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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年鉴的数据来源    本年鉴的数据来源于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开发的“
中国企业并购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收录范围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在上市公司定期公告和临时公告中披露的股权和经营性资产交易。
具体而言，该数据库收录下述交易：    第一，上市公司为买方，对外收购股权或经营性资产的交易；  
 第二，上市公司为卖方，对外出售所持有的股权或经营性资产的交易；    第三，上市公司股份为标的
，直接或间接导致上市公司股份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交易。
其中，直接方式即通过协议转让、要约收购、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导致上市公司股份的直接持
有人发生变化；间接方式是指尽管上市公司股份的直接持有人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通过间接收购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或者成为上市公司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年鉴的统计对象    本年鉴的统计对象是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在2006年所发生的并购事件。
这些并购事件按交易标的区分为股权交易和资产交易。
其中，股权交易进一步区分为上市公司扩张性交易（即上市公司为股权收购方的并购交易）、上市公
司收缩性交易（即上市公司为股权出让方的交易）和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即上市公司股权为交易标的
的交易）三类，并按照转让比例从5％到100％分解为5个区间分别统计。
资产交易区分为上市公司扩张性资产交易和上市公司收缩性资产交易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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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中国企业并购：市场特征：2006年，受国内投资和出口的刺激，中国经济继续快速扩张，与2005
年9.9％的GDP增长相比，2006年的GDP增长达到了11.1％。
作为GDP增长的关键驱动力，2006年投资消费的实际增长达到了23％。
①人民币对美元以每年5％的速度在升值，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行业、证券市场、黄金市
场、石油市场乃至整个亚太股市。
2005年晚期和2006年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为国内的股票市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6年的熊市之后
，2006年，沪市增长超过了130％，投资者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并购法律法规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在反映了中国法律环境持续进化的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已经
将并购作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工具。
2006年9月起实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方法》显示了政府鼓励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基调，同时给出
了更清晰的收购流程。
中国也颁布了新的外资并购管制法规，其焦点集中在审核具有战略重要性行业内的外资收购。
全球并购市场在2006年重新活跃，汤姆森金融公司的资料显示，并购交易总值为307900亿美元，
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38％，并高于历史上成交金额最高的2000年（304000亿美元）。
②亚太地区的并购交易显著增长，与2005年相比，平均交易价值增长了14.7％，交易数量增长了3.1％
，中国、印度、新西兰和台湾地区的并购交易量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亚洲地区并购交易量的长期
上涨趋势将保持不变。
③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向好的资本市场环境以及更为规范的管制环境中，2006年，中国并
购市场表现积极，国内并购交易参与者显著增加，并购交易数量创出历史新高，中国并购市场更为繁
荣活跃的同时也持续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和集中化的特征。
首先，差异化趋势显著地表现在股权交易的地区分布、省市分布和行业分布方面；其次，股权交易的
溢价率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又具体体现在交易标的所属的不同行业和地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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