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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颖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跨国并购案例的逐渐增多，不少“民族品牌”被海外企业收归麾下，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成功购得国外公司，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再只是单纯的“某国制造”。与

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不少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管理会更多地辐射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部

分企业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应对贸易壁垒以及获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开始动起了更改“国籍”的

心思。而各国、各地区不同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等，也在客观上为灵活机动的中小企业提供了

自由选择创业地或者“公司国籍地”的机会。一个公司选择“国籍”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

趋利避害 公司“移民”赶时髦
近几年来，各公司出海并购的热情日益高

涨，这不仅为它们带来了更多的海外资源，也进

一步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越来越多的

企业运作思维更加国际化。为了方便经营，不少

企业甚至开始更多地对比各国制度，灵活选用

“国籍”。

你追我赶 公司也要“移民”

近来，在更改“国籍”之后，从事重型物品包

装材料生产及销售的特耐王公司正向着积极的

方向发展。从相关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在这家

企业的“国籍”从“日本”改为“中国”后，公司受益

良多。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2008 年，特耐王公

司就获批在日本大阪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嘉斯达

克（JASDAQ）上市，但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该公司延期上市，并最终撤回了上市申请。此

后一段时间，特耐王公司创始人铃木雄二对持续

低迷的日本股市大失所望，于是，在撤回上市申

请两年后，他决定接受中国投资基金“中信资本”

提供的过半出资。

在资本比例构成改变后，特耐王能够直接接

到来自中国军队方面的订单。目前，该公司在中

国的销售额已占总销售额的七成，远远超过在日

本 15%的比例。而特耐王也正着手从一家由中国

资本出资的日企，向以中国为基地的集团转型。

据了解，特耐王旗下的子公司里，除了在日本营

业的 7 家外，中国及东南亚子公司的股份将全部

转到在香港新设的控股公司“特耐王”名下。今

年春天，集团体制将得到完善。

“对于一家主要客户来自中国、主要投资者

来自中国的公司来说，特耐王改‘国籍’是情理之

中的事情。”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战略组首席研

究员李刚对记者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资本、人才、物资的跨境流动更加快捷，而各

国、各地区的政策、资本管制条件又千差万别，这

就为企业灵活选择“国籍”提供了客观条件。特

耐王的选择只是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考虑。通过

更贴近客户和投资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

需求以及当地的政策法规等等，这有助于企业更

上一层楼。

事实上，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选择对公

司更有利的“国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且不说跨国并购完成后，被并购的企业实际归属

地会随之发生变化，单就是，新公司设立时，外国

人在中国注册公司、中国人在海外创业这样的事

件也早已屡见不鲜。据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

高 级 合 伙 人 孙 连 才 博 士 介 绍 ，目 前 ，改 变“ 国

籍”，变 身 外 资 企 业 的 中 国 企 业 不 少 于 360 家。

很多企业改“ 国籍”是出于对技术、人才、税收、

货币结算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东奔西跑 选“国籍”实为利益

越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企业对于归属地的选

择越不执著。据报道，于 2010 年创立的日本企业

Midokura Group，就因为社长加藤隆哉对“只待在

日本召集不到优秀人才”感到焦虑，所以，去年，

该企业在新加坡设立了执行总部职能的当地法

人。同时，为了方便接受来自美国投资者的投

资，该法人和日美欧公司的控股公司被有心地安

排在英属的开曼群岛。而曾在三星电子供职的

崔元根一手创办的 W-Scope 公司，则因为接受了

日本风险投资（VC）公司提供的前期资金，被要求

“以日本企业的身份创业”。好在，日企的身份也

使得该公司在韩国被当成外国公司看待，入驻了

费用较低的外国公司专用工业园区，节省了大部

分前期投资。

由此可见，东奔西跑更换“国籍”，企业也不

过是为了趋利避害。“ 如在开曼群岛、维尔京群

岛等地区，税率很低，在这些地区注册成立的公

司，向该国上交的税款比香港还少。同时，开曼

群岛金融业发达，金融产品多，这客观上也会使

企业的资金流转更加灵活。此外，企业在国外

注册，回中国发展，也会变身为外商投资企业，

可在中国享受减免税、政策扶持等优惠。”孙连

才说。

“如果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国内的企业也

会跨区域迁移。”孙连才进一步解释道，所以，更

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政策环境问题。对于跨国公

司来讲，为了获得更宽松的生存环境，出于国际

化战略考虑改变“国籍”是对东道国用脚投票（指

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

服务的行政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公司

通过自己的力量转移资本和资源是一件十分轻

松的事情，因此，如果不能打造一个有利于企业

持久稳定发展的商业环境，国家就无法吸收更多

资金、技术和资源，这个后果将是相当可怕的。

此外，孙连才也提示，对于中国来讲，还要特别注

意国有资产流失和核心技术外溢问题，当年，“徐

工”被收购时就曾发生此类问题，相关方应该引

以为戒。

利弊三七开 机会与风险并存

那么，迎合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善用多元

的国家和地区政策“移民”，企业是不是就能一劳

永逸了呢？

1985 年，传 媒 大 亨 默 多 克 放 弃 了 澳 大 利 亚

国籍加入美国籍，从而为其拥有美国电视台扫

清了法律障碍。然而，此后，这却让他多次遭遇

尴尬，甚至在公开场合被质问“最有影响力的澳

大利亚人怎么会是美国人？”。名人换国籍多多

少少会伤害到一些国家民众的民族感情，企业

改“ 国籍”亦如此，这客观上也会为企业“ 移民”

制造种种障碍。除此之外，业内人士也提醒，企

业改“ 国籍”要想清楚，看仔细，因为，有些时候

想变成一个国家的公司容易，但是再想从这个

国家“ 迁走”，可能很难。“ 一些东道国的法律对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企业

只是为了短期内获取政策方面的利益而匆忙改

变‘ 国 籍 ’，可 能 会 为‘ 新 国 籍 ’所 困 ，得 不 偿

失。”孙连才说。

李刚则表示，企业更改“国籍”的风险主要来

自更改“国籍”时的具体操作内容。如果仅仅是

公司的注册地发生变化，组织架构不变，只是把

本地母公司变成子公司，而将海外子公司升级为

控股母公司，那么基本没有什么风险。但如果是

关闭母公司、结束本地业务，直接把资产等转移

到海外子公司，可能就会面临诸多问题。如，主

要员工是否接受地域转移？转移之后能否顺利

融入当地文化？资产如何转移？是否会面临重

税等等。不仅所费不赀，企业还可能会面临一些

政策阻力。

而 且 ，彼 之 蜜 糖 ，可 能 是 吾 之 砒 霜 。 李 刚

认 为，相 对 而 言，主 动 变 更“ 国 籍”对 于 年 轻 的

小 公 司 来 说，可 能 更 加 有 利，但 对 于 已 经 成 立

多 年、有 着 自 己 独 特 企 业 文 化 的 大 公 司 来 说，

并 不 必 要。“ 雀 巢 之 于 瑞 士、大 众 之 于 德 国、微

软之于美国、丰田之于日本、联想之于中国，对

于 这 类 公 司 来 说，无 论 主 要 市 场 在 哪 里、CEO

是 哪 国 人、主 要 资 产 分 布 在 哪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都 不 会 被 认 为 是 其 他 国 家 的 公 司 。”李 刚 说 ，

“ 他 们 在 其 他 国 家 的 分 公 司 都 是 独 立 法 人，遵

守 所 在 国 法 律、受 所 在 国 政 府 管 制、向 所 在 国

政府交税，在应对所在国客户时通常享有很大

自 主 权 ，能 够 对 所 在 国 市 场 变 化 快 速 做 出 反

应，这些公司更改‘ 国籍’实无必要。”

评论

说起改国籍，或许不少人首先会联想到演艺明星。近年来，在

影视剧片头、片尾的演员表里，某些演员后面大喇喇地戳着英国、美

国等字眼，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

虽然，也有一些“清醒”的人士认为，内地明星移民海外，是人类

“趋利避害”的一种体现，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理解。

那么，如果你连明星移民都无法接受的话，当你熟悉的品牌改

变“国籍”时，你能接受吗？

事实上，出于对规避法律风险、享受优厚政策、应对贸易壁

垒 等 方 面 的 考 虑 ，企 业 变 更 归 属 地 的 现 象 正 在 越 来 越 多 地 出

现。据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孙连才博士介绍，在

中国，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已经变更了“国籍”，如

中华牙膏、大宝、苏泊尔、金龙鱼、南孚等。随着资本的流动，企

业的“国籍”也发生了变化。

然而，这种变化可能只是对年轻的中小企业有利。由于，大

众对它们的认知程度不高，对于这些企业的“国籍”转换，鲜少有

反对的声音。与此同时，“ 移民”也可以为这些企业带来更多的

融 资 和 更 好 的 发 展 机 会，客 观 上 会 使 企 业 的 运 作 更 加 国 际 化。

不过，这种变化一旦出现在一些老字号企业身上，结果也许就截

然不同了。

对于老字号“移民”，很多人都表示不能接受。从汇源到小肥

羊，从水井坊到徐福记，几乎每一次有外资并购“民族品牌”的消息

爆出，都能在第一时间成功吸引到各方关注。由于老品牌、老字号

大多陪伴几代人成长，承载着民众太过厚重的情感和难以磨灭的记

忆，因此，不论是主动改“国籍”，还是被动“移民”，它们的任何“变

化”都注定令人瞩目。

其实，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外，当老品牌易主的新闻被爆出，

受众的反应也是群情激昂。例如，当年瑞典企业沃尔沃先后被美国

福特公司和中国吉利公司收购时，无奈选择接受和表示愤慨的瑞典

人就不在少数。

由此可见，老字号改“ 国籍”对民众的接受度将是相当大的

考 验 。 多 年 来，从 技 术 移 民 到 投 资 移 民，从 明 星 移 民 到 富 豪 移

民 ，每 一 次 精 英“ 离 国 ”风 潮 袭 来 ，都 能 引 发 民 众 的 持 续 关 注 。

这其中，除了公众效应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明星、富豪的

动 作，会 引 发 辐 射 效 应 。 这 些 人 的 撤 离，会 让 民 众 遐 想 —— 国

外的月亮是不是更圆，他们的离开是否会使国内资产流失海外

等等。所以，在老字号改变“ 国籍”后，“ 老字号的品牌是不是会

被雪藏”、“ 市场是否会被外资操纵”等等，各种质疑的声音也不

绝于耳。

对于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老字号“移民”，业内人士指出，未来，企

业对更改“国籍”的执着终会随着各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成熟而越来

越被弱化，因此，为更多的国内、国际企业打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

境，尤为重要。

不过，孙连才强调，没有强大的民族企业做支撑，中国将很难实

现伟大复兴。打虎需要亲兄弟，上阵还得是父子兵。所以，国家还

应该从政策、技术、资金上对“国产”老字号给予帮助和扶持，留住这

些“潜力股”，让经济命脉能够控制在具有中国“国籍”的企业手中。

以此，中国企业才能看到未来，中国经济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

展道路。

老字号“移民”外国的月亮不一定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