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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
成，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密切。
中国经济也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紧密的融为一体。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程度。
　　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渗透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阻挡和回避的。
中国企业要加快发展，必须融入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市场。
因此，无论是变革中的国有企业，还是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如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在全球配置
资源的能力，是一个亟待实践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索和研究的理论课题。
对于正在朝着国际化发展的中央企业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中央企业是历史形成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通过实施政企分开、推进公司
制股份制改革、减轻企业历史负担等重大改革举措，中央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初步形成，市场竞争能
力明显提高。
但在总体布局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行业中分布过宽，部分企业主业不突出、竞争力不强、规模小、效益差，企业组
织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合理，功能不完善。
为此，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央企业的调整和重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重点是推动中央企业之间的重组，着力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之间的非主业资产重组和中央企业内部资源整合，以及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境外企业等其他各类企业的并购重组也日趋活跃。
　　那么，中央企业并购重组是否取得预期效果？
如何运用并购重组手段，提升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本书结合案例分析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在明确企业竞争力与企业国际竞争力边界的基础上，进而指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通过市场
手段掌控该行业全球资源的能力，其竞争对手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
　　在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构成要素、形成过程的研究，结合已有企
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理论研究基础，提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机制及逻辑模型。
进一步从并购重组战略目标、并购重组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并购重组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机理。
　　基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并购重组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机理，本书提出了中央企
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对中央企业国内及海外并购重组历程进行了分析，并将中央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并购重组进
行了比较分析。
分别采用典型案例和中央企业数据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央企业并购重组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检
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中国尤其如此。
很多人已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但如何更快、更有效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这是我们面临的更加艰巨的任务。
可以说，中央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才刚刚起步，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特别是与先进的跨国公司相比，
其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强。
因此，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多年以来，我一直从事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实务工作，参与了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兼并破产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起草制定，以及重大企业并购重组项目的组织实施。
长期的实践促使我不断思考，更培养了我对国有企业改革这项事业的热爱。
正是这种热爱，激励我不断探索，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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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得以出版，就我个人来讲，也正是出于对国有企业改革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该书的出版，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可以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在成书之际，谨对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深表谢意！
　　感谢我的夫人、儿子及家人的无私付出，使我得以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坚持完成了书稿的写作。
特别是家父念念不忘，时常嘱咐我再忙也不要忘记读书学习，使我不敢懈怠。
　　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张秋生老师。
张教授作为国内专门研究企业并购重组的权威学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感谢中国社科院康荣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邓荣霖教授，为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提出了宝贵意见。
　　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的张金鑫、崔永梅、谢纪刚等老师，
帮我完成了许多繁杂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感谢国资委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的指点启迪了我的思维，开阔了我的视野，尤其要感谢尊敬的
邵宁副主任亲自作序，不仅给本书增添了光彩，更多的是给了我鞭策和鼓励。
　　中国五矿、中国石油、中粮集团提供了并购重组的经典案例，中国经济出版社乔卫兵博士为本书
的出版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在此也一并致谢。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书中肯定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也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我将加以改进。
　　刘文炳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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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中央企业加大了并购重组和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但是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央企业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国际竞争，通过有效实施并购重组，尽快
缩小差距，增强国际竞争力，以应对跨国公司的挑战。
　　本书记录了中央企业并购重组的历程和典型案例，从论述并购重组与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出发，揭示了并购重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机理，构建了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将
中央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典型并购重组案例进行比较，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本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可以作为学术界的重要参考，也对指导相关实务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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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企业、产业、国家竞争力及其关系　　竞争力文献通常将竞争力分为企业、产业与国家
竞争力等三个层次（Francis，Tharakan，1989（i）；Mcletridge，1995~）。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竞争力是在微观层次上的具体概念，产业竞争力则是中观层次的探讨，而从
宏观层次上讨论的国家竞争力，已经超出经济活动空间的范围，从不同的分析目的出发，它可以被赋
予更多的内容。
　　一、企业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是从微观基础层次上研究竞争力，竞争主体是企业。
Philipselznik（1957）提出，企业竞争力是能使一个企业比其他企业做得更好的特殊物质（能力），其
后Ingor Ansoff~和Kennerth AndreWS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研究中对企业竞争力概念进行了推广。
　　（一）国际机构的定义　　世界经济论坛（以下简称“WEF”）在《关于竞争力的报告（1985年
）》中指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它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有
价格和质量优势来进行设计、生产并销售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
随后在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以下简称“IMD”）合作推出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
》中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的财富“，认为
企业竞争力既产生于企业内部效率，又取决于国内产业和部门的环境，具体而言，企业竞争力取决于
变革因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和工业序位结构这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
　　1983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任命了一个由30名成员组成的”产业竞争能力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
在1985年1月提出的一个题为”全球竞争新的现实“的报告中，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在自由良好的市
场条件下，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同时又能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
。
　　（二）国外学者的定义　　国外学者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著述颇多，例如前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主
席George M.C.Fish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具有比竞争对手更强的获取、创造、应用知识的能力。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企业与政府研究中心A.M.SpeHee（1988）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一国企
业在国际市场上可贸易的能力。
　　Michael E.Porter则将企业竞争力归结或等同于企业竞争优势，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归根结底来源
于企业为客户愿意创造的超过其成本的价值。
价值是客户愿意支付的价钱，而超额价值产生于以低于对手的价格提供同等的效益，或者所提供的独
特的效益补偿高价而有余。
企业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成本领先和标新立异“①。
　　Carmichael（1978）、Cohen和zyman（1989）②、Cohen和Carmichael等基本都认为，企业竞争力
是指该企业能够在建立和保持市场地位的同时获得利润的能力，强调是竞争结果。
　　Prahalad和Hamel（1990）③更看重产业和企业组织能力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企业
内部存在的一组独特的、难以仿制的、有价值的核心技术和技能。
　　Hideo Yamashita（1998）①强调竞争力是一种比较能力，认为竞争力是企业在公平、自由的市场
上保持长期的、稳定的优势的能力。
　　（三）国内学者的定义　　国内学者对企业竞争力定义进行界定大量出现在21世纪初期，例如，
罗国勋（1999）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企业和企业家在适应、协调和驾驭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成功地从
事经营活动的能力②。
张志强、吴健中（1999）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独立经营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其竞争对手
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③。
韩中和（2000）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企业面向市场和顾客，合理地利用企业内外部的经营资源，提供
市场和顾客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与竞争对手的角逐中建立竞争优势的能力，④。
　　胡大立（2001）认为企业竞争力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通过自身要素
的优化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在有限的市场资源配置中占有相对优势，进而处于良性循环的可持
续发展状态的能力⑤。
　　李显君（2002）将企业竞争力分成三种类型：强势竞争力、均势竞争力和弱势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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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强势竞争力是指企业比其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均势竞争力是指企业与其竞争对手的
竞争能力相等或相近；弱势竞争力是指企业比其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弱。
　　金碚（2003）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
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
。
　　卢进勇（2003）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一个企业通过对自身及外部资源的整合，在特定环境中比
其竞争者更成功地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的能力，即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需求从而
促使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和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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