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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企业兼并问题的思考

产品经济体制下的“关停并转” 与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兼并虽然都是对企业组织结构
和企业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行为， 但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的行为主体是政府， 政府有
关部门以超经济的行政强制 ， 对亏损企业进行 “关停并转” , “关停并转 ” 企业的经济损失
完全由政府承担，后者的行为主体是企业， 企业根据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自主选择兼并
和被兼并的对象， 根据等价交换、 有偿转让的方式进行产权转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企业
兼并的行政干预将逐渐减少， 企业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加强， 因此， 我们有必要从企业的角度
研究一下企业兼并的行为动因、条件和成功的关键。

一、企业兼并的动因分析

大规模生产和多角化经营的好处是促进企业兼并的强有力的动力。一个企业要获得大规
模生产和多角化经营的好处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是企业内部开发（创办新的企业或增设新的
流水线等等） ，

一 是企业兼并。 企业兼并牵涉到选择被兼并对象、 相当复杂的资产评估、财
务谈判、机构改组和人事调整。因此， 企业兼并只有带来企业内部开发所不可企及的特殊优
势时， 人们才会采用之。 企业兼并的特殊优势主要表现在s第一

， 企业通过兼并可以免除新
创企业征地、 基建、 招工等一系列耗费时日之事， 利用被兼并企业的生产要素迅速使生产经
背规模扩大。在竞争激烈的领域， 时间的赢得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 有些行业中企业长期占
有技术垄断、资源垄断以及买者对该企业产品有很强的偏好， 使它们相对新的潜在的对手有
战略优势， 这种优势会成为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的壁垒。 企业通过这些行业中的企业的兼并，
能打破行业壁垒 ， 实现多角化经营。 多角化经营能增加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日本企业
界认为， 当 一 个企业多角化的经营额低于营业额的30％时， 这个企业就处于衰退的边缘。 企
业通过对国外企业的兼并， 还可以打通出口渠道， 甚至可以绕开关税壁垒。例如 ， 香港 一家
做 “鍔鱼” 牌衬衣的公司 ， 为了打开美国市场， 就把一 家有许多分店的美国时装公司 一举买
了下来， 一方面 ， 通过这个销售网络， 使它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市场，另 一方面 ， 它
还获得了原公司拥有的纺织品进口配额， 带来了效益。 第三， 企业通过兼并可以利用被兼并
企业已有的市场份额， 提高市场占有率。 企业也可以因此而减少竞争对手， 提高企业在该产
业的相对地位。 第四， 企业通过对社会上知名度较大的企业的兼并， 还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知
名度和信誉度， 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 第五， 兼并一 个企业的投资一般要低于新创一个企
业的投资， 这是因为， 新创企业的初期投资很大， 而且无产出使运转初期的亏损难以避免。

企业兼并在客观上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 例如增加供给、抑制通货膨胀，盘活国有资
产存量，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等。但在主观上 ， 企业家作出
兼并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上述宏观上的考虑， 而是由于企业要获得内部经济效果和多角化经
营的好处， 通过对企业内部开发和企业兼并这两种方式的费用和时间对比而作出的。 国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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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企业兼）t的社会效栗， 不应靠超经济的行政强制， 面是要强化企业兼）t 的动机。 而要强

化企业兼并的动机， 关键在千明确企业产权。

二、企业兼并的条件

企业兼并需要许多外部条件， 例如构造产权转让的约束机制， 建立国有资产忤现公司，

发挥政府在企业兼并中的引导、协洞、监督和服务的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建立和

完善企业兼并市场， 为企业兼并提供一 个平等竞争的环境；逐步扩大股份制， 使兼并方式更

加灵活、 便利等等。但是， 企业兼并不仅衙要这些外部条件， 还要有一定的内部条件。 这内

部条件主要有＄

第一， 企业有强烈的兼并动机。企业在发展的同时， 企业积累的经验能够创造出新的知

识并产生多余的资源。 这就是所谓企业增长的效益。企业只有获得增长效益， 才会产生将企

业的余力兼并其他企业． 斤展多角化经营的动机。 另外， 如果企业经营环境不稳定， 容易陷

入 “结构性不景气 ” ， 企业也会产生兼并其他企业， 以获得稳定发展和满意利润的动机。 企

业产品供不应求， 急需扩大牛产规膜， 这时对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进行兼并能迅速扩大生产

规模， 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如果不顾企业是否有兼并的需求和动机， 采取 “拉郎配 ” 式的行

政捏合， 这样的企业兼并一 开始就被打上失败的烙印。

笫飞企业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资金实力是资金筹措能力、资本构成、资金利用效率、

流动资金数岱、固定资产数量等的综合反映。企业兼并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但无论是

采取那种形式， 都应以被兼并企业取消法人资格为代价， 以兼并企业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

为前提进行的。 兼并企业需要偿还被兼并企业的侦务， 兼并后对生产诸要素进行重组又需要

大册资金的投入， 因此， 企业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是难以想象的。 有些企业对自己的财务状

况缺乏许慎的审视， 贸然作了超越资金实力的兼并， 结果不但取不到兼并的桢期效益， 还使

本企业发生严质的财务危机， 此足以为戒。

第三， 企业有一定的人才优势。企业决策层要有较高的决策能力、成本和收益比较分析

能力和谈判能力。 这是因为， 企业产权转让不是单项生产要素的流动， 因而资产交易价格

形成机制要比单项牛产要素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复杂， 不仅要考虑设备、 人力、资金等有

形资产， 还要考虑商标名称、企业信浒、管理经验、协作关系、原料配方、人员技术素质等

尤形资产；不仅要考虑侦权， 还要考虑侦务，不仅要考虑现期盈利能力， 而且还要考虑未来

盈利能力。如果企业决策层没有一 定的素质， 很难对兼并的成本和收益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

断。由于兼并企业与被兼并企业对企业兼并所应付的价款会存在分歧， 会留下讨价还价的宽

阔边际， 因此， 需要企业决策层有一 定的谈判能力。企业管理层要有将生产诸要素在兼并企

业与被兼并企业合两为 一 这更大范围内重新优化组合的能力， 能将管理优势和技术优势移植

到被兼并企业中去。

第四， 企业有良好的形象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企业兼并会受到各方而的阻力， 这此阻

力可能来自被兼并企业的主管部门、被兼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但如果兼并企业有

良好的企业形象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这些阻力就会小得多。

第五， 企业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准和较强的新产品开拓能力。被兼并企业一般缺乏有吸

引力的产品， 因此， 兼并企业需要运用自己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准和新产品开拓能力， 调整产

品结构， 使被兼并企业的牛产要素迅速转向牛产新产品， 从而使个业获得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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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兼井成功的关健

企业兼并是一项复杂的投资行为，要保证企业兼并取得预期的效果，需要做大最的工作。
第一， 做好兼并前的准备工作： 1. 要选择好被兼并对象。 要考虑被兼并对象的生产要

素的数最和质盘、 劳动力成本、距市场的距离、 是否享受优惠税收政策、距本厂的距离、距
供应者的远近等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该对象企业发展前途、经营风险、 获利能力，同时， 研
究该对象的生产诸要素与本企业的生产诸要素的优化组合的可能性， 以及该对象未来的生产
经营方向是否符合本企业的战略意图。 2. 对被兼并对象的企业资产进行认真、 科学的评
估， 对该对象的债权、债务认真清查、 核实，同时， 在兼并协议上要明确债权范围、 债务偿
还时间及方式并且要经公证部门认定， 取得法律保护。 不然， 兼并后可能会发现大量隐亏和
隐债或发生债务纠纷， 使企业蒙受损失。 3. 要制定兼并后企业的发展规划。发展规划的内
容应包括兼并后被兼并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 组织机构和人事调整计划、 债务偿还计划等。

第二， 要调动被兼并企业中的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 企业兼并的实质在千产权转移， 产
权转移又涉及生产诸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 其优化
组合是必要的。但对被兼并企业的干部不能搞简单的 “一锅端 ＇＇ ，应当根据各人的特长适才而
任，并尽量把工作做细；对被兼并企业的职工也要妥善安置，不能随意辞退职工或停发工资。
因为，在企业兼并中，被兼并企业的职工作为兼并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资产实行同步转
移， 决不是将职工作为买卖的标的。 要努力提高被兼并企业的职工工资，但不是简单地与兼
并企业的职工工资拉平， 而是要把企业的一整套好机制移植到被兼并企业， 使被兼并企业靠
自身的努力创造效益来增加工资和福利。 当然， 如果被兼并企业已不保留法人地位， 而且同
兼并企业已统负盈亏了， 被兼并企业的职工工资应按与兼并企业职工同工同酬的原则确定。

第三， 要从整体上提高被兼并企业的整体素质。 实行兼并后， 兼并企业有必要把长期形
成的优秀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 传统作风等企业文化传播给被兼并企业， 这对于经营权兼
并型的企业兼并尤为重要（企业兼并可划分为所有权兼并型和经营权兼并型。 经营权兼并型
的企业兼并是指兼井企业为取得较大规模的经济效益， 利用其拥有资金、设备、 技术或劳动
力等实力， 通过承包或租赁方式， 享有被承包或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使被承包或租赁的
企业纳入自己的经营活动范围， 由对该企业的控制， 过渡到合为一体。 随着被兼并企业法人
资格的消灭， 兼并企业成为唯一法人）。 例如， 上海压缩机二厂1992年7月对上海压缩机一
厂实行了经营权兼并型的兼并后， 加强对该厂的企业内部管理： 狠抓了党员、中层干部和各
类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 狠抓了物资资金管理， 狠抓了现场管理和劳动纪律管理。 同时， 对
该厂进行了机制转换： 进行了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精简了机构、 压缩了科室编制， 充实了
一线力量， 进行了分配制度改革尝试， 实行了岗技工资， 使第一压缩机厂改变以往人浮于
事、管理混乱的状况， 经济收益迅速提高， 当年就扭亏为盈， 总产值1992年完成951万元，比
1991年增长了57.4%， 销售收入完成1004万元， 比1991年增长了64.3%， 其他各类经济指标
也有很大的改善。

第四， 企业之所以被兼并， 较普遍的原因是缺乏创新， 从而使企业处千停滞期， 因此，
兼并企业要运用自己雄厚的技术实力和新产品开拓能力给被兼并企业带来新产品的生产、新
工艺的采用、新技术的开发， 从而带来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被兼并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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