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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历经两年艰苦谈判，万达终于入主全球

第二大院线美国 AMC 院线集团，成为世界

第一大院线公司。

5 月 21 日，大连万达集团宣布，以 26 亿

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影院连锁公司 AMC。

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海外收购，也是中

国文化产业的首次国际并购。

中影星美电影院线副总经理燕羽认为，

此举将有利于中国影片及其品牌输出，中国

电影人终于有了一条通向美国的路径。

5 月 27 日，北京云龙神韵国际演艺有限

公司总经理田学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此举的象征意义较大，让国人看到

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曙光。但指望万达

用 AMC 的渠道大张旗鼓地放映国产片，恐

怕并不现实。”

如今，双方的正式交割还有待中美政

府 审 批 。 这 桩 收 购 案 是 否 成 功 还 需 时 间

来验证。

万达欲夺发行进口影片牌照

中国影片走向世界已是大趋势，进入美

国市场也是必然。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电影

与资本结合，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均由院线

放映环节开始。

目前，中国采取“政府控制”模式引进国

外影片。国内市场上，进口影片的发行牌照

只有两张，分别由中影集团和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公司两家国有企业持有。

田学明认为，进口电影引进权和发行

权的逐步放开是大势所趋，中美最近达成

的协议中提及“将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

进口片的机会”。因此，中国政府一定将发

放 第 三 张 牌 照 ，而 且 还 可 能 发 给 民 营 企

业 。 但 因 进 口 电 影 发 行 牌 照 的 利 润 率 较

高，各家企业都跃跃欲试，多种力量正在为

此激烈博弈，所以，第三张牌照能否下发目

前还是未知数。

万达此次大手笔高调收购 AMC，是在释

放一个信号，即万达已经实现跨国经营，希望

拥有进口大片的发行资格。但万达此举能否

为其增加筹码，最终还有待于相关部门决定。

中国在美并购遭遇多重障碍

拥有好莱坞和世界第一大“语言”的美

国，从不担心自己的文化实力受到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万达收购 AMC 院线，

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能在美国放映，因为 1

年的档期有限，万达不会为放映中国影片而

让自己亏钱，美国电影放映将不受影响。正

因为万达此举在美国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对

美国企业不构成威胁，所以，万达才能迈出

投资美国的第一步。

事实上，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结果很难

预测。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美国对

华实际投资 676 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投

资不足 300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

来直接投资国，而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

第 25 位。在美国吸收外资总量中，中国对

美国的投资总量不到 1%，差距悬殊。

另外，许多中国企业被美国拒之门外。

2010 年 7 月，中国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

美国优金采矿公司达成收购协议，但被迫停

止交易。2011 年，鞍钢拟收购美国密西西

比州钢铁发展公司，因美国担心技术外泄，

并购夭折。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国企业跨境收

购失败率全球最高。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知

识产权律师谢明敦认为，美国对中国企业在

美并购设置了多重障碍，特别是在高科技领

域，在传统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已上升

到采取“国家安全审查”手段打压中国企业。

“蛇吞象”不可常态化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案例每年都

在递增。直接进入美国市场，能使中国公司

在短时间进入高端市场，并提升管理、研发

等方面的能力，从 2007 年起，中国企业海外

并购开始聚焦于美国市场。

但中国企业赴美收购完成后，却陷入尴

尬境地。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

表明，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有 67%的海外收

购案失败。

“蛇吞象”的高技巧运作并不是每个企

业都能掌控好的。联想收购 IBM PC、上汽

收购韩国双龙、吉利兼并沃尔沃、三一重工

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其实际运营情况只有

企业自己清楚。

AMC 负债累累，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能

否在中国商人手中实现扭亏为盈，有待观察。

在“杜甫很忙”和“包拯很黑”之后，远在

美国的孔夫子也躺着中了枪。5 月 17 日，美

国国务院关于“部分孔子学院中方教师持

J-1 教授签证却在中小学授课，违反了此类

签证的规定，限期于 6 月 30 日前离境，以及

孔子学院必须在美进行资质认证”的一纸公

文，引发了中美各界的强烈质疑和广泛担

忧，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一些美国孔子学院管理人员、相关教师

以及中国使 馆 教 育 处 官 员 在 感 到“ 震 惊”

与“ 迷惑”的同时，也都在替“ 孔子”鸣冤：

其一，孔子学院本身不计学分、不授学位，

为什么需要认证，而与孔子学院功能类似

的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都无须得

到认证；其二，向什么机构进行认证，认证

需要什么资质；其三，自 2004 年在美第一

家孔子学院落户马里兰大学以来，已经有

8 年时间，为什么到现在美方才提出“资质

认 证”和 中 小 学 进 行 孔 子 课 堂 教 学“ 不 符

合规定”。

中国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

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

要的汉语教学渠道。目前，孔子学院已在

106 个国家 350 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

孔子课堂有 500 多个。而自 2004 年以来，美

国 48 个州已设立 81 所孔子学院和 299 个孔

子课堂，是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最多的国家。

如今，作为带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杰

出代表，“孔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在

美国的地盘上招致质疑与发难呢？

5 月 24 日，中国某知名网站发起一项

“你如何看待美国突然向孔子学院发难一

事”的调查。截至 25 日下午 4 点，约有 2.1 万

多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95%以上的网

友认为，美国对孔子学院发难属于意识形态

范畴，只有不到 5%的网友认为这只是单纯

的法律问题。

但是，这样的媒体调查及结果，却被质

疑是“唯恐天下不乱”。因为 5 月 24 日，中美

双方均出面澄清了事件始末，颇有点“化干

戈为玉帛”的意思。

首先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做出澄

清，称这是一个（签证）规范过程中的“技术

和程序性”问题，没有任何针对在美孔子学

院或是中美人文交流的“政治目的”。而签

发第一份公告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帮办罗

宾·勒纳也在 5 月 25 日再次签署了新的政策

指令公告，称不再对正规大学内设置的孔子

学院作认证要求，不再硬性要求持有不当签

证类别的中方教师限期离开美国。

对于美国如此非典型性“技术乌龙”的

解释，不管你信不信，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

反正是信了。反倒是媒体和公众落了一身

“灰”，将一个“技术性小问题”炒成了“政治

性大问题”。难道我们和“孔子”一样，都被

美国“消遣”了？

“孔子”遭逐险些酿成中美外交风波，被

浪费掉的，却不只是中美两国民众的唾沫。

随着中美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方兴

未艾。而这一事件说明，中美之间无小事，

事先若欠缺沟通，容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产生歧义。为确保中美人文交流的顺利

进行，加强双方的交流和合作，在遇到问题

时多沟通、多协调至关重要，世界也肯定会

平静许多。

万达收购AMC 迈出国际化第一步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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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日前

宣布，已正式签署交割文件，以约 8.6 亿

元人民币全资收购建筑设计企业新加坡

CPG 集团全部股权。

据了解，此次收购，为中国勘察设计

行业海外首次收购。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院长修龙称，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和融资。

此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多以产

业并购为主，而此次并购发生于是高端

智力型行业，是中国文化型、智力型企业

走向国际的成功范例，是中国高端服务

业“走出去”的有益尝试。

修龙表示，对 CPG 的收购将使该院

不仅直接拥有成熟的海外业务拓展平

台，而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

平，延伸完善中国企业在世界建筑工程

市场的产业链条，推动中国建筑设计的

国际化进程。他表示，两家企业有着共

同的追求、相近的文化、相似的背景，将

进一步加强融合与协作，努力把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 （王敏 苏雪燕）

5 月 28 日，第一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京交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温家宝表示，京交会是截至

目前全球唯一的综合型服务贸易交易展会，“希望参会企业不虚此行，收获更多友情、商机。” 详细报道见第5版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