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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投资方案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中央谋划新的减

贫战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之年,国投创益产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益）作为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或央企扶贫基金）

的管理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

强责任感、紧迫感，扎实推进基金的投资管理工作，为如期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做出更大贡献。 

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

期，要持续加力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坚决夺取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胜利；文件确定，

要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

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

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脱贫攻坚面临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繁重、

时间更加紧迫。2020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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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我们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夺取脱贫攻坚战

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

义的伟业！ 

面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中美贸易摩擦反复的

严峻外部形势，以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重大冲击，全面发挥

央企扶贫基金的作用，高质量完成全部投资，助力脱贫攻坚

任务如期完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二、2020年投资计划 

基于现有管理规模，根据国资委有关要求，基金 2020 年

度计划完成 90 亿元左右（25 个项目左右）的项目投决，确

保在 2020 年底之前完成基金的全部投资。 

在严格按照基金设立方案中规定的区域开展投资的基

础上，进一步聚焦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及“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将中央企业及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县作为重

点投资区域。针对 27 个未脱贫摘帽的中央企业定点扶贫县，

全面梳理县域经济情况和资源禀赋，努力开发符合投资要求

的项目。 

在既满足资金拨付要求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下，

做好基金的临时投资工作。 

 

三、新冠疫情对基金投资管理工作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央企扶贫基金及管理公司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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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两场硬仗。 

一方面及时建立疫情监测报告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充

分发挥信息化支持作用开展远程办公，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各

项工作，做到业务开展与防控工作两不误；另一方面指导推

动投资企业抓好梳理排查，强化人员管控，做好物资保障，

履行社会责任。基金管理公司及投资企业累计捐赠现金近 3

亿元、物资超 9000 万元、口罩超 200 万个、防护服近 20 万

套，驰援抗疫前线。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基金投资管理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

疫情对基金重点投资的农业、矿产资源、加工制造等行业冲

击较大，导致项目选择难度加大，完成年度投资任务压力较

大；二是受疫情防控影响，投资开发及投后管理等无法赴现

场调研，中介机构无法开展尽职调查；三是疫情对大部分投

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导致企业

资金链紧张，预期业绩可能难以实现，项目触发退出条款风

险增加。 

针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将在 2020 年投资

管理工作中采取相应措施，努力将疫情影响降低到最低，完

成基金年度投资管理工作目标。 

 

四、2020年度投资管理重点工作 

（一）持续优化投资策略，强化基金投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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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不断完善组

合投资，进一步提高投资质量。持续开发 Pre-IPO 项目，扩

大基金在市场中的影响力；紧紧抓住央企改革的战略机遇，

精心选择央企混改和股权多元化项目；认真研究定增新规，

紧密结合市场及行业走势，优选估值合理、质地优良的上市

公司定向增发项目；结合定向可转换债券发行规模，跟踪筛

选和投资优质且收益有保障的可转换债券项目；大力开发具

有稳定现金流和持续分红能力的稳定收益项目；精心选择扶

贫效果好、社会影响大的影响力项目，确保影响力项目产生

显著的产业带动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二是合理选择合作对象与投资方式。针对当前疫情的管

控要求，加大与中央企业、省属国企、上市公司等规范程度

较高的主体合作；适当加大可转债投资方式的使用力度；结

合已投企业资金需求，继续加强合作。 

三是加大粮肉蛋奶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布局。针对当前国

内疫情导致食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的情况，央企扶贫基金

将在已有生猪、鸡蛋、奶牛等项目的投资基础上，继续加大

对这些民生领域的投资布局。 

（二）完善社会效益管理，形成基金特色抓手 

持续将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情况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

依据，不断总结完善，健全社会效益指标评估体系，在项目

考察社会效益、量化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尽职调查、投

资协议明确要求、社会效益效果评估、社会效益数据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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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方面形成闭环管理，确保基金投资发挥扶贫带动作用。

将社会效益闭环管理体系作为产业基金扶贫管理的特色抓

手，充分体现基金投资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特点，并

以此为基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力投资体系。 

（三）加强投后管理工作，持续完善增值服务 

狠抓投后管理制度落地，做到规定动作不缺位、可选工

作有亮点，充分利用基金自身平台优势，继续完善投后增值

服务体系。密切关注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复工复产情况，

帮助投资企业全面了解疫情期间相关优惠政策，并协助其申

请办理，帮助企业减轻经营压力；积极督促 5 个可转债及债

权项目的到期资金回收，对于本年到期退出但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部分企业，视具体情况研究延长投资期限、减缓企业资

金压力；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投后服务力度，制定

抗疫帮扶专项资金方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密切关注已提

交上市申请的企业，及时了解审核进度和问题反馈；加大投

后管理风险监控力度，及时提出风险应对措施。  

（四）全面对标领先机构，不断提升管理能力 

梳理分析同类规模领先机构的发展模式与成功要素，全

面对标对表；总结定增项目投资实践，结合市场化基金做法，

形成覆盖定增项目投资决策、投后管理、股票减持全流程的

规章制度；继续落实“五四三二一”的尽调要求，做深、做

实、做细项目行业尽调工作；适时启动模拟跟投机制，探索

建立以估值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不断优化信息系统，加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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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挖掘能力，优化部门设置和职能，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体

系，切实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以构建科学完善的投

资组合为重点，提升投资策略的前瞻性，周密做好基金估值

研究；对募资管理、投资管理、投后管理、退出管理等主要

价值链进行内控评价，形成内控手册，提升内控管理能力。 

（五）规范基金法人治理，努力推动四期募资 

针对新冠疫情形势，完善股东调研方式，开发新调研路

线，适时组织有关部委及基金股东代表进行项目现场考察调

研，充分沟通、实地交流扶贫经验，深入了解基金产业扶贫

模式；加强股东单位的沟通工作，及时了解股东需求，对于

股东推荐项目结合基金投资策略认真研究，积极推进符合基

金投资策略的项目，协助股东做好定点县帮扶工作；精心筹

备基金三会，创新三会召开方式，打造央企扶贫基金股东关

系维护品牌，为基金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向财政

部沟通汇报、协调争取，努力推动以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中央企业为主要对象的四期募资。 

（六）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扎实推进党建工作 

坚决落实巡视审计整改要求，对照卓越党建要求，补短

板、强弱项，在推动党建规范化、标准化上下功夫，全面提

高党建质量和水平；认真履行党建主体责任，扎实做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和回头看等系列工作；强

化正风肃纪，保持清正廉洁本色；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

党建工作的新方式，加强对投资企业党建工作的督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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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提升产业基金扶贫效果。 

（七）总结基金扶贫模式，谋划基金未来发展 

加强与主管单位、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的沟通交流，

总结具有央企扶贫基金特色的中国影响力投资模式，引领

中国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举办产业基金扶贫论坛，发布

《产业基金扶贫实践与探索》和扶贫白皮书，展现产业基

金扶贫成果、典型经验；设立央企扶贫公益基金会，实现

产业基金带动与公益基金帮扶的协同推进；谋划后扶贫时

代基金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支持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

展，继续服务国家战略，减少相对贫困。 

 

2020 年，我们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工作部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扎实推进产业扶贫基金管

理工作，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