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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中达公司投资业务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先通过对战略
管理的相关理论进⾏回顾，结合安索夫的资源配置战略理论观点、
波特的竞争战略观点、安德鲁的⽬标战略理论观点，利⽤PEST、
SWOT等分析⼯具，对中达公司天使投资业务发展所⾯临的外部环
境和内部条件进⾏全⾯分析，总结中达公司天使投资业务进⼀步发
展所⾯临的机会和威胁，并剖析其本⾝存在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对
对相关⾏业和公司进⾏调查研究，结合中达公司现状，对⽐分析找
出影响中达公司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理论⽀持，结合公司特点，
思考和提出中达公司天使投资业务如何利⽤趋势、发挥优势、回避
风险、克服不⾜的建议。再对中达公司天使投资业务发展进⾏战略
定位，设定战略⽬标，确定公司的业务定位，提出具体战略举措。
最后得出中达公司天使投资业务发展应该采取“投资管理系统化”、
“品牌运营”等战略举措的结论。最后为确保发展战略的顺利执⾏，
提出公司应该从⼈才培育和稳定、财务成本管理、信息有效沟通、
资源整合和安全管理、外部风险管理等⼏个⽅⾯做好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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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ngel Invest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ZhongDa Limited Company 

Abstract: The ri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ship has 
attracted the favor of domestic and global capital. With the increase of 
demand for living consumption, th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s accelerated and the penetr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has deepened to 
various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gun to develop bulk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force. China's investment 
areas also began to show from the angel investment, VC to IPO a more 
complete investment in the ecological chain. the Hunan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ar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apital, which support 
the private capital policy and guide the fund policy to a large extent The 
birth of capital and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t is a big project for all the investment companies about how to 
accelerate their business development under their present controllable 
condition. As the runner of angel investment in Hunan area,it is a key 
point that Zhongda company how to fit for the present competitive 
condition? And it is urgent that to make a clear plan for i company too. 

The development of Zhongda Company's investment busines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through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he relevant 
theory to review, combined with Ansoff's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y 
theory point of view, Porter's competitive strategy point of view, 
Andrew's target strategic theory, Five-force model, SWOT and other 
analytical tools, the company's angel invest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faced b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mpany's angel investment business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facing, and 
analyze itsel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xistence. And then 
the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s current situ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The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support, combin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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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ny to think and put forward the company's 
angel investment business how to use the trend, to play the advantages, to 
avoid risks,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oposal. And then on 
the company's angel invest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strategic 
positioning, set strategic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company's business 
positioning, and invest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brand promotion, put forward specific strategic initiatives. Final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ngel investment business 
should take the conclusion of strategic measures such as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atization" and "brand operation". An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mpany should be from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tability, financial cos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ccess,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external risk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safeguard 
measures. 

Key words: Angel investment; strategy management, ZhongDa 
Compan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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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背景

理论基础

标杆企业战略实施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

中达公司发展环境分析

公司基本情况 外部环境分析 内部环境分析 SWOT分析

总结与展望

公司战略实施保障

中达公司总体发展战略

战略⽬标 业务战略战略定位 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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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1）总体层战略 

总体层战略是公司最⾼层次的战略，也是公司的⼀个战略总纲。总体战略
的⽬标是明确公司未来既定周期内的整体发展⽅向，从⽽协调公司各个不同业
务模块和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配置公司资源，培养公司的核⼼能⼒，
最终实现公司的最⾼⽬标。总体战略主要强调两个⽅⾯：⼀是“公司做什么业
务”，要求着眼于公司全局，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部基础，明确公司的使命
和任务、产品以及市场领域；⼆是“公司如何管理业务”，即公司的各个战略事
业部之间如何进⾏资源分配以及采⽤何种成长⽅向等等，从⽽实现公司最终的
战略意图。 

（2）业务层战略 

业务层战略指公司总战略的下属战略，它是战略结构中的次⽬录层次。业
务层战略是基于公司某⼀个具体业务板块的市场竞争状态，它具有⼀定的独⽴
性，它是公司战略系统的组成要素。它的偏重点主要是以下⼏个⽅⾯：全⾯执
⾏使命、业务发展存在的机会和威胁剖析、业务发展的内在条件剖析、业务发
展的总⽬标和具体要求等等。 

（3）职能层战略 

职能层战略是指某个职能部门如何有效率地展开具体⼯作，关键是提⾼公
司资源的利⽤效率，如何可以最⼤化地利⽤公司现有资源。职能层战略的内容
⽐业务战略要更加详尽、具体，它的作⽤是确保总体战略和业务战略的内容可
以得到具体落实，并保障各项职能之间协调⼀致。 

公司战略体系由公司层战略、业务层战略和职能层战略共同构成。在公司
内部，公司战略管理各层次之间相互关联、相互配合。公司每⼀层次的战略都
为下⼀层次战略提供⽅向，并形成下⼀层次的战略环境，每层战略又为实现上
⼀层战略⽬标提供了有⼒保障和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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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1 PEST [7-13] 

PESTEL是PEST分析法上的⼀个延伸，它是指宏观分析法，它借助政治、
经济、技术和社会⽂化四个要素的分析外再加上环境和法律的要素，从整体和
全局上把握宏观环境，并评估这些要素给企业设计战略和实现战略⽬标带来的
影响。 

(1）P即政治要素（politics)；是可能对组织经营活动产⽣⼀定影响的政治
因素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当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态度、相关政治制度、
法律法规对企业经济活动起限制作⽤时，企业需要调整相应的战略；政治、经
济、法律环境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 

(2）E是经济要素（Economic）；指的是⼀个国家的经济构成、经济体制、
产业分布、经济发展情况、资源状况和将来的经济⾛势等。经济环境的重要构
成要素包含利率⽔平、GDP整体情况及发展趋势、通货膨胀⽔平及趋势、居民
可⽀配收⼊情况、失业率、能源供应成本、汇率⽔平、市场需求状况、市场机
制的完善⽔平等等。 

(3）S是社会要素（Society）；指的是企业所在群体中成员的⽂化传统、民
族特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教育⽔平和价值观念等因素；社会环境由⼈⼜
年龄构成、⼈⼜规模、种族结构、消费结构和层次、收⼊分布、⼈⼜流动性等
要素组成。其中⼈⼜规模对⼀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重要影响，年龄结构
则对消费品的种类及推⼴⽅式起决定作⽤。 

(4）T是技术要素（Technology）；它不但包含那些掀起⾰命性浪潮的创造
发明，还包含与企业⽣产相关的新材料、新⼯艺、新技术的产⽣及其发展趋势
和应⽤前景。 

2.2.2 SWOT  

SWOT分析是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态势分析，就是通过分析调
查，将与研究对象紧密相关的外部的机会和威胁及内部优势和劣势等要素列举
出来，并进⾏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系统分析的⽅法，把每⼀种要素结合起来
进⾏分析，进⽽总结出具有参考性的结论。通过这种⽅式，对研究的对象进⾏
综合有效的评估，从⽽制定相应的发展计划以及策略等。根据企业竞争的定义，
战略是指⼀个企业现在可以做的和将来可能会做的有机结合。[17] SWOT分析法
分三步⾛，第⼀步是分析环境因素，其次构造SWOT矩阵，最后制定⾏动计
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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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19] 

[20]

 

2.3  

10

 

2.3.1  

集中化战略又名为聚焦战略，[22]是指企业把经营的战略核⼼放在⼀个特定
的⽬标市场上，为既定的区域或特定的购买群体提供相应特定的产品或服务。
天图资本成⽴于2002年，投资业务始终坚持专注于关联品牌消费品企业，其中
包括家庭及个⼈消费的产品与服务，截⽌⽬前，天图资本投资的知名消费品企
业有凤凰医院、周⿊鸭、⽢其⾷包⼦、95081家政、慈铭体检、德州扒鸡、⼋马
茶业、饭扫光下饭菜、⼩西⽜⽼酸奶等等50余家，它们⼤多数都是其所处细分
消费领域的领导品牌。天图资本通过对市场竞争和品牌经营的深度研究和理解，
形成了他们以品牌为核⼼的、独特的投资逻辑以及投资体系，在同⾏业内取得
了⾮常优异的投资业绩，确定了其在中国消费品领域的投资专家的品牌地位。
天图资本专注于消费服务领域的投资，以及在该细分⾏业的专业⽔平⽽取得了
出⾊的业绩，连续三年⼊选“投中年度中国最佳产业投资机构TOP5-消费服务产
业”，于2013年⼊选“CVAwards 2013年度中国最佳产业投资机构TOP5-消费服
务”。 

2.3.2  

平台战略是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定群体，为这些特定群体提供⼀个能
够互动的机制⽽且能够满⾜所有关联群体的需求，从⽽从中获得盈利。平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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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同时也被理解为⽣态圈战略，它具有⾏业的垄断性质。[23]⼀个成功的平台的
核⼼在于打造⼀个完善的、具备成长潜能的“⽣态圈”，平台连接的⼀⽅的成长
会带动关联另⼀⽅的发展。平台战略是当下很多互联⽹企业最为风⾏的⼀种战
略⽅式。在投资领域，创新⼯场对平台战略的理解和实践是国内的领跑者。 

创新⼯场是专业的天使投资机构，也是中国第⼀家在新三板上市的众创孵
化空间，是中国⾸个集投资+深度孵化的天使投资公司。全⽅位围绕创业的成功
孵化，他们为创业企业提供资本助，智⼒辅导和⾏业资源对接的⽣态投资。⾸
先，在投资策略上，主导产业链式投资，投资的公司是关联产业链条上具有相
互关联作⽤并可以相互影响，⽐如他们2009年开始在安卓⽣态体系的布局上⾮
常明显，创新⼯场的安卓产业链布局是从底层ROM/OS（点⼼OS），再到中间
层分发：⽐如应⽤商店（应⽤汇）和PC-移动连接软件（豌⾖荚），再到应⽤层
⽐较活跃的场景应⽤⽐如移动拍照的强需求的“魔图精灵”、O2O“布丁优惠
券”、移动游戏的 “涂鸦移动”； 另外，创新⼯场在内容泛娱乐产业链已经布局
了20多家公司，尤其是在⼆次元领域。创新⼯场是⽬前国内产业链布局最深
⼊、最多、也⽐较完整的风险投资机构。其次，创新⼯场作为创业孵化平台，
创新⼯场为创业企业还提供了系统的创业服务链，注重创业投资后的深度孵化，
创新⼯场针对早期创业者提供⾮常全⾯的除资⾦以外的其他技术、商业、市场、
法律、⼈⼒、培训等系列服务， 帮助创业公司打造了⼀个系统的创业服务⽣态
平台。同时还针对不同阶段的创业公司分别设计了三个不同的孵化计划，针对
不同的创业阶段分别提供助跑计划、加速计划和创业家计划。 

创新⼯场募集的资⾦规模分别为4亿元的⼈民币基⾦，1.8亿美元基⾦和2.75

亿美元的两⽀美元基⾦。2016年9⽉12⽇，创新⼯场完成了45亿元⼈民币（6.75

亿美元）的融资。创新⼯场对外公布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显⽰其营业收⼊达
3668.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04%。 

创新⼯场⽆论是从具体的业务投资定位上，还是从对创业企业的创业孵化
的全⽅位服务的体系上，都是围绕着投资⽣态布局和创业服务⽣态的平台策略
展开。 

2.3.3  

竞合战略是⼀家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合作来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或
战略价值的战略。竞合战略就是指企业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存在竞争。
竞争与合作是结合于⼀体的整体，企业相互通过合作中的竞争，竞争中的合作，
共同实现企业的发展，共同发展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追求的最⾼境界。 

真格基⾦是2011年由知名天使投资个⼈徐⼩平与红杉资本联合成⽴，真格
在投资竞争策略上，借⼒徐⼩平本⼈的⾼知名度，投资定位精准，聚焦于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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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积极抢占具有海外背景的创业⼈才，尤其是针对具有斯坦福⼤学名校背
景的创业⼈才。因此，在真格基⾦发展的很短的⼏年内，他们就在天使投资领
域形成了其⾏业独有的竞争优势，⾃从徐⼩平成功投资聚美优品企业成功上市
后，⼤多数回国计划创业的斯坦福毕业的学⽣都会⾸选真格基⾦找资⾦需求。
以真格投资组合的180家公司作为样本统计，其中具有海外背景的创始⼈占⽐达
到42%。因此，真格基⾦形成了在天使投资的尤其是海归创业的⼈才中具有独
特竞争优势。 

同时，真格基⾦在他们投资的项⽬中，多数被投资企业会以联合投资或跟
投的⽅式进⾏投资，与更多同⾏的投资机构是⼀种业务上的合作关系。在真格
基⾦的330起投资中，其中充当领投⾓⾊的有138起，跟投为35起，联合投资为
127。⼀个早期创业项⽬与真格基⾦联合投资的合投机构多为2家，偏后期的⼀
个创业企业投资与真格会多达3-4家联合投资天使轮。 

在投资业务的竞争合作中，真格基⾦⼀贯在竞争中寻求与更多⾏业内的投
资基⾦共同合作、合投，在合作中建⽴⾃⾝在天使投资阶段和海外背景⼈才独
特的竞争优势。 

!  

2-1  

42%

1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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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3.1.1  

中达公司成⽴于2013年10⽉，最初由中南⼤学8位企业家同学联合发起创
办，公司办公地址坐落于湖南长沙，注册资本2000万元⼈民币，实缴资本500万
元⼈民币。截⽌到2016年底，公司连续发⾏和管理的风险投资基⾦累计3⽀，投
资业务领域专注于早期创业公司的股权投资，已经累计投资基⾦规模约1亿元⼈
民币。中达公司现前管理的基⾦对外投资的领域较多元化，分别涉及TMT领
域、⼤健康产业、教育⾏业、企业SAAS服务以及⽂化创意等等领域的创业项⽬
和创业团队的、天使阶段的股权投资。公司已经投资的早期创业公司地域分布
也⽐较⼴，分别分布在北京、深圳、⼴州、南昌以及长沙等多个城市。公司发
起⼈和联合创始⼈均有多年成功创办企业和运营企业的经验，同时也积累了本
⼟⼀定的⾏业资源优势和资⾦优势。此外，中达公司是湖南本区域投资业内⾸
个提出并专注于创业天使阶段投资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是当地天使投资管理
机构的领跑者。中达公司天使投资管理业务的发展仍然还处于⼀个起步阶段。 

3.1.2  

中达公司天使投资管理业务的主要产品涉及两个⽅⾯，⼀⽅⾯是管理基⾦
的对外募资业务即针对资⾦提供者发⾏天使投资基⾦，另⼀⽅⾯是投资业务即
投资标的，即资本价值回报实现的载体。 

（1）募资业务--天使投资基⾦。天使投资基⾦是指公司向特定⼈群定向募
集的资⾦，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天使投资基⾦的发⾏主要是针对那些
有资⾦闲置⽽且偏好追求⾼回报的特定⼈群展开的定向销售和资⾦募集。公司
通过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为资⾦提供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从⽽为资⾦提供者
获得相应的资本价值增长和资本的较⾼回报率，同时也获得公司的投资管理收
益和基⾦回报分成收益。公司⽬前仍处于业务发展的起步阶段，对外发⾏的天
使投资基⾦的资本规模⽐较⼩，主要是⼈民币基⾦，单只基⾦规模设定在3000

万元⾄1亿元之间；在对外投资业务上，公司对外投资的单个项⽬的资⾦额度⼀
般处于50万⼈民币⾄500万⼈民币之间不等，单只项⽬的投资前估值主要分布在
300万⼈民币⾄5000万⼈民币之间不等。公司天使投资基⾦在对单个项⽬的投资
回报期望主张博弈其资本回报的最⾼倍数，即追求从早期创业企业的投⼊直到
企业IPO阶段时退出，从⽽获得单个企业的最⾼回报率。本⼈整理公司从2014

年⾄2016年发⾏的天使投资基⾦产品如下表3-2所⽰。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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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2）投资业务--投资标的。公司投资标的是针对较早期创业公司的筛选、
甄别和投资过程。公司现阶段的投资标的涉及领域多元化，涵盖有移动互联⽹、
医疗健康产业、⽂化创意领域、企业SAAS应⽤⾏业、消费升级、教育⾏业等领
域。同时，公司在投资标的上的分布地域要求不设限，⾯向全国各个省市区域
寻找和筛选。公司对外投资标的筛选条件必须同时满⾜以下三个基础条件： 

① 创业公司所选择的⾏业天花板⾜够⾼； 

② 有⽐较完整的初创团队且团队基因互补； 

③ 商业模式清晰⽽且已经获得市场的初步验证和第⼀波⽤户或客户的数据
反馈。 

40

 

项⽬内容 数值规模（单位：元）

天使基⾦规模 3000万—1亿

单个项⽬投资估值 300万—5000万

单个投资项⽬⾦额 50万—500万

项⽬ 年限 单份⾦额

（元）

募资对象 ⾦额

（元）

进度

第⼀⽀基⾦ 2014年 100万 特定⼈群 1000万 已经完成

第⼆⽀基⾦ 2015年 300万 特定⼈群 3000万 已经完成

第三⽀基⾦ 2016年 300万 特定⼈群 8000万 完成第⼀期5000万

特定⼈群：是指股权投资资⾦的来源群体，具备有购买能⼒和风险承担能⼒的个⼈或单

位。

!  12



                                             3 

3-3  

3.1.3  

12

 

序号 领域 项⽬名称 投资时间 投资回报情况 是否领投

1 消费升级 美美酱 2015.1. 帐⾯10倍 领投

2 TMT 婚乐⽹ 2015.6. 帐⾯8倍 领投

3 消费升级 纯⼩⽩ 2015.12 帐⾯2.5倍 领投

4 TMT 家装修 2015.7. 帐⾯6倍 领投

5 TMT 试贷宝 2015.11. 数据表现⼀般，未融下⼀
轮

领投

6 教育 星星外教 2014.12. 发展⼀般，停滞 领投

7 TMT 寻宝 2015.8. 发展⼀般 跟投

8 TMT 百彩嘉 2014.4. 6.77倍退出 跟投

9 TMT 天才设计师 2014.3. ⽬前完成A轮融资，帐⾯
翻8倍

跟投

10 TMT 贤才⽹ 2015.3. ⽬前完成pre-A轮融资，帐
⾯翻4倍

跟投

11 TMT 無⼆旅游 2015.3. ⽬前完成A轮融资，帐⾯
翻5倍

跟投

12 TMT 管道通 2014.12 ⽬前完成preA轮融资，帐
⾯翻4倍

跟投

13 TMT 爱打听周边游 2015.1. 发展⼀般 跟投

14 TMT Tplus 2015.3. 完成A轮融资，巨⼈⽹络
⼊股，账⾯翻8倍

跟投

15 消费升级 花作花草茶 2015.4. 完成A轮融资，帐⾯翻40
倍

跟投

16 新媒体 麦⼦新媒体 2015.3. 8倍退出 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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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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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1 PEST  

（1）政治环境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的意见》明确进⼀步推进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改⾰，企业投资⾃主权进⼀步落实，调动了社会资本积极性，

进⼀步为天使投资提供了可投资的资⾦额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届全国⼈⼤五次会议开幕上的⼯作报告中提出要

⼤⼒建设⼀批“创新创业”的⽰范基地，⿎励各个⼤型企业、各⾼校以及各科研

单位设⽴专业化的创客空间，加强对创新型企业的⽀持，促进市场活⼒和社会

创造⼒积极迸发，为资本市场的活跃提供了强⼤的创业标的来源。 

根据私募通第三⽅数据统计，于2016年底，中国政府投资基⾦合计设⽴

1,013⽀，总规模达到53,316.50亿元⼈民币，资⾦已经到位达19,074.24亿元⼈民

币，基础设施类的政府投资基⾦⼀共有112⽀，总⽬标规模达21,089.37亿元⼈民

币，到位资⾦计7,737.77亿元⼈民币，股权投资类政府投资基⾦包含有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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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投资基⾦有901⽀，总⽬标规模达32,227.13亿元⼈民币，共到位资⾦

11,336.47亿元⼈民币。全国各个主要省市地区都相应设⽴了不同规模的政府投

资基⾦，国内达千亿级规模的政府投资引导基⾦都相应落地。 

中国政策对双创的积极⿎励和⽀持，以及从国家到湖南省市各级政府的系

列引导投资基⾦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湖南区域的投资市场开始陆续呈现出从天

使投资到VC到PE各级资本⾓逐的投资链⽣态环境，政策对投资机构的引导和扶

持政策和措施为投资市场的活跃和发展提振了信⼼。 

中达公司作为湖南本区域现阶段天使投资的领跑者，政府⼀系列引导基⾦

政策的出台和落地，在提振民间资本活跃的同时，也为中达公司在原本受限的

民间资本募集的基础上新增了当地政府机构的资⾦来源和信⽤备书的机会，为

公司在资⾦募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2）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增长的贸易优势在持续削弱，国内经济结构开始深度调整中，第

三产业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已经达58%，消费领域对在促进中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突破了59%；国民新的消费热点正在迅速形成，⽐如健康类消

费、旅游消费、信息消费、⽂化消费等各个领域的个性化的、多样化的消费热

点开始形成。由新的消费热点来拉动新的投资机遇，从⽽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

和投资结构。 

中国世界⼯⼚的⾓⾊，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从⽽中国的资本积累也达到了

相当⼤的规模。中国开始从⽣产⼤国向⾦融⼤国发展，如何调整产业资本？如

何做强⾦融？中国的经济正⾯临着⾦融资本的迅速壮⼤和快速调整阶段。各个

阶段的投资都⾯临着如何进⾏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最近⼏年中国天

使投资也顺势⽽⽣，发展势头强劲，规模迅速壮⼤，天使投资为中国⾦融资本

的迅速壮⼤和发展做出了很⼤贡献。 

2016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天使基⾦达40⽀，资⾦规模合计60.77亿元⼈民

币，天使投资的案例共818个，投资的资⾦额度约为51.85亿元⼈民币；投资退

出共发有31起，其中在新三板退出的共有22起，占据退出事件⼀半以上的⽐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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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08 2016  

国内产业的变⾰和升级需求，资本市场的持续规范和完善要求，天使投资
的兴起，中达公司聚焦于早期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论是在创业环境⽅⾯还
是在资本环境⽅⾯都正处于⼀个发展上升的有利时机。 

（3）社会环境 

社会⽂化环境是企业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
⾏为规范、⽣活⽅式、⽂化传统、⼈⼜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的形成和变动。
[24] 

随着中国互联⽹第⼀批成功企业的出现和发展，移动互联⽹领域创业企业
的成功企业家⼤多都接受过天使投资的资本和帮助，这些创业成功的企业家都
愿意投⼊到天使投资领域去投资同样的创业者。[25] 因此，很多在互联⽹、移动
互联⽹的成功的早期创业者同时扮演着天使投资的⾓⾊。成功创业企业家会把
公司上市赚来的⼀部分钱进⾏再次投资。近⼏年，中国开始涌现出⼀批有富余
资本同时还具备创业实战经验和懂得投资的专业的天使投资个⼈。再者，20世
纪90年代后⼏年的股市⼤爆发涌现的中产阶层群体资产增值，从⽽很多中产阶
级进⼊到富有个⼈⾏列，很多在股市获得丰厚收益后这批中产阶级都积极投⼊
到天使投资⾏列。还有⼀批新涌现的90后、00后的家族企业继承⼈、明星⼆代
等的投资新⽣⼒量，他们凭借⾃⾝对移动互联⽹、新消费⼈群的敏锐理解，都
积极涌⼊到天使投资的队伍来获得的新时代下的投资机会。 

新兴互联⽹群体和⾦融群体的出现为中达公司天使基⾦募资业务的培育和
发展奠定了第⼀波良好的资⾦客户基础和市场培育⽤的案例积累。 

（4）技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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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要战略，[26]⼤规模地
加强科技投⼊，加速推进科技事业的发展，重点发展⾼科技技术以及相关产业，
加速推进科技成果向⽣产⼒转化。 

步⼊21世纪以来，中国信息科技的发展也在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传
播的应⽤进程，⽣命科学和⽣物技术对提⾼⼈类⽣活质量发挥着关键作⽤，能
源科技、纳⽶科技、空间科技都在进⼀步的深度改⾰和进步。中国正⾯临产业
升级、技术⾰新的时代，同时也是各个资本逐⿅中原的时机，在技术创新创业
正兴起的时机也是天使投资发展的契机，中达公司正是随着中国天使投资发展
的⼤契机顺势⽽产⽣。 

纵观国内⼤环境涉及政策导向、产业变⾰契机、产业升级发展需求，以及
社会新的⽣活形态、商业业态的出现和新时代的资本群体的涌现，都有利于中
达公司天使投资管理业务的发展，为中达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宏观条件
和好的发展际遇。 

3.2.2  

（1）天使投资⾏业现状分析 

基于国家政策的⽀持，科技技术的创新发展，产业机构的持续调整，中国
天使投资募集资⾦规模呈爆发式增长。2010年⾄2014年，天使投资机构资⾦募
集总量由13.95亿元增长为69.31亿元。2015年天使投资资⾦募集总量达203.57亿
元，2016年前三季度募集资⾦额度是123.73亿元，中国天使投资的募集资⾦总
量以⼏何倍数增长的速度在发展。 

根据清科集团私募通数据统计分析，仅仅是2016年股权投资市场募集的资
⾦总额度超过1万亿元⼈民币，新募集的基⾦合计2438⽀，总⾦额规模达1.37万
亿⼈民币。2016年发⽣的投资案例有9124笔，投资总额共计7449亿元⼈民币。
早期投资迸发出很⼤活⼒，2016年早期投资即天使阶段的投资额创历史新⾼，
累计共发⽣2051起投资案例，投资总⾦额达122.4亿元⼈民币，同⽐上涨了
20.1%，单笔⾦额平均为569.78万元⼈民币。中国的天使投资已经呈现出燎原之
势，⽬前有2万多的天使投资个⼈，但是相⽐美国在2010年就有30多万的天使投
资个⼈，我国天使投资发展还存在着很⼤的培育空间和发展空间。 

!  18



                                             3 

�

3-5 2010-2015  

2015  

2 天使投资发展
2013 A IPO

VC/PE [27]

[28]

2016

[29]

①  [30]

[31]

2012 2016 320 7000

106%
 2016 7000 150

②  ( )
[32] 2016 3-6 Pre-A

30.3%; [33] 
1.0 2.0

3.0 + +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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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1 [36]

2017 1

7 20 [37]

3-4 2017   

[38]

 

3-6 VC “ ” 

 

1.1 7.5 22万

2017

1.1

1.1
7.5

国内1.1万家股权投资机构登
记的从业⼈数已超过22万
⼈，其中参与基⾦业考试的
⼈数已达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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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

3-13  

（3）公司投资退出业绩分析 

天使投资退出的渠道可以选择下⼀轮资本或者后续某⼀轮资本退出，或者
选择被公司⾼管团队回购股分，或者选择被⼤型公司或上市公司并购退出以及
IPO退出，或者清算退出。公司的投资业务整体还处于投资期和创业企业成长
期，在投资实质退出上还存在着较长周期。 

① 投资基⾦退出周期长。中达公司坚持被投资企业在IPO时退出，从⽽博
弈被投资企业在资本退出时的最⾼回报倍数。据统计，我国中⼩微企业的平
均寿命⼤约是 2.5 年，⾸次创业的企业在5 年内的⽣存率不超过50%，10 年
的⽣存率不超过30%，再加上参成功⾛到IPO并成功IPO的企业的否决率⾼达
20%。正常情况下，初创企业发展到IPO所需要的周期⼀般在5⾄8年或以
上，其中能够顺利IPO的企业退出的周期⽐效漫长，因此，单个创业企业投
资退出周期长，公司天使投资基⾦的退出周期也相对漫长，⼀般在在5-8年
内甚⾄更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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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前期退出案例稀少，基⾦还未实质性收益。截⽌⽬前，公司对外投资的
初创公司最长周期接3年，最短投资周期有半年。因此，公司⽬前的退出业
绩⽐较稀少，其中有2个因特殊原因实现提前退出，分别是百彩嘉和麦⼦新
媒体，它们分别以6.77倍和8倍的收益在获得pre-A轮资本的进⼊⽽实现完全
退出。另外美美酱以2倍的收益由公司股东回购完成⼩部分股权退出，但它
们的投资额度和所占的股权⽐例都不⼤，实现退出的资⾦回报还未能覆盖整
⽀基⾦的资⾦投⼊成本，仍然处于未实质赢利状态。 

③ 公司运营现⾦流紧张。公司长周期的退出策略与公司的实际运营中的较
⾼⽀出成本不相匹配，因此，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的现⾦流紧张。同时，退出
业绩的不⾜也不能在短期内为公司持续的基⾦募集带来有利的市场说服⼒备
书。 

（4）公司优势分析 

公司具有本省区域的知名度，在创业项⽬来源⽅⾯有⼀定的业内吸引⼒，
同时，公司创始⼈是中国青年天使会常务理事，在国内的⾏业信息和⾏业资源
⽐较丰富。中达公司是湖南本省区域最早成⽴的、⾸个专注于早期创业的天使
投资管理机构，公司在近3年内对外投资效率较⾼，被投资企业数量⼤，吸引了
当地主流媒体包括各电视媒体如湖南经视频道、湖南公共频道和各⽹络媒体如
红⽹、新浪⽹、腾讯⽹以及当地纸媒等的⾼度关注和深度报导；再者，公司通
过前期⼀系列天使投资活动的经营，很⼤程度上助推了公司的业内知名度和被
认可度，获得了湖南省、市、区各级政府的⾼度认可，从⽽奠定了在本省区域
创投⾏业内⽐较良好的⼜碑。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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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8

TMT

 

200

 

[50] 

3  

 

4  

IPO

VC

 

严重不⾜，需要积极构建和完善⼀个有效的投融资管理系统以确保
公司投资基⾦管理业体系的各模块之间的密切配合和顺利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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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WOT  

1

SWOT

(

3-6 SWOT  

S即公司优势：
● 具备⼀定的地⽅业内知名度；
● ⽐较规范的投资业务流程；
● 相对专业的投资队伍；
● 完成了管理基⾦募资的起步阶段；
● 建⽴了较扎实的投资标的的渠道资
源。

W即公司不⾜：
● 募资业务前期发展受限；
● 投后价值增长管理缺乏；
● 缺乏成功的投资案例；
● 投资退出周期长、退出业绩稀缺；
● 短期盈利能⼒弱，现⾦流压⼒⼤。

O即发展机会：
● 天使投资处于新兴发展阶段；
● 创业环境利好，较丰富的创业项⽬源 
；

● 国家政策⽀持创业和天使投资；
● 天使投资还处于较早的摸索和实践阶
段，存在发展机遇和完善空间；

● 投资领域难以垄断，百花齐放。

T即外部威胁：
● 天使投资业务的⼈才缺乏；
● 知名投资机构业务全国渗透；
● 本地VC机构开始向天使投资前移 ；
● ⼤型企业或上市公司进⼊天使投资；
● ⼤型公司或上市公司形成⾃有公司产

业链的天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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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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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2  

4.2.1  

10

1 10

100+

3 50% IPO 2

100  

 

4.2.2  

基于公司优势，服务于战略⽬标，发挥本⼟化优势资源、学习与创新相结
合，在实践经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分阶段推进适合公司所在的本省市区域的基
⾦募资环境、对外投资环境的投资管理模式。 

（1）初级阶段：⼒争在业务发展的前三年，奠定公司发展的良好基础。 

公司基于前期不断的探索、实践，以及结合在本省市区域内正在开发和已
经积累的资⾦⽬标客户资源和投资环境即创业环境的优势条件的基础上，全⾯
研究符合本省市的资源优势基础的天使投资的业务发展模式，建⽴⼀个科学的、
系统的、有效率的投资决策机制、风控管理机制以及投后管理体系；打造⼀⽀
专业的天使投资基⾦管理团队，形成本省区域在创投界领域有着良好⼜碑的天
使投资基⾦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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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破阶段：发展到2019年，确定公司在风险投资⾏业内具有专业度较
⾼⼜碑的天使投资基⾦管理公司。 

公司始终坚持以价值投资的理念，通过发展前期所累积的投资案例样本以
及实践投资管理过程作全⾯分析和经验总结，建设⼀个可⾏的投后管理体系，
有效率地提升被投资创业企业的价值价值增长；有效整合公司投资过程中的关
联产业链条上的优势资源，保障公司管理基⾦资本的有效退出；通过投资退出
业绩和退出标杆企业影响⼒来持续奠定和夯实中达公司在创投业界的⼜碑和品
牌影响⼒；公司最终建⽴和完善⼀个科学的、可⾏的基⾦募资业务系统和专业
化的投后管理体系，保障投资退出业绩，实现公司管理基⾦资⾦回报，实现对
基⾦股东的资本的⾼回报率；同时积极拓展和维护⼀定体量的天使投资⽬标客
户群体；持续夯实中达公司的天使基⾦募资业务和对外投资业务的长⾜发展。 

（3）发展阶段：⼒争到公司发展的第10个年头即2023年，基于成熟的投融
资管理体系，公司的投融资业务稳健发展⾄全国；公司基于对细分⾏业的深度
研究和理解，积极研发多层次的产业天使投资基⾦产品，树⽴中达公司在国内
细分⾏业天使阶段投资的⾏业品牌⾼地和投资⾏业内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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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根据合格LP的⾃⾝要求以及市场抽样调查，笔者整理得出公司⽬标LP⼈群
主要集中在以下渠道。 

①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或⼤型企业⾼管，具备出资能⼒⽽且具备管理经验
丰富的职业经理⼈； 

② ⼆级交易市场：股票市场获得丰厚回报的个体，有意愿参与原始股权投
资； 

③ ⾼端俱乐部：企业家⼆代、星⼆代的90后、00后群体⽐较集中的地⽅； 

④ 企业协会：中⼩型企业⽼板⽐较集中； 

⑤ 银⾏：具资产配置习惯的⼤中型企业⽼板或中⾼层职业经理⼈； 

⑥ 投资机构：专业做母基⾦的投资管理公司。 

⑦ 其它：政府配套的引导基⾦ 

(2）投资标的即对初创公司筛选和选择：创业标的是指公司投资基⾦拟定
或意向投资的对象，通过所投资的创业公司的发展来实现公司基⾦股东的资本
回报和公司的收益。⾸先，中达公司天使投资⽬标的的范筹是定位于湖南省市
区域产业优势和⼈才优势的细分⾏业；其次，公司具体的投资对象即对初创公
司的筛选需符合以下⼏个基准条件： 

① 该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所处的市场空间⾜够⼤； 

② 该公司商业模式已经得到市场的初步检验，并且他们的产品/服务已经获
得第⼀波⽤户的数据反馈； 

③ 该公司的初创核⼼团队组建已经完成，且团队之间优势基因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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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司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公司为实现战略⽬标⽽采取的⼀系列的机制和⾏动
保障。中达公司⾃2013年成⽴以来，⼀直本着助⼒创业成长、成功为理念，实
现公司股东和基⾦LP的资本回报；实现天使投资社会效益与公司赢利的完美结
合。 

4.4.1  

公司必须建⽴⼀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天使基⾦的资⾦募集渠道，有效确保
基⾦管理的资⾦需求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管理基⾦的资⾦募集渠道主要考虑
从资⾦渠道⾃建和资⾦渠道合作两个⽅⾯着⼿。 

（1）⾃建资⾦客户池。公司团队在基⾦对外募资过程中，主要是针对潜在
⽬标⼈群的开发、培育和销售实现过程。天使基⾦的资⾦募集的市场开发周期
相对⽐较漫长，涉及对⽬标市场的系统培育和有效转化过程，包括从对天使投
资知识的培育、市场⽬标客户的接受以及到主动购买基⾦份额⽽进⾏的系统的
开发和运营过程。中达公司基⾦募资系统需着重从⽬标客户的定位、⽬标客户
的培育、⽬标客户的转化这三⼤板块来建设基⾦所需的资⾦⽬标客户池⼦。笔
者基于市场潜在需求和⼤胆构思，梳理了⼀个可持续发展的募资业务发展路径，
如下图4-6所⽰。 

4-6  

⾸先，⽬标客户定位。公司针对潜在的、合格的天使基⾦LP作出具体画像
描述以及调研客户的真实需求。同时，结合公司天使投资管理业务发展战略⽬
标，笔者提出⽬标客户主要着⼿从以下⼏个维度进⾏设置和开发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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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P购买能⼒要求：私募股权特定⼈群进⾏销售基础要求，其中针对购买
企业要求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民币，针对个⼈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民币
或者最近三年内年平均收⼊不低于50万元⼈民币。 

② LP对天使投资价值认可：了解天使投资并且认同天使投资理念和价值的
企业或者个⼈。有基⾦购买能⼒⽽且具备长期价值投资意愿的法⼈或者⾃然⼈。

③ 资源优先条件：具备丰富的⾏业资源和从业经验，可以为投资标的带来
除资⾦以外的智⼒辅导或其它渠道资源的。 

其次，建⽴⽬标客户培育体系。针对潜在基⾦⽬标⼈群，公司需建设⼀个系
统化的天使投资的培育系统，主要涉及“天使投资课程”的研发、天使投资讲师/

导师队伍的建设、课程开展的模式、课程后反馈互动等四⼤模块进⾏建设和落
地实施。 

天使投资课程内容体系有“理论分享”和“案例实操”两个步骤着⼿开发，笔
者基于可⾏性思考，特此梳理天使投资培育体系流程如下图4-7所⽰。 

4-7  

天使投资导师队伍的建设⼀⽅⾯从⾼度着⼿，邀请国内知名的天使投资个
⼈作为分享嘉宾，针对⽬标⼈群开展系列的天使投资知识的公益讲座或投资论
坛，另⼀⽅⾯从投资实操层⾯落地，邀请本省区域专业的、具丰富投资经验的
职业经理⼈作为主讲⽼师，对较精确⽬标群体进⾏⼩规模的沙龙分享，现场互
动、提问和交流的⽅式加深市场对天使投资的了解和认可。 

天使投资课程模式⼀⽅⾯从⼴度撒⽹的⽅式展开内容的普及，针对⽬标⼤
众进⾏天使投资知识的普及和印象植⼊，活动形式有⼤规模的天使投资论坛，
创业论坛等等。另⼀⽅⾯结合对掌握的精准客户的进⼀步的了解，有针对性的
开展的⼩范围、⼩规模的沙龙模式或⼩课堂交流模式，⼈数规模精⽽少，加深
较精准⽬标客户对天使投资的了解和接受程度。 

综合上述，公司资⾦来源⾃建渠道上主要着⼿从市场培育到⽬标客户留存
⽽实现的⽬标客户有效转换的过程。 

（2）开发基⾦募资业务合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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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资业务的开发需要注重和加强与相关业务渠道的合作。募资业务的
渠道包含专业的投资母基⾦、政府引导基⾦、银⾏理财⾼净值客户和⾼净值⼈
群⽐较集中的⾏业协会或企业家联盟等等的业务合作。 

业务渠道的开发与合作主要着⼿从投资基⾦产品的研发和渠道合作机制2个
维度落地。⾸先，投资基⾦产品的研发主要是根据合作渠道⾃⾝的需求进⾏个
性化的研发，⽐如政府引导基⾦和专业母基⾦，针对其对单⽀天使投资基⾦的
某些定性和定量的要求涉及投资领域的限定、投资地域的限定、决策机制的要
求等因素进⾏合理的平衡和考量，确保特定的天使投资基⾦的可落地性。其次，
公司在加强不同品类投资基⾦研发的同时，着⼿建⽴公司相应的渠道合作的销
售激励机制来提升关联渠道合作的可落地性，⽐如与银⾏、企业家协会或联盟
等等的客户的精准销售。 

因此，公司在募资业务发展过程中，始终着重于围绕与重点机构和渠道的
合作展开，积极发展市场培育⼯作，加强公司对外募资能⼒的建设。 

4.4.2  

公司对外投资业务流程相对规范，包括对初创公司的筛选、尽职调查、投
资决策三个主要环节。但是如何确保投资标的质量、提升决策效率并保障后续
的投资成功率，仍然还存在着完善空间，需要进⼀步优化、细化和持续规范，
确保对外投过程中，项⽬不错投、有前景的项⽬不错过。 

（1）强化基础标准的执⾏。第⼀，针对既定的投资标的的基础标准，公司
管理层或投决委要始终对执⾏团队强调被送呈过审的投资标的是否符合公司的
筛选标准，对新⼊职投资专员或项⽬经理进⾏持续流程培训和深化教育。第⼆，
在项⽬初审过程中，投决委员会对项⽬的⼊选标准始终要强调其条件的符合性。
第三，在执⾏基础标准的基础上再进⾏投资标的的优选模式，突出其项⽬的亮
点与不⾜，结合肯定式原则和否定式原则相结合的⽅式进⾏双重判断。 

（2）强调投资筛选机制的严谨性。为了确保每⼀个投资的初创公司是合法
合规的，公司必须强调公司的投资筛选机制执⾏的严谨性。确保公司的投资业
务流程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每个投资标的的每个流程都是被严格执⾏，
被各层级严格论证，充分调研，全⾯分析，以及每个项⽬每个节点都有专员进
⾏实施和签字确认。本⼈提出在投资业务流程这块可以考虑从以下⼏个环节着
⼿加强规范和细化，从⽽保障投资的质量和有效性。 

① 对拟定投资项⽬进⾏多层次验证，具象化设置。包括对项⽬的初次印象
筛选、项⽬⽴项、意向投资、尽职调查、投资决策等等多个环节进⾏细节规范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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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拟投资项⽬的筛选过程具有可追溯性。投资过程各个节点要确保能追踪
到具体的岗位，追溯到项⽬负责的专⼈，并形成每个节点书⾯结论和配套的资
料验证。 

③ 拟投项⽬提交的资料要求完整性。包括项⽬融资商业计划书、⽴项申请
报告、⾏业研究报告以及投资建议书等等。 

④ 拟定投资的项⽬要审核到位。包括项⽬专员的签字确认，项⽬经理的复
审，以及投资委员会表决时的签字⼀⼀确认，确保过程完整⽆漏。 

因此，中达公司对意向投资的项⽬必须做到层层筛选，层层验证，层层审
核和层层形成表决结论并签字确认，确保公司每个投资的创业企业是严谨、科
学且具有可追溯性。 

（3）持续完善拟投资企业的尽职调查流程。确保公司对拟定投资的初创公
司尽职调查必须做到全⾯了解和科学分析。尽职调查的内容涉及基础信息⽐如
对公司团队背景、历史沿⾰、财务经营数据、技术/市场门槛、⾏业地位、竞争
环境、运营能⼒分析等等，还有对企业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和客户进⾏实地调研
和了解。公司团队在针对拟投资企业的尽职调查的形式包括资料取证、实地访
谈、专家验证、⾏业了解等等。最终形成⼀个严谨的、客观的、全⾯的尽职调
查报告供投资决策参考。 

（4）确保投资决策的科学性。是对拟定投资的初创项⽬进⾏表决的⽅式和
形成投资结论的过程。本⼈提出投资决策过程从以下⼏个⽅⾯着⼿进⾏完善。 

① 确保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度。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专业背景必
须建⽴具体要求，可分别从⾏业专业度、企业商业模式运⾏分析能⼒、财务专
业度和投资专业度等⼏个⽅⾯进⾏考量和筛选来确保投资委员会成员的专业⽔
准。 

② 投资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分别设定分2轮进⾏表决和降低判断差异性，
分别是意向投资决策表决和投资决策表决2轮，并且每轮都形成具体的表决结
论、理由和签名确认。 

③ 对每个投资表决的成员的书⾯⽂件进⾏完整存档确保可追溯性。 

公司在创业投资的实践过程中对流程进⾏持续细化和完善，以确保公司拟
定投资的创业企业在投资前有质量保障、有理由决策，在投资后有源头追溯、
分析和总结。 

4.4.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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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中达公司投资成功退出是实现股东回报和公司持续盈利的根本。因此，调
整投资退出策略和实现投资退出，保障公司的投资退出业绩是公司长期发展的
核⼼。公司现阶段的投资退出⽅⾯存在着4⼤实际问题。第⼀，公司投资退出周
期长，公司主张被投资企业在ipo时退出，博弈资本最⼤的回报倍数，因此，单
个项⽬退出均在5-8年或以上。 第⼆，被投资企业在投资退出的渠道上⽐较受
限； 第三，公司运营现⾦流压⼒⼤，公司现前⼩规模基⾦的管理低收⼊与当前
实际⾼运营成本的不匹配。第四，退出案例稀缺。针对以上问题，笔者主张公
司在投资退出策略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建议在投资退出策略上采取“8.2-2.8”原
则，就是80%⽐例的投资项⽬在较短周期即投资后2年内以合理资⾦回报实现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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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退出和20%⽐例的投资项⽬保留在较长周期即投资后8年以内即在IPO阶段退
出⽽获得较⼤额度的资本回报。 

因此，公司在投资退出路径上主要考虑被投资企业在A轮进⼊时以合理的
价格转让或出售，从⽽实现公司管理基⾦的快速收益和股东的快速回报，⼀⽅
⾯有利于提振现有的基⾦股东对公司资⾦管理的信⼼和能⼒，另⼀⽅⾯有利于
公司对外募资业务的持续循环的发展。其次，公司投资退出再辅以少数⽐例发
展特别良好的创业企业在IPO时退出或被并购退出，实现公司的⾼回报的“独⾓
兽”案例，可以有效塑造公司在投资⾏业的品牌⾼地。 

此外，投资有效退出很⼤程度上依赖于⼀个科学的投资退出管理流程，笔
者本⼈就公司的投资退出提出以下建设步聚。 

（1）“投资退出”优先于“投资决策”考虑。在投资⼀个创业企业时，公司在
综合考察完投资标的的投资价值的过程中，⾸要考虑的是创业公司的退出价值、
退出渠道、可能的退出周期和预期的投资回报。针对单个创业企业在投资决策
过程中的投资退出需要做出细致分析，结合实际，笔者整理了投资退出在投资
前需要考虑的⼏个要素如下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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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建⽴科学的财务管理体制。中达公司⽬前相对缺乏系统专业的财务管
理，缺乏从公司战略发展的⾓度去建⽴有效的财务管控，缺乏系列的财务规范
措施，在⼀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司部分资产闲置或资源浪费或时间成本的消耗。
财务管理制度应该根据量本利之间的依存关系，坚持“ ” “ ”

的原则，充分考虑从财务预算管理、财务监管、财务成本制度等⼏个⽅⾯着⼿。
[58] 

① 提⾼公司核⼼层对加强财务预算的认知度。财务预算管控的落地效果很
⼤程度上建⽴在公司决策⼈员的认知程度。公司决策⼈员需要从公司治理创新
的视⾓加强对财务预算管理的认知度，从组织构架和天使投资业务发展的需求
来建⽴公司的财务预算体系，完善从财务预算、财务审批到财务执⾏的层级审
核制度，实现权责明确，监管到位。这样既可以确保财务预算的规范，又可以
加强财务预算的有效控制，实现财务管理上的约束、监察和考核的有效结合。
再者，公司要借鉴国内优秀的同⾏公司管理经验，可以考虑成⽴财务预算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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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股东成员强化财务预算的权利保障，确保预算的具体制度有效实施。 

② 定期核查财务预算实施效果。公司为保障财务预算管理的实施效果，⾸
要是建⽴⼀个严谨的财务预算管理监督制度，加强对公司各个部门财务预算效
果执⾏过程及实际结果的督查。降低因公司各职能部门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成
本增⼤和财务损失。因此，公司的全部活动开销需要⼀⼀归⼊到公司的财务预
算管理体系中。为保障财务预算管理⽬标的实现，公司需要有专门的职能部门
或专员定期地对财务预算的执⾏状况进⾏实际核查并及时分析财务差异所产⽣
的原因和及时采取相应的成本控制⼿段。  

（2）强化公司资⾦管理。公司资⾦的有效管控是财务管理的关键。制定公
司财务预算时，在关注公司财务盈利能⼒和财务流动性时，同时需要衡量公司
的财务成本控制与资⾦风险预防，做到合理控制公司的现⾦流正常，避免因现
⾦流不⾜或断裂⽽造成公司的经营失败。制定公司财务预算时，从以下⼏⽅⾯
采取措施：第⼀，制定公司的成本管控制度。第⼆，设⽴公司⼤额资⾦计划对
外⽀出预警和重⼤数⽬财务的决策机制。第三，开发和实施长期收益和短期收
益相结合的投资产品，以保证公司现⾦流的健康运转才有利于公司天使投资业
务的长⾜发展。公司通过强化对资⾦集中管理，加强公司财务有效管理，防患
公财务风险于未然。 

（3）强化成本管理体制完善公司成本管理，建⽴公司财务管控信息化和构
建公司的财务反馈制度，提升全体⼈员的成本意识。 

① 建⽴公司的财务成本培训机制。公司的成本管控是进⾏精细化管理，同
时建⽴⼀个科学的激励制度、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公司职员进⾏成本管理培训，
通过培训措施加强职员的成本和财务管理知识，从⽽实现公司全体成员参与成
本管理，有效地奠定了公司的财务成本管理基础。 

② 建⽴公司成本预算制度。财务预算可控是成本有效控制的要点。财务预
算是将公司成本费⽤的预算指标精细到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个职员上。让
公司的各个职员可以清楚管理好⾃⼰领域可控的预算成本。 

③ 建⽴公司的财务反馈机制。公司财务效益是财务成本管理精细化实施的
反馈效果之⼀，公司财务反馈制度的建⽴是对成本管理规划与实施地有效保障，
并相应采取合理的措施进⾏及时改善，确保公司成本管理的有效运⾏。 

5.3  

中达公司天使投资业务的战略⽬标健康的发展离不开外部信息的及时掌握
和公司内部信息的顺利沟通。中达公司现有的外部信息掌握和内部信息沟通的
机制还⽐较⽋缺，需要进⼀步巩固和强化公司的信息获取、交流和有效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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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的及时地有效地沟通保障包括外部投资业务信息的获取、梳理、连接、
吸收和内部信息的有效传达、了解和安全管理，主要从以下⼏个⽅⾯着⼿建设。

（1）公司加强信息获取渠道的建设，主要着⼿从以下两⽅⾯构建。 

① 有效信息的需求分析。公司根据既定天使投资业务战略⽬标发展需求，
针对投资业务产业链条上的各个节点进⾏信息需求分析涉及业务渠道信息、⾏
业信息、对⼈才背景信息、政策信息等等进地分类和渠道来源分析，再分别建
⽴相应的信息库。 

② 外部信息获取渠道建设。公司信息的获取渠道着重是对投资业务相关联
的信息获取渠道。公司对投资判断的准确率离不开⼀个可靠有效的信息来源，
可靠的信息获取需要⼀个可靠获取渠道。信息渠道可以着⼿从⽹络获取如专业
类APP、官⽹、专业论坛和⼀些专业⽹站和线下的⼈际关系⽹络获得。⽹络获
取的信息主要涉及有市场趋势分析、⾏业信息、政府政策、创业公司的基本信
息、竞争对⼿的关联资料等等；线下获得的信息主要是在投资过程中对创业公
司的团队背景的外围考察、技术查新或知识产权的状况、公司或个⼈的征信、
⽤户或消费市场的信息反馈等等。因此，公司需要设⽴专岗专⼈负责外部情报
的收集、整理和分发来保障及时获得外部专业有⽤可供公司参考采⽤的信息。 

（2）信息沟通IT化。中达公司信息的有效沟通是着重于建⽴公司内部⼈员
间的信息及时沟通和有效传递，以确保公司的信息可以及时地、正确地传达到
公司所需要的岗位和正确的⼈并及时执⾏，再反馈到决策层精确决策。公司的
信息交流和传递机制重点针对公司⽇常业务的信息⾼效率传达的过程。因此，
可靠实⽤的信息IT建设是确保公司业务信息的必要措施，考虑着⼿在公司官⽹
或公司微信公众号研发⼀个投资业务信息传递和管理的线上系统。公司业务信
息IT化的功能可以实现从外部创业公司资料投递⽐如商业计划书到创业公司的
资料流经到公司项⽬专员、公司项⽬经理、公司投资决策层等节点进⾏相应的
评估、追踪、投资决策以及投后进度等投资业务流程进⾏系统设计和研发，以
确保公司投资业务可以在团队内部沟通及时和信息传递准确，提⾼了对投资业
务的决策效率并实时保存了公司各个层级在业务的各个节点的评审结论、反馈
结论和决策结论以及关联要点分析的实质内容。另⼀⽅⾯，针对单个或具体需
要深度沟通的事件或项⽬，公司着⼿建⽴⼀个有效的线下项⽬复盘等讨论会的
制度来保障具体事件的具体沟通。 

公司⽇常性业务沟通IT化可以有效保障公司⽇事⽇清，确保公司业务信息
传达及时、准确，反馈及时正确，决策及时精准来保障公司投资业务的健康⾼
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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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安全管理的加强。信息的安全管理是确保公司的商业核⼼不外
泄，公司的重要信息不外传递⽽导致公司的不可控的损失。公司信息的安全管
理主要着⼿从2⽅⾯加强，⼀⽅⾯是加强公司职员的商业保密意识和设⽴保密机
制，要求职员都签署商业保密书并设⽴相应的商业保密津贴制度。另⼀⽅⾯是
对公司的IT系统针对公司各层级成员开放的不同程度设置不同的账号和权限，
加强公司⽹络信息安全防⽕墙管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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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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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C

 

5.5  

（1）风险识别。公司分别设⽴不同风险级别涉及投资业务操作过程中的常
规风险、投资过程中的⼀般风险以及合法性、合规性、财务漏洞等的重⼤风险
的警戒线。公司根据不同的风险级别设⽴全员风险⾃检、公司定期风险检查和
评估专项会议等降低公司投资业务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公司着⼿外围的⾏业、
政策、法律到公司内部的合规性、财务风险等全⽅位适时展开公司全员风险识
别培训，时时提醒公司⼈员对风险的警戒以及增强对风险的防范。切实做到公
司的风险识别有依据、有评估和有管控。 

（2）风险预测。风险预测是公司根据⾃⾝的发展经验积累、外部发展的环
境与趋势的信息整理和分析以及同⾏业风险经验获取等等做出的对未来短时间
内或较长时间内可能出现的风险进⾏的预判断，并建⽴相应的风险警戒线。公
司在坚持符合投资业务的合法性和合规性的⼤前提下，将公司的风险预测的侧
重点放在对投资业务过程中可能碰触的⾏业发展风险、⾏业合法性风险、投资
退出风险、⼈才风险、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等等。所以，公司在对
外的投资业务过程中需要适时的收集最新的⾏业动态、政策动态、市场竞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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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以及拟投资创业公司团队的背景调查、征信调查、财务了解和合法性调查，
再根据对已经获取信息进⾏整理、分析并根据公司⾃⾝积累的经验做出风险预
测和相应的风险预防。 

（3）风险检查和防范。风险检查是公司在投资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全员风险
⾃查系统和公司定期展开的专项风险检查会议。同时，配合公司的风险培训系
统定期的开展⼀系列的风险识别培训活动提⾼全员风险识别意识和风险防范意
识。再结合⼀些重⼤风险的专项会议加强和提升公司系统的识别能⼒。再根据
不同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避免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或最⼤程度
降低公司的风险损失。 

最后，公司在知识产权风险管理⽅⾯加强对公司的品牌、技术专利的申请
进⾏保护以及做好公司内部情报泄露的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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