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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淼 杨颖 霍玉菡

2013年 中国企业注定不平凡

2013 年被不少人戏称为“高管落马”年，因为在这一年里，多

家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或被调查，或遭双规，或悄然“失踪”。虽然

这些被牵涉在内的公司性质不同，但这些“摊上大事儿”的高管们

的出事原因大多与“钱”有关。

事件回放：

10 月 9 日，锡业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已获悉董事长雷毅因

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批捕。事实上，早在 7 月 6 日，锡业股份

就曾公告称，因董事长雷毅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故暂由

公司副董事长高文翔履行董事长职务。

11 月 7 日，中国远洋公告表示，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接到

控股股东中远集团通知，公司执行董事徐敏杰正接受相关部门调

查。据媒体称，徐敏杰贪污受贿案涉及 38 套房产，900 万美元现

金。早在 2011 年，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宋军被控

涉嫌贪污、受贿和妨害作证，涉及 37 套房产及 700 多万美元的非

法所得。

点评：

从前期的高新发展、神剑股份、中国石油到近期的中国远洋、

中国铝业以及柳钢股份，一向被人认为风光无限的上市公司高管

们的日子再不如从前般“滋润”。随着各方面打击违法违规以及

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正经受全方位的“体

检”，有问题的高管们纷纷落马。

目前来看，尽管各高管涉案事件的起因、经过各异，问题事件

也大多是由公司主动爆料，但其间股价波动，广大中小股民都是

最底层无力还击的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先后有 20 多家上市公司的逾 30

名高管“出事”。他们中，既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有公司董事

长或总经理，还涉及公司的董事、董秘甚至财务总监。这些人手

握重权，却辜负了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期望。如何有效地防范公

司高管掏空上市公司，夯实市场的根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

益，已成为目前资本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

纵观 2013 年中国企业的营销之道，电视、电影等节目中广告植入已

不是新鲜事了，体验式营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营销我们也屡见不鲜。

多种创新营销理念和方法层出不穷，从而推动了中国企业现代化营销的

进程。对于品牌营销手段，我们可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事件回放：

11 月 9 日，恒大亚冠夺取冠军的新闻沸腾了整个中国。在庆典现场，

“恒大冰泉”的标识元素首次出现，几乎触目皆是，但恒大官方并未对此

进行解释。11 月 10 日，恒大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一款高端矿

泉水产品——“恒大冰泉”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随着此次恒大冰泉新品

发布会的召开，有关“恒大冰泉”的诸多疑问也都得到了解答，恒大冰泉

则一夜成名。

2012 年，加多宝在与广药的商标争夺战中输掉了官司。2013 年 2

月 4 日，加多宝在微博上推出了一组兼具视觉冲击力与传播力的“对不

起”系列图片，这组图片选取了四个哭泣的宝宝，并配以一句话文案诉

说自己的弱势，图片表面悲情，实则却如利剑一般，剑剑刺在竞争对手

的痛处。

点评：

经济体制改变 20 多年后，“市场营销”虽为公众耳熟能详，但其内涵

已今非昔比。

如今，不断的变化使得客户要求的可预见性越来越低，当广告投入、

渠道建立、事件影响都不再是唯一的度量衡，企业营销只有改变固有的

思维模式，从专注过程的波动转变到专注识别、事件执行以及相互驱动

的营销策略和战略。

于是，再次回归了需求洞识和产品创新本源的企业营销突破了“硬

件”的桎梏，其手段也随着现代化“工具”的丰富而愈加高明。无论是恒

大冰泉借力球队夺冠推出的悬念式营销策略，还是加多宝反其道而行之

的悲情营销，都凸显出中国企业在营销上费足了心思。

经过了几年的热捧和喧嚣，中国企业的营销方式回归本源，虽然其

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道路依然不平坦，但我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学习中的

中国企业在未来能够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营销案例。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传统商品、服务都很容易被复制，如何在

同行中脱颖而出，提挡升级，成了众多企业的突破口和发展趋

势。为此，不同企业间合作的范例并不少见，但跨界合作却是中

国企业最近“热衷”的新动作。

事件回放：

6 月 13 日，阿里巴巴推出可将支付宝中的闲置资金用于购买

某款货币基金的“余额宝”金融产品，受到用户广泛欢迎——上线

仅一个月，“余额宝”汇集的资金规模即已突破百亿元。在“余额

宝”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金融＋互联网”的模式被“小伙伴们”快

速复制——6 月 26 日，天天基金网推出一款名为“活期宝”的产品；

7 月 18 日，新浪推出“微银行”服务。

9 月 3 日，爱奇艺和 TCL 联合发布 48 英寸智能电视 TCL 爱奇

艺电视“TV+”，一举开创了家电业与互联网业跨界合作的全新模

式和产品形态。 据介绍，这款电视由 TCL 进行生产，爱奇艺提供

技术和内容。

点评：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产业之间的整合趋势将日益凸显，为

跨界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从投资上讲，多元化经营的企

业有广泛的市场空间，尝试“多条腿”走路的企业一旦投资成功往

往收效颇丰；从市场效果来看，跨界合作能让原本毫不相干的元

素相互融合渗透，从而给品牌一种立体感和纵深感；从经营战略

的角度上讲，跨行业整合不仅能够分散商家的经营风险，将单一

行业、单一市场存在的潜在风险降低，同时还能够丰富企业利润

增长点。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求新图变、灵活新锐的互

联网企业真正迈开了步子，其他行业企业不是担心无法和跨界对

象融合而犹豫不前，就是合作对象属于同类领域，感觉跨界动作

幅度不够。不过，时代在变革，需求变化不等人。如何能在同质

化严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玩儿点儿“极限动作”，也许还真没

人捧场。

2012 年 11 月，自浙江世宝登陆中小板之后，

A 股上市窗口关闭开始，至今已经持续一年之久，

但其间，国内资本市场却并没有平息，借壳上市

悄然成为 2013 年 A 股市场一道“特殊”的风景。

事件回放：

8 月 2 日，停牌近 3 个月的*ST 太光发布重组

公告称，公司拟向包括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在

内的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神州信

息）的全部股东发行股份，以吸收合并神州信

息。于是，在 8 月，*ST 太光连续 15 个涨停，后经

短暂修整，股价上冲 30 元，然而此前*ST 太光 4 月

26 日才发布退市风险警示公告，并于 5 月 2 日正

式被“戴星”。不言而喻，*ST 太光大涨的原因在

于，知名软件企业神州信息拟借其壳上市。据悉

神州信息本来准备走 IPO 通道，但因为这条通道

暂时被阻，才帮助造就了*ST 太光的“疯狂之旅”。

11 月 4 日，威华股份发布了赣州稀土借壳的

公告，此前一直被传闻将被赣州稀土借壳的昌

九生化股价遭当头一棒，当天开盘即遭跌停，此

后又连续经历了 6 个跌停，跌幅高达 52.14%。连

续 7 个跌停之后，昌九生化紧急停牌核查，而昌

九生化的股民，早已哀鸿遍野，爆仓、破产、自杀

等消息不时传出。

点评：

买壳卖壳、借壳重组、借壳上市是 A 股市场

经久不衰的“话题”。在 IPO 停摆的情况下，壳资

源变得异常珍贵，这其中有“乌鸡变凤凰”的故

事，也有“鸡飞蛋打”的惨例。

有统计显示，今年年初至今共有 20 家企业

宣布完成借壳交易，累计涉及交易规模达 161.43

亿美元。但目前，借壳上市问题很多，它不仅破

坏了市场最起码的游戏规则，同时，由于买壳卖

壳导致的巨大利益冲突，内幕交易时有发生，也

让这个进行暗箱操作的领域产生无尽的法律纠

纷，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不过，未来，“乌鸡变凤凰”的故事将很难在

A 股市场演绎下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

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证监会不久前也针对

市场反映比较强烈的壳资源炒作等问题，强化

了对借壳上市的监管，在审核中对借壳上市条

件的把握由与 IPO 标准“趋同”向“等同”逐渐过

渡，并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32 号）的相关规定提高了借壳

上市的条件。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跨境并购已经成为企

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获得优势及互补资源，迅速提高

和改善自身经营能力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的不断提升，国内企业出境并购、收购交易也日趋受

到关注。

事件回放：

2 月 26 日，中海油宣布，完成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

司的交易，这是中国企业成功达成的最大一笔海外并

购。从 2012 年 7 月 23 日中海油宣布收购加拿大尼克

森公司所有流通中的普通股和优先股，到 2013 年 2 月

26 日宣布完成收购，整个收购过程历时 7 个月。而早

在 2005 年，中海油曾以 185 亿美元的价格竞购美国优

尼科石油公司，最终因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提价、游

说美国国会反对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挠等原因

而放弃。

5 月 29 日，双汇国际宣布将以 71 亿美元（包括史

密斯菲尔德债务）收购史密斯菲尔德，这是迄今中国

企业完成的规模最大的赴美投资案。为此，美国国会

7 月 10 日专门举行了听证会，以评估该项收购是否符

合美国利益。美国当地时间 9 月 26 日，由中国银行牵

头的 40 亿美元银团贷款按时交割，标志着双汇并购案

最重要的融资环节顺利完成，随后双汇国际与史密斯

菲尔德正式签署并购交易生效协议，历时 4 个月的并

购交易正式完成。

点评：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浪潮风起云涌。迅速

成长的中国企业，试图摆脱以往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希

望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品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跨

越”，进而解决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带来的问题。就

像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说的那样，借助并购重组获得

外延式扩张，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必

经之路。

即便跨国并购案的成功率低至 20%至 30%，但都

不能“浇灭”中国企业出击海外的热情和激情。 从满

目疮痍的伊拉克到战火纷飞的阿富汗，从广袤无垠的

非洲大陆到商业发达的欧美市场，都能发现“财大气

粗”的“中国买家”。

只不过，做生意显然不会稳赚不赔，尤其是在矿产

等中国企业偏爱的传统行业，一定不乏“失意者”。

好在，在中国企业今年的跨国并购中，报喜的声音

更为响亮。因为，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为中国企业海外

并购带来了新机会。同时，蛰伏已久的中国企业也已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海外并购中表现得越发成熟。相

信，国际社会已经听到了中国经济阔步全球的铿锵。

借壳上市：有人欢喜有人愁 跨国并购：走出国门步伐铿锵

跨界合作：别样火花还须激情碰撞多样营销：一山更比一山高高管落马：上市公司“非常态”人事变动

编者按：2013年，中国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一年，美国经济逐渐复苏，欧洲国家经济在危机中止步，新兴市场开始承受更大的压力，全球

经济形势更为复杂；这一年，许多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也有不少企业继续在本国本土市场

争抢所剩无几的“蛋糕”。《中国贸易报》推出年终特稿，对2013年中国企业各类表现进行盘点，以飨读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