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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投资公司，中国
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 年多来，活
跃于海内外投资市场，其涉及领域之广、
投资金额之大，引发了业内外广泛关注。

中民投成立于 2014 年 8 月，恰逢国家
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的关键期，这注定了
中民投自诞生之时就承载着不一样的发展
使命。中民投总裁李怀珍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民投与经济新常态
相伴而生，如何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将是其始终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新常态下中民投要有所作为，就必须
要研究透、把握好两个课题：一是创造新供
给，二是释放新需求。”李怀珍坦言，实现上
述目标，需要从模式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的
转型升级上发力，如此方能践行好公司“聚
合资本能量、释放机制活力、服务国家战
略”的使命，实现股东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
大化结合。

探路供给侧改革

发力产业转型升级
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中民投旗下

90%的资产均布局在国内三大经济区域，
其中 78%的资产分布在“长江经济带”沿
线，分布的第二大区域是京津冀地区，而第
三大区域则是宁夏等对接“一带一路”最为
紧密的省份。

在李怀珍看来，如此布局就是要通过
中民投这个平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在
增加新供给的基础上释放新需求，助力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投资 150 亿元的中民投宁夏（盐池）新
能源综合示范区是其得意之笔。该项目计
划建设 2000 兆瓦光伏发电站，建成后将成
为全球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项目。“通过规
模化投入、批量化处理和专业化管理，让光
伏发电成本有效降低，这实际上就是增加
了新能源的有效供给，降低了排放，减少了
雾霾。”李怀珍说。

不 仅 如 此 ，李 怀 珍 心 里 还 有 另 外 一
笔账，那就是围绕宁夏盐池光伏电站项
目，中民投配套启动了绿色牧业养殖示
范基地、现代牧草种植示范基地等建设，

积极探索“新能源+扶贫”“新能源+农牧
业 ”“ 新 能 源 +美 丽 乡 村 ”综 合 开 发 的 新
模式。

“董事会非常重视这些配套项目，一直
在强调要给当地农民带来实际利益。”中民
投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不仅建成
了移民新村，还为当地 1700 户农牧民房顶
加装太阳能板，让老百姓无偿使用绿色电
力，且每年还能够获得一定的发电收益；公
司还围绕盐池滩羊这一中国地理标志产
品，在滩羊养殖、屠宰分割、清真食品深加
工的产业链上深耕细作，让当地老百姓入
股，形成利益共同体。

以建筑工业化推动传统建筑业的转型
升级，是中民投在供给侧改革上的又一探
索。“从构件预制到现场安装，我们力推的
建筑工业化，就像在流水线上造房子，施工
人员少了七成，污染、噪音、耗能等还大幅
减少。”李怀珍说，中民投旗下的中民筑友
在建筑工业化方面申请的专利数量超过了
420 项，目前意向合同超过了 100 亿元，未
来它将着力引导千亿级商住市场的升级换
代。

据李怀珍透露，中民筑友今年将在全
国建设 8 至 10 个建筑工业化高科技产业基
地，并以此为蓝本，通过加盟、技术合作等
模式实现全球的规模化布局。

事实上，除了新能源、建筑工业化之
外，中民投涉足领域还包括钢铁、物流、房
地产、物业管理、航空、保险等。一位市场
人士表示，随着中民投产业布局的日渐清
晰，其投行加投资双轮驱动、以投资带动投
行的商业模式已具雏形。

布局“一带一路”

引领民资抱团出海
总投资 60 亿美元的中民印尼产业园，

是中民投成立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
一。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头”，从其
筹划之初就备受关注。

之所以把印尼作为投资首选，李怀珍
坦言，正是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所蕴含
的巨大机遇。“中国政府提出的‘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构想与印尼政府规划的‘海上

高速公路’计划在发展方向上不谋而合，中
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印尼又存在着
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相信，印尼产业园有
望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样板”。

李怀珍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印尼
的钢铁年需求量约为 3000 万吨，而其国内
产量仅有 700 万吨，而中民印尼产业园引
入的一家国内钢铁民企的一个单体项目，
建成后就能形成数百万吨产能。

“国内产能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不就
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共赢嘛！”李怀珍表示，
印尼的产业结构与规划布局很清晰。未来
5 年，印尼在基础建设和工业升级方面会有
很多“动作”，众多港口、基础设施及矿产资
源项目将启动建设，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将
是难得的商机。

据悉，中民印尼产业园将重点聚焦基
础建设、能源建设、高端制造等领域，这将
为当地创造相当数量的工作岗位，同时也
带动了当地通讯、电力等行业的发展。不
仅如此，中民投还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了
1 亿元的“一带一路”人才基金，为印尼等沿
线国家和地区培养本地化管理人才，受到
了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欢迎。

在推动产能“走出去”的同时，中民投
的资本布局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不
久，新加坡中民国际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
是中民投搭建的又一个立足亚洲、面向全
球的国际投资平台，它将为民营企业“出
海”提供银行借贷、企业债券等国际融资支
持。“中民投愿意服务国家‘走出去’和‘一
带一路’战略，成为民营资本‘走出去’的先
行者。”李怀珍说。

创新发展模式

激发民资新活力
除了众多大手笔投资项目外，作为民

营投资企业“旗舰”的中民投，其本身就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中民投通
过投资平台的搭建，实现了民间资本投资
在三个层面上的创新升级：一是使得民间
资本流动由分散向规模化转变、由自发向
规范化转变；二是由产业资本为主转向金

融资本为主；三是将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
的流动结合在一起。

“当前，国内民间资本量大、活跃度高，
但它们较为分散，在资金流动上也很不规
范。”李怀珍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单个民营
资本就像大海里的小舢板，抗风险的能力
较差，而中民投作为整合者，可以为民营资
本和企业提供一个资源集聚的平台，“通过
这个平台走出去，大家能够取长补短、相互
扶持”。

目前，中民投的资本业务分为三个板
块，分别是投资、投行和产融结合。而这三
个板块的设立，正是围绕着一个企业从初
创到成长以及最终成熟的整个周期，彼此
交叉互补并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链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中民投 59 家参股股东
均为所在行业的领跑企业，业务范围涉及
资产管理、信息科技、新能源、机械制造
等多个领域。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面
对国际市场的竞争，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带
来的挑战，单个民营企业往往无法靠自己
的力量去应对。而中民投集聚的优势资
源，能够有效帮助单个民企跨越短板、加
快转型。

“实践证明，这种民营资本聚合发展
的 模 式 是 具 有 强 大 生 命 力 的 。”李 怀 珍
说，1 年多来，中民投模式广受“追捧”，各
地“民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介绍，
目前已有包括“厦民投”“贵民投”“浙民
投”等在内的多家地方民投创立，由江苏大
中型民营企业联合设立的“苏民投”也正在
筹备中。

对于“地方民投会不会对中民投形成
竞争”的问题，李怀珍表示，竞争肯定会
有，但更多的是合作。“众多小平台的出
现，恰恰是中民投模式的一个扩大化，会
带来更多资本的聚集。我们有好项目可
以请他们来参与，他们有好项目我们也愿
意参与”。

李怀珍表示，中民投对国内外的商业
环境和政策走向有着深刻的理解，未来将
充分发挥国家品牌、资源整合、资金实力、
综合经营等综合优势，通过强有力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激活并释放民营资本的活
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
动力。

世界经济目前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

后的深度调整期，而新常态下的中国经

济，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转

型的关键期。啤酒行业也在调整、转型

中探索前行。

全球啤酒行业的发展历程，可分为

四个阶段的三次转型。

第一阶段是两三百年前的“艺术化”

阶段，以德国啤酒为代表，当时是以教会

啤酒厂、小型家庭作坊为主，核心人物是

酿酒师。他们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作

画一般来酿造啤酒，这个时候的中心是

酿酒师的喜好而不仅是消费者；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阶段，以美国

为代表，以规模化、标准化颠覆以个性发

挥的艺术品酿造方式，这一时期主要的

出发点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酿造出符

合标准化的啤酒，啤酒口味也比较雷

同。啤酒工业化发展的特点，不仅表现

在生产上，也表现在市场营销方面。比

如给某个产品定位一个概念，然后进行

大规模广告营销，所用的现代营销模式

到目前仍在沿用。当然，工业化阶段极

大地推动了全球啤酒产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

到目前的“证券化”阶段，啤酒行业从大

规模生产，向证券化发展。啤酒不仅是

啤酒，也是市场融资的手段和工具。通

过啤酒把企业做成投资者满意的、能够

创造融资的一种载体。于是，啤酒行业

全球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个阶段啤

酒的出发点和重心更加偏重投资者。

不过，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

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消费者的需求

逐渐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者对啤酒的品

质越来越看重。事实上，五六年前美国

就开始出现新兴的精酿啤酒：以消费者

为中心，进行差异化、特色化生产，把啤

酒做成精品，过去标准化的啤酒、融资证

券化的啤酒受到了挑战。所以，当前啤

酒行业正面临第四次转型，这个新的阶

段可称之为“科学+艺术”的阶段，这次

转型可以定义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

型，啤酒既不是酿酒师自我满足的艺术

品，也不是重点满足成本诉求和标准统

一的工业品，更不是满足融资需求的证

券化产品，而是要回归到做产品的真正

目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喜好的啤酒就是好啤酒。好

啤酒的定义就是基础质量加上特色质

量。基础质量包括几个维度，第一是纯

净，第二是新鲜，第三是成熟，第四是饱

满。基础质量全世界都可以做到，因此

也缺乏核心竞争力。啤酒尽管是一个讲

究规模化的产业，但消费者多元化、个性

化的需求就是青岛啤酒的转型命题。

面对消费升级和市场转型，企业需

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

识。创新更重要的是市场行为，这是以

“消费者为中心”这个市场需求所带来

的新动能。就青啤而言，重点的创新有

两个方面：一是产品创新，真正做出好

啤酒，做出让消费者意想不到、感到惊

喜的产品；二是平台创新，借助互联网，

让消费者真正体会到便捷。我们通过

大数据研究 80 后、90 后的生活习惯、消

费习惯，创造适合他们的购买方式和消

费方式。近年来，青岛啤酒构建渠道体

系、创新营销模式，除在天猫、京东、1

号店、亚马逊、易购等第三方网购平台

之 外 ，还 搭 建 自 有 电 商 渠 道 ，包 括 移

动端的“青岛啤酒微信商城”“APP 青

啤快购”，多渠道满足了消费者的渠道

需求。

中国民族企业想要在经济转型环境

下不断发展壮大，屹立于世界品牌之林，

就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创新驱动，为

消费者创造最大的满意度，才能在未来

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民投：聚舢板 成旗舰
本报记者 顾 阳

“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中民投所做的，就是通过投资平台的搭建，实现民间资本投资在三个

层面上的创新升级：一是使得民间资本流动由分散向规模化转变、由自发向规范化转变；二是由产业

资本为主转向金融资本为主；三是将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流动结合在一起——

“目前，中民投正在探索‘产融集团’的
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用金融的思想
做产业，围绕产业布局来做金融。”中民投
总裁李怀珍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中国庞大的民间资本正发生
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民营资本在流动中也

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李怀珍认为，新常态下，民营资本
要发挥其最大效应，就必须从分

散 、无 序 的 状 态 下 聚 集 起
来。在这个过程中，中
民投绝对“不吃独食”，
“吃独食固然赚钱多，
但未来肯定做不大。
我们一贯强调用金融

的思想做产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怀珍说，中民投欢迎更多的民间资

本加入，但有资本没有实力的，我们不让它
进来；有实力没有产业优势的，它再好我们
也不叫它来。换言之，我们看重的是新常态
下的机会、优势与能力。我们的基本观点
是，新常态下商机无限，就看你怎么做了。

“中民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的体会
是要强调资本的 5 个‘+’。”李怀珍解释道，
首先是“大平台+小平台”，中民投是大平
台，但具体到若干项目时，均是由若干个小
的、专业的资本平台组成；

第二是“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机制
活、效率高，这是民营资本的优势，但在资
源获取能力、技术能力等方面与国有资本

还差距很大，光有民营资本还不够，应该和
国营资本互相结合；

第三是“资本+杠杆”。无论是民营资
本还是国有资本，它们归根到底还只是资
本，“+杠杆”就是通过银行、保险等金融机
构的引入，使资本的核心作用能更好地发
挥出来；

第四是“市场+政府”。“资本+资产”才
组成一个市场主体，中国也好外国也罢，都
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做，特别是在中国政府
着力推进简政放权的情况下，这一点绝不
可忽视；

第五是“实业+金融”。还是那句老话，
金融不能离开实体，应该用金融的思想做
产业，围绕产业做金融。

李怀珍谈民间资本——

中 民 投 绝 对“ 不 吃 独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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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转型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明波

▲▲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现场合影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现场合影。。

▶▶宁夏新能源示范区光伏电站项目全景宁夏新能源示范区光伏电站项目全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