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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兼并论》

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最初的选题冲动，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关注
和对经济体制改革取向的思考。可是，要弄清中国的企业兼并
问题，就须把它置于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即企业兼并一般的
“普照之光”之下。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兼并是企业行为。所以，寻求兼并与
企业制度类型及其产权结构状况的理论联系，既是本书的基本
任务，亦属本书最具特色的部分，可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
济体制下，微观主体的行为又必然受到政府偏好的影响。为此，
探讨企业兼并与政府制度供给的一般原理，也是本书不可或缺
的内容。研究一般是为了服务于特殊，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
把一般与特殊结合起来。这样，描述中国企业兼并的现状，把
握中国企业兼并的未来就成了本书的最后归宿。以上，便是本
书叙述的自然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
除前言外，本书是通过七章内容结构来展开对企业兼并问
题的论述的。
作为开篇章，第一章从企业制度演化的角度对西方企业兼
并的历史进行了透视。而在审视兼并史之前，首先对兼并概念
作了限定，并给出了兼并与企业制度间的联系环节，即提出了
企业兼并度假说。
第二章是在明了兼并发生的企业制度基础之后，再来梳理
兼并的思想源流。在集中就是兼并的意义上，马克思对兼并进
行了独树一帜的研究。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经济
学家，大多只关注经济运行的表象层次。因而当企业兼并浪潮
迭涌而起的时候，他们对其所作的阐释就极其丰富与多样了。本
章在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企业兼并动机的诸多理论进行了系统
检视之后，还对中国学者在改革时期企业兼并方面的理论思考
作了系统的归纳与评析。
第三章试图通过深层开掘和表层分析的结合，以期对企业
兼并的动机有一个立体式、系统化的阐释。通过检视发现，以
往各种关于企业兼并动因的理论都有其独立的意义。但是，从
每一个个别理论来看，认识的不足就在于缺乏层次性，即要么
忽视了丰富多彩的兼并现实而使归因过于一般化，要么太拘泥
于某一兼并行为而使其理论失去了抽象力。因此，必须对企业
兼并动机进行多层次分析。
第四四章以“企业兼并与兼并替代的机制比较与分析”为题，
对美国企业扩张多采用兼并方式，而日本企业则以企业的内部
发展和企业间的联合、协作等对之加以替代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第五章论述企业兼并中的政府制度供给行为。首先以理论
的演进与纷争为切入点，对美国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主流派观点
和对立派观点及其政策含义作了概要述评，并分别考察了美、
日、韩三国政府的兼并政策内容及其实施状况。最后，经过比
较分析，抽象出了可资借鉴的规律性的东西。
第六章的任务是揭示和把握中国企业兼并的现实。与“行
政垄断”说和“经营者自主”说不同，本书提出用“地方政府
驱动”来概括在中国转轨经济时期企业兼并发生的本质，并从
主体、动机、方式等方面对这一兼并的行为特征进行了描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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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为特征所决定，地方政府驱动型兼并既有正面效应，亦有
其相应的负面效应。地方政府驱动型兼并只是特定阶段的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效应已越来越明显。所以，创造条
件使其适时转向由市场驱动就愈加显得迫切和重要。
第七章，也是最后一章。这一章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明了
市场经济一般对企业兼并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对兼并模式的
转换进行前瞻，即从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实际状况出发，阐明
企业制度变革、国有产权经营战略调整、市场体系完善和市场
组织培育的方向，以及旨在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兼并政策选
择。
伴随改革而发韧于80年代中期的中国企业兼并，虽一波数
折，但却在客观上有力地冲击了“左”的思想观念，推动了产
权界定，改善了企业经营，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大大促进了
改革深化和经济增长。可以预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
制的建立，中国的企业兼并也必将跨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市
场化、网络化、国际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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