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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李梅副教授希望我为她基于博士学位论文基础撰写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实证研
究）一书写序，作为她的导师，能够看到学生的专著出版，十分高兴，欣然接受。　　李梅是我招收
的第四届博士生。报考之时，李梅已是我们工商管理系的一位教师。她在湖北大学获得数学理学学士
学位后，又在武汉理工大学获得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前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从事管
理方面的教学工作，2000年四校合并后来到武汉大学商学院。　　在我的印象中，李梅属于不爱讲话
，每次系里开会时总是静静地坐在不太显眼的位置的一位女老师。在读博士之前和攻读博士学位之中
，她一直从事着统计学、运筹学课程的讲授，也就是在延续着她那数学的基础，展示着数学的功底。
在她考上博士后，我记得经常提醒她的是，不要丢了数学，要凭借自己的数学功底，在工商管理系教
师群体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特色。虽然李梅很少正面回应老师的要求，但目前发展的良好状况和颇
具数学功底的研究证明她记住了老师的话。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成为了一位母亲。也就是在重新
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之后，在与许多困难的搏击中完成了她的学业，于2007年6月获取了管理学博士学位
。　　李梅的博士论文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为题研究了正在迅速发展的跨国并购
问题。该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她自己在书的导论中所说到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
积极地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明显加快了融人世界经
济一体化的步伐。一方面，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并购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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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研究》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上篇通过分析与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研
究的相关理论思想，提出了《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研究》适用的理论框架——战略管理中
的竞争优势理论。在基于市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明
确现状和问题，为下篇的对策研究提供实际依据。下篇重点分析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的主要内
容、策略与方法，包括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尤其是专利联盟战略与标准化战略组合协调运用；企业研
发成果转化的几种模式，强调研发成果商业化过程中的营销策略；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
战略与品牌战略。最后分析中国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建设过程中的政府支持政策与措施。
《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研究》的基本观点是：自主知识产权能力是企业创造、运用、管理
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综合能力，它既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也是竞争优势的结果，同时也关系到国家
竞争优势。因此，从战略高度培育与建设企业知识产权能力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协调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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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研究方法　　（一）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　　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
中广泛运用的两种方法。规范研究是对经济活动进行评价。注重对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侧重定性分
析；实证分析通过对经济运行的解释，给出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原因。注重对经济过程的客观描述，
偏重定量分析。理论的评述和观点的提出离不开规范研究，对规范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或结论的解释和
验证，又必须采用一定的实证方法加以检验。本书循着规范——实证——规范的分析轨迹来系统研究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　　（二）综合分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　　公司并购研究，尤其是跨国并购研
究涉及的知识面较宽、范围较广，比较难于把握。因此，本书在研究中将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以
及财务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方法，多角度地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三）具体的技术方法　　具
体的技术方法有两类。一是财务学的技术方法。财务领域对于并购绩效的研究已经有很成熟的研究方
法，包括事件研究法、会计指标研究法、临床诊断法和问卷调查法。其中事件研究法和会计指标研究
法是主流的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考察的是发生某一事件前后的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并以此来研究事
件是否为股东带来了财富。会计指标法则以会计指标作为评价指标，考察并购事件对企业经营业绩的
影响。本节也将采用这两种研究方法研究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二是统计分
析方法。它包括因子分析、参数假设检验和非参数假设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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