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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 年，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为

了整合全球资源、“抄底”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

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不少外资企业也越来越

多地进入到中国市场。然而，由于文化、政策等方

面的差异，在海外投资、并购的过程中，不管是中

国 企 业，还 是 外 资 企 业 都 遇 到 了 各 种 问 题 和 危

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基础

上，跨国公司才能赢得更好的海外发展机会。

事例：

海尔收购三洋的部分电器业务及品牌使用权

2011 年 7 月 29 日，海尔集团与日本松下电器旗下的三洋电机

达成初步协议，斥资约 10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8.37 亿元）收购三

洋电机在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的洗衣机、冰

箱和其他家用电器业务。交易完成后，海尔集团将获得三洋电机

在上述 5 国的 4 个生产基地、2 个研发中心，以及 6 个本土化营销渠

道。同时，在上述东南亚 4 国市场，海尔可以为其冰箱、洗衣机、电

视、空调等产品打上“SANYO”品牌标识。借助此次收购，海尔将

进一步拓展日本市场。

联想收购梅迪昂挤入德国PC市场三强

2011 年 7 月 26 日，欧盟委员会批准联想集团收购德国廉价 PC

厂商梅迪昂公司。收购完成后，联想集团在德国个人电脑市场上

的份额将扩大一倍，超过 14％，成为德国第三大电脑供应商，在西

欧个人电脑市场上的份额也将达到 7.5％。此项交易为联想 2005

年收购 IBM 个人电脑业务以来最大的收购案。

中海油收购BP泛美能源失败

2010 年 11 月 28 日，中海油宣布，其持股 50%的合资公司布里

达斯公司与 BP 公司签署股权购买股份，拟以约 70.6 亿美元的价

格，收购 BP 持有的泛美能源 60%的股份。但是，中海油没有在最

后时限完成交接手续。布里达斯也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向卖方 BP

发出建议终止收购的信函。

点评：

从接受海外投资到“走出去”建厂，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出海”的步伐已经越来越

稳健。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少企

业开展并购、重组等业务，整合优势资源以求得更好的发展。在

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目前，中国企业不仅在非洲等新兴市场投资建厂，还

有不少企业与发达国家的知名品牌建立了合作关系，这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知名度，也拓展了相关产品的海外市场。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主要卖的

还是产品和服务。而且在世界五百强中，中国企业多在传统产业

中占据优势，仍较少出现在银行业、航空航天行业、信息技术行业

等领域，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等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恢复的贡献

有目共睹，各国对中国企业也抱有厚望，那么，中国企业应该怎样

利用这一时机大步“走出去”呢？

“机会是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的。”中国王码集团董事长

王永民指出，目前很多国内生产的产品核心技术都是进口的，如

果我们能够拥有这些技术，将省下很多开支。因此，在现在的大

环境下，中国企业首先要练好内功，做好创新。而当我们的产品

和服务可以与世界高端品牌比肩时，中国品牌自然能够在国外

打响。

除了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以外，中国企业也要改变

自己的国际定位。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跟随世界经济的脚步，

即使是收购外国企业，也颇为被动，很多时候，得到与付出并不成

正比。未来，我们要尝试引领世界经济潮流，在并购过程中也要

多提要求，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争取。

“最近的一些调研结果显示，抱团‘走出去’，可以助力中国企

业开展海外投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单个企业，尤其是

民营企业“出海”投资很容易遭受质疑，但如果有 500 家企业积极

抱团，形成一个投资集团，那将极具诱惑力。

此外，专家也提示，中国企业还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

当中去，这样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走在行业前列。

事例：

康菲蓬莱溢油

2011 年 6 月，蓬莱 19-3 油田 B、C 平台发生溢油事故，该油田

由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作业方为康菲公司。事

故发生后，康菲石油对于事故原因及处理方式颇多伪饰，由于通晓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部门没有严厉而有效的处理措施，康

菲石油至今仍未积极处理此事。

奥的斯电梯伤人事故

2011 年 7 月，北京地铁 4 号线动物园站奥的斯扶梯逆行，导致 1

死 3 重伤 27 轻伤。

肯德基“豆浆门”事件

2011 年 7 月，广东一家肯德基门店外堆放着几箱豆浆粉原料

的图片在微博迅速“蹿红”，引起热议。有媒体爆出肯德基所使用

豆浆粉每杯成本仅为 7 毛钱，是其售价的十分之一。肯德基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北京地区以外，肯德基的醇豆浆均

是由豆浆粉调制而成。

耐克阿迪“毒衣”中国热卖

2011 年 8 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调查报告《毒隐于衣——全球品

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四五月份，绿色

和平组织在中国、英国、阿根廷等全球 18 个国家采购了 15 个服装品

牌的 78 件样品，其中，52 件样品被测出残留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包

含 Adidas、NIKE、H&M、CK、彪马、李宁等全球知名运动服装企业。

沃尔玛“绿色猪肉”事件

2011 年 9 月，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报称，该部门查获重庆

多家沃尔玛超市涉嫌销售假冒绿色猪肉。据调查，今年以来，重

庆沃尔玛超市 3 家分店以低价普通冷鲜肉假冒高价“绿色食品”认

证的猪肉 1178.99 公斤，涉案金额 4 万余元。随后，沃尔玛（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媒体发声明，就重庆沃尔玛“绿色猪肉”事件向消

费者致歉。

点评：一面是技术、设备、研发水平均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一面

是在华屡“闯红灯”，外资企业不同的面孔让国内消费者真假难辨。

2011 年，在华外企犯错屡禁不止，一时间，对“洋品牌”的批评、驳斥

之声不绝于耳，各种抨击性文章也不断见诸于媒体报端。

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危机公关似乎成为了他们能想到的，也是

惟一能做的第一件事。但是，一些外资企业甚至连这最基本的危机

公关也似乎懒得做。

以康菲为例，在康菲溢油事件发生后，海洋局已责令其须在蓬

莱 19-3 油田停止回注、停止钻井、停止油气生产作业。但综观这几

个月康菲的表现，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公众和监管。近日，康

菲再发诳语：基本没有证据显示溢油事故对环境造成影响。知名外

企，为何连最起码的诚信都付之阙如，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这值

得我们深思。

上述外资企业在华的灰色记录，无一不在试探着中国消费者的

底线。“低级错误背后的有章不循”、“违规作业背后的自恃自大”、

“心存侥幸背后的责任心缺失”，违规的外资企业都在抱着这样的心

态对待消费者、对待社会。这或许也为大众敲响警钟，在我们为这

些家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和企业公信不齿时，也该反思一下其中深

层次的制度性原因。

外资企业在华屡“闯红灯”，与中国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外资享受

的“超国民待遇”有关。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华犯错成本较低，另一

方面，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而“迁就”外资企业，而这就使外资企业

的社会责任有了双重标准，企业应该履行的责任在中国大大“走

样”。所以，除了完善和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之外，中国还应积

极倡导所有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一视同仁，严格执法，才能保

证外资企业“闯红灯”的戏码不再重演。

中国企业“走出去”
步履蹒跚

外资企业在华收购
洗牌食品业格局

在华跨国企业
频频“闯红灯”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 颖

事例：

帝亚吉欧“喝下”水井坊

2011 年 6 月 27 日，上市公司水井坊发布公告称，商务部已批

准帝亚吉欧洋酒集团进一步购买全兴集团 4%的股权。至此，帝

亚吉欧对全兴集团股权的控股比例，从原有的 49%增至 53%，成

为四川全兴集团的最大股东。这次股权变更使帝亚吉欧间接控

制了全兴集团所持有的 39.71%的水井坊股权，成为水井坊的实

际控制者。由于这是中国首例外资控股白酒企业的案例，公告发

布之际，便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百胜收购小肥羊

2011 年 11 月 8 日，中国连锁火锅营运商小肥羊和百胜餐饮

集团中国事业部均表示，商务部已批准百胜集团提出的全面收

购小肥羊的反垄断审批，此后，小肥羊也筹谋退市，并有可能成

为“中餐退市第一股”。受其影响，当日小肥羊股票开市就暴涨

15％以上。

此次收购被认为是百胜拓展中国火锅市场的重要举措。据

了解，百盛目前已经在世界上 111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分店，旗下

包含肯德基、必胜客等五大餐饮品牌，但唯独没有中餐。

雀巢收购徐福记60%股权

2011 年 12 月 7 日，糖 果 生 产 商 徐 福 记 国 际 集 团 在 新 加 坡

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商务部已经批准雀巢公司以 17 亿美元收

购 徐 福 记 60% 股 权 。 根 据 收 购 协 议，徐 福 记 的 创 立 者 徐 氏 家

族 将 间 接 持 有 剩 余 的 40% 的 股 权 。 有 分 析 人 士 指 出，雀 巢 的

巧 克 力 和 糖 果 业 务 在 新 兴 市 场 的 份 额 落 后 于 卡 夫、联 合 利 华

等 竞 争 对 手，这 使 得 雀 巢 急 于 通 过 收 购 来 扩 大 市 场 份 额 。 由

于 双 方 在 中 国 糖 果 业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都 居 于 前 五 位，并 购 将 给

国内糖果行业格局带来巨大影响。

点评：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消费者的餐桌情有独钟，尤

其是今年以来，多家中国知名食品业品牌被外企拿下，更让业

界感到不安。有部分人士担心，目前外资之手已延伸到中国食

品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外资在国人“一日三餐”中所占比重也

越来越大，若任由外资并购潮继续蔓延，最终外资可能会垄断

中国的食品市场。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撰写的《谁收购了我们

的粮仓？》中，就明确表示了这种担忧。他指出，邦吉、嘉吉等

四大国际粮商收购了中国 70%以上的停工企业，“从此，中国的

大豆市场受制于四大粮商”。同时，“四大粮商也控股或参股金

龙 鱼、福 临 门、鲁 花 等 中 国 粮 油 品 牌 …… 目 前，中 国 粮 油 市 场

85%的份额都由外资占据”。

尽管也有专家表示，对外资收购要以平常心看待，但是关乎

餐桌安全，更多业内人士还是希望政府在相关监管上多加注意。

比如，前些年，达能集团通过战略投资乐百氏、娃哈哈、益力、光明

等布局国内饮料、牛奶市场，已经使达能在这两块领域处于垄断

地位，这对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提醒，在

外资收购国内食品企业后，政府仍应对并购后企业的品牌建设、

员工福利等进行监管。发现恶性并购者，政府应该及时介入，对

一些有价值的品牌进行保护。

德勤最近发布的《2011 年中国餐饮行业投资研究报告》指出，

在中国经济整体走势趋好的背景下，中国餐饮行业再次成为风险

投资及私募股权基金的重点狩猎目标。而目前，中国餐饮公司虽

然数量众多，但行业集中度较为分散，餐饮百强企业的市场份额

只占整个行业的 8%左右，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接近 50%。行业有进

一步集中的内在动力。毋庸置疑，未来几年，中国食品产业链将

迎来并购高潮期。一味地阻碍外资并购并不可行，但放任外资扩

张则有可能扼杀国内企业的发展。食品餐饮业“狼来了”，我们能

与“狼”一同成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