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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几年前，外资一窝蜂地“ 拿下”

种子企业。最近，雀巢收购徐福记、帝亚吉

欧收购水井坊、百胜收购小肥羊的消息相继

被曝出。从生产到加工再到制造，跨国公司

似乎一直对“ 满足”中国人的“ 胃口”情有独

钟。只听说过要想征服一个男人就必须先

要征服他的胃，不知道这个“定律”在行业中

是否同样有用。

近日，雀巢公司宣布，已经

和徐福记的创始家族签署合作协

议，以 17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福记

60%的股份。业内人士分析，该交易

还需经过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但

是，由于双方在中国糖果市场的占有率

均处于前五位的位置，所以，如果这项交

易成功，可能会影响中国糖果业格局。

据报道，近年来，包括法国利马格兰种

子公司、丰益国际、美国百胜餐饮、瑞士雀巢集

团等在内的多个外资企业纷纷加大了在华收购

和并购的步伐。从上游种子种植、面粉加工到中

游食品制造，多个国内知名食品企业已经落入外

资手中。而与此同时，不少在华外资企业也加快了

独资步伐，不断从原来的中方合资企业中回购股份。

外资全方位渗透食品行业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中国百姓不再吝惜对“食”的消

费，这让外国公司看到了商机，收购活动日渐频繁。

中国食品产业下游最先受到外资的青睐。2007 年 5 月，

世界排名第三的瑞士先正达种业公司收购河北省三北种业

49%的股份，此举不仅让其坐拥三北种业丰富的玉米种质资源

和一系列优良的玉米品种，还使其可以直接使用三北公司覆盖全

国 20 多个省市的营销网络；2007 年 9 月，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国利马

格兰种子公司通过旗下的 VHK 公司，与湖南隆平高科第一大股东

长沙新大新集团合作，间接实现对隆平高科的实质性控制。一

波又一波的收购潮过后，外资公司收获颇丰。业内人士分析，

虽然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外资控股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领域，

但是，外资正在以各种手段积极地参与中国市场的抢夺，跨

国种业巨头进入中国的速度正在明显加快。

尝到甜头后，国际粮商就开始向产业上游不断逼

近。2009 年，丰益国际在黑龙江建立了大米加工厂，

并与当地农户签订水稻种植合同，尝试订单农业，直

接将势力范围渗透到种植领域。ADM、嘉吉等外

资粮商也开始将触角伸向中国山东、河南等产粮

大省的“基层粮库”。

而在食品制造领域的终端，外资的并购步

伐更加迅速。以雀巢为例，仅仅是去年 2 月份

以来，就曾对 3 家国内食品知名企业——云

南大山饮用水公司、银鹭集团、徐福记，发起

过收购。而其他外资企业也不甘落后。

2011 年 5 月 14 日，美国洋快餐巨头百胜

餐饮集团向中国“第一火锅”小肥羊集

团发出了“入伙申请”。日前，全球最

大的烈酒集团帝亚吉欧并购全兴集

团 4%的股权，对全兴集团股权的

控股比例增至 53%。借此，全兴

集团成为中国首个外资控股的

白酒企业。

食品市场蕴藏巨大生产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以往的并

购，近年来，外资在国内发起的食品领

域内的并购、收购案，其频率正越来越密

集，其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大，资本运作

量不断加大。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袁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外资对中国食品企业情有独钟

是有深刻原因的。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经

济的发展，中国人民最基本的“食”的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从一开始解决温饱，到现在追求更加丰富

和健康的饮食，食品市场蕴藏巨大生产空间。为了

能够更快、更好地占领中国市场，收购那些成长较好

的本土食品企业，利用渠道优势更好地融入本土市场，

就成为外资企业的必然选择。

“随着本土食品企业的不断崛起，食品市场已经相对饱

和，在这种情况下，收购中国本土食品企业能够帮助外资企

业很好地融入本土市场。同时，可以在不引起民众巨大反感的

前提下，较快地占领在中国的‘领地’，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公司业

绩。”袁力说，“此外，现在，多数本土食品企业正处于快速成长的

时期，外资在这个时期入手，可以间接取得这些本土企业日趋成熟

的市场渠道，拓展原有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渠道，同时提升原有品

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占尽便宜’。”

收购将持续“高温”

专家认为，受中国食品企业快速成长的激励，未来，外

资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收购热情还将持续升温。

不过，专家认为，外资对中国食品企业的收购也开

始偏向于潜力较大的二线品牌、区域品牌等。据分析，

外资对这些收购对象的“偏好”，是因为二者互补性

强，容易一拍即合。

“这些收购的标的额相对较少、成本低，易于

交易。”袁力说，“而且，这类交易不易激起国人的

反对情绪，可以有效回避有关方面对中国知名

品牌收购的监管，避开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袁力指出，未来，外资还将更青睐那些发

展速度快速且相对成熟稳定的本土企业。

“外资企业可以利用自己先进的管

理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实力扩大本土企

业产品的销售和布局，继续提高市场

占有率。”袁力说，“而这些本土企业，

也可以用其成熟的销售渠道‘反哺

’外资，扩大外资原有品牌在中国

市场的占有率和知名度。”

外资“流连”中国餐桌
“胃口”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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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这是一条古训，也证明了“食”在中国百姓心中的分量。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一直是食品企业发展的蓝海，自然，这块香饽饽也“逃不过”

国外相关企业的眼睛。

近年来，食品领域发生多起并购案件，而且涉及范围有从产业链低端向上游

发展的趋势。有报道指出，从 2009 年到 2011 年第一季度，中国食品和饮料行业披

露具体金额的并购案例共有 6 起，并购总额近 42 亿元。部分人士担心，随着外资

延伸到中国食品领域的方方面面，其在国人“一日三餐”中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

若任由外资并购潮蔓延，最终，外资可能会垄断中国的食品市场。

对此，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袁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外资将本

土企业收入囊中，或许会控制中国人的“嘴”，但是其良好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

背景和全球市场品牌影响力，也会给本土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应该正确看

待这些收购行为。

跨国收购不仅限于中国“餐桌”

虽然国人对于外资收购较为敏感，但应该注意的是，外资并购“偏爱”食品行

业的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市场上。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朝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已同澳大利亚第三大

饮料商 P&N 饮料公司就收购其矿泉水和果汁饮料业务达成协议，收购金额约为

163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3 亿元)。同时，朝日还宣布，将对新西兰第五大饮料商查

理斯公司展开要约收购。据悉，查理斯方面对该收购计划表示同意。由于朝日此

前已完成对澳大利亚饮料商史威士澳大利亚公司的收购，加上此次将收归旗下的

两家公司，朝日实现扩大在大洋洲地区饮料业务的梦想指日可待。

而就在 6 月份，世界最大零售业巨头沃尔玛集团宣布，已完成对南非零售商

MASSMART 集团 51%的股权收购。

由此来看，跨国并购每天都在发生。专家分析，并购是一种自然的市场行为，

随着经济全球化，未来，各种跨国间的并购将更加频繁。但关键问题是，如何让这

些跨国并购发挥它本身的价值，不沦为“有心人”垄断行业的工具？

“并购的初衷就是优势互补，如果在合并整合之后，会给消费者带来更物美价

廉的食品，消费者自然也会欣然接受。”袁力表示，“但是，如果外资在食品行业进

行垄断，食品安全将更难掌控，而且，本土的中小企业将更难发展。由于无法与这

些‘巨无霸’匹敌，中小企业将难有出头之日，这将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外资收购难免会引起本土消费者的反感。这里面既有民族感情的问

题，也有对外资控股后可能会哄抬物价的担心。”袁力说。

政府需注意防止恶性并购

对于以上种种质疑，专家表示，政府应该发挥其作用，做好各种预防措施，防

止垄断的发生。其实，对于近日刚刚完成的朝日的收购，澳大利亚政府也是做了

积极干预的。其结果是，原计划收购整个 P&N 的朝日做出妥协，将先收购 P&N 全

部 股 份 ，然 后 将 碳 酸 饮 料 和 浓 缩 饮 料 业 务 出 售 。 而 在 沃 尔 玛 对 南 非 零 售 商

MASSMART 的收购中，负责反垄断的南非官员也额外增添了几项条款，要求沃尔

玛 3 年内保持现有劳动合同，2 年内不得裁员，并为南非建立一个 1 亿兰特 (约合

1500 万美元)的供应商发展基金。可见，政府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土的品

牌起到保护作用。

“政府应该在收购前认真审核，尤其是在外资企业提出并购时，政府应对攫取

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和排除同类产品的竞争表现多加防范，以避免垄断产生。”袁力

说，“而在收购后，政府也要对被购方的企业、品牌、员工团队、相关利益者进行保

护，使被收购企业在收购后进一步壮大，以防止恶意收购使被收购企业业务萎缩、

甚至消亡。”

本土企业应打“主动”牌

站在本土企业的角度，袁力指出，一定要慎重对待外资的收购行为。借助收

购获取利益虽然无可厚非，但这应该建立在更好地发展企业和扩大产品影响力的

基础上。成立一个企业、创立一个品牌要历经千辛万苦，企业家要承担起相应的

社会责任，审慎分析收购后对原有市场消费者的影响，了解自己的需求，学会借助

外资的优势发展企业。

2011 年 6 月，英国帝亚吉欧集团完成收购水井坊 53%的股份。近年来，在帝亚

吉欧的帮助下，水井坊公司利用帝亚吉欧在国际免税市场和有税市场的销售渠道

和品牌推广体系，已经批量走出国门。目前，水井坊公司的产品已在新加坡、澳大

利亚、泰国、南非、韩国、日本、美国和中国香港及澳门等地销售。收购完成后，在

水井坊 2010 年出口白酒 173 吨的基础上，帝亚吉欧希望帮助水井坊在未来 5 年至

10 年内达到出口量超过 1000 吨的目标。显然，如果可以与外资企业形成良好的互

补，企业不仅可以借此扩大生产销售规模，还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打入国际市场，

赢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当 然 ，本 土 食 品 企 业 也 不 必 一 直

“受制于人”，有实力的企业可以走出国

门。据报道，近日，中粮集团收购澳糖

Tully 公司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粮

集团不仅拥有了该公司 61.25%的股份，

并已成为控股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收购是一个庞大的系

统，对国外企业发起收购，中国企业也要

三思而后行。袁力表示，中国本土企业若

要“走出去”，就要在收购前把被收购企业

实际情况分析清楚。此外，发起要约之后

的谈判、议价以及日后对原有企业和品牌

的整合，对原有职工、相关利益者的安排

等等，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时间。

因此，本土企业应针对自身的实力进行并

购活动，否则，草率行事会给企业和品牌

带来无法预知的打击。

中国食品业中国食品业

会被外资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