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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并购、重组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市场现象，但是当并购者是国外企业，

当地的民众就会持较为审慎的态度。近年来，在中国，外资收购民族品牌的事件

不断增多，其中不少民族企业被收购后发展十分艰难，这直接导致了每每涉及外

资并购民族品牌的事件，国人总是特别敏感。从大宝、汇源，再到小肥羊将披上

“洋皮”，每一次外资并购，都会引起“保护民族品牌”的呼声高涨。“民族品牌”这

个词，也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词汇。

但是，在国人发出这种呼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对于外资收购

有着不同的看法。专家指出，过度的保护对民族品牌同样有害，应该适度放手多

让市场做抉择。只要还有国人去创业，就会有更多的民族品牌涌现，吸取前人的

经验，后来者成为国际品牌也不是全无可能。

那么到底外资收购中国企业，是福，还是祸？剖析各方理论观点，我们或许

能够得到答案。

外资并购：福兮？祸兮？

本版撰文 霍玉菡 杨 颖 魏小央

风声鹤唳 外资收购成“狼来了”

你买我卖 外资收购仅是企业行为

编后语：保护民族品牌？还是支持收购？我们应当用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看待并购。其实，

卖出企业和买入企业都是企业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从产品买卖到企业的买卖，不过是企

业竞争的更高阶段。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当善于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价格卖出自己企业的一

部分或全部，也要善于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价格买入别的企业，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价值。

对于外资企业来讲，收购本土企业，不仅需要用商业的角度去评估收购案，更要顾及舆论的感

受。收购的道路不易走，所以收购成功后更要努力运营好所收购的品牌。毕竟，这些品牌凝聚了大

众的关心与希望。如果做得好，不仅会给消费者留下正面的印象，也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而对于国内企业，要明白外资并购是一种企业行为，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涉的情况下，一方愿

打、一方愿挨，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民族品牌仍应该有意识地预防恶意并购的发生。做

到既不把跨国并购行为泛政治化或泛道德化，同时，学会并利用国家出台的反垄断政策阻挠恶意

并购行为的进行。

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下，中

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而且势头强劲。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上升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度提升的关

键。所以，对待收购与被收购，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要从更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目前，我们对于跨国并购还不熟悉，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进而成长为全球

公司的必修课。在这方面，还需要静下心来做很多功课，总结很多企业的经验和教训。

不参与并购，就不可能学会并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在这种环境下，积极勇敢地面

对挑战，中国的企业才能完备自身，从而实现自己“走出去”的步伐。

近日，美国百胜餐饮集团确认，正与小肥羊餐饮公司接洽，谋求整

体收购小肥羊公司。目前，虽然结果未出，但是有了 2008 年可口可乐

收购汇源的先例，业界猜测百胜的收购之路不会顺畅。中国民营经济

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表示，当年，可口可乐因为没有通过商务部反垄断

调查而导致并购案被否。汇源果汁创办人朱新礼此前所谓的“把企业

当猪养，养肥了卖出去”的理论，也曾在民间受到抵制。前者的影响犹

在，此次小肥羊的外资收购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有可能同样受到

商务部干预。

除了对于结果的猜测，百胜欲收购小肥羊的事件也引来了大众关

于民族品牌保护的讨论。不少网友担心，如果不对民族企业进行保

护，民族品牌将会逐渐消失。网友无为说，民族品牌是一个国家总体

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是品牌之

间的竞争。没有民族品牌的中国经济很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

席之地。网友角角认为，从“小护士”到近年的“大宝”，再到现在的小

肥羊，有点竞争力的民族品牌都被收购雪藏，最终绝迹于市场，这是市

场的悲哀，也是民族品牌的悲哀，所以，一定要保护可贵的民族品牌。

还有一些网友对中国企业“外嫁”的行为十分痛心。网友百合说，中国

的龙头企业并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中国人民，因为它们是在中国

的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网友不念表示，外资企业收购一浪高过一浪，

一个个中国名牌骨干企业、产业排头兵优势企业纷纷被外资收购或者

将要被收购，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外资收购垄断市场 危害国家安全

可以说，上述网友的说法代表了中国网民在感情因素上，对本土

民族品牌的期望。但是，对于更多的消费者来说，更为实际的价格问

题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位消费者对记者坦言，当越来越多的民

族企业被外资所购买，越来越多的行业“话语权”就会被外资所控制，

产品顶风涨价的例子也会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分析，外资大量收购，

对于消费者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外资品牌垄断了某一行业，那么

外资产品就会成为很多消费者的被动首选。当同行业内没有与之匹

敌的竞争力量，消费者的权益将很难得到保障。

同时，一些专家也表示，外资收购民族品牌后容易形成寡头或垄

断，尤其是产业资本形式的外资，其收购往往会更加强化外资的竞争

优势，国内企业和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将受到挤压。甚至当垄断达到

某种程度，外资的绝对优势也会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亲疏有别 外国企业对非本国品牌鲜有感情

除了上述对民族品牌的期望与担心，造成舆论反对外资收购的还

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外资收购之后对民族品牌的“雪藏”问

题。比如，国人熟知的美加净，该品牌原来占有国内市场近 20%的份

额。1990 年，上海家化与庄臣合资后，“美加净”商标被搁置；1994 年，

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物美价廉的中华牙膏在市场上所

占的份额越来越少。除此之外，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还有乐百氏、小

护士等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对外经贸大学袁力教授对记者表示，民族品牌是一个企业乃至一

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某一行业里的专业水

平，其本身饱含着民众的信任、支持和感情。

“ 培养一个民族品牌要经历千辛万苦，但很多民族品牌在被外

资收购后，就在地球上消失了，令人惋惜。”袁力说，“凭借外资雄厚

的资本和卓越的市场运作能力，想要把一个品牌推向市场，甚至推

向世界不是难事，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有这样的真诚。”袁力指出，之

所以会出现不少品牌被“雪藏”的事件，是因为一些外资收购中国企

业主要是为了减少中国市场原有的竞争对手，被收购的中国品牌

不过是其占领市场的一个“跳板”而已。因为，很多外资公司看重

的仅仅是民族品牌千辛万苦搭建起来的销售渠道和经销资源，而

不是民族品牌的品牌价值。这一点从欧莱雅收购美加净和小护

士，宝洁收购沙市日化“ 活力 28”后对所收购品牌的产品统一降

低处理可见一斑。

保护民族品牌迫在眉睫

有了先前的种种，民族品牌的保护更显得迫在眉睫。目前，

许多网友和消费者都喊起了保护民族企业的口号，呼吁政府要

发挥作用，保护并帮助民族品牌。

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面临民族品牌被收购的挑

战。面对收购，很多国家都选择了政府出面保护本土品牌的

做法。比如，美国的“301 条款”保证了美国可以对任何“损害

美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而法国政府也在

2005 年，美国百事公司打算收购法国达能之际，出面表态

抗议，最终使百事放弃了收购意向。

南 开 大 学 法 学 教 授 刘 萍 认 为，如 果 民 族 企 业 被 收

购 涉 及 到 民 计 民 生 的 问 题，那 么 政 府 应 该 出 面 干 涉，

因为一个国家民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如果被别国企业

把 控，所 冒 的 风 险 是 不 可 预 估 的 。 金 融 危 机 一 旦 袭

来，局面将不可控制，不但企业会面临破产的风险，

国家经济局势也会出现动荡。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一个知名

的品牌意味着效益的集中，意味着

效益的源泉，意味着增值率最高

的环节所在。任何一个知名品

牌，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造就

的，也是这个企业所在国家的

消费者共同造就的。品牌不

仅 仅 是 企 业 家 本 人 的 所 有

物，也是公共财富。从这一

点出发，面对外资并购，加

强对民族品牌的保护，是

完全正当的。

外资企业并

购 国 内 知 名 企

业，可谓一石激起

千 层 浪 。 一 方 面，

很多人在情感上难

以接受，另一方面，人

们也担心大量并购会

形 成 外 资 垄 断 。 但 在

国人表现出这种担忧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对于外资

收购有着不同看法。专家指出，过度的保

护对民族品牌同样有害，应该适度放手多让

市场做抉择。只要还有国人去创业，就会有

更多的民族品牌涌现，吸取前人的经验，后来

者成为国际品牌也不是全无可能。

垄断不可怕

危害国家安全更是无稽之谈

对外资收购会造成垄断并威胁国家安全的说

法，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并

不认同。他认为，严格来讲，垄断是指单个企业运用

其市场优势地位来限制竞争的一种行为。目前，中

国确实有少数行业存在某个外资企业市场份额集中

度高的情况，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垄断。所以，不能因为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困难就上升

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样做往往会使某些企业以国

家经济安全为名行企业保护之实。

而对于舆论所说的，外资收购过多的民族品牌会导致

国家安全受威胁。王志乐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外资并

购是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从现有并购案来看，即便由外资

控股，最终也是变成中国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群体的一分

子，它的运行受中国法律规范和中国政府管理。而国家统计局

历来也把外资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纳入国家经济统计，

外资企业也是在为国家经济做贡献。

其实，在中国人敏感的“民族品牌外流”事件中，被收购企业

不仅与军事、信息安全无关，而且大多集中于民用、日化及食品领

域，与国家安全实在无法扯上关系。虽然一些人认为，“把国内品牌

卖光，就会造成外资垄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经济学常识可以

告诉世人，只要不禁止国内创立新品牌，只要卖掉国内品牌有利可

图，那么国内品牌是永远卖不光的。

外资并购为国内企业带来“第二春”

以上专家的解释或能消除一些大众对外资并购的负面看法，

但如果并购后“雪藏”的问题处理不好，那么舆论的倾向或者很难

倒向外资一方。据南开大学法学教授刘萍介绍，目前在国内外资

收购民族品牌后，运营良好的案例并不多，但这也并不能完全否

认外资的作用。例如，法国 SEB 集团对苏泊尔的收购曾经也闹得

沸沸扬扬，几经周折，目前来看苏泊尔品牌不仅保持了原有价值，

而且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升级，SEB 集团的技术对苏泊尔不无裨益。

2007 年，国人熟悉的苏泊尔“身份”发生了改变。当年，世界

小家电头号品牌法国 SEB 以 3.27 亿欧元的价格并购苏泊尔，取得

了其 52.74%的控股权，苏泊尔成为外资企业。

成立 150 余年的法国 SEB 并没有做“民族品牌杀手”。但即便

如此，当 2006 年 8 月，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 SEB 公司达成《战

略投资框架协议》时，还是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爱仕达等国内其

他 6 家知名炊具企业，以涉嫌垄断和保护民族品牌为由联合上书中

国五金制品协会烹饪炊具分会，并呼吁有关部门叫停此次收购。

然而，“ 苏泊尔”品牌的缔造者苏增福父子则是“ 铁了心卖

锅”。董事长苏显泽用两句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句是，“法国

的劳工成本是中国的 20 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第一的小家电

企业 SEB 还能保证年收益 20%，这本身就证明了其过人之处”；另

一句是，“品牌是比股权更重要的东西”。

当然，炊具作为完全竞争的行业，苏泊尔并购案最终获批。

2008 年，苏显泽表示，“SEB 入主以后，苏泊尔的生产地点没变，生产

线没变，但凭着技术上的突破和管理上的创新，效益提高了 20%。”

可以说，国内企业有目标的“外嫁”和国外企业有责任的运

营，成就了苏泊尔的健康发展，而这也可以佐证——并购不只会

导致民族品牌消亡，它也可以使民族品牌走向辉煌。毕竟外资所

具备的先进理念以及管理经验都能使国内企业从中受益。而选

择好“婚嫁对象”，则是共赢的关键。

民族品牌不能过度保护

虽然，“保护民族品牌”天经地义，因为“中国的民族品牌已经

被蚕食得差不多了”。然而，据专家介绍，跟世界平均水平比起

来，中国的民族品牌被卖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是近 20 年

来，外资最乐于直接投资的市场。外资要进入其他国家投资时，

有 75％是采取并购方式，但在最多外资直接投资的中国，并购占

直接投资的比例却不到 20%。

专家指出，民族品牌透过资本市场融资，就有可能被国际资

本收购。如果既想在资本逻辑下做大做强，又想不被收购，只能

是不走市场融资之路。靠国家产业政策扶持，银行提供资金，固

然是不错的模式。然而，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发展，并非源于

国家保护了某些产业，而是来自放弃保护，开放竞争。民族品牌

走品牌并购之路，这不仅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此外，王志乐还表示，民族品牌是一个非经济学和非法律的

概念。品牌是企业竞争的资源，是企业在竞争中培育出来的，属

于具体的某个企业或某个企业群体。事实上只存在“中国企业的

品牌”，而不存在“民族品牌”或者“中国品牌”。因此，大众在看待

并购事件时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应把并购意识形态化。

保护民族

品牌

鼓励外资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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