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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并购是企业产权资本经营的一种重要形式 ,是企业增加技术积累和强化创新能力的重要措施。科学
技术的发展环境影响企业并购 ,内部技术需求促进企业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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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汹涌澎湃的并购浪潮
企业并购是指兼并和收购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兼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合并中 ,其中一个

公司因吸收了其他公司而成为存续公司的合并形式。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合并 ,形成一个新的公司
称为合并或称为新设兼并。收购可以是一家企业收购另一家企业达到控股形式 ,这种收购并不一定要收购
所有股权 ,只需要达到控制该企业所需股权 ,便可对其资产拥有使用权和处置权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经营目
的、方针和方式来支配对方企业的所有财产。收购也可以只拥有少数股权 ,对被收购企业没有控制权。

企业并购根据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 ,可分为如下几种 : (1)水平并购 ,同一行业竞争企业之间的并购 ; (2)

垂直并购 ,客户与供应商或买主与卖主企业之间的并购 ; (3)混合并购 ,经营活动无关联的企业间的并购。
在业主企业和家族企业时代 ,企业并购活动还不普遍。自从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

企业制度逐步演化为现代企业制度后 ,企业的并购活动开始兴盛起来。特别是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来 ,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方面美国的企业最为典型 ,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 ,美国企业大体出现过五次
并购浪潮。第五次的兼并浪潮目前还在继续。美国很多著名企业大都在并购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用
电气公司的前身是爱迪生电灯公司 ,1892 年几家电气公司合并组成该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公司通过垂
直并购发展壮大。二战后 ,通过混合合并 ,发展多样化经营。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公司集中发展 14 个行业的
产品和业务出 ,出售了一批企业 ,兼并、合资创办了一批与公司战略发展有关的企业。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 ,发达国家很多企业为了适应竞争和管理的需要 ,开始了大规模的并购活动 ,且愈演愈烈 ,波涛汹涌 ,现
已席卷全球。来自美国证券数据公司的数据表明 :1999 年全球收购和合并的交易额达 3. 4 万亿美元 ,超过了
1990～1995 年 6 年的全球并购总额。在 1980～1999 年期间 ,全世界并购总数每年增长 42 % ,其价值占世界
GDP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0. 3 %增加到 1999 年的 8 % ,在此期间发生的并购交易超过 24000 起。[1 ]近几年的并
购热潮始终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被卷进到这股潮流当中。而且大企业之间的兼并联
合显著增多 ,规模越来越大 ,有相当部分是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强强并购 ,并购个案值创历史记录 ,且绝大多
数并购行为属于善意并购。进入 90 年代以来 ,几乎所有并购都出于自愿。企业的并购战略无不以追求高附
加值 ,提高投资回报率 ,将经营资源集中于能发挥企业优势的核心业务部门。知识密集的行业一直是并购特
别活跃的领域。跨国并购的企业发展迅速 ,表现出真正全球化的趋势。在 20 世界的 90 年代期间跨国并购
比重在所有并购中的比重为 25 %(已完成的价值和数量) ,但 1999 年这一比重提高到 31 % ,据有关机构估计
其交易量达 6000 多起 ,价值为 7200 亿美元。2000 年跨国并购金额为 11440 亿美元。目前 ,跨国并购的价值
与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比率已超过 85 %。跨国并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跨国并购在自然资源部门正变得微不足道 ,在制造业部门中 ,跨国并购水平最高的行业是化学、电气与电子
设备以及石油产品、医药、汽车等行业。[2 ]

二、外部科技环境的变化推动企业并购
1、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企业并购。任何先进技术和优势产品都具有一定的寿命周期 ,技术创新促进不少

新兴产业诞生和发展。企业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及需要 ,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的调整 ,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这种调整经常是通过企业并购来进行。18 世纪下半叶 ,由于纺织技术的
改进和蒸汽机的发明 ,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机被广泛应用于纺织、采煤、机械、炼铁等
产业部门 ,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奠定了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 ,众多的工业企业应运而生。19
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电力技术革命引起了整个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开创了人类历史的
电力时代。电能作为新能源逐步取代蒸汽动力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电气化高潮 ,出现了两个技术发展的长
波交替。这次技术革命如同蒸汽技术革命一样 ,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间 ,
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多 ,其中钢产量猛增 55 倍 ,石油产量增加 25 倍。并发展了一批技术密集的新兴
产业 ,如电力、化学、汽车、电子、航空、石油。生产技术体系由机械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增强了生产对科学技
术的依赖 ,促进许多新工业的产生和老工业的转型。在南北战争期间 ,林肯总统签署了一系列支持科学技术
的重要法令 ,美国最先接受了电力技术 ,同时许多欧洲先进技术都首先在美国获得应用。也就导致历史上最
早的并购浪潮发生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 ,在 1898～1902 年期间达到了顶峰 ,在这 5 年时间里 ,占美国

[5 ]张宗新、郭来生、季雷、张晓荣、廖士光 ,2004 ,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研究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
合研究所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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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近半数的企业参与了并购 ,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工业结构 ,并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出现。美
国很多巨型企业都产生于这个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此时美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已处于霸主地位。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垄断资本的实力加强 ,在军备竞赛和战后现代科学革命的推动下 ,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生
产技术 ,人类迎来了又一个科技革命的到来。它使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计算机技术、
生物技术、微电子、核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海洋工程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其中信息产业发展最为迅猛 ,这
个全新的产业推动着世界经济进入新的高涨期。二战后新技术的大量涌现 ,推动了三次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移。第一次发生于上个世纪的 50～60 年代 ,发达国家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产业 ,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劳动力丰富而又廉价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次发生于 70 年代 ,发达国家
加速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将一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
移 ;第三次发生于 80 年代 ,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航天航空等高科技产业 ,把一些资本
密集型以及一部分附加值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又把一些产业
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 ,自身沿着技术阶梯逐渐上升。在这种产业的接力传递中 ,传统工业中的企业常常被
迫通过并购以便对新的产业与市场做出反应 ,往往出售获利较低“夕阳产业”的部门 ,收购高科技“朝阳产业”
的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 ,这也就导致二战后产业界出现多次并购浪潮。

目前 ,人类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为科技与经济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人类社会正酝
酿第四次产业结构调整 ,即由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 ,据有
关人士统计 ,美国信息产业产值在 1977 年为 55 %左右 ,现已上升到 65 %以上。美国在这些领域诞生了很多
象微软、戴尔这样的明星企业 ,而且这些领域的并购活动也十分活跃 ,1999 年收购交易最多的企业中 ,微软公
司居首位 ,共进行交易 45 笔 ,交易额高达 130 亿美元 ;其次是英特尔公司 ,交易为 35 笔 ,交易额达 50 多亿美
元。世界上很多企业通过并购调整产业结构 ,向技术含量更大 ,附加值更高的领域转移。生命科学的技术进
步 ,促使很多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 ,导致化工、医药产业并购频繁。据统计 ,1994 年世界医药
公司收购、兼并金额超过了 300 亿美元 ,加速了医药工业的垄断。2001 年世界最大的医药行业重组案 ,达成
协议的共 67 件。1999 年全球化学工业兼并与收购额约 400 亿美元 ,2000 年与化学相关的合并与重组案例为
623 件。从很多著名企业的发展史 ,可以看出企业是如何根据科技发展水平来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例如 ,
杜邦公司有 200 多年的历史 ,20 世纪初是美国最大的火药公司 ,1899 改组为股份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到 20 年代 ,对化工领域进行调研后 ,兼并 100 多家企业 ,获得大量化工方面的生产技术 ,建立了染料、纤维、
塑料等化工生产部门。二战后 ,利用该企业技术创新成果 ,占据高分子材料领域的领导地位 ,同时扩大各种
化学品及农药产品的生产。70 年代以后 ,杜邦适当削减通用化学品 ,强化专用化学品 ,尤其是把重点放在生
命科学和新材料的高技术领域 ,收购了一系列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1998 年 9 月 ,杜邦完全剥离原有的石油
上游加工业务 ,1999 年 3 月份 ,杜邦以 77 亿美元收购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 - 先锋良种公司 ,大大加强了公
司在生命科学领域中产品开发和市场化的能力。

2、管理手段变革影响企业并购。科技进步 ,促使通讯、交通手段变革 ,同时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发生深刻
的变化。企业可利用更便捷的通讯和运输工具 ,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开展经营活动 ,在更大的市场范围角
逐。企业往往采用并购的方式扩张 ,产生协同效应 ,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 ,获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企业并购浪潮发生在美国 ,这与美国最早建立较为完善的交通、通讯系统分不开。美国
建立了世界第一座规模较大的水力发电站和火力发电站 ,最先建立起汽车制造业 ,铁路由 1860 年 5 万千米发
展到 1915 年 42. 5 万千米 ,[3 ]最先发明电话 ,最早使用电灯。

公路网、铁路网、电网、电话网的建设 ,获得了率先建立全国性生产作体系的优势 ,大大降低了长距离运
输货物和人员以及长距离通讯的成本 ,为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改变了以往较为封闭的
生活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广泛、更密切 ,这一切都为美国企业规模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并起到了促进作
用。现代技术的发展 ,创造了许多新的决策与和管理技术手段 ,大大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管
理已成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后 ,计算机等现代管理技术在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企业
很多日常事务工作由计算机完成 ,管理人员有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的决策和开发性工作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能管理的范围和内容逐渐增多 ,对大型混合型企业的管理成为可能。因此 ,以混合并购为主导潮流 ,再次
掀起了美国企业的并购浪潮。第二次并购浪潮期间 ,混合并购只占 27. 6 % ,60 年代以后 ,这个比例渐渐倒转
过来 ,在并购高潮的 1968 年 ,混合并购达到 82. 6 % ,1979 年高达 90 %。[4 ]

当前世界范围内并购活动的增长与前几次并购浪潮有许多共同之处 ,重大的技术变革是并购浪潮掀起
的催化剂。80 年代和 90 年代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开始兴起并趋于结合 ,利用通信卫星群和光导纤维网组成
混合全球通讯网 ,实现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双向交流。高速、互动、传递信息、知识共享的新一代网络 ,降低了
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的技术障碍 ,大大缩小了经济空间 ,提供了最廉价的通讯手段 ,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电子商务重新安排供应链 ,采购价格可降低 5 %～10 % ,采购周期可缩短 50 %～70 % ,可节省 25 %
～50 %的库存成本。新的信息技术促使企业合并 ,以便在电子商务、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面进行全球性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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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对分散的生产设施进行集中管理。企业能够管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体系 ,推动了最近两次并购浪潮特别
是跨国并购的出现。很多高科技产业市场变幻莫测 ,风险很高 ,需要企业以及国际间的科技合作 ,通过企业
并购分担风险和共享互补性资源。高科技产品生产工艺十分复杂 ,资源 ,技术性能和质量标准越来越高 ,仅
仅依靠某个企业以及某个国家的生产条件也许很难完成 ,这也就推动了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增加。正由于
新技术革命把世界市场联为一体 ,使得企业国际合作生产成为可能和必要 ,因此 ,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跨国
经营 ,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 ,跨国并购已成为当前主要的对外投资方式。

三、内部技术需求促进企业并购
科技进步推动着企业的并购重组 ,同时 ,企业并购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上

很多企业通过并购获得核心技术和知识 ,分享原有企业的经验 ,强化技术创新能力 ,竞争实力不断增强。中
国公司在 2004 年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跨国并购 ,例如 ,联想集团耗资 17. 5 亿美元购并了美国 IBM 公司的个人
计算机业务 ,TCL 公司控股了全球最大彩电企业 TCL - 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 ,并购买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
手机业务 ,成立了 TCL - 阿尔卡特移动有限公司等。

1、并购能大大增强企业内部核心业务的技术积累。技术积累是指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在从事技术活
动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富于企业组织之中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能力递进。技术积累是企业构成核心能力、经
营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构成企业核心能力的技术体系由一系列配套的技术专利、技术诀窍、设施装备和技
术规范组成 ,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 ,通常以一项或几项关键技术为核心 ,并围绕这些核心
技术形成独具一格的技术体系。核心技术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一个企业无论规模多大、实力多
么雄厚 ,要想在一个行业独自控制所有技术和知识产品是不可能的 ,企业要强化自己的核心能力就要在不断
加强自主开发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去学习 ,增加知识存量和技术积累。

大量事实证明 :企业横向并购能获得大量与核心技术相关的技术 ,大大增强企业核心业务的技术积累。
世界医药巨头辉瑞公司 2002 年 7 月宣布以 600 亿美元 ,通过换股方式兼并美国法玛西亚 (Pharmacia) 制药公
司。此举成为迄今全球制药业金额最大的兼并案 ,并购中的赢家既得到对方的技术、产品和市场 ,同时也扩
大了研究开发能力。聚合物业务长期以来一直是拜尔集团的强项 ,自 1988 年起该部门销售利润一直呈下降
趋势 ,1994～1995 拜尔耗巨资先后收购了美国孟山都公司 ABS 业务和意大利埃尼化学公司的聚碳酸酯业务
等五项有利可图的业务 ,拜尔公司通过在全球展开大规模的并购活动 ,获得了大量的关键技术 ,拜尔公司聚
合物的销售利润激增 ,由 1992 年的 0. 37 亿马克提高到 1996 年的 14. 94 亿马克。近年来 ,世界上很多企业走
合并的道路 ,在获得规模效应的同时 ,实现了技术积累资源的共享和交流 ,有利于企业集团的科技进步。通
过合并同一领域实力、规模相当的企业能实现强强联合、技术互补 ,强化核心业务 ,获得科学技术上的竞争及
垄断优势。早在 1892 年杰·普·摩根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汤姆森 - 休斯敦国际电气公司合并 ,组成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 ,公司成立后 ,集众家公司技术所长 ,呈现出一派生机 ,使得电子、电气领域产品及技术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波音、麦道和空中客车是国际民用飞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 ,各有一定优势。1997 年波音公司与
麦道公司合并 ,大大提高了大型和超大型民用、军用、太空系统飞机的研究和制造能力 ,加强全球战略竞争地
位。企业有时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将某项相同的业务或几项业务进行合并 ,实现优势互补和知识、经验共享 ,
强化这些业务的竞争力。1993 年底荷兰壳牌公司和意大利蒙特爱迪生公司将其在全世界拥有的 LDPE和 PP
企业全部合并组成蒙特尔 (Montell) 公司 ,使其 LDPE年生产能力达到 110 万吨 t/ a ,PP 产能达到 330 万 t/ a ,居
世界第一位 ,蒙特尔公司年销售额达 350 亿美元。联合碳化物公司与埃尼公司 ,将聚合物业务合并 ,以 1∶1 合
资成立了欧洲聚合物公司 ,利用联碳公司的聚已烯技术和埃尼公司的在欧洲的生产装置 ,埃尼公司出资 4. 6
亿美元 ,联碳公司投资 2. 0 亿美元和 Unipol 技术。

参股是企业将部分资本作为股本向另一家企业入股的一种经济行为 ,通过参股建立一种利益关系 ,可以
促进企业互相学习及技术合作。70 年代后期 ,福特公司以现金购买马自达 25 %的股权 ,福特在通过与马自
达的合作中学到了技术 ,开发出”托拉斯牌”小型车这一畅销产品。捷利康 1994 年购买了在美国提供全面肿
瘤和慢性病护理的首要机构 Salick 保险公司的股份 ,藉此捷利康可通过查阅 Salick 过去所有治疗需求 ,从而
进行更切实际的研究开发工作 ,设计更有效、更经济的疗法。

2、并购能突破行业壁垒、获得关键技术。当企业重新定位核心业务或谋求多元化经营时 ,缺少必要的生
产技术 ,自主开发风险大 ,购买专利很难得到最新的尖端技术 ,很多企业往往通过收购其他企业放弃的相关
业务 ,或通过收购现成的企业 ,降低进入新行业和新市场的障碍 ,获得科学技术上 (特别是某些核心技术和知
识)的优势。德国的汉高公司最初主要生产无机化工产品 ,20 世纪 30 年代 ,汉高公司因收购了两家刚刚开始
生产合成洗涤剂的厂家 ,对汉高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洗涤剂和清洁剂生产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进入
某个市场或某个新技术领域较迟的企业来说 ,并购提供了一个迅速进入的途径 ,能获得更多的战略资产 ,如
研发能力、技术决巧、专利、商标、当地特许权、以及供应与分销网络。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 在脱离电话
业务后 ,通过并购进入电子计算机领域 ,获得了电脑处理、记忆、通讯功能的微晶片的生产技术 ,为发展新一
代大型电脑奠定了基础。1998 年微软公司收购了一家电话公司奎斯特公司的股票 ,使电脑技术、软件开
发和电话网络的经营迅速融合起来 ,一举进入具有广阔前景的网络电话和网络服务领域。不同领域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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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实施 ERP 的劣势分析
抚顺市第二医院 　周 　航

[摘要 ]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与开展 ,ERP 技术也广泛应用于我国企业管理。单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本
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原因及劣势分析 ,得出了国内企业实施 ERP各项条件尚不成熟的结论。
[关键词 ] ERP 　管理模式 　信息孤岛

说起来 ,ERP的风光无限在中国也不过是短短数年间的事情 ,虽然早些年就听说有敢吃螃蟹的 ,但终究
是少数。自从国家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 ,中国企业似乎一夜惊醒 ,纷纷开始”信息化”了。但
是 ,近来不好的消息频频传出 ,说某某大企业采用 ERP后效益反不如前 ,于是与供应商打起了官司 ,更有甚者
由于上了 ERP使得企业濒临破产的境地 ,涉及其中的并不乏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 IT大腕。那么 ,那些国内
企业实施 ERP为什么失败了呢 ,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企业实施 ERP

不同技术优势的企业往往组建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 ,这样的合资企业能组合各合资方的上下游技术或者是
不同领域的技术 ,企业共享技术资产 ,利用合资双方的互补性优势生产高性能产品。面对市场竞争 ,合资各
方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 ,都比较愿意主动地采取措施促进合资企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在合资企业中即使
一方撤走投资 ,但合资企业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存量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这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也
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普遍采用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措施。在国际商用飞机的生产中 ,公司间通常建立合资、合作
关系 ,几乎没有一家大型商用飞机是由一家公司独立制造的。空中客车是由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的”国
家冠军队”共同开发系列大型商用客机的合资企业 ,德国生产机身 ,英国生产机翼 ,西班牙生产尾翼 ,法国组
装 ,将欧洲各国飞机制造业的优势组合起来 ,该公司在技术上是十分成功的。在其它行业以技术专长为基础
组建合资企业也是十分普遍的。

3、并购能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多行业 ,创新成本和风险与日俱增 ,企业要赶上新产品和新技术
的步伐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加大了技术领先企业的竞争压力。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如能获得所需技术
知识和能力的强强联合 ,就能使企业间的科技资源得到更为合理、有效配置 ,降低技术创新的边际成本 ,分摊
巨额科研费用 ,更好地发挥不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赢得企业在产业中的核心地位。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一些高科技领域 ,研究开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 ,规模经济明显 ,在这些行
业并购此起彼复 ,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在医药行业这种现象特别突出 ,由于高效药物的存在和药政法规的
日趋严格 ,要找到一个较原有药物更具特点的新药越来越困难。一种新药从开发到上市要花十年左右的时
间 ,成功率为万分之一 ,创制成本约需数亿美元。医药生产企业一直面临着竞争性价格的基础上扩大生产和
承担研究开发高成本的挑战 ,人们往往通过并购提高研究开发效率 ,导致了国内和跨国并购高潮的出现。从
事化工及相关产品的法国罗纳 - 普朗克公司和从事化学及相关产品的德国赫斯特公司于 1999 年合并组成
法国的安万特公司 ,联手发展具有市场前景的生命科学 ,剥离了非生命科学方面的业务。1996 年 12 月瑞士
的汽巴 - 嘉基和山道士合并组成了一个更强大的公司 ———诺华公司。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两家公司在医药保
健及新药开发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两公司合并使新公司获得了更雄厚的科研投资、节省了原来两公司中
重叠的开发投入 ,通过互补性资源和技能的配合 ,强化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许多公司寻求 R&D 方面的合资、合作 ,充分利用联盟各方的科技优势 ,实现能力互补 ,分散研究开发风
险。赫斯特公司、拜尔公司都是从煤焦油生产染料起家 ,历史悠久 ,生产技术均居世界领先地位。1995 年 7
月两公司以各控股一半的方式合并了两家的染料和颜料业务 ,联袂组成 Dystar 公司 ,实行技术知识共享 ,以
优秀的产品质量 ,强大的 R&D 系统 ,在世界染料市场居统治地位。Dystar 公司 1997 年把 100 种新开发的染料
商品推向市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产业边界扩大 ,新技术相互渗透 ,技术创新日益依赖众多学科的知识
积累 ,一家公司很难单独具备开发新产品和有关技术能力。有时企业会收购上下游企业来提高自身的技术
创新能力 ,这种现象在电子行业比较常见。法国电子行业的阿尔卡特公司 ,收购一系列的公司相关技术后 ,
开发出一系列的新产品。通过收购与其拥有互补能力的企业 ,获得新的技术资产。很多企业还通过收购现
成的研究机构 ,能够节省重新从头开始建立研发能力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企业将获得的技术资源整合到公
司更大的研究系统中 ,能大大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 ,有些日本电子公司在美国并购当地的私人
实验室和科技公司 ,以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近年收购了美国 8 家 ,加拿大 1 家实
验室。2001 年德国拜耳以 66 亿美元从安万特和先令 AG手中收购安万特一个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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