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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并购是当下流行的企业发展壮大途径之一，大企业寻求并购是寻求的多渠道，全方位的发展，小企业寻求被

并购，寻求的是发展壮大，或者资金支持。并购最终实现资源整合，产生协同效应，最终实现企业价值1+1大于2的效果，这是

理想的状态，是成功案例。为此，本文结合并购的概念，阐述了企业并购存在弊端，如人力资源整合的浪费、企业经营战略，方

针改变、资产浪费，费用增加等等，然后又提出了几点切实可行的并购措施，主要包括横向并购策略、纵向并购策略、混合并购

策略、找准并购目标、发展核心能力、优化并购化的整合工作，进而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实现最终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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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不断地发展，也使得市场之间的竞

争越来越激烈，进而致使出现了并购，并表现出“强强联合，同

行并购”特征。其中在众多并购案例中，品牌整合的效果决定

于企业并购是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品牌给企业并购行为带来

经济学效应。基于此，需要根据企业并购的整个过程，加强对

品牌学经济学原理的应用，还应做好创新的应用，为此在对品

牌经济学应用背景下，经分析得出框架的并购案例特征，从而

为企业并购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1]

一、并购的概念

企业的并购指的是企业有偿取得其他企业的产权，进而

使得目标企业控制的经济行为更好地实现。在定义上进行分

析并购还可叫作兼并和收购。对于兼并进行分析，主要指的

是两家独立公司进行合并，当合并完之后中新设公司应承担

好原公司的权利。收购公司要想获取另一个公司的控制权应

加强对控制资产方式的应用，被收购公司的法人地位保留。

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兼并和收购不易划分，一般情况下，将

兼并和收购相结合简称为“并购”。根据并购对象的相关性，

通常可讲并购分为以下几种：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以及混合

并购。为此详细的分析这几种并购类型的概念：首先，横向并

购的概念。横向并购还可叫作水平并购，其中这主要指的是

让企业的规模进一步的扩大，稳定市场的占有率使其不断地

提高，在同行之间企业间并购行为；其次，纵向并购还可称之

为垂直并购，指的是生产过程和相关环节实现相配合、实现战

略协同，而且对于这种并购行为进行分析，主要指的是产业链

和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混合并购主要以多元化经营战略

为主，而且这种并购行为主要在不同行业开展。[2]

（一）横向并购策略

以滴滴出行和优化全球于达成战略协议为例。滴滴在中

国大陆运营中收购了优步中国的资产，尤其是中国的品牌和

业务等，对于双方的创始人而言将其进入到董事会，同时，滴

滴出行优步全球实现持股。

（二）纵向并购策略

以一家综合性大型能源企业为例，对于这家企业进行分

析主营业一系列的运输服务，其中主要的服务有电力、热力、

煤炭生产和销售等等。对于发电集团而言中主要从事以下服

务，为电源的开发和建设、经营以及管理等等。在一些发点业

务上对于这两个企业进行分析存在竞争的关系，但是经过合

并下一定程度上稳定市场的占有率。而且对于这种合并来说

是一种同行业之间的横向合并。

（三）混合并购策略

混合并购还可叫作复合并购，主要指的是加强对多元化

经营战略的应用、防止企业发生经营的风险，在不同行业之间

实施的并购行为。

二、企业并购案例之弊端

（一）人力资源整合的浪费

我经历的两家企业的并购，其中一家是五百强企业之间

的并购，属于横向并购；另一家是五百强企业并购小企业，属

于纵向并购。但无论是哪一家公司，都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并

购成功的第一件事就是整合人力资源，把各个重要岗位的，管

理岗的都换成自己的人，好像这样更放心。为什么要换掉重

要岗位上的员工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觉得原来的员工都保留原来的管理模式，不好管

理。企业并购后各位老板的管理风格肯定不一样，老板觉得

老员工会保留原来的管理思想，不能很快适应新的管理模式，

或者不服从新领导的管理。事实是如此吗，对于员工来说，有

奶便是娘，发工资的就是老板，换一家公司和换一个老板是一

样的，给谁干活不是干，其次，部门领导走了，下面员工人心

涣散。

（二）企业经营战略，方针改变

公司并购一般都是并购的两个不同类型的产品，不同的

产品他的经营模式，销售渠道，管理方式肯定也是有区别的，

并购方换掉重要管理人之后就会用以前的经营自己产品的方

式去经营，或者新招聘一个新的管理人，不管是新公司的管理

人还是从外部招聘的管理人都没有经验管理新的公司，原来

的经验，成功的地方就随之被遗弃掉。[3]

（三）财务管理

并购后第一个要换掉的人可能就是财务总监，因为财务

总监是公司的核心岗位，把我公司太多的重要数据，知道太多

的机密，不换掉他，如果万一他不忠心于新公司怎么办，所以

无论怎么样都要换掉公司的财务总监。

财务软件肯定也要新上跟并购企业一样的软件，方便以

后管理，就行百事可乐之前花几千万的SAP，被康师傅并购后

虽然还是用SAP，但是重新更换成另一个版本，重新组织培训

学习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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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浪费，费用增加

并购造成很多人员被裁掉，这些被裁掉的员工会产生很

大一部分赔偿金，新的老板总是看不惯原来老板的各种做法，

觉得原来的东西都要摒弃掉，就是要重新开始。甚至老的管

理人走之前都要低价处理掉很多产品，更新很多不该更新的

设备。

（五）并购后业绩下滑，最终造成公司倒闭

例如，一家海产品公司，并购公司看重被并购的海产品公

司的健康，绿色，未来可持续发展，并购前海产品公司主要发

展全国加盟模式，截止到 19年并购完全结束，资源整合完毕

的时候，自己专卖店5家，全国加盟店有近200家，并购后发展

到今天，自己的专卖店仅剩一家，全国加盟店所剩无几。海产

品公司的SKU从近百个下降到十几个。产品主要以国内加工

产品为主，并购之前以直接进口海捕产品为主，经营模式几乎

变更的找不到原来企业的痕迹。

（六）对于以上提出几点建议

（1）个人认为企业并购，最终产生协同效应，并不一定要

彻底改变被并购公司的所有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站

在一定的中立场去看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人事变更，股东们考

核的更多是员工的人品和绩效表现，而不是这个人之前的老

板是谁，对于员工而言，不论是当领导的还是当员工的，无论

老板是谁都是打工挣钱的，换一个老板跟换一家公司是一个

道理，难道换一家公司他要带着对原来公司的敬佩去新的公

司吗，他只会带着原来的经验去工作，所以没必要一个合并就

要换到一批优秀的人才去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安慰。[4]

（2）对于企业的经营方针，战略其实也一样，如果并购企

业在并购之前业绩一般，方针政策不明确，管理混乱，这样是

可以值得去改变。如果横向并购，并购的产品相差无几，可能

并购公司的战略方针也符合现在公司的，这样是可以顺势改

变的，这样就会产生协同效应，产生1+1大于2的效果，但是如

果纵向并购，两个公司不相同的产品，并购公司是做资产的，

原来就是有几栋大楼，没做过销售，被并购公司是做快消品

的，并购完了，快消行业要按资产管理的思路去经营，这就有

点强词夺理了，结果适得其反。[5]

（3）财务管理：财务部门是公司重要的部门，核心部门，为

什么并购一家公司财务总监就必须换新的，某五百强企业宁

愿把财务经理换成毫无财务经验的库管，也不沿用被并购企

业的原财务经理，他是核心部门，企业都并购完了，老板都换

了，难道财务经理还得历经千难去找原来的老板汇报吗。关

于软件的，我倒觉有些必要，毕竟以后要共同取数据，但是可

一根据情况设定，不一定全盘否定，资产浪费的现象其实在很

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不管是软件还是人员裁减，都是一样

的。[6]

（4）当然大部分的并购还是利大于弊的，至少前期的预期

目标肯定好的，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可能会有些差强人意，有些

时候就是把过于的夸大了利，一味地按照设想的目标去努力

而忽视了某些细节，以至于以后就成了弊，可能在并购期间我

们并不认为他是弊，当回过头去再看的时候开始觉得可以不

这么做。

三、企业并购的有效措施

（一）发展核心能力

在这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想占据一定的地位，必须

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企业的角度上来看应注重

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并加强内部环境的应用，进而实现对

外部环境匹配，集中企业的资源发展的市场机会。企业为了

实现并购，还应将自身的核心能力实施整合，在实际整合时还

应与并购企业共同实施，从而使其实现最大价值。对于并购

双方企业而言当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再加上其核心能力不

同，实现并购整合之后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让企业的竞争实力

不断加强。要想实现并购成功，其并购的行为必须要针对核

心业务和核心能力。其战略的方向在此行业范围内要进行控

制，而不是扩大在不相关领域中，这种做法类似其他企业的行

为模式。在实际并购的过程中，对于企业而言还应加强对竞

争力要素培养的重视，而不是只是单纯注重短期利益。在并

购时针对核心能力组织实施，其双方核心能力等方面并充分

地展现出有利的因素，进而使其实现企业并购，并带来一定的

经济效益。[7]

（二）优化并购化的整合工作

企业并购之后要想获得经济效益应意识到并购后协调整

合工作的重要性，并提高对并购后的协调整合工作的重视度

有效的实施这项工作并将其落实。当企业并购之后所涉及的

工作内容比较多，其中最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为内部化

管理战略，另一方面为外部化交易战略的系统性企业整合工

作。并购能够能否成功与并购后的有效性有直接的关系，为

了不断提高并购后的有效性，在并购完之后从并购方和被并

购方的角度上来看，随着并购下产品和技术以及企业文化很

容易发生转变。在新的格局背景下，其现有的组织机制和约

束机制以及保障机制基础之上还应结合实际情况并加以完

善，积极进行创新，进而使其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四、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企业而言要想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规模，实

现对资源的整合，进而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实现效益最大化，对

并购要有充分的认识，并清楚这点不同的并购方法给企业带

来不一样的影响。所以企业应运用有效的并购方式，并结合

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但是还应注重风险这一问题，并采

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防止存在风险，适当加强风险防控体系的

建立，进而时使其实现并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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