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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并购将成为主流

Wind数据显示，按照最新公告日，截
至3月1日，共有57家公司披露重大重组事
件或进展情况（剔除重组失败案例），交易
总价值合计1459.89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今年以来披露重大重组事件的上市公
司大幅增加。去年同期共有12家公司披露
重大重组事件（剔除重组失败案例），交易
总价值合计1172.94亿元。

就重组目的看，披露重大重组事件的
57家公司中，重组目的多为聚焦主业和产
业合作，其中共有21家公司重组目的系横
向整合，19家公司重组目的系多元化战略
或战略合作。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表示，并购交易，
从本质上看，是核心企业在上下游和同行
业产业链角度的延伸，这是符合公司价值
成长逻辑的。新时代的并购，以制造概念
谋求市值增长型的交易，不再是主流了。
以链主角色来整合产业链的并购，或者是
同行业之间补短板型的并购，即基于产业
逻辑的并购才是主流。

另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1日，
今年以来共有300余家公司披露并购事件
或其并购进展情况。除境内并购活跃外，
跨境并购也不断涌现。例如，山东黄金近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银泰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泰黄金”）拟通过下
属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在加拿大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以每股1.90加元的价格，现金
方式收购Osino Resources Corp.（简
称“Osino”）现有全部已发行且流通的普通
股及待稀释股份。本次收购的交易金额约
为3.68亿加元，收购完成后，银泰黄金将通
过买方持有Osino100%股权。

2医药等行业并购活跃

医药行业并购重组动作频频。日前，
华润双鹤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31.15亿元
收购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
药集团”）持有的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简称“华润紫竹”）100%股权。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华润紫竹为公司
控股股东北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实际
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亦为华润双鹤实
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此前的1月28日，国产医疗器械龙头
迈瑞医疗公告称，拟斥资66.5亿元收购科
创板上市公司惠泰医疗控制权。通过本次
交易，迈瑞医疗将以此进入心血管领域相
关赛道，并将利用其在医疗器械领域的积
累和人才储备，助力标的公司提升研发能
力、优化产品性能。

除医药行业外，数据显示，机械设备、
电子、基础化工等行业并购交易量也居前。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
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从目前的市
场趋势和政策导向来看，机械设备、电子、
基础化工、医药生物以及信息技术等行业
的并购交易将会保持较为活跃的态势。这
些行业不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
位，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
领域。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
景下，这些行业的并购活动有望得到进一
步推动。

朱克力进一步介绍，机械设备行业一
直是并购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
的并购机会将不断涌现。电子行业受益于
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相关企业的并购整合将有助于提升产业链
的整体竞争力。基础化工行业在环保、新
能源等政策的推动下，将加快向绿色、低碳
方向转型，并购交易也将围绕这些主题展
开。医药生物行业在人口老龄化、健康意
识提升等因素的驱动下，将持续涌现出创
新药物、医疗器械等领域的并购机会。信
息技术行业则因为数字化、云计算等技术
的广泛应用，各类软件、服务企业的并购整
合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3或迎新一轮上升周期

回顾2023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去年
并购市场开局低迷，但自2023年底，并购
交易呈现增长态势。据Wind数据统计，
2023年全年，中国并购市场（包含中国各类
企业境内外并购）共披露8821起并购事件，
同比下降5.18%，交易规模约18989亿元，
同比下降约22.86%。从单季度来看，第四
季度保持住了第三季度的回升态势，并购
数量为2680起，环比提升14.82%；并购规
模为520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并购重组市场的持续
升温，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护航。从政策层
面来看，2023年以来，证监会持续推动并购
重组市场化改革，有效激发
市场活力。证监会延长
涉及发行股份的重组项
目的财务资料有效
期，从“6+1”延长
至“6+3”，有效提
高重组效率；出
台定向可转债重
组规则，推动上
市公司用好
定 向 可 转
债等多元
化支付工
具，通过重
组提质增效、
做优做强。2024
年2月5日，证监会上
市司召开座谈会，就进一

步优化并购重组监管机制、大力支持上市
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升投资价值征求部分
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意见建议，并就市场
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展望2024年，朱克力表示，基于阶段
性收紧IPO的背景，预期今年并购市场将
会呈现更为活跃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收紧IPO政策将使得一部分原本计划通过
上市融资的企业转向并购市场寻求资金支
持或战略合作。这种转变将为并购市场带
来更多的交易机会和参与者，推动市场整
体活跃度的提升。

王骥跃则认为，IPO节奏放缓，标的公
司供给会增加，但是从需求角度上，并购也
不一定很活跃。对于买家来说，并购是高
风险事件，上市公司大都会比较谨慎。所
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模的并购，并
不会因IPO放缓而井喷。

“随着上市公司业务转型升级的需求
日益迫切，通过并购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提升市场竞争力将成为越来越多企业
的选择。创投机构也将并购退出视为一种
重要的资本退出方式，通过并购实现投资
回报和资本循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下，今年并购市场有望开启新一轮上升周
期，呈现出更为繁荣的景象。”朱克力表示。

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部表示，企业并
购活动在2023年有所放缓后，有望今年在
全球范围迎来反弹。该机构预计，2024年
以下三大行业的并购活动即将改善。第一
是能源行业，并购活动现已有所回升，并可
能继续加速。第二，科技公司的买方和卖
方仍在估值问题上寻求共识，但交易活动
应该会有所回升。第三是医疗保健行业，
生物技术公司可能会寻求在医疗保健行业
中的并购机会来推动研究工作。

“展望 2024 年，科技、媒体和通信
(TMT)行业的并购交易市场较为乐观。生
成式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进步、相
对稳定的利率走势、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PE)创新高的待投资金量以及交易需求的
不断增长，都预示着2024年TMT并购活
动将会增加。”普华永道表示，在经济环境

呈现出新型模式和新型关系的情况
下，战略并购将在2024年的

TMT 交 易 中
继续占据主
导地位。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持续活跃。Wind数据显示，按
照最新公告日统计，截至3月 1日，
共有57家公司披露重大重组事件或
进展情况（剔除重组失败案例），相较于
去年同期的12家公司大幅增长。

“2024年将是A股市场的并购重组大
年”，2月29日，华东地区一家中型私募股
权投资机构创始合伙人如是预判，就资产供
给端看，前些年不少PE机构投资的大量标
的直奔 IPO而去，目前已到了退出期，但由
于IPO审核收紧，这些项目的退出渠道被挤
压，通过上市公司并购退出成为较为便利的
方式；就需求端看，A股公司正面临转型升
级，产业链并购和跨界并购都是上市公
司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其他受访
人士亦预计，2024年并购市场有望
开启新一轮上升周期。

A股并购重组飙升？

A股冲高回落
黄金板块走强

昨日，市场全天震荡

走低，三大指数均收跌。

截至收盘，沪指跌 0.41%，

深成指跌1.37%，创业板指

跌2.33%。

板 块 方 面 ，旅 游 、黄

金、工业金属、高铁等板

块涨幅居前，CRO、MR、

减肥药、CPO 等板块跌幅

居前。

总 体 上 个 股 跌 多 涨

少，全市场超 3500 只个股

下跌。沪深两市昨日成交

额 9817 亿，较上个交易日

放量500亿。

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

21.41亿元，其中，沪股通净

买入1.03亿元，深股通净卖

出22.44亿元。

昨日早盘，从 9:30 到

10:53，上证指数基本稳步

上涨，最高触及 3063.69。

但随后卖盘密集出现，指

数快速翻绿。同一时间，

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但都

同步跳水，直至收盘都在

水下震荡。冲高回落并不

罕见，但就本周连续4天的

分时图看，如此幅度的回

落还是首次出现。纵观本

周4天的盘面，呈现两大特

征：高位滞涨；高切低、大

切小。

板块方面，本周上半

周还大热的 AI 手机、液冷

服务器、飞行汽车等，目前

已出现回调。黄金、铅、

锌、铜、镍等有色金属板块

大涨，其中，现货黄金一度

站上2160美元/盎司关口，

续刷历史新高。但是除了

与黄金沾边的板块更被看

好外，其他部分后续也有

待观察。

市场观察人士指出，

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实际

金价仍然远低于过去的峰

值。华尔街分析师普遍预

计，金价的强势至少将持

续到今年下半年。花旗分

析师预计今年下半年金价

有 25%的可能性达到创纪

录的每盎司2300美元。不

过，他们对金价的基本预

测仍为 2150 美元，并重申

在未来 12 至 16 个月，金价

甚至可能达到每盎司3000

美元。

华泰证券则指出，黄

金往前看，短期不确定性

有所上升。一方面，近期

美国数据再度进入“观察

期”；另一方面，另类资产

波动率大幅上升后，往往

可能面临一定幅度的调

整。中长期看，黄金既有

优异的“抗波动性”，也有

较好的升值潜力，应该长

期在资产配置中占“一席

之地”——因此维持对金

价的乐观预期。所以，避

险情绪蔓延下，本周走得

最好的板块除了黄金，还

是主打防御的红利策略，

也叫做高股息资产。

据经济参考报、中国
证券报

今年以来已有57家公司披露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