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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投行》

内容概要

《中国式投行》全景式展现中国本土投行发展历程，及中国式投行四大力量——证券投行、商行投行
、资管投行以及精品投行的成长与崛起，将如何重塑中国金融版图，奠定金融发展新格局？
《中国式投行》通过对中国各类金融机构涉足和发展大投行业务的深入具体分析，为读者提供一条清
晰的中国式金融创新与发展脉络，全景式地展现各类金融机构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因“规”制宜，积
极发展投行业务的丰富实践。
既可以帮助金融从业者对整个市场的发展进程与状况有一个系统梳理与理解，也有利于依赖金融服务
的企业经营者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当前的金融服务。
一些对金融业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了解大金融市场的窗口。

Page 2



《中国式投行》

作者简介

张立洲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曾先后供职于证券
机构、保险公司和实业企业。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著有《走向混业经营之路》,在
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兰香    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运营主管。曾先后供职于路透社、《21世纪经济报道》。
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

Page 3



《中国式投行》

书籍目录

第一篇变化的世界1
第一章上升的地平线5
第二章当下的冲击18
第三章中国式投行崛起40
第二篇证券投行沉浮47
第四章投行发端：证券业的诞生52
第五章混沌年代：从混业到分业59
第六章涅重生：券商综合治理70
第七章市场再造：存量与增量改革79
第八章业务重构：创新业务兴起89
第三篇商行投行崛起101
第九章从混业到分业：投行基因106
第十章投行成长：从边缘到主流118
第十一章投行新版图：三大战略板块132
第十二章投行：打造轻型银行之路176
第四篇资管投行潮流185
第十三章信托公司：转型中的“实业投行”190
第十四章保险资管：投资驱动的“保险投行”215
第十五章基金子公司：野蛮生长的“万能神器”236
第五篇精品投行兴起251
第十六章中国精品投行的成长255
第十七章PE/VC转型精品投行模式268
第十八章中国精品投行发展之路280
第六篇中国式投行的未来285
第十九章混业经营潮流289
第二十章监管改革促进金融发展298
第二十一章中国式投行的未来308
第二十二章金融的力量：打造世界级投行325

Page 4



《中国式投行》

精彩短评

1、介绍性的书，面试前速读
2、这本书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投行业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进行了一些分析预判。因为中国的分业监
管，投行业务分散在不同的金融子行业中，于是作者也从几个主要从事投行业务的子行业为切入点，
将整本书分成了券商投行、商行投行、资管类投行和精品投行这四部分来说。将中国投行业从初期尝
试的混合经营到后期借鉴而来的分业经营再到现在逐渐走向混业的全过程来了一次系统性描述，将其
中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有所交代，并适当的对国外情况进行比照分析，同时通过讲述将投行业务各个类
别、产品统一起来，让我们能够和混业经营的欧美投行在整体都对上了。这样一种完整的讲述之后，
让人对整个行业建立起了框架，有一种全局性、连贯性的认识，对于今天投行业的形态有了一个基本
认识，对于未来的发展也会有一些判断。
3、通识读本，作业完成得不错。
4、中国式投行，写得中规中矩，信息量很大的书。无论什么行业，得客户者得天下。信托业看着很
大，只不过是银行的一个通道，其实是虚胖。有些最多基础客户资源的银行，在投行领域才是真正的
王者。硅谷天堂的pe+上市公司模式，相当的牛逼，当然这建立在你有客户的基础上。
5、描述和区分了几类金融主体在投行业务上的区分。可供上下游相关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业务领域。
以及这几年投行业务的重点和方向。
6、读过的最好的关于中国资管市场的全景式回顾和梳理的书。作者的现场讲座更是干货十足。强烈
推荐
7、干货！
8、和题目一样，分章介绍了银行，券商，资管，精品投行，国内投行和国外差别很大，是一本不错
的入门学习书及工具书。另外，对资管介绍比较详细
9、中国金融行业历史
10、主要讲的是商业银行的内容，当前政策的分析为主导，但是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知识的人来说还是
具有一定的难度
11、感觉应该叫中国式资管，应该说对各类型资管机构介绍的都比较细致，思路和脉络很清晰。当然
，行文上还是有很重的二流金融论文的言辞风格，干货和资料也不少，但是缺乏对投行项目运作的作
者亲身经历的体验，偏教科书化。
12、写的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把整个中国投行的历史都写出来了，适合初学者普及。
13、201604。总体上偏空洞一些，银行的投行家，毕竟在国内还是比较边缘的。倒是里面有一张关于
银行投行业务的未来发展路线图可以参考
14、中国式投行，内容不仅仅不是审计人员在IPO或并购重组业务中接触到的投行或券商。该书中论
述的投行，涵盖商业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私募，公募，债券。论述的各类金融工具，交易结构
的设计：资金如何归集（资金的来源渠道及方式），归集的资金如何投资（资金的投资渠道及方式，
股权/债权/夹层/中间平台）对融资和投资都有极大的启发。是金融业知识普及的优质读物，也可以说
是交易结构设计（权利义务的安排，风险收益的设计）灵感的源泉。
15、中国金融简明史——投行视角，太碎片，涉及太多名词，解释又过于简单
16、投行金融史书，通俗读本，信息量大，推荐
17、1.0投行入门级读物。全面概览分行业投行业务，对工作有帮助～
18、投行机构历史扫描
19、4.5星，民生投行部总经理，从银行的角度去阐述整个中国投行市场，有些感悟很有深度。未来的
部分预见已经成为了现实，值得一读
20、系统性的讲了投行整个业务发展历程 写的很不错啊
21、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对中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做了较好的梳理和总结，作为入门读物值得
一读。
22、201703《中国式投行》，很早开始看，一直看不懂，今天终于咬咬牙把她看完，第一次听说了精
品投行，也大概了解了一些盈利模式，券商投行、商行投行、精品投行等大抵都包括“财顾+资管”
，也知道了一些通道业务及变种操作办法，机构出表的冲动及衍生的一些玩法，还有国内新兴的华兴
资本，文中以2014年底各监管文件及案例为准，偏重实务，但是，毕竟没接触这类业务，终究浮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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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看看就过，好像更适合做工具书。
23、菜鸡表示还是学到了不少的⋯以及教材看多了不是很喜欢财经评论一样的画风⋯
24、条理不够清晰啊 
25、具体工作生活细节还是少了点
26、通俗，全面概要的体系介绍和发展脉络梳理。可帮助初阶金融从业者全面了解市场。
27、了解中国式投行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极好读物。作者张立洲身居实务一线，同时具有强大的历
史纵深感，将各类投行的历史样态及业务特点娓娓道来。文字充满商业的张力。
28、就是资料的堆砌
29、非常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当前投行的现状。
30、原来银行投行业务涉及投行、资管、金融市场三大板块。
31、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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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但凡写书评就一定要说书有多好，那多半是没有融入自己的思考，抑或是
没有目的的阅读，而没有思考和没有目的性一样，都是低效的。《中国式投行》，书本身平平，像是
百度百科的集合体，与其叫《中国式投行》，不如叫中国资管业务参与各方简介。但是作者身为银行
总行投行部总经理，能在繁文缛节中挤出时间完成一部又一部著作，也是难能可贵。书本身没什么好
说的了，说点儿书以外的。投行也好，资管也罢，宗旨一定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毕竟靠资金空转或是
借个载体把雪球滚大，生产不出牛奶、面包。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是传统商业银行独有的
责任，而是所有以资金为血细胞的供血系统共有的担当。今天，是投行发展的好时候，服务实体与资
本逐利也要在今天开始高度契合。资本逐利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但一定是着眼于长远的利益，短视
行为或许能掘到第一桶金，但这种成功不能持久复制。资本帮实业做大做强，实业帮资本越滚越大，
是多么美好的结局，也时多么漫长的等待。伟大是熬出来的，有几个投行单元能那么笃定、那么矜持
？至少今天的中国式信托、银行、证券、基金、保险、PE、VC等等，还没有被逼到那份儿上。
2、干投行快两年了，从一无所知到现在能够正常完成本职工作，改变太大。但是一致对于投行来说
都是一知半解，管孔窥豹，无法对整个行业有一个全面的、整体化的概念，对于国外的投行发展还好
，读过类似的书，国内投行更是只熟悉自己从事的相关领域，而且国内投行无论是发展过程还是分业
监管的现状都于国际上有很大的差异，对于其他方面都不太清楚，一直想找一本书来了解，但现在国
内投行的书要么是畅销书，要么是工具书，前者没什么真东西，后者太具体，所以一直也没找到合适
的。在我心里最想找一本类似与简史的中国投行书籍，可以从宏观和整体上对中国投行的发展有一个
框架性的了解，这样以后更方便自己在投行上的深入和方便自己选择主攻方向。最后找来找去，找到
了这本书，便买来读了。结果我很满意，也许这本书并没有写的多么深入，只是罗列了投行业务在中
国的发展过程，但是作者做了一个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将这些信息整理了出来，并用完成的逻辑
表达出来，让我们能够一窥中国投行发展的全貌，正好满足我的全部需求，所以我打了5星。这本书
名起的很好，中国式投行，显示出了中国投行发展的特殊性。如果更明确一点我感觉可以叫中国投行
发展简史，更确切一点。这本书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投行业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进行了一些分析预判
。因为中国的分业监管，投行业务分散在不同的金融子行业中，于是作者也从几个主要从事投行业务
的子行业为切入点，将整本书分成了券商投行、商行投行、资管类投行和精品投行这四部分来说。将
中国投行业从初期尝试的混合经营到后期借鉴而来的分业经营再到现在逐渐走向混业的全过程来了一
次系统性描述，将其中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有所交代，并适当的对国外情况进行比照分析，同时通过讲
述将投行业务各个类别、产品统一起来，让我们能够和混业经营的欧美投行在整体都对上了。这样一
种完整的讲述之后，让人对整个行业建立起了框架，有一种全局性、连贯性的认识，对于今天投行业
的形态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对于未来的发展也会有一些判断。作者作为民生的投行老总，将重点还是
放在了商行投行这个他最熟悉的领域，而我作为商行投行的从业人来说，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部分，通
过阅读，我对商行投行近期从事业务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发展都有了认识，对于投行业务发展较好的
各类投行产品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和借鉴。而在券商、资管投行方面让我了解这两个我不熟悉领
域的投行业务发展情况，再加上精品投行主攻的财顾、资管类业务，让我对整个业态都变得熟悉。所
以，读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不是消遣，算是一种主动学习。我想，对于从业人员来说，不仅要学习具体
专业、产品的流程和操作技能，还是要抬起眼睛看看业态的发展，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同时掌握全
局，构建起整体的框架，才能判断未来的自己应该主攻哪方面，从那里入手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这本书对于我构建起脑海中的投行体系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这本书有瑕疵，但从对个人帮助的角度
看，我给5星。
3、文/白首静安《中国式投行》是一本全面了解中国本土投行发展历程非常好的读物，全面展示了证
券投行、商行投行、资管投行、以及精品投行的成长和崛起，并对中国式投行未来将如何发展做出了
探讨。阅读此书，在了解中国式投行发展历程的同时，也能从中知晓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和未来互联
网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甚至从个人角度能更好的理解利用，以促进自身的财务健康成长。本
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变化的世界、证券投行沉浮、商行投行崛起、资管投行潮流、精品投行兴起、
中国式投行的未来。“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是马云曾经说的。世界万物的发展规
律如此，一但变化来临，谁都没有办法固守，谁也挡不住这种趋势，反而是最早顺应这种变化趋势，
最快开始行动反而能占据主动权，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不断变化的经济金融世界会有自己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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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选择”规律，并且不断推动金融业进化，金融机构的唯一有效选择就是不断跟着“变化”。中国式
投行是在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环境下，伴随中国奇迹的崛起，不断成长起来的，这一崛起也成为中国
金融领域最具创新力的崭新力量，将会打败既有格局，创造中国金融业的新版图。证券投行的沉浮，
本书从五个方面描述：证券诞生、从混业到分业、券商综合治理、存量与增量改革、创新业务兴起
。1992年2月份，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立了资本市场“敢为人先，敢于试错”的政策基调，中国证
券行业也由此步入了长达10年的探索期，也就是我们说的“混沌年代”。而后经历了深圳8.10事件爆
发，才催生了中国证监会设立；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过热出现了金融混乱，又催生“分业经营、分业监
管”的政策思路；直到90年代中期，“混沌年代”才算宣告结束。可以看出，中国证券投行一直在摸
索中前行，浮浮沉沉几十年，才算摸索到一条规范的道路，金融行业的发展从来都不容易。中国现代
金融体制改革开始于1978年，最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如今国内的金融
体系内已经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等，门类齐全、机构众多，体系庞大，多元
化发展。商业银行就是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孕育而来，商行投行也是在此过程中孕育崛起。1999年，受
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在度过“技术性破产”难关之后，纷纷
走上了股份制改革的道路。而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商业银行取得了长足发展，其投资业务也
不断发展壮大，从边缘走到主流位置。资管投行的潮流从信托公司、保险资管和基金公司发展而来，
其过程也历经诸多纷杂的过程，在探索中逐渐成型；而精品投行则是有PE/VC转型而来，从边缘到主
流历经十年时间，形成了“投资+投行”的典型发展模式。因本书内容是全面对中国投行进行介绍和
历史回顾，包含大量的数据、案例和典型事件，远非数千字的书评能够概括完全，所以强烈推荐想要
更多了解的人通过阅读本书来全面的感受。最后借用本书中的内容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过去
的百年金融史中，投资银行几乎是发达国家金融业的代名词，也是金融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力量。随着
混业经营成为世界主流现实，独立投行与商业银行融合趋势得以加强。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作为世界
大国的崛起，中国经济奇迹支撑的金融势力不断增强，在融入和改造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必
将有一大批世界级金融机构脱颖而出，实现中国打造世界级投资银行的梦想就在不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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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57页

        1991年4月4日，深交所以前一天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深证综合指数。1991年7月15日，上交所
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上证综合指数。

2、《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92页

        中国证券行业发展速度缓慢，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证券公司不能有效地发展资本中介以及资本经营
业务。银行主要靠存款拉动负债，再发放贷款赚取利差。保险公司通过收取保费形成负债，然后转成
投资获取超额收益。然而，证券公司的传统业务大多数属于纯服务的业务，不涉及资本的经营，因而
不能充分使用杠杆。

3、《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125页

        中国商行投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05年以前）：“基础性投行业务发展”：发行、代理、银团贷款牵头人等顾问类业务，
利用商业银行客户网络优势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第二阶段（2005-2012）：投行业务与传统业务融合创新阶段：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脱媒背景下，在三项
契机推动下（央行推出短融并规定只允许商业银行担任主承销商，银行理财业务有法可依，信贷资产
证券化开始试点），各类业务创新出险。

第三阶段（2012年之后）：投行业务成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新方向：商业银行几乎可以介入除IPO承
销和经纪之外的全部投行业务。

4、《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129页

        事业部制模式是对传统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模式进行创新，采取业务、风险、资源授权经营的方
式，基于事业部较大的自主权

5、《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88页

        在美国IPO市场上，美林、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占40%的市场份额，形成相对垄断的竞争格局，这也
使得美国投资银行的承销费率维持在5%~7%的高位水平。2013年，中国证券行业股票承销业务前3家
券商市场份额为26%，前五家市场份额为41%。

6、《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55页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营业部，（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的设立成为中
国股票二级市场形成的重要标志。

7、《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202页

        银信合作业务之所以屡遭围堵而依然能够“生生不息”，主要是因为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中国利
率市场化和资产证券化发展进场缓慢，同时企业直接融资市场欠发达和投资渠道匮乏的背景下，市场
需求推动持续创新的结果，它只是充分利用了信托这个最为灵活的平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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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44页

        根据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投资银行学》中关于投资银行的定义，按照业务涵盖范围可以将
投资银行业务分为四个层次：最广泛的投资银行定义包含了金融机构的全部业务，从国际承销业务到
零售交易业务以及其他许多金融业务，如不动产投资和报销呢。第二层次的投资银行定义是：投资银
行业务包括所有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证券承销、公司金融到并购，以及基金管理和风险投资等，但不
包括不动产经纪、保险和抵押贷款等业务。第三层次的投资银行定义是：投资银行业务只限于某些资
本市场业务，着重于证券承销和公司并购，但不包括基金管理、风险投资、商品交易、风险管理交易
等。狭义的投资银行定义是：投资银行业务仅限于从事一级市场证券承销和资本筹措、二级市场证券
交易和经济业务。
⋯⋯
投资银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综合金融业务，主要包括证券承销与经纪、公司并购重组、基金投资管
理、金融资产管理和风险投资等。

9、《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51页

        （中国）证券行业的发展可以被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以沪深交易所的成立位标识的萌芽阶段
（1979年~1990年）；以证券行业从混业到分页经营为标志的初步发展阶段（1990年~1999年）；以发
行制度改革和券商综合治理为标志的规范重整阶段（2000年~2007年）；走向金融混业趋势下，一大资
产管理和直接股权投资等创新业务兴起为标志的新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

10、《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42页

        美国投资银行路径：独立战争后汉密尔顿发行国债--&gt;铁路等大型基建项目融资--&gt;摩根财团
对铁路和钢铁等行业的运作重组--&gt;1929年大危机后Glass-Steagle Act隔离“商业银行”储蓄业务和“
投资银行”承销投资业务--&gt;1930-1950年间投行进入经纪业务领域--&gt;1970年后承销商向交易业务
转变+大量金融工程创新--&gt;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打破分业经营--&gt;进入新世纪：911、
安然、科技泡沫破裂、美联储降息、住房市场需求增大等因素带来证券化业务发展--&gt;2008年金融危
机--&gt;新的监管要求，独立投行时代结束：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倒闭，美林被收购，高盛、摩根士
丹利改组成为银行控股公司。

11、《中国式投行》的笔记-第58页

        实际上，申银证券易主背后的这一故事，正凸显了中国证券行业与国际投行发展的迥异之处。国
际投行是在满足直接融资的需求中，由市场催生并推动发展的；而中国证券行业从一诞生开始，就是
行政主导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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