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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小微企业特

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

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事实上，通过

创新创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

这已经是我国社会的基本共识。在此理念和政策引

导下，近年来，大量原创性项目和小微初创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对于绝大部分早期种子企业或

初创企业而言，在其生命周期的起始阶段都面临着

一个共同且严肃的问题：融资难。在此背景下，如何

破解小微初创企业融资难问题自然成了社会各方面

关注的焦点。

大量原创性项目和小微初创企业之所以难以融

到所需资金，其原因在于此类企业规模通常较小、生

产经营及后续营业收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此类项

目的投资者（出资人）将会面临巨大风险。然而，小微

初创企业中也不乏具有广阔前景和高成长性的优质

企业，此类项目或企业一旦解决了初创期的资金瓶

颈问题，那么，它们将能实现超常规增长甚至创造商

业奇迹，此时，项目初创期的投资者将能获得极其丰

厚的回报。现实中，虽然大多数资本持有者不愿意冒

着巨大风险投资原创性项目或小微初创企业，但也有

部分投资者乐意承担由此产生的高风险以期获得更

高的回报，此种投资者乃资本市场之“天使”，其行为

也被形象地称为“天使投资”。小微初创企业融资难

作为一种市场现象理应通过市场化手段予以解决，

对于解决之道，我国政界、学界和商界一致认为，大

力发展天使投资是解决该问题行之有效的途径。

湖北省作为全国科教大省和“中国光谷”所在

地，它也是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原始创新中心之一。

湖北省具有大量的原创性项目和小微初创企业，因

此，湖北省对天使投资具有巨大需求。那么，湖北省

的天使投资供应情况如何？天使投资供应量是否能

充分满足本地需要？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湖

北省天使投资的供求状况做全面、客观、深入的分

析。事实上，这也是有针对性地促进湖北省天使投资

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二、湖北省天使投资的需求分析

为深入了解湖北省天使投资的需求状况，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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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察看、访谈、文献检索等手段和方法对相关

信息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信息来源渠道包括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如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湖北省科技厅等）公布的信息、小微初创企业业主和

专利发明人或权利所有者访谈、公开网络信息、理论

研究文献等。下文拟从两个方面分析湖北省天使投

资的需求情况。

1. 授权专利产业化的潜在需求。众所周知，获

得授权的专利具有排他性和潜在收益性特征。专利

之所以需要授权并予以法律保护，就是因为它们可

以通过某种形式的产业转化而将潜在价值转变为实

际经济价值。然而，诚如生命周期理论所述，专利转

化为产业的过程也会依次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

期、衰退期这些生命周期阶段。而在专利产业化的初

创期，它也会与一般企业的初始阶段类似，面临着因

资金短缺而急需筹措资金的问题。并且，其所处的生

命周期阶段决定了在授权专利产业化的初期，企业

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极其有限，面对融资渠道和

融资方式约束，积极寻求并充分利用天使投资无疑

是授权专利产业化进程的理想选择。然而，由于现实

中并非所有的授权专利都必然转化为相应的产业，

并且，授权专利何时转化以及在何地转化等问题具

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授权专利的多寡只能

反映对天使投资的潜在需求量，换言之，授权专利

数量越多，意味着同等条件下专利转化为产业的项

目数量也就越多，从而该地区对天使投资的潜在需

求也就越大。在信息收集的基础上，表1按申请人类

型整理并列示了 2012 ~ 2016年湖北省专利授权情

况，表 2按地域列示了 2012 ~ 2016年湖北省专利授

权情况。

根据表1最后一行的数据，绘制了近5年湖北省

专利授权总量的变化趋势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近5年湖北省专利授权总量呈

现稳定增长趋势。基于表1的数据进一步计算发现，

2012 ~ 2016年环比增长率均值为15.20%，而2016年
相较 2012年的增长率高达 70.87%。这些数据意味

着，即使专利就地产业转化率固定不变，其产业化过

程对天使投资的需求量也会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在

资金供求均衡性要求下，湖北省天使投资供应量至

少应达到15%以上的年均增幅，如果考虑到近年“双

创”政策对提高专利转化的促进作用，那么，天使投

资供应量的增幅应该高于15%。

笔者绘制了2012 ~ 2016年湖北省五种申请人专

利授权饼状和柱状对比图，如图2、图3所示。

市、州、区

武汉市

宜昌市

襄阳市

荆州市

孝感市

十堰市

黄石市

黄冈市

荆门市

咸宁市

随州市

恩施州

仙桃市

鄂州市

天门市

潜江市

神农架林区

全省合计

专利授权数量（件）

2012年

13674
2537
1719
866
780
1029
1073
597
457
288
396
172
141
176
380
124
66

24475

2013年

15856
2907
2064
1004
990
1079
1142
831
828
362
472
252
281
221
216
221
34

28760

2014年

16294
2353
1747
984
1136
1190
821
913
751
502
418
287
285
237
239
117
16

28290

2015年

21679
3715
2343
1570
1586
1417
1116
1315
952
964
495
415
335
288
276
295
20

38781

2016年

22925
3667
2638
1912
1770
1436
1311
1403
1156
1116
700
483
421
423
208
231
22

41822

合计

90428
15179
10511
6336
6262
6151
5463
5059
4144
3232
2481
1609
1463
1345
1319
988
158

162128

申请人

个人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工矿企业

机关团体

合计

专利授权数量（件）

2012年

6822

2586

649

14067

351

24475

2013年

7996

3008

742

16739

275

28760

2014年

5822

3702

719

17746

301

28290

2015年

8874

6468

799

22193

447

38781

2016年

9136

7382

922

23864

518

41822

合计

38650

23146

3831

94609

1892

162128

2012 ~ 2016年湖北省专利授权数量
排名前五的申请人具体情况对比

表 2 2012 ~ 2016年湖北省各地区专利授权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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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 ~ 2016年湖北省专利授权总量变化趋势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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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图 3可以看出，湖北省获得专利授权最

多的群体为工矿企业（占全部授权量的 58.35%），其
次为个人（占比为 23.84%）和大专院校（占比为

14.28%）。在这三种利益群体中，工矿企业所获得的

专利通常和自身业务及资产专用性相关，换言之，其

专利很大程度上是为解决本企业或本行业实际问题

而形成的。因此，这种专利产业转化通常也可以依托

自身所在企业或行业来完成，即它们对天使投资的

需求相对较弱；相比之下，个人和大专院校的授权专

利通常缺乏此种产业转化优势，实践中，这两种专利

持有人也就成了天使投资的主要需求者。

由表 2可以看出，湖北省专利分布情况极不均

匀，湖北省专利授权数量排名前三名的市、州、区为

武汉、宜昌和襄阳，近五年在湖北省的专利授权数量

占比依次为 55.78%、9.36%和 6.48%。而神农架林区、

潜江、天门、鄂州、仙桃、恩施等地则占比很少。由此

观之，武汉、宜昌和襄阳作为湖北省“一主两副”的3

个中心城市，是湖北省天使投资的重点需求区域，特

别是武汉，其对天使投资的潜在需求占全省 50%以

上的份额。

2. 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小微企业是

极具创新活力的群体。在我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

大背景下，小微企业无疑是促进湖北经济增长的重

要力量。从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小微企业通常处于企

业生命周期链的前端，即绝大部分小微企业处于初

创期和成长期。生命周期阶段决定了小微企业通常

具有两个基本财务特征：其一，小微企业需要持续性

资金投入；其二，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方式有限，致使

小微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问题。

天使投资人之所以被称为“天使”，是由于其资

金投向主要聚焦于产品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前

端，即主要面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试制及小批

生产阶段。面向这个阶段的投资由于风险过大、不确

定性程度过高，导致传统意义上的风险资本通常不

愿进入，大众化的资本持有人（如商业银行）更是不会

问津，一般只有富有冒险精神的天使投资才会介入。

综上所述，对于急需融资而又面临融资困境的

小微企业而言，天使投资就犹如“上帝为困在黑屋子

中的幼儿打开的一扇窗”，这为它们带来了无限憧憬

和希望。事实上，小微企业使用天使投资由于无任何

即期偿付压力，且天使投资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还会为其提供渠道、管理和技术等全方位的支持，大

多数小微企业都有意愿使用天使投资。笔者从湖北

省统计年鉴中遴选了近 5年的相关数据（企业法人

单位数、小微企业数等），并做了相应列示，如表3所
示。同时，笔者也按照地域对小微企业的分布进行了

汇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湖北省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截

至 2016年底，湖北省总计有 57万多家小微企业，在

同期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占比约94%，并且近年来，

湖北省小微企业占比还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小微

图 2 2012 ~ 2016年湖北省五种申请人专利授权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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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 ~ 2016年湖北省五种申请人专利授权对比

个人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工矿企业
机关团体

机关团体

个人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工矿企业

时间

2012年底

2013年底

2014年底

2015年底

2016年底

企业法人
单位数（个）

380426

395162

449640

522901

609683

小微企业数
（个）

340785

359518

410251

481905

572687

小微企业
占比

89.58%

90.98%

91.24%

92.16%

93.93%

表 3 湖北省小微企业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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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否有效突破融资难的瓶颈，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天使投资的供给水平。根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

究所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推算，湖北全省对天使投资

具有需求的小微企业高达 522290.54 家（572687×
91.2%）。谈毅等（2015）研究发现，目前天使轮投资

强度在300万 ~ 500万元。据此，最保守地估算，湖北

全省对天使投资的需求额约为 156687162 万元

（522290.54×300）。
另外，从地域分布来看（如表4所示），湖北省各

市、州、区对天使投资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但不同

地区对天使投资的需求很不均衡。从整体上看，湖北

省各地区对天使投资的需求与其经济发展状况具有

相互适应性；从地域来看，武汉、襄阳和宜昌是天使

投资的重点需求区域，特别是武汉市，其对天使投资

的需求占全省需求总量的30%以上。

三、湖北省天使投资的供给分析

上文研究表明，湖北省对天使投资具有巨大的

潜在和现实需求。那么，湖北省天使投资的供给情况

如何？为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笔者通过调查访谈、数

据挖掘、文献检索等方法多角度收集了相关资料，并

据此分析了湖北省天使投资的供给情况。

1.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潜在供给。储蓄是行为主

体（如城乡居民、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将暂时不

用或结余的货币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

种理财活动，它是“广义投资”的基本实现形式之一。

从整体上看，用于储蓄的资金具有暂时富余、相对稳

定等显著特征。资金富余者之所以选择“储蓄”这种

投资方式，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主体对投资风险的回

避和抗拒，换言之，储蓄是典型的“低风险低收益”型

投资方式。然而，这并未改变储蓄资金暂时富余的特

征和逐利的本性，事实上，正是这两项因素决定了储

蓄资金具有转化为天使投资的潜在可能性。在储蓄

现有的“风险—收益”水平上，虽然天使投资的风险

会高于储蓄存款，但是，如果其预期收益远高于储蓄

存款利息率，那么储蓄存款是有可能转化为天使投

资的。特别是对住户存款（含居民存款、个人保证金

存款、个人结构性存款）而言，这种转化不存在任何

制度性限制和程序性障碍。因此，只要“风险—收益”

匹配效果富有吸引力，那么储蓄存款（尤其是住户存

款）完全可能转化为天使投资。由此观之，储蓄是天

使投资的潜在资金来源。

为系统了解湖北省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潜力，进

而评估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资金供给能力，笔者

收集并整理了近年湖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的相

关数据（如表5所示）。与此同时，笔者也列示了截至

2017年6月末湖北省各市、州、区人民币存款余额的

数据，如表6所示。

由表 5可以看出，湖北省储蓄转化为天使投资

的潜在供给能力较强。乐观地看，以各项存款合计数

为依据，目前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供给能力高达

51194.53亿元，2014 ~ 2016年供给能力的年增长率

依次为 11.82%、12.06%和 14.39%，2017年上半年的

增幅更是高达9.44%，增幅明显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由此观之，后续潜在供给增幅达到甚至超过潜在需

求增幅（约 15%）是可以预期的。谨慎地看，以住户

存款额为依据进行估算，目前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

在供给能力达到 24114.43亿元，2017年上半年相较

于 2016年的增幅高达 10.23%，这也意味着，湖北省

天使投资的潜在供给能力可以为潜在需求提供充分

保障。

从表 6 的地域分布状况看，湖北省天使投资潜

在供给能力集中度很高，武汉集聚了全省 50%的潜

在供给能力，然后依次是宜昌、襄阳、黄冈、荆州等

地。整体上看，湖北省天使投资潜在供给能力的分布

格局与其经济发展状况具有一致性。

市、州、区

武汉市

襄阳市

宜昌市

黄冈市

十堰市

荆州市

恩施州

孝感市

黄石市

荆门市

咸宁市

随州市

鄂州市

仙桃市

天门市

潜江市

神农架林区

全省合计

小微企业数（个）

175421

60141

46490

41917

34902

31517

31271

28462

26030

24694

20786

15558

11901

7703

7543

6638

1713

572687

小微企业占比

30.63%

10.50%

8.12%

7.32%

6.09%

5.50%

5.46%

4.97%

4.55%

4.31%

3.63%

2.72%

2.08%

1.35%

1.32%

1.16%

0.30%

100.00%

表 4 2016年底湖北省小微企业地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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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有天使投资人的现实

供给。天使投资人包括天使投资

机构和天使投资自然人，他们是

直接的天使资本供给者。天使投

资人的数量及其资金规模是决定

天使投资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为促进天使投资事业发展，

湖北省 2013 年出台了《促进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

法》，2014年出台了《湖北省科技

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创新

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

2015年出台了《深入推进科技创

业的十条意见》，这些文件为湖北

天使投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

保障，也显著增加了天使投资人

的实际供给。在此背景下，兼具

“天使投资平台、创业孵化平台、

创业培训平台、创投交流平台”功

能的光谷创业咖啡、具有“大众创

投、定点孵化”特色的东西湖资本汇等民间天

使投资机构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湖北省政

府的策划和引导下，湖北科创天使投资基金、

湖北天使投资联盟、长江天使汇等具有官方色

彩的天使投资机构也相继成立。

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湖北省天使投资供给

状况，笔者对湖北省天使投资机构做了广泛调

研和文献收集。结果显示：湖北省目前有各种

类型的天使投资机构约 520余家，它们绝大部

分是湖北天使投资联盟和（或）长江天使汇的

成员；湖北省天使投资机构资金规模偏小，且

离散程度较高，比如，湖北科创天使投资基金

作为省内龙头天使投资机构，其资金规模也只

有 5亿元，长江超级天使基金和长江众筹天使

基金只有5000万元，而像天风汇盈这样的小机

构，其资金规模只有 100余万元。由此可见，与

需求状况相比，湖北省天使投资机构无论是数

量还是资金规模都明显偏低。

那么，湖北省天使投资自然人情况又如

何呢？为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在创业津梁网

（http://www.chinastartup.cn/）上进行了深度数

据挖掘（结果如表 7所示），该网站是国内著名

的天使投资平台，是个人天使寻找项目的主要

存款项目

2015

年
以
前

2015

年
及
其
以
后

各项存款合计

年增长率

1.单位存款

2.个人存款

3.财政性存款

4.临时性存款

5.委托存款

6.其他存款

（一）境内存款

1.住户存款

2.非金融企业存款

3.广义政府存款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二）境外存款

人民币存款余额（亿元）

2013年
12月末

14569.65

15905.45

1696.23

42.55

71.23

351.04

32636.15

2014年
12月末

16021.81

17820.70

2048.99

54.98

104.36

443.99

36494.82

11.82%

2015年
12月末

40871.93

19566.11

12079.57

7894.00

1332.25

24.59

40896.52

12.06%

2016年
12月末

46753.90

21876.55

14926.73

8994.63

955.98

25.67

46779.57

14.39%

2017年
6月末

51166.78

24114.43

16321.62

9758.26

972.47

27.75

51194.53

9.44%

市、州、区

武汉市

襄阳市

宜昌市

黄冈市

十堰市

荆州市

恩施州

孝感市

黄石市

荆门市

咸宁市

随州市

鄂州市

仙桃市

天门市

潜江市

神农架林区

全省合计

各项存款（亿元）

23643.25

3306.8

3590.62

3011.7

2272.6

2821.85

1349.95

2285.23

1650.5

1880.17

1585.61

1102.38

737.33

685.27

598.16

621

52.11

51194.53

住户存款（亿元）

7108.10

2090.90

/

2081.12

1281.00

1899.18

779.66

1525.78

/

1200.00

770.22

771.76

369.74

458.19

/

397.90

25.80

20759.35

各项存款占比

46.18%

6.46%

7.01%

5.88%

4.44%

5.51%

2.64%

4.46%

3.22%

3.67%

3.10%

2.15%

1.44%

1.34%

1.17%

1.21%

0.10%

100.00%

表 5 2013 ~ 2017年湖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对比

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报表；自2015年起，中国人民银行

对人民币存贷款指标口径及指标名称进行了调整，变化如上表所示。

表 6 湖北省人民币存款地域分布情况（2017年6月末）

注：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湖北省政府金融

办、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等部门的报表和网站信息整理而

来；宜昌、黄石、天门3个市的住户存款数据尚无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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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表7数据意味着：①湖北省个人天使数量较少，

2017年 11月底在“创业津梁网”上注册的个人天使

仅12人，只相当于北京市的2.30%；②湖北省个人天

使地域集中度很高，表 7的个人天使中，武汉市 11
人，襄阳市1人，其他市、州、区为0人；③湖北省个人

天使的资金额度差异很大，比如，丁勤的资金额度高

达2.5亿元，而杨尚文仅10万元；④湖北省个人天使

投资意向领域分布广泛，涵盖了互联网（电子商务）、

金融、IT通信电子、文化传媒、医疗健康、食品饮料、

农林牧渔、建筑建材、交通运输、化学化工、能源及矿

业、连锁经营、加工制造、软件与游戏、教育培训等绝

大部分产业领域。

四、湖北省天使投资供求匹配性分析

1. 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供给与潜在需求的

匹配性。乐观估计，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供给能力

高达 51194.53亿元，谨慎估计的潜在供给能力约为

24114.43亿元，且其年均增幅均有望达到甚至超过

15%。湖北省 2012 ~ 2016年数量排名前五的申请人

累计获得专利授权数162128件，个人和大专院校获

得专利授权数 61796件，若按每件授权专利平均需

求1500万元产业化引导资金测算，则潜在需求上限

为 24319亿元（0.15×162128），潜在需求正常预期为

9269亿元（0.15×61796），且其增长率约为15%。就地

域分布而言，武汉、宜昌、襄阳分别占全省 46.18%、

7.01%、6.46%的潜在供给能力，以及占全省 55.78%、

9.36%和 6.48%的潜在需求量。由此观之，湖北省天

使投资潜在供给数量和增长速度能够充分满足其潜

在需求，但各市、州、区的潜在供给和潜在需求情况

不完全匹配，这需要在省内一定程度地跨市州进行

天使资源调配。

2. 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供给与现实需求的

匹配性。前文已经论述，湖北省约 52万余家小微企

业对天使资金具有现实需求，其总计需求额约

15668.72亿元。乐观地估计，潜在供给与现实需求之

比为3.27（51194.53÷15668.72）；谨慎地估计，潜在供

给与现实需求之比为 1.54（24114.43÷15668.72）。由
此观之，相对现实需求而言，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

供给能力非常强，供给潜力满足现实需求不存在太

大问题。

3. 湖北省天使投资的现实供给与潜在需求的

匹配性。诚如上文所述，湖北省天使投资的现实供给

者包括520余家天使投资机构和为数不多的个人天

使，根据我们调查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估算，目前机构

天使的资金供给量最多为260亿元（0.5×520），个人

天使的资金供给量最多为50亿元，这意味着现实供

给能力最多为 310亿元，这与 9269亿元的潜在需求

相比可谓杯水车薪，与 24319亿元的潜在需求上限

更是相距甚远。总之，相对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需

求量而言，其现实供给量严重不足。

4. 湖北省天使投资的现实供给与现实需求的

匹配性。湖北省天使投资现实供给量最多可达 310
亿元，且现实天使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它们主

要是天使投资机构；其二，它们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

武汉，这与小微企业（现实需求主体）分布的相对广

个人
天使

丁勤

王成波

施恺

郑卓敏

陆长青

郑睿

蒋特

李敏

李继超

陈洁

杨尚文

方令中

可使用
天使投
资金额
（万元）

25000

5000

1000

1000

500

100

100

50

50

20

10

200

意向投资领域

农林牧渔、能源及矿业、其他

互联网（电子商务）、IT通信电子、
文化传媒、医疗健康、食品饮料、
农林牧渔、建筑建材、交通运输、
化学化工、能源及矿业、加工制造

互联网（电子商务）、食品饮料、农
林牧渔、建筑建材、能源及矿业、
连锁经营、软件与游戏

IT 通信电子、文化传媒、医疗健
康、农林牧渔、加工制造、教育培
训

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IT通信
电子、文化传媒、医疗健康、食品
饮料、农林牧渔、建筑建材、交通
运输、化学化工、能源及矿业、连
锁经营、加工制造、软件与游戏、
教育培训、其他

IT通信电子、农林牧渔、软件与游
戏、教育培训

IT通信电子

金融、IT通信电子

IT通信电子

互联网（电子商务）、医疗健康、教
育培训

互联网（电子商务）、IT通信电子、
文化传媒

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IT通信
电子、文化传媒、医疗健康、连锁
经营、软件与游戏、教育培训

所在
地区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

襄阳

表 7 “创业津梁”网注册的湖北省个人天使投资人

注：数据截止日期为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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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性相比，在地域上不甚匹配，这与小微企业

15668.72亿元的现实需求总额相比，可谓严重供不

应求。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①湖北省对

天使投资具有巨大的潜在和现实需求，潜在需求主

要源于授权专利产业转化所需的资金投入，现实需

求主要源于众多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

②湖北省具有巨大的天使投资供给潜力，这种潜力

主要体现在湖北省较充足的储蓄存款（特别是住户

存款）及较高的存款余额增长率两方面。然而，湖北

省天使投资现实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其天使投资人

数量和天使资金额度都显著偏低。③从天使投资供

求匹配性来看，湖北省天使投资的潜在供给可以较

好地保障其潜在和现实需求，但必须在省内跨市、州

进行天使资源优化配置；无论是相较于潜在需求还

是现实需求而言，湖北省天使投资存在较严重的供

给不足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的启发意义在于：①湖北省急需

将巨大的科教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从而实现引领

中部崛起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该战略

目标的关键在于促进湖北省天使投资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②要使湖北省天使投资事业健康发展，必须努

力提升天使投资供求匹配度。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

门应充分调动潜在供给者的积极性，打消其思想顾

虑，激发其投资意愿，从而切实将湖北省天使投资的

潜在供给能力转化为现实供给要素，并在此过程中

动态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

至于如何将启示转变为实践行动的问题，本文

建议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采取下述措施：①针对

目前机构天使和个人天使二元化格局以及平台分散

化问题，优化整合湖北省现有的天使投资机构和平

台，建立囊括天使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自然人的湖

北省天使投资平台，并通过宣传、展示、培训、路演等

多种方式大力提升平台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此切实

增强平台对社会资本的磁吸效应。②与商业银行达

成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战略安排，打通储蓄存款余额

转化为天使投资的制度通道。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

主要商业银行深入研究将储蓄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作

天使资本的可行性、实施路径、风险管控策略及其配

套措施，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战略安排，促成商业

银行成为天使资本的经常性和关键性供给主体。

③多举措激发储户成为天使投资人的意愿。针对储

户风险回避型特质，政府深入研究并实时出台天使

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天使投资风险担保或转让制度，

构建天使投资项目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体系，以便

通过这些组合措施切实降低甚至消除储户对天使投

资高风险的疑虑，从而增强他们将储蓄转化为天使

投资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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