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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源的大洗牌，这就给一些有增长前景、状况良好的企业和
国家提供了良好的重新部署资源的机会。
从目前的趋势看，在国际并购中一直持十分谨慎态度的中国企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现实的业
务发展需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国际并购案中。
这些并购的案例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先行者的艰难探索，还有受挫折的教训。
但是，从趋势看，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并购中的一个越来越活跃的新来者，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进入国际并购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必然。
2000年3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鼓励企业“走出去”，自此之后，中国收购的大幕缓缓开启
。
2009年，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相关部门多次表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与此同时，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单位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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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源的大洗牌，这就给一些有增长前景、状况良好的企业和
国家提供了良好的重新部署资源的机会。
从目前的趋势看，在国际并购中一直持十分谨慎态度的中国企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现实的业
务发展需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国际并购案中。
这些并购的案例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先行者的艰难探索，还有受挫折的教训。
但是，从趋势看，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并购中的一个越来越活跃的新来者，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进入国际并购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必然。
2000年3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鼓励企业“走出去”，自此之后，中国收购的大幕缓缓开启
。
2009年，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相关部门多次表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与此同时，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单位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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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明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杂志任高级编辑多年，从事过证券投资，现为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太平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分析。
　　王震，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融学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中国财务金融与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
曾获第九届全球金融学会优秀论文、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学术奖励。
在《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出版了《中国经营困境公司绩效
、重组与公司治理研究》、《石油公司并购与重组》等著作。
目前的研究方向为能源金融与风险管理、能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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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艰涩的起步：从寥寥可数到规模收购一、1983年：经叔平的“惊鸿一瞥”相关链接1 企业家
发声“走出去”二、2005年：海外并购的突飞猛进相关链接2 什么是收购三、2006—2007年：中国海外
直接投资中海外收购占比逐年加大，对外投资以资源类行业为占比较大四、2008年：第二个上升台阶
相关链接3 2008年海外并购亏2000亿五、2009年：中国海外收购年相关链接4 中国人的想象力——4500
亿美元收购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相关链接5 中国的崛起有多难第2章 “铁三角”、“谍影”与联手扼杀
一中铝铩羽力拓的背后一、“铁三角”控制了全球75％以上的铁矿石海运量相关链接1 面对穷凶极恶
的世界“铁三角”垄断巨头二、中铝：中国最大的氧化铝和原铝生产商三、中铝收购力拓日程表相关
链接2 澳大利亚议员打广告反对收购相关链接3 澳大利亚媒体：再见北京相关链接4 2008年钢产量世界
前10名四、中铝注资的背景相关链接5 外汇储备五、力拓集团谈判初衷令人怀疑相关链接6 商业窃密手
法面面观相关链接7 “力拓案”已经让中国损失7000亿元人民币相关链接8 新日铁接受铁矿石首发价有
玄机六、中铝收购力拓死于政治敌视相关链接9 极端政客卖力反华七、余波：“间谍门”事件相关链
接10 国外如何反商业贿赂相关链接11 “力拓公司英国老板搞的鬼”第3章 中石油收购、整合PK公司的
启示一、中石油的雄心：海外业务要占“半壁江山相关链接1 李荣融把央企亲切地称为“共和国长子
”相关链接2 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达到创纪录的43家二、探骊得珠：中石油收购PK相关链接3 中国
石油海外油气业务发展到全球29个国家三、凤凰涅檗：PK公司在整合下重生四、PK公司的成功整合坚
定了中国石油海外发展的信心相关链接4 哈国总统谋求连任西方国家齐声反对相关链接5 小布什邀哈萨
克斯坦总统到家坐坐，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第4章 中海油的优尼科之伤：谁是真正的失败者?一、优尼科
因亏损挂牌出售二、中海油洞察先机，提出收购三、雪佛龙闻风杀人四、交锋回放五、政治扼杀战胜
了商业竞争相关链接1 媒体松了一口气六、谁是真正的失败者?相关链接2 中石化中海油安哥拉收购遇
阻相关链接3 官方反应第5章 并购之王——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一、奇特的央企：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二、
三次密集的跨国并购相关链接1 中国油企频频“出海”相关链接2 2009年油企并购的五大区域三、“和
而不同”：中国化工的人情味四、未雨绸缪五、果断出手相关链接32009年“贷款换石油”一览⋯⋯
第6章 中石化的感悟：占领上游才能稳定上游第7章 联想的赢者魔咒：整合之路布满荆棘第8章 双重失
败 TCL收获了什么第9章 稳打稳扎 步步为营——万向的海外通道和布局第10章 到了抄底华尔街的时候
吗？
——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道路还有多远第11章 有色金属之魅第12章 牛刀小试——海尔收购美泰克公司
第13章 海外收购中的另类：腾中重工第14章 中国为什么要收购第15章 西方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收购行
为第16章 中国企业：只有在水中才能学会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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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来了，其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联袂而来，据说奥巴马还会来。
美国人把2009年7月27—28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改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仿佛对话从此升
级，真的要作为G2全面对话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更是在会议期间向王岐山和谢旭人“述职”，再次承诺保证中国在美
资产的安全。
　　这个世界怎么啦？
曾几何时，美国在战后的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拯救着整个欧洲经济。
曾几何时，美国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到处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国货充斥着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美元作为“美金”到处收买着矿山、油田、风景迷人的小岛。
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觉醒，30余年来，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引进技术和设备，不得不以廉价劳
动力生产低端产品出口换取美钞，诸如几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之类令人悲哀的事情经常发生。
　　世易时移，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拖人泥潭，也令美国风光不再。
2008年9月16日雷曼倒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金融衍生产品将风险扩散到金融的各个领域，并逐步波及实体经济。
信贷紧缩导致消费、投资紧缩，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最后导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显著下降。
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质疑，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摇摇欲坠。
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已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预计到2009年年底，最迟2010年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握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拥有美国发行在外的国债的十分之一。
　　中国似乎腰杆硬了，可以挺起身板说话了。
然而又不然。
　　仔细数一下我们手里的“钢镚”：我们2008年的GDP也就是30万亿人民币出点头，而美国的GDP
是14．4万亿美元。
美国的GDP相当于我国的3倍多，而人口不到我们的1／4。
　　再看看中国的资源：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排名世界第126位，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
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
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
　　我们沾了人口第一大国的光，没怎么着就登上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宝座。
实际上“僧多粥少”，人均GDP排名在全球100名以后。
　　同样，美国虽然暂时陷入金融危机，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世界第一强国。
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哪个领域，它都是世界第一。
至少未来20年，任何国家都无法撼动这个地位。
只要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存在，未来20年，谁也无法改变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更为可怕的是，美国已经开始通过扩大国债规模等手段大量增发基础货币，导致美元贬值，从而
把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种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头上。
2009年一二月，短短两个月美国增发的基础货币就已经超过美国建国以来发行量的总和！
预计2009年美国国债总额将达到创纪录的14．5万亿美元！
　　人类社会何去何从？
　　整个世界已经被美国绑架在一架疯狂地冲向悬崖的马车上。
我们将听任美国将全球经济带人泥潭？
我们将忍受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断冲击世界经济体系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无尽的掠夺和伤
害？
我们将继续受制于不断贬值的美元，受制于价格不断高涨的能源、原材料？
显然，我们已经到了抉择的时刻，我们已经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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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最需要改革的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跟任何贵重金属挂钩，不受任何约束。
美元的每一次波动都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动荡，造成巨大伤害。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基本上每三五年就来一次；而此次金融危机更
是百年难遇，造成的损害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需要国际社会各方利益的协调和博弈，从历史经验来看，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
过程，而往往以妥协为结局。
　　现实的问题是：第一、中国作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09年6月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庞大
的美元资产面临大幅贬值的危险；第二、中国作为所谓世界工厂，并不能影响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从
而菲薄的利润经常被原材料飞涨的价格吃掉；第三、经济飞速发展必然带来资源的相对匮乏，资源匮
乏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中国地大并不物博，资源匮乏尤为严重。
　　因此，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会遭受巨大损失。
任何坐视都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犯罪！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血汗就换回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和劳动换回真正的财富
！
　　我们要不断融人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圈。
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为世界人民创造巨大财富，同时，我们也要从全球各地配置资源，为中国经
济持续发展储备后劲。
　　我们要获取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输入先进的管理模式，要引进人才，要
大量的资源。
　　因此，我们要海外收购。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全球经济健康均衡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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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大收购》在广泛搜集企业并购案例的基础上，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在中国日益
成为国际并购市场十分活跃的并购者的进程中，有必要对过去的先驱者表示尊敬的同时，细细回顾它
们走过的历程，从中汲取精华，这必将为中国大收购的后来者的成长提供必要的养分。
在我看来，这正是本书值得推荐的地方。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
海内外资源和市场的整合、金融资本和技术整合等方面。
本书对此展开了系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海外收购，拥有全球的视野和对行业发展的深刻洞察就可把
握先机；拥有可靠的尽职调查与评价就可降低风险；拥有果断而科学的决策机制就可在残酷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
本书针对海外收购的前期基础调研评价以及收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进行了有力的论述，并以真实的案
例分析加以佐证。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备而去，满意而归！
　　--国际油气项目收购资深专家，直接组织或参与过50多个国家油气收购项目的评价，UNIWE
International Energv service Linlited亚太中东区副总裁 朱九成博士　　地大物薄人多是中国的国情，决定
了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断然不可缺乏海外并购，而这必然涉及广泛的整合，整合涉及政府问政企问的整
合统论述，并佐以大量案例剖析，在次贷危机余波尚存的今天，《中国大收购》是避免“馅饼”变“
陷阱”的佳作。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钟伟　　目前的情况证明美国模式也有缺陷，现在就有机会谈谈其
他各种途径了。
如果中国想在世界扩展自己的领导力，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就是个大好机会。
　　基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大规模进行全球性的投资，尤其是投资环保等新兴技术；第
二，就是参与全球重组并购或调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 保罗·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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