5分45秒，2015天猫双十一
交易额超50亿元;12分28秒，突破100亿元;33分53秒，冲
破200亿元。

证券公司客户分析篇五

三季度证券市场的下跌令国内的pe/vc进入了非常时期。他们
通过调整投资方向一边“过冬”，一边等待下一个收获季的
到来。同时，更多的看好未来机会的新成员正在摩拳擦掌、



枕戈待旦。

根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在过去的第三季度，全球成立的
拟投资于中国市场的pe/vc合计达到124只，其中新成立pe61
只，新成立vc63只。从数量上来看，新成立的pe和vc数量都
超过了以来的季度新高。

新成立基金增加，新募集资金减少或增长有限导致的结果是
单只基金募集资金额度的降低，小型pe/vc大量产生。据清科
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在所有已经公布募集资金总数的新成
立vc中，平均每只基金新增资本量为5565.73万美元，约为上
季度平均新增资本量1.09亿美元的一半。同样的情况也出
现pe身上。

根据统计，三季度新成立的规模普遍低于10亿美元的基金高
达56只，占该季度基金总量近90%。规模不足1亿美元的新成
立pe也有39只，占新成立pe总数的64%。

在具体的投资方面，三季度无论是vc还是pe，都显示出与之前
不太一样的方向。

从vc方面来讲，三季度共发生投资320起，投资总量33.85亿
美元，环比增长分别为7.7%和24.6%，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增
长128.0%，投资数量和金额再次刷新历史。

在所投资的行业中，互联网行业依然最受资本追捧，以绝对
优势居首，共发生投资案例64起，获投金额10.75亿美元，分
别占本季度总投资的20.0%和31.8%。

此外，传统行业中的食品饮料行业在三季度表现出色，共发
生12起投资，获得1.70亿美元融资，融资金额位居第五位。
而农、林、牧、渔行业在三季度也有不俗的表现，10起投资
共获得1.72亿美元融资。



而在pe方面，成长投资、pipe和房地产投资三个方向受到更多
的关注。另外，三季度，房地产市场共发生18起投资案例，
成交金额高达12.69亿美元，投资案例和成交金额雄踞各行业
榜首。

[国内pe/vc三季度数据分析(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