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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与创业板》

前言

　　风险投资、契约精神与国家战略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已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十一五”
规划的建议将自主创新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
的基础上。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自主创新，即原始创
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之有机统一。原始创新之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之关键则在于模仿与创新的结合；集成创新之关键在于形成国家意志。通过强化和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创新落后或滞后的局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归依。　　各国实践表明：
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要载体，创新型中小企业更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创新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的动力往往源于市场拉动，其熟悉市场环境，了解客户关心的问题，技术创新活动有的放矢，增强
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可度。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使其对市场和技术变化更为敏
感，技术革新的意识与动力更加强劲。这些内在的本质原动力不断引导着中小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活
动。　　既然创新型企业之高度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为其标志性特征，那么随之所相应产生的高风
险更是不容轻视。如此特性，显然与商业银行的集中资金管理模式和审慎经营原则相悖，因而创新型
企业往往无法从诸如银行等传统的融资渠道获得发展资金。那么，即使政府有意直接资助，也因创新
型企业科技开发周期长、风险过大，更加之其数量众多而难以承受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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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以理论和政策法规为起点，最终定位于实践”，紧跟学术研究前沿。《风险
投资与创业板》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主要成果之一，保障了内容
的理论可靠性；借鉴大量国际实证研究成果，针对我国风险投资行业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进行实践操作
指导。《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专栏与案例分析丰富，力求融合“理论、实践、政策”，使其三位一体
，最终归于实践。《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不仅注重知识性、逻辑性、实践性，更注重可阅读性，使得
理论不枯燥，应用有依据，实践可借鉴。
《风险投资与创业板》适用于MBA、EMBA、EDP、企业管理者、金融投资人员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
领导等。
风险投资之重要性早已不言自明。如何拨开风险投资之“常识性外衣”，深入理解其深刻内涵则是《
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之写作目的。
《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从实践、理论、政策三个维度，将全书内容分为六个模块，共20章。从实践视
角而言，《风险投资与创业板》详细阐述了创业机会识别、创业企业估价、风险契约选择、创业企业
组合构建、交易结构设计及退出机制设计等实践前沿与策略指导；从理论视角而言，《风险投资与创
业板》深入融合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博弈论范式下的新产业组
织理论、投资组合理论、实物期权理论等前沿理论及其交叉融合；从政策视角而言，《风险投资与创
业板》全面论述了创业板市场的运行及设计机制，并融入了相关政策法规解析以及对如“非法融资认
定”、“有限合伙实务”等现实问题的剖析。
相信《风险投资与创业板》能够秉承作者之写作初衷，“立足于实践而不失于学术性，立足于学术而
不失于前沿性，立足于政策而不失于操作性”，能够给予读者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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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市场退市渠道分析：以美国NASDAQ市场为例　本章小结　专栏20-1　退市制度中外比较之
启示　专栏20-2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条款解读代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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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与创业板》

章节摘录

　　第1章　风险投资与私人权益资本市场介绍　　1.1　风险投资的概念与内涵　　从世界范围来看
，风险投资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并无统一的阐述，下面，我
们列出常见的风险投资的九种定义，以及本书中我们对风险投资的界定。常见的对风险投资的定义如
下：　　（1）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风险投资是由专业投资者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
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股权性资本。　　（2）英国风险投资协会（British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BCCA）。该协会并没有公布风险投资的正式定义，但规定其成员为“积极活跃地管理资
金，用于对英国未上市公司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机构”。　　（3）欧洲投资银行。风险投资是为形
成和建立专门从事某种新思想或新技术生产的小型公司而进行的以股份形式承诺的投资。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该组织有过三种不同的表述：风险投资是投资于以高科技和知识为
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风险投资是专门购买在新思想和新技术方面
独具特色的中小企业的股份，并促进这些中小企业形成和创立的投资；风险投资是一种向极具发展潜
力的新建企业或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资本的投资行为。　　（5）美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对不能
从股票市场、银行或与银行相似的传统融资渠道获得资本的工商企业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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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与创业板》

媒体关注与评论

　　创新与创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是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面对巨大的资源
－能源消耗，面对低碳经济时代的呼唤，高技术创业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房四海教授主
编的《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一书，其特色之一，是从创业企业——风险投资企业上市链条，揭示了创
业企业成功发展的路径以及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机理和过程，而将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则是
本书又一特色。　　　　我相信本书的问世，对工商管理硕士生、博士生，对从事工商管理，特别是
从事创业和风险投资的人和机构，都是一个福音。　　　　——姜彦福　　　　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兼首席金融工程研究员房四海教授主编的〈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一书，将发达资本市场的先进理论与
中国的最佳实践紧密结合，深入浅出，视角独特，观点鲜明。在当前中国创业板正式开板，创业企业
层出不穷，风险投资业务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静下心来读一读本书，无论是对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
，还是对专业投行人士，相信都会大有裨益。　　　　——胡强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证监会注册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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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体看，课本很详细
2、一点条理性、逻辑性都没有，观点零散，只是简单的罗列，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3、有点空洞！！！
4、喜欢 -- 这本书挺好看的，挺满意的
5、老板的书，买一本来瞧瞧
6、派上用场了，写了一篇好论文
7、谁来帮我做Homework............
8、还不错，挺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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