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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并购金额近 30%，我国企业在并购决策

上更倾向于跨国并购。三是跨国并购更

多地发生在美欧等成熟市场国家。我国

企业对外投资区域选择逐渐发生变化，

已经从投资周边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初

期阶段，进入了积极大胆地向美欧成熟

市场国家投资的新阶段，目前 90% 的并

购发生在欧美。四是并购主体方面，国

企是主力军，民企是新生力军。从投资

份额来看，国企仍占较大比重，但随着

政府以简化审批手续、帮助融资等复合

式鼓励政策，大量民营企业参与其中，

成为跨国投资浪潮中的新生力军。五是

产业选择方面，仍以资源、能源为主，

但随着民企的加入，呈现产业流向更加

多元化和高附加值的特点。

记者 ：与几年前相比，我国企业跨

国并购的环境是否有变化？

张文魁 ：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在

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些很有趣的变化。

从国内来看，好像是一幅“自相矛盾”

的图景。一方面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全

球去投资，如火如荼。这让人感觉中国

经济很繁荣，中国人很有钱，到处买东

西，到处投资。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

国内 GDP 增长只有 7.4%，是这么多年

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还有一些分析报告

显示，在过去几个月，银行不良贷款比

率在明显上升，我国整体杠杆率也在快

速上升，很多人甚至担心由于房地产市

场调整、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化解这些因

素，会导致我国经济出现危机。从国外

来看，好像又是另一幅“自相矛盾”的图

景。一方面，我国企业到当地修路建桥，

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建厂，提供工作机

会 ；另一方面，被投资国似乎不怎么买

账，不仅奥巴马指责中国搭便车、澳大

利亚首富辱华言论等个案时有发生，一

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回头之势。

这些“自相矛盾”的图景原因是什

么？我个人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过

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我们把全球

并购的重点放在自然资源的获取，很多

国有企业去国外买矿、买森林或者长期

租赁土地，在美洲、欧洲、非洲都有。这

意味着我国经济到了真正要转变增长方

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时候，不能

再停留在过去那种过度依赖要素投入和

货币增长的轨道上，不能再按照过去过

度依赖成本控制和环境牺牲的逻辑去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讲“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

要更多地依靠生产力的提升，更多地依

靠全球竞争力的升级，在这种新的轨道

上增长。尽管我们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在

8% 或者 8% 以下，但是我们会有更好的

增长质量，会有更好的百姓生活水准的

提高和民生福祉的改善。这种新常态的

实现需要我们去做很多的工作，其中一

个工作就是要实现全球并购的升级。过

去几年我们的企业将跨国并购的重点放

在资源领域，对于缓解我国资源贫乏的

状况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并

不是很合算。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产

品和矿产产品，本质上是可以进行市场

交易的商品，只要市场机制是完善的、

运输通道是安全的，那么我们并不一定

要通过并购获得所有权这种方式来控

制资源。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技术能

力等无形资产不一定能够通过市场买卖

□本刊记者 张蕊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是近年来

全球跨国投资格局中少数扩大投资的国

家之一，特别是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一直保持活跃

状态，并购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出海”

有助于其更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发展壮大 ；更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但持续壮大的

“出海”队伍和并购规模，也带来了贸易

摩擦增加、投资保护主义兴起等问题。

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应对新挑战，利用新

形势，本刊记者日前在高顿税务高峰论

坛上，专访了长期从事企业跨国并购研

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

所长张文魁。

并购思路需转变

记者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

加入跨国并购队伍，总体情况怎么样？

张文魁 ：我国企业全球并购的脚步

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金融

危机后逐年升温。2010 年，我国企业跨

国并购金额近 400 亿美元，2013 年，这

个数字达到 514 亿美元，增长了近 30%。

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跨

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2013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901 亿美元，

其中用于并购的是 514 亿美元，并购类

投资占整个对外投资的比例近 60%。二

是跨国并购是企业并购的主要选择。从

2012 年开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金额远

远超出境内并购金额，2013 年我国境内

并购 400 多亿美元，跨国并购超出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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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虽然也有技术交易市场，但是

技术交易最终还是要通过学习、消化、

吸收才能获得。在我国经济向新常态转

变，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时候，我

们更要注重技术能力的获得和提升，即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重点要转变，要从过

去以获得自然资源为主要目标转向升级

转型要素的获得。

基于技术与资源的整合才能实现

双赢

记者 ：我国企业应该进行怎样的战

略调整？

张文魁 ：过去几年，我们一些企业

特别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增强这方

面的意识。比如说万达，收购美国 MC

电影院线公司，还收购了英国一个豪华

游艇制造商。双汇，收购了美国最大的

肉食加工制造企业。还有我们大家都知

道的联想收购 IBM。这些跨国并购对于

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刚刚调研过中联重科，一个混

合所有制企业，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

造企业之一，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企业

中排名第七位。2009 年中联重科收购了

意大利的一个工程机械生产企业，并购

后建立了联合研发平台，双方定期互派

研发技术人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其中，研发的碳纤维技术已经应用于重

型起吊设备的制造。我们在搞大规模基

础设施建设，建高楼大厦，得把材料吊

上去，就需要这种很高的起吊设备。原

来的起吊设备都是钢做的，需要大量钢

材制造起吊臂，还需要很大、很宽的钢

制底盘支撑起吊臂。中联重科和并购的

意大利企业一同攻破了碳纤维技术难

题，现在起吊臂可以用更轻便结实的碳

纤维来制造，并且实现了碳纤维起吊臂

和钢制底座的安全连接，碳纤维起吊臂

是原来钢制起吊臂重量的 1/5。重量轻

了，底盘小了，不仅能够减少底盘钢材

的用量，也会增加寿命，非常受欢迎。

记者 ：我们的企业去国外并购拥有

好技术的公司，会不会损害别国的企业

发展和经济增长，会不会有壁垒？

张文魁 ：这个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但事实是好的企业会帮助当地经济的发

展。欧洲一些企业虽然有好的技术，但

受制于高成本的影响，很多企业减少生

产甚至停产，并购之后我国的企业会通

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当地的企业控制成

本，比如说将部分零部件分包到中国来

生产，再运回当地进行组装、销售和维

护。这样可以帮助欧洲的企业降低生产

成本、维持运营，也可以帮助我国企业

获得技术、市场和渠道，实现了双赢。

实际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

对数十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我国企

业，尤其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越来越注

重自然资源之外的一些要素的获取，调

查中在问及进行跨国并购时最注重什么

时，答案排名第一位的是技术研发能力

的获得。然后依次是品牌、与我国业务

有互补、获得销售渠道和关键零部件制

造。观念和战略的转型取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第一个就是增加了海外的销售和

市场份额。这是一个综合的作用，借助

于国外的技术研发平台，我国企业的技

术水平逐步提升，借助于海外的营销网

络，逐步形成了全球的品牌。第二个是

增加了国内销售，技术水平提高了，品

牌美誉度提高了，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度

也就提高了，国内的消费者逐渐地放弃

进口商品和国外品牌。被并购方，由于

相应获得了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优势，

不仅在原有的欧美市场更具竞争力，更

获得了国内以及亚洲市场扩展的渠道和

资源。

财税政策应着力于环境的建设

记者 ：财税政策应该从哪方面着

手，帮助企业实现跨国并购的升级？

张文魁 ：过去几年，尤其是国际金

融危机时，我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

出台了很多鼓励政策。我们了解到，很

多地方都有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形式的

支持计划，这些支持对于没有太多国际

经验的企业走出国门有很大的帮助。但

是，从长远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是很理

想，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补贴仓促甚至盲

目地进行跨国并购的案例也屡见报端。

企业经营行为首先要进行成本核算，原

本不划算的并购投资，可能因为补贴和

支持计划而划算。那么，这就是政策对

企业经营行为不合理的影响。

与之相比，财税政策更应该关注跨

国投资并购环境的建设。譬如，我国已

经与相关国家（地区）正式签署了 13 项

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优惠贸易安排，已

经与相关国家（地区）签订了 100 余项避

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些工作对于降低企

业跨国并购投资成本，消除壁垒，都十

分关键。但还有很多方面，譬如行业准

入、原材料采购、资金融通等，国外仍

设定了严格的审查机制，需要政府层面

的协调沟通。具体到财税部门，一方面

应继续推进 WTO、自贸区、投资协定、

税收协定等谈签工作，推进会计、税收

制度改革，为跨国并购消除障碍，营造

更国际化、更开放包容的政策体系和制

度环境。另一方面，应更关注对跨国并

购转型升级的引导和鼓励，譬如完善

被并购企业技术、专利以及品牌、商誉

等在并购交易中会计、税务处理办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推动对内对外

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

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

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

势，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对我国企业进

行跨国并购选择和操作的部署指导，更

是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发展方向描绘的

蓝图愿景，按照这个方向去走，中国经

济升级版就能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向新

常态的转变也会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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