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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与
全球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方
面面的流动速度加快，我国越来越
多参与到国际领域中的生产、交换、
分配和消费等活动。

外商在华投资额逐年增加，在我
国各个领域都有迅猛发展。而我国
企业也开始不断尝试参与并购国外
一些企业，在世界舞台展示自己。

尽管走出去伴随风险，但勇于走
出去的企业，则获得了无可替代的
生存经验。

在华外资并购加强

加入 WTO 以后，我国逐渐放宽
了外商投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众
多跨国公司在国内并购呈现出新的
动向，由过去与中资的“合作型”关
系转向“控制型”关系的倾向明显。

外国投资者对我国境内企业的
投资和并购，已经具有了相当明确
的投资目标，投资的企业要有完整
成熟销售渠道的服务业，在国际和
国内市场上进行同行业的竞争性收
购，主要是针对制造和具有巨大市
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消费品生产
行业。如 2004 年、2005 年啤酒业就
掀起了一次外资并购潮。全球啤酒
巨头 AB 集团收购了哈尔滨啤酒、英
格兰纽卡斯收购了重庆啤酒，而荷
兰喜力参股粤海啤酒。
事实上，在化妆品、洗涤剂、胶

卷、饮料等行业外资垄断的态势也
已经形成，并且这种垄断趋势正进
一步向通讯、网络、软件、医药等行
业扩展。目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方式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
开发比重明显下降，外商独资经营
比重大幅上升。

基础材料行业的并购也十分突
出。2005年 11月 10 日，水泥行业世
界排名第一的拉法基瑞安水泥以
38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四川双马投
资集团 100%的股份。
专家指出，吸收跨国公司的并购

资金，会加快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
的步伐，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
略性调整，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企业海外之路曲折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入世十
年也是中国对外投资大发展的十
年。

据统计，入世之初，中国的对外
投资规模一年不过几十亿美元，而
到了 20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
到 688亿美元，是全球第五位。

细数我国企业的海外资本扩充
及海外并购案例，TCL绝对是一个不
可绕开的企业。TCL 的海外并购过
程，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颇有借
鉴意义。

2001 年 11 月 TCL 加入中国国
际集团，第二年，TCL集团就开始海
外并购，收购德国施耐德彩电业务。
2003 年 5月 TCL通过资本运作方式
收购美国 Go Video 公司。2004 年 8
月 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

TCL在海外迅速扩张的同时，也
尝到了意想不到的苦果，甚至遭遇
诉讼。去年，因与法国汤姆逊彩电合
资的 TTE 欧洲公司重组事宜，TCL
遭遇高额度索赔。此案在今年 3 月
初审判决，要求 TCL 集团、TCL 多媒
体及其 4 家全资子公司向 TTE 欧洲
法定清盘人赔偿 2310 万欧元 (约
2.11亿元)。
尽管 TCL 集团同时发表声明表

示，坚决反对此初审结果，并会采
取一切必要行动“跨国维权”争取
驳回判决，但这一诉讼必将为中国

企业的国际化并购道路提供警示范
例。
针对此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
清盘人的做法很可能对其他公司来
法投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国
际化的中国企业而言，贸易全球化
过程中必须要掌握应对在不同目标
市场在法律上保护自己的能力。
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志乐也表示，企业国际化是中国
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也会频繁遭遇不
同类型的国际诉讼。TCL对此案的应
对将为其他中国企业积累经验。

联想并购启示

2005 年 5 月 1 日，中国联想集
团正式宣布收购 IBM 全球 PC业务，
合并后的新联想以 130 亿美元的年
销售额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 PC 制
造商，最为显著的业绩是收购后半
年的时间，联想就使 IBM 个人电脑
业务扭亏为盈。
此后，联想宣布斥资 2亿美元进

行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其中包括
一系列奥运营销策略规划，并且联

想向世界正式推介“lenovo”品牌，向
全球化坚定迈进。

联想为成为世界一流品牌，与借
助 IBM 的品牌提升国际地位和形象
不无关联，IBM一流的国际化管理团
队和独特的领先技术，对联想也有
很大的吸引力。在并购 IBM 的个人
电脑业务之后，联想获得了 IBM 遍
布全球的渠道和销售体系和国际化
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市场运作能
力。

联想让 IBM 起死回生的并购给
我国企业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相比较 TCL，联想充分做好了并购前
的准备，而且充分考虑自身的财务
状况，这样就使联想在随后处理各
种问题时，在资金等各方面都有了
充足的准备。联想也十分注重并购
后的整合阶段，明确总部的职能，对
供应链进行整合，并且快速确定新
的组织结构，协调中外文化之间的
差异。

中国国际公关协会秘书长郑砚
农表示，联想的收购成功可圈可点，
联想对外成功地化解了来自政治层
面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对
内成功地解决了企业管理层融合与
员工队伍本土化问题。

本报记者 原金

中国企业博弈出海路

虽然早在 2003 年和 2005 年就
先后陷入“转基因食品未标注”、“奶
粉碘超标”泥潭，却没有影响雀巢在
中国食品市场攻城拔寨以及大肆并
购。尤其是入世十年来更是“大手
笔”：先后收购四川豪吉 60%股权、收
购云南矿泉水第一品牌云南大山
70%股权以及国内食品生产商银鹭
60%股权。雀巢中国并购路似乎走得
顺风顺水。

不仅是雀巢，中国入世后，可口
可乐、百事可乐、安利、星巴克，快速
消费宝洁、强生等跨国品牌纷纷加大
了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和市场扩张。这
对国内食品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外资合围食品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熊必琳介绍，食品工业规模以上
总产值 2010年达到 6.31万亿元。占
GDP 5%以上。快速增长的食品产业
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来到中国。

自 1984 年在广州设立办事处 ，
雀巢在中国扎根将近 30年。目前雀
巢帝国旗下已经涵盖了奶粉、液体
奶、速溶咖啡、糖果、饮用水、鸡精和
调味品等十多个食品细分市场。
抢占食品市场的同时，雀巢又挥

舞“并购”的武器，不断吃下本土竞争
对手，从而快速垄断市场。
面对雀巢的跑马圈地，全球另一

食品饮料巨头可口可乐也积极抢占
中国食品市场地盘。AC尼尔森报告
称，中国果汁饮料市场大幅增长，果
蔬汁已成为碳酸饮料后第二大饮料
市场。预测到 2012年，果蔬汁饮料增

长将超过碳酸饮料。
2002年 8月，可口可乐以 1.935

亿元收购一家非碳酸饮料生产厂东
莞太古饮料，吹响进军中国非碳酸饮
料市场的号角。

2004年，可口可乐的美汁源果粒
橙产品首度在中国市场推出后，销量
每年都实现双位数增长。2008 年成
为中国果汁市场排名第一的品牌。
公开资料显示，2011 年上半年，

可口可乐在中国生产、卖出超过 240
亿瓶水、茶、果汁、汽水等饮料，全年
销量将高达 500亿瓶。经过近年高速
兼并扩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牢
牢坐稳中国饮料市场头二把交椅，
“两乐”每年在中国市场净利润达 30
亿美元以上。

同样，中国也已经成为另一饮料
巨头百事可乐北美以外的第二大市
场。

2008年至 2010年百事在中国投
入 10亿美元，主要新建饮料生产工
厂、加大研发投入和增强分销渠道。
2011年至 2013年将投入 25亿美元，
新建碳酸饮料、非碳酸饮料、土豆和
燕麦农场等。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

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由于我
国食品饮料行业巨大的成长空间，外
资食品巨头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本土化战略是重点

快速融入中国本土市场，是外资
食品巨头发展的重中之重。
从原料供应到产品生产，从管理

到营销，雀巢从始至终执行着本土化
战略，成功的市场推广使雀巢成为中
国知名度最高的外资品牌之一。

为取得消费者对雀巢产品认同
感，雀巢在中国先设立分公司，建立
工厂，再从当地选拔人才担任该公司
经理。从工厂建设、产品销售等都由
分公司决定，雀巢只提供必要协助。
在产品研发上，雀巢建立研发中

心，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进行脱水烹
调食品和营养食品的研发。
而高举“像土豆一样本土化”大

旗的百事可乐更是将本土化做到了
极致。从 1998年开始，百事就在内蒙
古、北海等地种植土豆，目前百事在
展旦召苏木的土豆农场拥有中国亩
产最高的土豆田。乐事薯片需要的土
豆全部通过百事在中国的土豆农场
供应。

百事每次推出新产品都很具“中
国特色”。以百事旗下纯果乐一个系
列“鲜果粒”为例，这种只在中国生
产、销售的果汁饮料，其果肉和果粒
的产品比较适合中国市场。
面对外资并购的咄咄逼人，国内

一些食品企业在大力提升自身实力
积极参与竞争的同时，也开始“走出
去”。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
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外资并
购增强了我国在食品饮料市场的定
价权和话语权，导致行业竞争加剧，
也压缩了一些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民族品牌出海

经过入世十年的洗礼，国内食品
企业越发成熟。

十年前，面对中国入世在即，娃
哈哈集团掌门人宗庆后在回答媒体
如何看待入世所带来的挑战时认为，
入世以后中国饮料行业会吸引更多

的外商在中国投资，中国食品饮料业
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娃哈哈官

网了解到：2001 年娃哈哈销售收入
62.3亿元，到 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
550亿元，上缴税金 46亿元。娃哈哈
目前为中国最大食品饮料生产企业，
全球第五大饮料生产企业。

业内人士在分析娃哈哈成功的
奥秘时指出，一方面，娃哈哈通过对
消费者的理解和国内市场资源的整
合能力，从而和国际企业抗衡；另一
方面是对企业现代化道路的合理选
择，拉开和国内其他企业的差距。

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与外资
食品巨无霸较量的过程中，娃哈哈也
曾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这就是被
写入中国并购史册的“达娃之争”。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表
示，达娃之争涉及收购、兼并所有领
域，是中国企业反敌意收购的经典案
例，也是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直面对
抗的成功案例，对国内企业如何与外
资合作和如何面对愈演愈烈的外资
并购有很多启示。

除娃哈哈之外，在海外取得成
功的还有光明集团。今年 8月，光明
食品与澳大利亚玛纳森食品公司正
式签署协议，以 3.975亿澳元收购玛
纳森 75%的股权。这笔交易刷新了
中国食品行业海外并购金额的纪
录，成为中国食品企业最大的海外
并购案。
此外，中粮集团出海战略也不断

成熟。据悉，中粮相继收购了智利葡
萄酒酿造企业比斯克特酒庄和法国
波尔多的维奥庄园。今年 7月份，中
粮集团宣布持有澳大利亚糖业公司
TullySugar接近 99%的股份。

食品业：在较量中变强
本报记者 陈青松

10月 30日，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中国入世十年
总论坛”上，华为科技、中兴通讯分别被授予“中国入世十年·
南方致敬企业”、“中国入世十年·杰出贡献企业”，华为科技
总裁任正非荣获“中国入世十年·南方致敬人物”。

而此前，商务部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入世十周年行业座谈
会上，中兴通讯受邀介绍应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面对的压力和挑战。

回望十年，华为科技和中兴通讯取得的成果也是中国通
信业裂变式发展的缩影。

十年成果

入世前，华为科技、中兴通讯不管是从技术水平还是在
规模上都与世界通信业巨头有着不小的差距。

1998年，华为的销售额是 89援3亿元人民币，而美国朗讯
科技公司该年的销售额则是 383亿美元。相差悬殊令人震
惊。而中兴通讯销售额更是在两年后才突破 100 亿元人民
币。

入世十年，华为科技与中兴通讯均迎来了跨越发展时
期。

据资料显示，2009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 1491亿元人民
币，成功跻身全球第二大设备商。2010年，华为销售收入达
18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2%。业内人士预计，如果华为
2011年继续保持 20%的增长将在规模上超越爱立信，成为全
球最大的综合通信设备商。

2009年，中兴通讯也凭借无线通信产品高出货量跻身全
球第四位。其中 CDMA产品出货量连续 4年居全球第一、固
网宽带接入产品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二，光网络出货量达到全
球第三、手机产品累计出货超过 2 亿部，并全面服务于欧美
日高端市场的顶级运营商。

2010年中兴通讯营业收入超过了 700亿元人民币，成为
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商、第六大通信终端厂商。

2011年 4月 8日，全球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兴通讯超过
美国摩托罗拉成为全球第五大手机生产制造商。

8月 10日，中兴通讯发布了 2011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快
报，数据显示，中兴通讯 2011 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21.55%，达 373.45亿元。

据悉，华为科技当选“中国入世十年·致敬企业”的理由
是：“用独特的方式书写了通信设备供应商的商业传奇, 其产
品及解决方案已覆盖全球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全球
1/3的人口。作为成长于中国的新兴跨国公司的代表，华为正
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
为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而对中兴通讯的评价则是，“入世后更彻底地投身竞争
激烈的世界通讯行业，10年来年营业额平均保持 20%左右的
增长。已逐步实现了由技术追随型企业向技术领先型企业的
转变，突破性跻身发达欧美国家高端通讯市场,目前年营业额
的一半以上来自于海外市场。”

毫无疑问，华为与中兴的全球布局，已经成为中国电信
业全球化发展的样本，对于中国电信业整体的发展起到了推
动作用。

拼杀博弈

事实上，华为与中兴的国际化之路也并非一路坦途。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刚曾撰文指出，华为

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曾遭遇竞争对手发起的专利诉讼。
历时一年半的思科诉华为案给华为上了一堂生动的“知识产
权保护”课，也让华为对专利的应用战略有了全新的认识。思
科案结束后，华为又陆续受到诺基亚、阿尔卡特、西门子的专
利“勒索”。

据悉，思科指控华为盗用了其路由器操作系统源代码，
该操作系统的用户操作界面、用户手册、技术文档以及五项
与思科路由协议相关的专利技术。思科为此提出了巨额的赔
偿要求。思科起诉华为知识产权侵权案成为我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遭遇的最大一起诉讼。

进行过两次听证会后，法庭驳回了思科申请下令禁售华
为产品等请求，拒绝了思科提出的禁止华为使用与思科操作
软件类似的命令程序。2003年 10月 2日，思科与华为达成初
步和解协议。2004年 7月末，双方达成最终和解协议。

虽然双方最终达成庭外和解，但让刚刚在国际舞台上蹒
跚起步的华为蒙受了巨大的商誉损失。一位美国时事评论员
恰当地分析指出：“在这个案件撤诉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华为
会继续蒙受侵犯知识产权的不良名声，尽管这家公司拥有大
量技术创新的记录。”

3年后，华为又遭遇了另一个重大的挫折。2007年 9月，
贝恩资本联手华为，宣布以 22亿美元并购 3COM。但该消息
宣布后，引发了部分人士的担忧，认为将威胁到美国的国家
安全。为此，该并购案最终以失败告终。

今年年初，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的一项 200 万美元
的小型收购再次遭遇安全魔咒。因 2010年 5月华为美国子
公司收购美国一家技术开发商 3Leaf的特定资产而招致美国
众议员联名反对。

事实上，华为已非首次遭遇美国的安全考虑。华为在收
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 3COM，竞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部门，
竞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 2Wire中悉数失利。
未来挑战

虽然中国通信业入世 1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未来
充满挑战。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信息研究所行业发展
部主任胡珊在 2010年 11月发表的学术性论文《中国通信设
备制造业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挑战主要由于通信运
营业面临着全球性增长趋缓，传统通信设备制造业步入成熟
期，中国企业价格优势不再明显，且由于缺少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技术，技术空心化的危险依然存在，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严峻的形势逼迫通信设备制
造业必须寻找新的蓝海。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井喷时段，电信运营商、手
机厂商以及互联网巨头正酝酿一场新终端革命。

中兴通讯手机体系首席技术官阚玉伦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在追赶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同时，“转型”成为被频繁
提及的关键词。然而，从一个服务几十家用户的企业转型成
面向成千上万客户和数十亿的终端消费者，企业的挑战不仅
仅是技术的跟进。

阚玉伦称，移动网络宽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一定程度
上终端和业务的发展落后了。我们的想法是给终端用户提供
跨不同终端的唯一的用户体验。这个是未来趋势的分析判
断。超低端手机是单纯的手机，甚至不能上网，将被智能手机
替代。

通信业十年裂变
华为中兴海外战略样本解析

本报记者 宋江云联想并购让 IBM起死回生，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重要的经验。相比于 TCL，联想做好
了并购前的准备，充分考虑了自身的财务状况，这使联想随后处理各种问题时都有了充足

的准备。联想十分注重并购后的整合，明确了总部的职能，对供应链进行整合，并且快速确

定新的组织结构，协调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

企业国际化是中国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