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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科技的影响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3月11日  黄军英 

风险资本市场低迷 导致科技企业融资困难  

由于金融危机在全球的爆发和蔓延，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风险资本市场处于低迷状态。

风险资本投资商和天使投资群体在选择  

投资意向时更加谨慎，风险投资额与上一年相比大幅萎缩。在这种背景下，科技企业，特别是

高风险的科技企业的融资更加无门。风险投资和私人资本更加难觅，有时即使能找到借贷来源，但

贷款或融资条件也相当苛刻，严重影响了科技企业融资的成功率。  

根据北美的天使投资人专业协会——天使资本协会（ACA）统计，2008年，天使投资比上一年至

少下降了10%。2008年1月和2月，大约55%的天使投资人预测，他们在2008年的交易量和投资额将会

增加。但到2008年底，一半以上的天使投资人承认，他们在年初的预测过于乐观。据天使资本协会

估计，2008年每个天使投资群体的平均投资额为172万美元，低于2007年的194万美元。每个天使投

资群体达成的交易量为6.1，比2007年下降了16%。同时，平均每次交易的规模增加了6%。这说明风

险资本企业在选择资助对象的时候更加谨慎，规模大的前景看好的项目比较受青睐。经济危机也影

响到了天使投资群体对新创公司的投资。  

金融危机使风险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了信心，大企业的并购活动也明显减少。因此，靠风险资本

支持的新创企业难以实现首次公开募股，或者很难被大企业收购。根据普华永道公司的统计，2008

年第三季度美国的风险基金总投入为71亿美元，与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另据统计，2008年美

国实现首次公开募股和收购的公司寥寥无几。  

根据著名的咨询公司——德勤的调查分析，2008年，亚太区高科技高成长500强入选企业有35%

承认，财政压力、融资困难是它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而2007年面临融资困难问题的500强企业只有

15%。科技企业的风险越高，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越严重。仅就生命科学行业来说，生命科学原本就属

于高风险的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该领域的融资非常困难，甚至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资金

紧张和严重亏损造成许多生物技术公司濒临倒闭和破产。以加拿大为例，2007年，加拿大生物技术

产业融资额超过10亿加元，但2008年，能融到2007年资金额的20%已属不易。目前，加拿大30%的生

物技术企业拥有的现金流不足以支撑一年，另有23%的生物技术企业拥有的现金流也只够支撑1-2

年，那些处于初创期的公司困难就更大了，有些可能要关闭，有些不得不寻求买家转让。欧洲的

1600家生物技术企业当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由于风险投资对高风险的生物技术产业退避三

舍，多数生物技术中小企业目前也在为生存而挣扎。  

科技企业遭受重创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科技企业遭受重创，吞噬了科技企业利润，很多企业大量裁员。科技企

业，包括一度充满活力的电信与互联网企业在这场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暴中已渐露疲态。从历史上

看，在衰退时期，企业技术支出的下降幅度总是大于GDP的下降幅度。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企业

IT支出的下滑幅度是GDP下滑幅度的5—7倍，硬件支出的下降水平最为严重，是GDP下降幅度的8—9

倍，而软件和服务支出的下降幅度则相对较轻，为GDP下降幅度的3—5倍。高盛发表的研究报告指

出，美国市场今年的技术支出同比增长仅为4%，低于此前预计的6%。市场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表示，全球大公司几乎有一半收缩了明年的技术支出，以应对经济的下滑。一方面，企业

技术支出下降，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会压缩技术开支，对市场失去信心的消费者更是捂住钱包，

紧缩开支。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全球市场对技术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放缓。技术支出的下降

导致的市场严重低迷必然吞噬大批科技企业的利润。从芯片厂商、消费电子产品巨头再到通信设备

供应商等无一幸免。微软、IBM、惠普、思科、英特尔、eBay、戴尔、苹果和谷歌等一大批重量级企

业都已经感受到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科技企业也大受影响。例如，印度科

技企业曾经一路蹿升的利润增长率2008年直线下挫。印度外包业务的最大客户中有不少是金融机

构，随着金融危机向银行业以外蔓延，Infosys等知名公司都调低了对今年收入的预期。  

经济衰退也造成科技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很多科技企业不得不作出大量裁员的决定。美

国公司以五年来最快的速度大量裁减各类职位，仅2008年9月份，美国全国工作岗位就减少了15.9万

个。惠普、戴尔、施乐、雅虎、 eBay、索尼爱立信等公司纷纷决定裁员。惠普公司在全球的裁员幅

度最大，达2.46万人。在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由于产业增长速度放缓，那些一度最具活力、最受好

评的企业也被迫放慢了人员招聘速度或适当减员。  

低碳减排的步伐可能放缓  

经济下滑也使许多国家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大打折扣，影响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

程。在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许多工业化国家将原来提出的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暂时搁

置，或者降低了对原定目标的预期。2008年10月16日，欧盟峰会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才最终就确

保气候变化协议不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达成妥协。会议明确，2008年底欧盟理事会将按照原定进程

签署欧盟27国气候变化协议，以实现欧盟既定的2020年减排、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目标。2008年12月1

日开始在波兰波兹南市举行的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尽管会

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启动“适应基金”，在《京都议定书》下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气候

变化的具体项目和计划。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仍有分歧，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

题上完全达成一致并非易事。因为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意味着在经济结构上要进行大的调

整，而这种调整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金融危机的加剧，导致许多国家更不愿意为拯救气候而付出

巨额代价。因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认为，在全球金融风暴面

前，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被削弱了，许多国家对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预期降低了。或许只有

等到金融危机问题尘埃落定的时候，世界主要国家才有可能就2020年减排目标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和

作出重大努力。  

2009年科技创新 投入前景不容乐观  

金融危机日益朝纵深发展，其影响已经从金融业向外扩散，波及到了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

退已是在所难免。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重压下，世界各国政府势必动用大批资金拯救金融市场和实体



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困难，收益率降低

等问题，甚至处于生死关头。因此，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也必然会降低。  

从风险投资来看，2008年开始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在2009年会更加明

显。根据天使资本协会（ACA）的调查，天使投资群体当中，有70%以上对2009年的市场状况缺乏信

心。  

从总体上看，2009年科技创新投入的前景不容乐观。不过，有些极具增长潜力的领域仍然会成

为各国政府、企业以及金融界投资的热点。比如，金融界对某些领域仍然充满信心。如在可持续能

源领域，尽管2008年的资产融资有所下降，但风险资本、私募股权、股票市场融资和股票的价格都

很稳定。预计2009年，一些天使投资群体可能仍然会对绿色技术、卫生保健、移动媒体和可再生能

源等领域进行大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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