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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股权投资市场募、投活跃度双双下滑。而在此期间，

被投企业则面临着更为焦灼的局面，在经历了停产、停工、市场需求下滑、订单无法交付、

现金流承压等种种困局之后，近期，企业开始逐步复工、复产，重启“日常”。在全球隔离

的情况下，投资机构与被投企业一同面临着这场“疫情大考”。 

随着股权投资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机构在管项目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发力投

后管理与投后服务，拓宽投后的广度，力求最大范围覆盖被投企业需求。而疫情这只“黑天

鹅”的出现，加速了机构投后管理与投后服务的纵深发展，深度服务正在改变着投资机构与

被投企业的连接方式，重新定义着机构投后。 

通常意义上的“投后”，涉及两个方面，即“管理”和“服务”，“管理”侧重对被投企

业运营、财务状况的监督和考察，目的是及时防范风险。而“服务”代表投后增值服务，通

过解决被投企业遇到的问题，提供不同维度的知识和资源赋能，旨在提升被投企业价值。 

 

投后管理：高频跟踪、防范风险 

全球性黑天鹅事件爆发，企业经营管理和抗风险能力正面临极大考验，机构在这一特殊

时期，需要持续对被投企业运营状况、财务状况进行跟踪。了解企业复工安排、重点项目进

展情况、关怀创始人的身心健康，随时关注和掌握被投企业的痛点和诉求。同时，根据企业

反馈情况和数据，重新评估被投企业，出具风险提示文件、制定风险控制策略。在企业面临

困境时，高频跟踪和深入沟通是投资机构及时解决企业困难、把控项目风险的最佳方案。 



 
 

投后服务：信心和信息 

投后服务体现的是投资机构全方位的资源配置能力，好的投后服务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

险、显著提高被投企业价值。目前，投资服务主要包括为被投企业提供战略、人力、公关、

融资、运营、业务对接、政府事务等多方位的服务，为被投企业的加速发展赋能。 

在新冠疫情下，市场上机构的投后服务更加侧重提振企业家信心、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及时进行重点领域知识普及。 

1、心灵 Massage 

在疫情之下，创业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业务停摆、营业收入降低、持续支出的固

定成本等。在危机之中如何持续经营、调整业务，甚至把握市场先机进行弯道超越，将持续

困扰创业者。此时，机构能帮助创业者理清现状，树立信心，在心理上支持、释放一部分压

力，调动相关资源帮助创业者搜集所需信息、制定疫情应对战略、明晰当下目标。 

 



2、现金流管理 

疫情之下，企业现金流出现危机，“开源节流”、“留足 12个月运营资金”的呼声不绝于

耳。“开源”方面，鼓励企业跳出原有运营模式，评估打造线上产品的可能性，同时重新制

定融资计划，全面了解“股权”和“债权”融资方式，调整估值预期。“节流”方面，充分

利用行业补贴和优惠政策，例如延迟缴纳社保等，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降低扩张速度和补贴

力度，编制未来一年现金流预期表，及时处理应收应付，评估销售、薪酬、房租等费用项目，

制定合理降本计划。 

 

 

3、宏观、行业发展趋势 

面对突发事件，投资机构在宏观层面的认知会更清晰。机构可邀请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

变化、国际贸易环境、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预判和解读，帮助企业拓宽视角、跳出原来

的微观体系，关注国内外产业链发展、宏观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制定良好的发展战略。也

可邀请投资人、行业专家分享对特定行业的理解，为企业提供参考。 

 

4、推动企业融资 

一方面，机构可以为被投企业规划融资渠道，提供阶段性融资建议。通常情况下，初创

企业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获得资金，不少企业对于债权融资途径不够了解，机构可以向企业普

及信用贷款、抵质押贷款、供应链金融等各种融资方式，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例如浦发

硅谷银行可对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微众银行、网商银行也有相对灵活的信用



机制。另一方面，机构积极组织线上对接会，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企业对接资金端，缓解资金

压力。 

 

 

5、政策宣贯和补贴申请 

3 月 23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到，将通过出台延长创业贷款贴息

期限政策，加大对创业载体奖补力度，引导“双创”示范基地和国家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大

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并免费提供一定比例的政府开发的创业载体如孵化器场

地。此前，央行、银保监会等五部委出台 30 条强化金融支持防疫政策，财政部出台多项新

举措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发布当地支持政策，将强医疗保障和

信贷支持，延迟缴纳社保费用。2020 年以来，资本市场改革步伐加快，国务院、证监会、中

基协等监管部门在一个月内接连推出政策组合。结合此前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人才的优惠补贴政策等，疫情期间，机构更应及时向被投企业传达最新的政策信

息，帮助各地企业充分利用好政府补助和支持政策，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6、安全复工、远程办公指引 

及时复工复产是解决生产力问题的关键，而安全有效地防疫措施则是保障企业持续经营

的必要条件。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各地区政府部门均对企业复

工复产活动提出了相应要求，机构可对复工安排注意事项进行汇总、协调补充防疫物资、提

供错峰上班、轮岗调岗、远程办公等建议。针对众多员工面临 14 天隔离期，多数企业需要

远程办公与协助，不少机构也组织了培训课程。 

 



 

7、人员结构调整和人才招聘 

疫情加速企业对组织架构的反思，部分企业做出了精简团队的决策，在特殊时期，人员

调整也需要谨慎小心，避免触碰法律和舆论红线。例如，不能以疫情防控为由把聘用通知撤

回，否则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另外，部分地区推出“稳岗补贴”，企业可酌情申请。高端人

才避险情绪加重，创业企业可能也会面临招聘难问题，机构可利用自身渠道和资源为被投企

业招兵买马。 

8、免费公关 

特殊时期，不少机构持续输出被投企业支援疫情措施和科研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声。 

 

 

投后服务开展形式：高效化、线上化 

在严格的物理隔离之下，机构投后服务开展注重高效化、线上化。通过在线访谈、电子

表单等形式收集被投企业信息；通过线上课程解答众多创业企业需要面对的共性问题；原本

线下进行的资源对接会、路演也转为了“云路演”，为企业高效对接资源。针对有外派人员

的并购类、工程类项目，外派人员及时甚至提前到岗，加快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在重大事件面前，投后服务的响应速度至关重要，头部机构第一时间向被投企业传达共

同战胜困难的决心。另外，机构应利用好分层管理原则，及时调整分层标准，对影响重大领

域、现金流困难企业提供帮助。机构间可加强合作，以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实现产业协同。 



 

早期投资机构主要通过开展在线课程、讨论会为被投企业提供切实所需的知识和经验

分享，另外九合创投、中科创星等机构为加速企业融资组织了“云路演”活动。 

 

 

来源：按照公开信息搜集到的服务和活动内容整理 

VC 机构是投后服务体系较为健全的一类。面对突发状况，VC 机构投后服务启动迅速，

例如 1月 26 日，红杉中国即发布了《红杉中国给成员企业的一封信》，发出对被投企业的三

个提醒。红杉、源码资本、GGV 等机构均迅速开展了系列课程，涵盖远程办公协作、劳动法

规培训、疫情时期的融资策略、疫情期间的财务风险管理以及疫情时期的人力资源优化等方

面。红杉、经纬、BAI率先尝试了线上路演形式；红杉、深创投、源码资本帮助企业解决春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4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