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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3日，四大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之一普华永道发布的《2011年
中国企业并购回顾与前瞻》报告称，
2011年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数量
207宗，金额达 429 亿美元，创造了
新的纪录，其中欧美占了一半。

这份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企业
海外并购关注重点已由能源和资源
领域，开始向消费品、工业品等领域
转移。

并购重心
从能源转向消费品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
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
等资源性行业，收购方以大型国企
为主，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
铝等。

彭博资讯数据显示，2011年，中
国石油企业并购交易占主导地位，
在前十笔最大并购交易中，中国石
油企业参与的多达 5家。2011年我
国石油企业并购交易规模达到
130.2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一笔交
易是中国石化投入 71 亿美元收购
西班牙 Repsol公司位于巴西当地的
企业。

2011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加快“走出去”步伐。以大型央企为
代表的海外“寻油找气”战略继续深
入实施，并取得实质性突破。

普华永道报告显示，2011 年中
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量逐年增长
10%，交易总额逐年增长 12%。

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向消费驱动

型转型，消费市场急速扩展，越来越
多中国企业已将海外并购的目光瞄
向工业品和消费品行业，而尚处欧
债困境中的欧洲成为境外并购首选
之地。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消费品
和工业品领域的海外并购交易迅速
发展，交易总量占比达 35%，比 2010
年增加了 13个百分点。内地企业在
欧洲并购交易数量同比上升 76%，
目标公司主要分布于工业和消费品
行业。

机遇与风险并存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海外并
购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
要方式，其中不乏堪称经典的收购
交易。

海尔集团的海外并购捷报频
传。2005年底，海尔进入全球化品牌
战略阶段。如今海尔已在全球建立
了 29个制造基地，8 个综合研发中
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员工总数超
过 6万人。

吉利并购沃尔沃也是海外并购
的成功典范。2009年，吉利收购全球
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
亚 DSI公司，大大增强核心竞争力。
2010年，吉利与美国福特在瑞典哥
德堡正式签署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
的协议。

然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并非
一帆风顺，失败案例屡屡出现。

麦肯锡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圆园
年，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
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 缘园豫，而中
国 远苑豫的海外收购并不成功。

2011年 4月，中国五矿集团旗
下的五矿资源宣布向在加拿大与澳
大利亚两地上市的伊奎诺克斯矿产
发出 63亿加元收购要约，折合成美
元约 65亿。最后却被收购方伊奎诺
克斯矿业戴上“敌意收购”的帽子。

2011年 12月，萨博汽车提出破
产申请。这不仅宣告了“双庞”收购
萨博汽车这一长达近一年的跨国并
购以失败收场，还意味着近 7亿元
的投入很可能打水漂。

国资委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主
席张德霖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将面临着和遭遇到比其他任何国家
都要多和更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张
德霖提醒企业，企业“走出去”决策
实施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把利剑
就是法律，成功的企业必须有健全
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目
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投资
法律体系，国内市场也缺乏相应的
咨询、担保等中介机构和融资手段，
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的交易成本。
另外，海外并购还面临国际法律法
规的适应问题，我国企业从事海外
并购行为上必须关注法律环境的快
速变化趋势。

分析指出，未来我国企业要更
好实现海外并购，从政府层面首先
应淡化国有色彩，避免过度宣传以
引发国外舆论担心。其次，应当完善
跨国并购现行法律体系，使我国企
业在对外并购中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第三，应积极参与制定跨国并购
国际规则，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而企业则应正确制定海外并购
战略规划，合理选择并购投资行业，

进行多方案比较
筛选，综合权衡利
弊得失，避免盲目
性。同时还要善于
借助国际知名成
熟金融投资机构
的力量，获取海外
并购的经验并且
提高并购绩效。

并购将迎来
黄金时期

据了解，近十
年来，收购外国企
业逐渐成为中国
企业发展的新趋
势。

普华永道在
《2011年中国企业
并购回顾与前瞻》
报告中表示，中国
内地企业的海外
并购将在 2012 年
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大额私募股
权基金并购活动将保持个位数增
长。

根据义富资本的分析，2012 年
并购活动将增长 22%至 24%，预计
将完成总计 3万亿美元的并购。在
经历欧美债务危机，海外资产的价
格大幅度下降和背景下，当前正是
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黄金时间，是
海外扩张难得的好时机。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新浪财经

一项“聚焦中国海外并购之路”专项
调查中了解到，在“你是否赞同中国
企业进行海外并购？”问题中，有

85.9%的参与调查者表示同意，7.8%
不好说，仅有 6.2%表示反对。而在
“你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几大海外并
购项目是否成功？”问题中，参与调
查者表示“不好说”的占 50.2%，表
示“成功”的占 26.9%，另外还有
22.9%的调查者表示“失败”。

彭博数据显示，39%的受访者
认为中国企业将成为 2012 年并购
市场最活跃的买家，列亚太地区国
家第一位。同时，中国和澳洲的企业
也并列成为 2012 年亚太地区最值
得期待的收购目标。

据彭博预测，中国 2012年的并

购重组交易规模有望达到 1264.2亿
美元，交易笔数或达到 2275笔。

普华永道中国企业并购部合
伙人钱立强表示，2012年将有更多
中国企业开始从自身企业战略层
面出发进行海外并购。而境外企业
在中国地区的并购交易活动将不
会大幅下降。他认为，中国企业进
行海外并购，需要多进行测评和思
考，钱立强同时建议“走出去”的企
业要注意海外并购的两个难点：
“其中一个难点是交易本身，但交
割只是第一步，以后的管理才是最
重要的。”

中国海外并购迎来黄金期

中国内地企业 2011年海外并购额创新高，欧美占半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彭博数据显示，3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将成为 2012年并购市场
最活跃的买家，列亚太地区国家第一位。同时，中国和澳洲的企业也并列成

为 2012年亚太地区最值得期待的收购目标。

据彭博预测，中国 2012 年的并购重组交易规模有望达到
1264.2 亿美元，交易笔数或达到 2275 笔。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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