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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力。2000—2014年曾更名为《商业时代》。

本刊长期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

济类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

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分类转

载量排名前茅期刊。现为半月刊。

一、本刊栏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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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引用本刊文献。

2．来稿请署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同时附有作者简介。

3．文章如有基金项目资助，请在来稿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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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稿须知

1．投稿时发送电子版至本刊投稿邮箱：syjjyj@

vip．163．conl，邮件主题标明作者姓名和文章题目，

电子版文章采用WORD2003或WORD2007格式，

中文简化字体。

2．本刊审稿期为一个月，凡被拟定录用的稿件，

本刊将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作者，逾期未接到通

知即文章未通过审核，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3．本刊不接受一稿多投，来稿务必是未曾公开

发表的论文，切勿重复投稿，请尽量不要采用信件

投稿。

4．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自动视为同意授权本刊

及本刊合作媒体进行信息网络传播及发行。同时编

辑有权对文章题目、内容进行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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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7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之九
——资本渗透整合加速，本土企业“走出去”开启海外并购新篇章

一、资泰融合加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

2016年10月初，沃尔玛宣布增持京东股份至1 0．8％，

随后又以5千万美元战略投资京东旗下020平台新达达；

此前6月份京东刚刚用15{5美元接盘被沃尔玛收购的1号

店。8月份，腾讯大幅增持京东，持股比例上升至21 25％，

成为京东第一大股东。另一联盟阿里与苏宁自2015年大

手笔交叉持股以来，2016年6月淘宝282，33{S元认购成

为苏宁云商第二大股东；1 1月，天猫超市生鲜独家运营

商易果生鲜完成2{S美元融资：9月蚂蚁全服与春华资本

共同向百胜中国投资4。6{5美元，且与百胜中国业务拆分同

步进行。商业领域并购，万达集团仍然稳坐头把交椅，

2016年4月、7,EJ和1 0月份均有并购大手笔亮出，加之

其近几年在影视、体育、电商、旅游等领域的连续性收

购动作；万达的商业触角已由地产深入到服务业各领域。

以并购、参股、入资等形式为主的资本运作，成为各大

企业扩张商业版图、增强自身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捷

径和首选。

专家认为，当前国内消费正处在转型期，市场整体

增速放缓，一方面企业成本、业绩压力仍在提升，而新的

利润空间却曰渐狭窄，另一方面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

优秀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而经营～般的企业未来压力

更加明显。此时整合和被整合都成为双方水到渠成的共

同选择：有能力获得资金的企业借此整合市场，没有足

够资金的企业则通过重组的货币环境获得退出通道。

对阿里、万达、华润、京东等巨头来说，在其全产

业链布局中，用资本方式并购收编上下游企业是其多年

的战略部署，又有政策、市场、环境等各方面的共同推

动，多重因素使得强者愈强、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对于区域龙头，无论是在行业内进行资本渗透、择机收

购，还是跨界开拓新消费领域，做深做强区域市场、提

高品牌的区域渗透力成为企业的共同目标，未来这些企

业对各自深耕区域内的整合优化也将持续。

对于线上线下的资本融合．专家们指出，电商与实

1一

体经过几年对抗、竞争后进入融合期，在新零售、大商

业的概念下，线上线下界限愈发模糊，彼此渗透、合作

共赢成为双方的不二选择。而通过资本血液联姻的双方

比起单纯业务合作更能开启线上线下优势共享新时代。

201 7：m，随着新消费时代到来和经济结构转型，内

贸同业资本间的并购仍将延续，线上线下资本融合热度

持续增加，商业零售领域向上下游、横向产业链的渗透

扩张将更多。

二、 “走出去”外面更精彩，商业企业海外并购

掀起新高潮

201 6年中国企业、海外企业并购掀起新热潮。收

购主体多元化，涉及行业和区域多样化。与往年更多关

注矿产、能源领域不同，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方向正

转向制造业、消费品等行业。

商业服务领域，本土企业出海收购涉及到体育、酒

店、影视、服装、百货、品牌、养老等多个领域，走出

去的资本无论是从财务投资、业务拓展，还是企业升级、

全球战略布局角度考量，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心态

更加开放、视野也更为高远。

专家分析，国内优质资产竞争激烈、回报率下行推

动了海外投资；同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旅游服务业正

在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其增速是全球经济增速的2倍，

吸引企业在此领域布局；对于本身就有旅游、酒店业务

的中国商业企业来说，收购具有成熟运营经验的国际品

牌和管理团队更有助于自身的提升和发展。

伴随近几年国内市场的并购重组，优质资产越发稀

缺，欧美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大量企业被出售，形成卖

方市场，这就形成了并购双方的供需；而畅通的资本渠

道也为企业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加之国家外管局对中

国企业在海外真实并购业务的支持：同时，人民币汇

率下行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实现资产保

值。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资本全球化的

大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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