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新春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人揪心，目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一场联防联控的抗疫攻坚战已经全面打响。

受此次疫情影响，我国创投行业的运营和发展不可避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影响。

同时由于近两年创投行业困难加剧趋势未缓解，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面临多重压

力，此次疫情犹如雪上加霜。

为及时了解这次疫情对创投行业带来的影响，为政府制定应对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以调研问卷的方式向广大创投企业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现将调研情况以及意见建

议汇总如下，供广大创投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参考。

_

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此次参与调研的创投机构为随机抽样，参与调研的有创投机构 168家和天使

投资人 29位，共计 197份样本，包括 34家国有创投（占比 17.26%），112家民

营创投(占比 56.85%），11 家企业创投（占比 5.58%），1家外资创投（占比 0.51%），
29位天使投资人（占比 14.72%）以及 10 家银行、证券等相关机构（占比 5.08%）。

企业（主体）类型

其中，管理资产规模在 5亿元以下的有 76 家，占比 38.58%，5 亿元-20亿元

的 37家，占比 18.78%，20亿元以上的 55 家，占比 27.92%。天使投资人按其可

用资产规模另算。

管理资产规模



肺炎疫情对创投行业的影响

在 197个样本中，近 90%的调研对象认为此次疫情对创投行业影响很大或有

一定影响，其中认为影响很大的有 52个，占比 26.4%，认为有一定影响的有 125
个，占比 63.45%。认为影响不大的有 16个，占比 8.12%。仅有 4 个（占比 2.03%）
认为此次疫情对创投行业没有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投行业的影响

129位（占比 42.16%）调研对象认为疫情对本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主要影响表

现在“影响日常出差、项目考察和尽职调查等需要与企业直接接触的工作，无法

开展新的投资”；65位（占比 21.24%）调研对象认为主要影响表现在“部分已投

项目受疫情影响，增长速度放慢，退出时间会延长）；47位（占比 15.36%）调

研对象认为主要影响表现在“无法对已投企业进行直接监控和提供面对面增值服

务）；46位（占比 15.03%）调研对象表示疫情的主要影响是“不能直接对接投资

人，影响新资金的募集”。

此次疫情对本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主要影响

超过半数的调研对象（55.38%，108个）认为疫情对本企业的影响将持续半

年；31.79%（62个）调研对象认为将持续一个季度；9.23%（18个）调研对象认

为将持续一年；认为疫情对创投行业影响将持续一年以上的仅有 7个，占比

3.59%。



预计疫情对本企业产生的影响时长

尽管多数调研对象认为疫情将会给创投行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多数机构

表示并不会因为疫情改变本年度投资策略（115 个，占比 58.38%），也不会因为

疫情减少本年度投资计划（115个，占比 58.67%）。但受疫情影响，仍有超过

40%的调研对象将随着疫情的情况变动改变投资策略，减少投资计划。

是否会因为疫情改变本年度投资策略

是否会因疫情减少今年的投资计划

75.13%（148个）调研对象表示今后会更加关注医疗健康类项目。

是否会更加关注医疗健康类项目

70.41%（138个）调研对象认为疫情会催生新的风口。

疫情是否会催生新的风口



新风口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1、医疗健康领域，如生物制药、医疗设备、疫苗研发等；

2、线上项目，如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等；

3、核心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以及 A（AI）、B（大数据）、C（Cloud）、5G等

核心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

超过 95%的调研对象表示此次疫情对已投项目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中认为影

响很大的为 46家，占比 23.35%；认为有一定影响的为 122家，占比 61.93%，21
家认为疫情对已投项目有影响但是不大，占比 10.66%。

疫情对已投项目的不利影响

已投项目中，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是

1、消费产品和服务业，特别是线下消费零售餐饮和服务行业；

2、物流与交通运输；

3、文化及娱乐传媒，特别是影视行业；

4、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行业。



新冠肺炎疫情对“双创”的影响

超过 70%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人认为疫情将对“双创”产生严重影响或较大

影响，主要表现在：

1创业企业现金流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肺炎疫情冲击，将导致相当一部分创

业企业短期内没有收入，只有成本支出，存在较大的生存压力和破产风险，从而

影响就业和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2企业劳动用工短缺，生产受阻。延迟复工、错峰出行等疫情防控措施，短期将

会造成劳动力的用工短缺，生产性企业无法正常开工，对部分创业企业的正常经

营产生影响。在长期不能正常复工开展业务的情况下，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生存危

机。

3企业运营管理面临挑战。研发互动（尤其与产品对接环节）受阻，线下销售及

服务严重受损。

4企业融资难度增加。已经投资的机构选择避险，减少对部分中小企业的投资。

5双创的热情和信心受到冲击。新创业项目减少，原有项目增长放缓。

关于降低疫情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



一、有关提升创业投资机构信心的政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策，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面

对募资困难，希望政府牵头，扩大创投引导基金规模，并提高引导基金在下级子

基金中的比例（目前单级不超过 20%）。中央及地方财政类引导基金尽快落实资

金，及时向下属基金完成出资，积极作为，不因疫情耽误基金对企业正常投资。

2、拓宽创投行业募资渠道。鼓励金融、保险、证券、国有企业投资创投基金，

建议央行发行特别债券投资于股权投资资产，补充市场长期资本金的来源，从而

引导创投基金支持疫情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双创事业的发展。

3、加大对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对创投企业疫情期间的税收进行减免，推

动创投基金行业整体的投资者信心恢复。由政府牵头，对 2020年创投机构予以

税收优惠政策，比如适当减免税收等，或者予以财政适当补贴。落实税收返还。

4、优化登记备案与工商注册手续。遴选出行业白名单，在登记备案、工商注册

等方面予以简化手续。加速创投企业登记和备案流程，简化基金注册、备案手续，

提供更便利的注册渠道。对于疫情期间新备案的基金，可以采用线上（如电子签

字）的审核方式。各类合规性检查，如报表申报等希望顺延。

5、鼓励金融机构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二手份额交易，盘活存量资产流动性，或

允许以股权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或再融资。

二、有关支持中小企业共渡疫情难关的政策建议

1、资金层面：疫情会影响一些企业的后续融资计划，为保障这些企业的流动性，

建议能够基于投贷联动，由银行给予投资机构贷款资金，用于给予此类企业进行

贷款。建立科创类企业贷款转贷基金，让科创类企业能更好的科技研发和投入。

2、管理层面：解决当下棘手问题。政府帮助协调上下游订单延期、贷款展期、

租金减免等问题，允许经营困难的企业优先降薪而不是裁员。考虑到非常时期的

人工、物流等成本提高，允许企业产品适度提价。协调企业和工人的工资协商，

对于无法正常开工、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可建议降低薪酬、只发基本工资，或

者延后发放工资薪酬等。



3、税收层面：放水养鱼。暂免中小企业三个月税收（包括五险一金），渡过非

常时期后可考虑分期递补。税收和人工社保成本是中小企业的主要成本负担，特

殊时期可以考虑暂缓上缴，后期视经营情况补缴，或减免、递延补缴。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坚决制止一些地方基层税务和行政权力部门特殊时期，乱收费

乱罚款的涸泽而渔行为。

4、差异化补贴：出台差别化支持计划，对于符合当地产业政策、战略性新兴行

业、受到严重影响的已投项目进行资本支持。协调金融机构降低企业资金借贷成

本，对创造保持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支持等。

5、鼓励新创企业：通过税收减免、科技奖励、落户奖励，业务支持，人才补贴

等方式激励创新企业激情，激发双创活力。

（以上建议和意见来源于创投机构和从业者，由创投委整理汇总。）

●结 语 ●

在此，我们向参与填写问卷并提供宝贵参考意见的创投机构和天使投资人表

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协助组织调研的中国天使投资人联盟、基金小镇交流合

作中心以及上海创投协会、浙江省创投协会、江苏省创投协会、青岛市股权与创

投协会、陕西省创投协会等地方创投协会。

我们希望广大会员单位加强与秘书处的联系，对创投委工作以及创投行业发

展随时提出建议或意见。让我们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争取抗击疫情

和恢复行业正常运行、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双胜利！

来源：中国创投委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