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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并购方式选择研究

国产业集中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产业集中度定义为同一产

业内前若干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占整个产业

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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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R
n
：产业集中度；Q

n
：前n 家

企业的销售收入；Q
m
：产业内其余企业的

销售收入；n：所要计算的具体前若干家企

业数目。产业集中度指标中Q
n
所涉及的企

业数目可以是前1-10家，但国内外的研究

者多采取前4 家或前8 家。

根据上述产业集中度指标，按照目前

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计算产业集中度，以

此来推断其市场结构分布。制造业是我国

国民经济最大的行业，制造行业的市场集

中度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我国产业集中度

状况，表1是2005年我国部分制造业产业

集中度的分布状况。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

绝大部分制造业行业的集中度都非常低。

在所列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上述制造业产

业中只有三个行业的CR
4
指标大于3 0 %，

也就是说按照“贝恩分类法”CR
4
指标，除

这三个行业外，其它的都是竞争型行业；而

按照“贝恩分类法”CR
8
指标，在所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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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企业横向并购是提高产业

集中度，增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有效

途径。但如果将一国的产业集中度提

得过高，横向并购又具有潜在的反竞

争效应。本文在对我国目前的产业集

中度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

行业集中度过低，实施横向并购不仅

不会产 a 生反竞争效应，反而有助于提

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我国实

施企业并购的主要方式是横向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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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效应

16 个行业中也只有6 个行业是属于产业集

中度比较高的行业。

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

国际竞争力一直位居世界前列，是与美国

产业的高度集中分不开的，本文主要是通

过中美两国制造行业产业集中度的比较来

分析我国产业集中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表2 和表3 是中美两国制造业不同时期的

产业集中度状况对照。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所分析的我国

2005 年的521 个制造业小行业中，CR
4
不

到30％的行业有349个，占67.0％；其中，

CR
4
不到20％的行业有259个，占49.7％。

相反，CR
4
在50％以上的行业只有83 个，

占15.9％，CR
4
在80％以上的只有18 个

行业，仅占3 .4％。而按照“贝恩分类法”，

在这些制造业行业中67% 的行业为竞争型

行业。再来看看美国的产业集中度状况，从

表3可以发现，美国1992年456个制造业

小行业中CR
4
不到30% 的行业只占37%，

也就是只有37% 的行业是竞争型行业，从

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中美两国产业集

中度的差距，某种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中美

两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差距，值得注意的

是与我国2005 年产业集中度比较的是美

国1992 年的数据，美国经济近10 几年来

发展迅速，在这种快速的产业发展过程中，

相信2005 年美国的产业集中度又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产业竞争力也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升，中美两国产业集中度和产

业竞争力的差距更大。

横向并购与市场集中度

横向并购实质上是资本在同一产业和

部门内集中，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

场份额，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可以说市场集中度是评价横向并购的最重

要指标。

（一）企业横向并购对提高产业集中

度的影响

为了分析横向并购对提高产业集中度

的影响，一般可以采取下面这种简便的方

法：从开始年份到结束年份发生了若干起

并购案例，开始年度的产业集中度为C
1
，

为了与C
1
进行对比，将发生并购的工厂的

基本资产值加总起来作为新的整体，计算

集中度为C
2
，如果结束年份的市场集中度

为C
3
，那么由于并购造成的集中度变化的

比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而得：

△CR=（C
2
-C

1
）/（C

3
-C

1
）

据Saronovitch 和 Sawyer（1975，

1976）统计，到1975 年底，有70% 的英

国企业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商业活动，通过

对1958 年到1967 年期间的总体集中率变

化的分析（主要指标是 C R
2 5
、C R

5 0
和

CR
100
），得出表4的有关并购对集中度影响

的统计表。

从Saronovitch和 Sawyer的统计表中

可以看出至少有50% 以上的集中度的提高

是由于并购造成的。市场容量和企业规模

是影响市场集中度的两个基本因素，市场

集中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市场容量和企业

规模，当市场容量不变时，企业横向并购

使得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企业不断膨胀，

就会提高行业集中度，产生垄断，因此西

方各国在各自的相关立法中对横向并购都

有严格的限制。

（二）横向并购与反竞争效应

横向并购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导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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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部门 CR

4
(％) CR

8
(％)

食品 13.2 19.8 化工 8.4 15.7 有色金属 13.1 21.2

饮料 10.3 17.9 医药 13.1 21.6 机械 4.9 8.3

烟草 34.2 42.3 化纤 32.6 40.1 电气机械 13.5 19.6

石油和炼焦 30.3 43.1 橡胶 12.3 20.6 交通设备 35.7 43.8

建材 3.1 78.4 钢铁 26.1 30.2 电子通讯 14.5 21.5

金属制品 5.8 75.4

表1   2005 年我国部分制造业集中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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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生产的集中，具有潜在的反竞争效应。

结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产业的高集中

度会导致竞争的削弱，进而导致不良的市

场绩效。

1.过度的横向并购造成市场的过度集

中，进而导致企业间形成共谋。通过横向

并购减少了行业内企业的数量，使得企业

间的共谋协议容易达成，协调各企业行为

的困难减少。同时，横向并购可能造成行

业市场的高度集中，行业内市场份额位居

前列的企业就可以独立行动，单方面限制

产量和提高价格而不顾其它小企业的情况，

其它小企业就不得不跟随大企业的行为来

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而达成一个非正

式的卡特尔。

2.过度的横向并购可能导致独占，从

而限制竞争。当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取得了

足够大的市场份额的时候，相关企业就可

以凭借取得的市场优势地位不顾其它中小

企业而滥用市场势力，提高市场价格，限

制产量。

我国企业并购方式的选择

由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

产业配置上，存在产业组织的低集中化和

高分散化，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规模相比，

我国企业产业集中度

过低，我国的大多数

行业都属于过度竞争

型的行业。而这种分

散竞争的产业结构必

然给行业及国民经济

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

危害：一是分散竞争

导致了市场竞争的无

序和市场机制调节效

力的下降，甚至产生

严重的“逆淘汰”。二

是分散竞争制约我国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高。三是分散竞争

限制了企业盈利水平

的提高。

本文认为，横向

并购对于产业集中度

的提高有很大的推动

作用，特别是实施“强

强联合”的横向并购

不但能壮大企业实力，同时使产业结构得

到调整，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产业过度

分散和竞争的局面，从而可以规避由于产

业的过度分散和竞争而带来的上述一些列

危害，进一步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本文实证分析来看，我国大部分行

业都存在集中度较低的问题，即使集中度

处于高端的石化、电力等行业与成熟市场

相比，其集中度也仍然偏低。1992年，美

国并购指南根据并购后的 H H I 值和并购

导致的 H H I 的增加值，对并购进行了分

类，将市场集中程度划分为三种：非集中

( H H I < 1 0 0 0 )，中度集中( 1 0 0 0 < H H I

<1800)，高度集中(HHI>1800)，认为在

非集中的市场、中度集中市场且并购后

HHI 增值小于 10 0 和高度集中市场但并

购后HHI 增值小于 50 的结构条件下，并

购不可能产生严重的反竞争效应，满足上

述条件的并购是安全而不受置疑的，这就

是所谓的安全港。而安全港之外的并购，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效应，这类的并

购需要通过详细的经济分析来评估其对竞

争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多数产

业内并购都是落入安全港之内的，并不会

产生反竞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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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5 年我国制造业集中度的分布

集中度CR
4
(％) 产业数 比例％ 集中度CR

4
(％) 产业数 比例％

0—9.9 96 18.4 80—89.9 9 1.7

10—19.9 163 31.3 90— 100 9 1.7

20—29.9 90 17.3 80 及以上 18 3.4

30—39.9 63 12.1 60 及以上 52 9.9

40—49.9 26 5.0 50 及以上 83 15.9

50—59.9 31 6.0 0—29.9 349 67.0

60—69.9 18 3.4 0—19.9 259 49.7

70—79.9 16 3.1 总计 521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统计而得

表3   1992 年美国主要制造业的集中度分布状况

集中度CR
4
(％) 产业数 比例％ 集中度CR

4
(％) 产业数 比例％

0—9.9 16 3.5 80—89.9 20 4.4

10—19.9 59 12.9 90— 100 5 1.1

20—29.9 94 20.6 80 及以上 25 5.5

30—39.9 76 16.7 60 及以上 86 18.9

40—49.9 68 14.9 50 及以上 143 31.4

50—59.9 57 12.5 0—29.9 169 37

60—69.9 31 3.7 0—19.9 75 16.4

70—79.9 30 6.6 总计 456 100.0

资料来源：F·M·席勒和D·罗斯，《工业市场结构和经济表现》，富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结论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根据我国经济发

展现状，在我国应当提倡横向并购，由此

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提高我国产业

集中度，加大力度形成一批大型企业集

团，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带动整个国民

经济的发展。从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布局

来看，除了少数受国家管制的行业以外，

在产业集中度比较低的行业实施横向并购

不会形成产业过度集中而导致垄断状况的

出现。也就是说，在我国的绝大多数行业，

成功的企业横向并购并不会造成反竞争效

应，相反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我国企业国

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结论认为，横向

并购势必成为我国企业并购乃至世界并购

的主流方式选择，也可以说是产业集中度

较低催生横向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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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并购对集中度的影响

集中度 1958 年 1967 年 并购的影响比率

CR
25

31.37% 35.28% 1 1 0 %

CR
50

40.92% 49.23% 62.3%

CR
100

51.65% 62.03% 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