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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以来，汽车行业兼并重组
又成热门话题。随着近期两大“国
字号”车企东风与广汽分别对福汽
及中兴汽车启动重组整合，!"#$

年国内汽车业新一轮兼并重组又起
“蓬头”，方兴未艾。

鼓励政策密集出台
在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

国内车企重组终于又走到了集中爆
发的关口。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鼓
励汽车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正不断加
码。自 !%"&年汽车业被归类为“产
能过剩行业”以来，我国已出台多项
政策要求加速行业汽车业新一轮重
组风潮。!%%'年，我国出台的《汽车
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鼓
励上汽、一汽、东风和长安汽车集团
进行全国性的兼并重组，鼓励北汽、
广汽、奇瑞和中国重汽进行区域性
的兼并重组的战略构想。!%#%年国
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
并重组的意见》，明确将推动优势企
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
和提高产业集中度。

!%#! 年年初，国务院又颁发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

年*》，再次提出汽车产业集中度。今
年 #月，工信部等 #!个国家部委发
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

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汽车业位列
九大兼并重组重点行业首位。按照
政策要求，到 !%#)年，前 #%家整车
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 '%+，形成 $,

)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
业集团。为此，某些业内人士大胆预
测，到 !"!"年左右，中国当前多达
-$"多家汽车法人企业，.%多家集
团，逾 -%%个本土品牌，将会整合到
几家大型汽车集团中，余下的要么
被兼并，要么消亡。
日前，国家发改委首次大规模

明令拟撤销企业的生产资格，在其
网站发布拟撤销/01 2世界制造厂
代号*的名单，其中 #!.家企业拟被
永久终止车辆生产或被取消生产资
格，!$家企业的部分产品拟被取消
生产资格。据悉，被取消生产资格的
基本是产能很低甚至为零的企业。
这说明，国家正在采取一系列加强
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控制产能、严
格审批新建项目、支持优势企业做
大做强等，这也意味着企业兼并重
组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

两大集团再度出手
继联姻奇瑞之后，广汽集团在

对外战略合作上再下一城。近日广
汽集团、中兴汽车、中国汽车零部件
工业公司三方在湖北宜昌低调签署

战略合作备忘录。
与上次联姻奇瑞一样，广汽此

番与中兴、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
司的联姻同样不涉及股权合作。双
方计划在整车开发、零部件研发、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国际业务、物流运
输等领域展开合作。显然，这种合作
可以被视作广汽联姻奇瑞这种“战
略联盟”合作形式的延续。尽管短期
来看中兴汽车对广汽能带来的帮助
并不多，不过广汽借此实现了在华
中地区的产业布局。
无独有偶，在广汽四处寻找“合

作”对象之时，另一“国家队”悍将东
风也没闲着。日前东风与福汽签订
了包括东风增资福汽、与福汽联合
设立投资公司控股东南汽车等事项
的框架协议。通过此次重组，东风达
到三个目的：一是加快东风自主品
牌计划目标的实现；二是实现在东
南沿海的战略布局；三是推进出口，
加快国际化步伐。此外，通过此次重
组，东风汽车不仅能够拥有福汽集
团 .)+的股权，并且得以染指东南
汽车。
可喜的是，本次两大集团的兼

并重组合作，相对于以往的兼并重
组，有着鲜明的“市场”特色，显示出
不同于以往的新模式和新内涵。这
对于后续企业剪除地方保护具有相

当启示作用。其中，广汽本次进军华
中，并未与中兴汽车展开股权合作，
而是旗下全资子公司广汽乘用车将
重组中兴宜昌公司，并设立广乘宜
昌分公司。东风汽车也未采用资产
划拨的行政性重组方式，而是采用
组建投资公司的模式，对东南汽车
实现控股，形成有条件的股权受让
模式。采用这样的模式，充分体现了
市场化重组的特点，可以较好地保
证被重组方的利益，为其他企业重
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示范效应。毋
庸置疑，两大汽车集团的兼并重组，
将有利产业的集中度以及有效地利
用现有的产能资源，避免了产能的
重复建设，也是政府鼓励车企横向
兼并重组的成果。

要成功需各方协力
不可否认，在我国汽车产业发

展历程中，并非每一个兼并重组的
案例都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绝大
多数都是失败的。对于年轻的中国
汽车产业而言，体制成分复杂，利益
涉及方方面面。兼并重组的难度、复
杂程度，要远远高于跨国车企。以东
风和福汽的合作为例，由于牵涉太
多利益方，向来都很棘手；广汽曾经
失手过，而先前东风此番签约日期
一再推迟，亦揭示出重组的难度。国

际汽车行业的经验教训也证明，联
合重组中不仅有利益的平衡问题，
还有文化融合的问题。
不少企业对兼并重组缺乏战略

层面的整体考虑，对风险认识不足，
并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还有一些
兼并重组项目方案制订得不错，对
前期并购过程中的风险也有防控预
案，但在并购后的资产、人员、管理
和文化的整合方面做得不够，最终
导致兼并重组失败。历数国内几大
汽车集团，都有了兼并重组的实践，
有成功的心得，也有失败的教训。
尽管行业内对重组存在着不同

的看法，兼并重组工作也难做，大力
推动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其中的缘
由，并非仅仅停留在一家企业的兴
旺衰败。归根到底，从汽车大国到实
现汽车强国梦，兼并重组这条路，中
国汽车产业必须要走。推动兼并重
组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事
情，需要各个利益群体的共识乃至
妥协。事实证明，汽车行业是规模经
济行业，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发挥
规模效应。从工信部等 #!部委出台
的新版《意见》可以看出，主管部门
有很好的愿望，不过这些想法能否
得到较好执行，最终还是要看汽车
企业和地方政府如何响应了，不妨
拭目以待。 李永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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