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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学习成就未来

  在广州市职业能力培训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培训指导中心”)与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的

精心筹划之下,“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提升系列教材”成功出版,这是值得祝贺的事。
  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技术创新等方面,小微企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更重大的

意义在于小微企业所代表的创新、创业精神,这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可以说,小
微企业的素质决定了区域未来的发展。因此,小微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不单纯是对企业

的自我完善,也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小微企业数量多、行业千差万别、经营不稳定、人员结构复杂等的特殊性,决定了对这个群

体实施教育提升服务是颇具挑战性的。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践行国家、广东省

和广州市对帮扶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的相关政策,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提升小

微企业发展能力的政策,搭建了由学校、创业园区、行业大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社

会化服务平台。本套教材即是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指导中心联合广州番禺职业

技术学院在搭建小微企业社会化学习平台方面的一个尝试。这套教材的出版仅仅是学习系统

中的一个部分。此外,双方在培训项目开发、网络化教学、师资培训、创业教育等方面尚有更多

的课题需要攻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预祝彼此的合作能取得更大成绩,让更多小微企业

享受更优质的教育服务。
  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是主旋律,不学习就意味着被淘汰。这不

是耸人听闻的口号,而应成为当下的警语。众所周知,教材是知识传播的载体。这套教材结合

小微企业发展的特点,对该领域的知识内容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与总结,非常有价值。当下各

个学习领域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希望各位编委及项目团队能留意这种变化,在后续工作中

大胆尝试、敢于创新,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更多突破,进一步提升教材的价值,为广州市小微企业

学习平台的建设贡献力量!
  最后,向编纂教材及提供帮助的各位老师、各位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同时

感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对本项工作的大力支持。

钟丽英

2015年1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创业项目是怀有希望的,也是十分脆弱的,资金管理得好与坏决定着希望能否化为现实,

决定着创业团队的生命。

  如果资金管理就是记账、算账、编制报表这么简单,创业的失败率会降低很多。许多新生

企业在前三年就会倒下,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资金管理方面出现重大失误。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致命失误的种子早在创业之初就已经埋下。就好似一个生了虫子的苹果,当你看到虫子

的时候,里面早就被蛀空了。资金管理方面的不科学、不规范、不道德等因素就是寄生在创业

这个苹果中的虫卵。

  在资本市场充分发展的时代,创业项目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利润本身,创业项目可以利

用的资金也更有选择性。创业者如果要想将自己的项目融入资本市场,就必须有资本的思维

和资本管理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建立符合创业资本成长规律的秩序与文化。

  这就是创业理财,它适合那些渴望创业项目能可持续发展的创业者,相比于传统财务管理

知识体系对方法的强调,创业理财更加突出对关系和秩序的管理。

  本书秉承的基本原则是:探索用简明的形式总结创业企业资金营运过程中更高层次的知

识和学习方法。编者尝试以创业资本活动为主线,融合创业投资、财务管理、公司治理、投资者

关系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形成符合创业项目特点、适应创业者工作需求的理财管理知识体系。

内容包括理财观、会计信息与理财、资金预算、融资、投资者关系管理、资金成本、企业估值等,

在强调创业理财基本理念的前提下,突出适合初创期项目理财管理的方法、工具与技术。与创

业者管理需求及小微企业发展实际有较大距离的知识,例如创业投资领域中难度较高的企业

估值理论、财务管理中的投资决策方法、会计学中的财务报表分析技术等,本书只是有选择地

进行概要性介绍。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从2009年开始招收创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学生,这门课程是专业

核心课。在这些年的教学过程中,对内容及教学方法有过多次调整。实践证明,以创业项目为

引领组织本课程的教学更为有效。参加这门课程学习的都是有创业项目的学生,笔者会将教

学过程转变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即根据他们创业过程中出现的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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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排教学活动,将学习内容穿插于其中。因为有需求,所以才会投入,教学效果要比单纯地

传授知识好很多。

  所以,这本书并不强调逻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不重要。创业理财是有

深厚基础的管理实践,但作为教学活动,还是一个尝试,我们会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

逐渐完善,也诚挚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及来自各领域的同仁批评指正。

  本教材是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与广州市职业能力培训指导中心联合开发的。在此,谨

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广州市就业训练中心表示感谢,向为

教材编写提出细致意见的陈建成老师表示感谢,向参与本书研讨、为本书编写提供帮助的各位

专家、同事表示感谢!

编 者

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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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章

创业理财观

  渴望财富的心情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财商①却各不相同,所以有的人可以富有,有的人

只能贫穷,有的人因为财富而受人尊敬,有的人因为财富招来祸患。
  是在数钱中死去还是在数钱中成长,这是每个理性创业者都要面对的问题。拜金主义是

罪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运动规律是大多数社会组织运行的基

础,高尚的价值观并没有脱离金钱,只是建立在更加有序的金钱活动规则之上。同样,健康的

企业一定是建立在健康的财富观基础之上。
  本章希望通过对如下问题的探讨,建立对企业理财观更深入、更系统的认识。
  创业项目的财商是什么?
  什么是创业项目的财?
  创业项目的财从哪里来,又应该到哪里去?
  谁是创业项目的理财人?
  有什么方法和工具可以帮助创业者更好地理财?
  什么样的理财观更能帮助企业可持续发展?
  对初创项目而言,最重要的是去赚钱,理财是下一步的事情,真是这样吗?

1.1 现象与观点

1.1.1 财务管理可有可无

  有相当一部分创业者认为在创业之初没必要对财务管理倾注太多的注意力。并不是

① 1999年4月,美国小型公司投资人罗伯特·T.清崎和咨询专家莎伦·L.莱希特两人合著了《富爸

爸,穷爸爸》一书,首次提出了财商概念(Finan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FQ)。所谓财商,是指一个人认识金

钱和驾驭金钱的能力,是一个人在财务方面的智力,是理财的智慧。它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金钱

及金钱规律的能力;二是正确应用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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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不看重财富,而是因为自负,这些人认为凭感觉和经验完全可以掌控企业的资金

运营状况。事实上,感觉往往是不可靠的。在笔者经营一家培训机构的时候,总感觉这段

时间有不少订单,应该会有可观的利润,但最后却根本不是这样。笔者甚至怀疑过销售人

员私吞了客户的回款,实际上则是价格政策和成本控制出了问题。以下资料中,A、B两家

企业的总资产都是100万元,如果仅看销售情况,B企业要更好,但A企业的资产运营效

率更高。
  A企业:总资产100万元,销售50万元的产品,主营业务成本25万元,毛利率就为50%,
毛利额为25万元,这时总资产周转率为50%。(扣除生产经营等费用5万元,净利润20万

元,总资产收益率20%,如果所有者权益为50万元,则财务杠杆为2倍,净资产收益率为

40%。)
  B企业:总资产也为100万元,年销售100万元产品,主营业务成本90万元,毛利率为

10%,毛利额同为10万元,它的总资产周转率为100%。(扣除生产经营等费用5万元,净利

润为5万元,总资产收益率是5%,如果所有者权益为50万元,则财务杠杆为2倍,净资产收

益率为10%。)
  财务管理是一个以货币为单位的、将复杂商业过程简单化的信号系统,人力资源、市场、技
术、文化等企业所有的情况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透视和判断。许多新生企业会在前三年倒

下,关于破产的原因,多数的解释是从技术和市场的角度进行归纳的,而财务上的资金链断裂

仅仅被视为一种结果。
  反映资金周转困难程度的指标是企业的现金支付能力,计算公式为:
现金支付能力=现金和存款的实有数÷(需付工资+利息+需付进货款+应交税金)×100%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但是却经常被忙碌的创业者所忽视,只有在资金捉襟见肘的时

候,他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最好的时机。现金为王,
对于初创项目而言,这句话尤为重要,有现金才有流动性,有流动性才有生命。中国企业在国

内贸易中有90%的企业提供赊销①,信用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以信用交易为基础的市场

环境中,对资金运营的管理需要更科学,否则流动性就会受到影响。
  不排除某些人具有超人的感性,但驾驭一个团队事业,理性更有说服力。如何在一个

不可预测、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时代缔造一个卓越的企业,《选择卓越》②这本书给出了更

贴近现实的回答。最优秀的领导者并不比对比组公司的领导者更具冒险精神、更具远见或

更具创造性;他们更恪守纪律,更注重实证检验,更为焦虑;创新本身并不是一张王牌,更重

要的是适度创新的能力和将创造性与纪律相结合的能力。财务管理则是企业实证检验的

基础。

①

②

2012科法斯中国企业信用风险报告,科法斯是法国一家公司,从事风险管理服务。
《选择卓越》,作者是吉姆·柯林斯和莫滕·T.汉森。在吉姆另外一本书《再造卓越》中,他列出企业

衰落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妄自大,第二阶段是盲目扩张,第三阶段是漠视危机,第四阶段是寻找救命稻

草,第五阶段是被淘汰或死亡。实际上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在财务数据上会有直接体现,就好像人的疾病会

通过病症表现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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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创业者的孤独

  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分身,而正因为找不到,所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① 创业者的

孤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过于强调,反倒成了矫情。当创业者哀叹孤独的时候,需要进

一步反思自己的伙伴、管理团队、员工是否怀有同样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恰恰是创业者带来的。
  研究证明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是相伴而生的。组织结构作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和战略目

标而确立的关于内部权力、责任、控制和协调关系的基本形式,它与企业创新特点的匹配程度

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成功与否。
  X公司是教育服务领域的新生力量,经过最初几年的艰苦努力,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与

服务作业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企业技术研发、员工考评、财务管理、经营

计划等权力和资源集中在负责人一人之手,副总在自己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也没有决策权。所

有的员工需要按照既定规则工作,需要在完成标准工作量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相关的报酬。一

些探索性的项目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占用额外的资源、承担失败的风险。为此,有员工建议针

对创新型项目设立专门制度,提高组织的灵活性与创新性。譬如降低培训讲师的最低课时量

标准,鼓励讲师开发新的培训项目;再如对副总及中层管理者授权,扩大这些管理人员探索的

空间。但是,这位负责人却坚持认为:创新就要“看苗浇水”,没必要单独设立什么制度,如果谁

有好的想法,可以一事一议、特事特办。但是当有人提出要开发新的项目时,这位负责人就会

将这个项目交给执行团队去讨论,执行团队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既定的规则去评判

项目的可行性。结果就是这个项目行不通。
  这样的创业者肯定是孤独的,因为他不能消除员工的孤独,所以他只有被孤独。组织结构

与制度的背后是企业财富的分配结构,不同的财富分配结构会决定团队创新与创业的热情和

能力,会决定企业中的人究竟是负担还是资本。如果企业中的人是资本要素,创业者所拥有的

就是伙伴,创业者就不会孤独。②

  收入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及教育的发展带来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越来

越多的人希望成为合作者而不是雇员,相应带来组织结构、财富管理方式的适应性调整。近些

年兴起的内创业(Intrapreneurship)便充分说明这一趋势。内部创业③是由一些有创业意向的

企业员工发起,在企业的支持下承担企业内部某些业务或工作项目,进行创业并与企业分享成

果的创业模式。这种激励方式不仅可以满足员工的创业欲望,同时也能激发企业内部活力,改
善内部分配机制,是一种员工和企业双赢的管理制度。2000年底松下启动的“Panasonic

 

Spinup
 

Fund”(松下创业基金,简称PSUF)就是这类内部创业的代表之一。内创业并不是大

企业发展的特有现象,国内最近时期涌现出多个以内创业形式发展起来的企业,譬如深圳百果

园发展有限公司。

①

②

③

语出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
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

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对于创业者来讲,有没有太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那

个代替太阳的东西。
高玉荣和尹柳营在其文章《组织结构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科学学研究》,2004年12月)中,分

别分析了传统组织结构与无序组织结构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基于技术创新的组织结构设计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20091021/13496865450.shtml,有一种观点认为内创业在中

国将成为一种趋势,王冉、徐中在其文章中对比了华为和搜狐的内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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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创业何以为继

  就像多数人希望青春永驻一样,多数创业者梦想基业长青。设备、厂房、现金、技术等可以

很快办好移交手续,但很多企业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丧失发展的势头,甚至会倒闭。君子创

业垂统,为可继也。① 那么,创业何以为继呢?
管仲论

(宋·苏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
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

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
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 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
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 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

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

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 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 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 桓公

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 夫齐国不患

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 虽桓公幸而听

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 呜呼! 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

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 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
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
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 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

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
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

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

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②

  苏洵对管仲的评论,同许多褒扬之辞相反,是对管仲的批评,因为在管仲辞世之后,齐国是

小人当道、社稷颓废。一项事业在一个人离开后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势头,甚至彻底消失了,
“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曾在26个国家和地区与几十万名企业家交谈。其中

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非常重要。埃森哲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全

球高级主管心目中,企业家精神是组织健康长寿的基因和要穴。彼得·F.德鲁克认为:所谓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指能干别人根本不能做的事,能在逆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能将市场、
客户的价值与制造商、供应商融为一体的特殊能力。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

①

②

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垂:流传;统:一脉相承的系统。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三国时期诸葛亮年轻时常自比有管

仲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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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来源,一个活跃的市场,土地、劳动者、资本等要素只有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中,才能在

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才会真正成为财富的源泉。遗憾的是,在追逐财富的忙

碌中,企业家精神似乎成了留守儿童(the
 

Leftbehind
 

Children)。
  企业家精神既然是核心资源要素,就不能单单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更应当从资本管理的

角度去思考、规划与经营。① 以股权(表决权、分红权)分配为例,如何给各个成员分配股权,是
一个非常重要并且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如果某成员的股权太低,他的能动性就无法完全发挥;
如果某人的股权太高,那么一旦犯错,代价太高。实际上,一切关于利益和表决权分配的问题,
对于小团队来说,都是足以影响全局的大问题。

1.1.4 开放的资本市场

  当前中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企业数量1
 

0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

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机会。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

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

借贷关系,中小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与其获得的金融资源明显不匹配。在博鳌亚洲2013年

年会上发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缺少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金融服务的问题。小微企业创业有其自身的

特点和融资规律。小微企业群体规模庞大,但成长型小微企业②的比例仅有10%左右,这部分

小微企业经营者更多是借助非正式投资(Informal
 

Investment)③。
  但新时代的创业者应该清楚两点:第一,相比于以往,国内为小微企业创业服务的金融机

构与金融产品有了很大进步;第二,资本市场之所以会让创业者感到遥远,更多的原因来自创

业者对资本市场的不了解。每个人、每个项目、每个企业都处在一个资本网络之中,关键在于

经营者能否找到融入其中的路径和方法。马斯特顿创建OpenIndie.com的融资方式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大众融资建设电影平台

  基兰马斯特顿使用大众融资创建了他的电影平台———OpenIndie.com,他的OpenIndie
是一个网站,列出各种各样的电影,人们可以找到,并进行分享,马斯特顿估计有抱负的电影人

应该是他网站的支持者,因此他用这个主意向他们筹资:投资100美元的风险,作为回报,他们

的电影出现在这个网站的名单中,100名制片人对于这个意见表示非常喜欢,马斯特顿筹集了

10
 

000美元。

  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机构选择项目都有自己的标准。风险投资对团队和业务方面的一

般要求是:

①

②

③

这并不是指用金钱去激励团队成员努力工作,而是指企业精神的塑造需要符合经济规律。企业内部

的利益驱动要素的相互关系是企业文化形成的条件,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之间利益均衡的问题,不仅仅是思

想教育。
成长型企业是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如3年以上),具有持续挖掘未利用资源能力,不同程度地呈现整

体扩张态势,未来发展预期良好的企业。成长型企业一般具有的特质是:所处行业具有成长性、产权多元化、
专注单一业务、完善的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具有战略视野且行动高效等。

类似于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融资机构,对投资项目有比较高的要求,大部分初创项目难以获得。非正

式投资一般是指来自于创始人(Founder)、家人(Family)、朋友(Friend)、傻瓜(F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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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团队:投资就是投人,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在商业社会里,人最重要的基本素质是诚

信,没有诚信的人,是不会有人投资的。
  ①能洞察用户需求,对市场极其敏感。
  ②志存高远并脚踏实地。
  ③最好是两三个优势互补的人一起创业。
  ④一定要有技术过硬并能带队伍的技术带头人(互联网项目)。
  ⑤低成本情况下的快速扩张能力。
  ⑥履历漂亮的人优先,比如有创业成功经验的人等会加分。
  (2)业务: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
  ①做最肥的市场,选择自己能做的最大的市场。只有大市场才能造就大企业,小池子养不

了大鱼。方向有偏差的话,会浪费宝贵的创业资源。
  ②选择正确的时间点。市场基本成熟了,企业也已有雏形,引入天使投资后,业务会得到

爆炸性增长。
  ③专注、专注再专注。最好只做一件事情,这样能把事情做到极致。
  ④业务在小规模下被验证,有机会在某个垂直市场做到数一数二。
  当时的UCWEB①公司,主要做UCWEB手机浏览器,产品做得很好,靠口口相传发展到

了近200万用户,这个业务做得非常出色。但由于资金紧张,只有3个人在维护。为了生存下

来,其他的12人都在做项目,幸运的是拿下了中国移动的价值千万的手机办公系统项目,有
12个人在做这个项目,基本可以养活公司。UCWEB的技术总监梁捷总结最初融资失败主要

是由于自己的项目在几个标准上不合要求。
  创业团队方面:何小鹏、梁捷是非常好的研发组合,但缺少CEO带队;
  市场方面:中国移动的大单,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件大事,基本可以养活自己,略有盈利,但
对于想拿上百万美元的风投,这个生意太小了;
  业务方面:个人市场和企业市场同时做,很难做好。
  UCWEB做了适时调整,何小鹏邀请了俞永福加入创业团队,出任了CEO,团队变得完整

了;放弃了企业市场,专注在手机浏览器的个人消费市场,目标单一;进一步坚定了做一个大公

司的梦想,给了投资者足够的想象空间。这使得UCWEB融资成功成为可能。
  资本市场从来都是开放的,优秀的融资案例都表明,资本市场青睐那些用心的创业者。校

园中的学生创业者似乎习惯了娇宠式的生活,习惯性地等待政策扶持或他人主动关照的金融

服务,资本市场对这样的项目永远是大门紧闭的。

1.2 概念

1.2.1 企业价值

  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可以交易并形成市场价格。现代企业价值理论的创始人

① 2007年UC还蜗居在民居中办公,UC的初创人何小鹏和梁捷,找到联想寻融资,被决策委员会否

决,却打动了时任联想投资副总裁的俞永福,俞永福的加盟给UC带来了资本化经营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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