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企业纷纷“牵手”秀恩爱
从开年至今，滴滴和快的“牵手”了，美团和大众点评“联姻”了，58和赶集“领
证”了……确实，有多起合并大戏在互联网领域轮番上演，有的让人大呼神奇，
有的让人感到意外。不过，“在一起”依旧成了最终结局。
2015年，被称作“合并之年”并不过分，因为太多的企业选择在这一年强强联
合，或者直接并购，从“相杀”走向“相爱”。 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

如果说以上合并，更多的是针对互
联网企业，那么河南本土一些企业的合
并，还存在于传统行业。

2015年11月份，处于传统制造业的
铜管行业，两大巨头也主动走到了一
起 。 国 内 铜 管 上 市 公 司 海 亮 股 份

（002203.SZ）连续发出《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
告》，称将收购河南企业金龙铜管，金龙
股份 10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金龙股
份将成为海亮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据悉，最终海亮股份披露了一份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告），预案（公
告）称：海亮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金龙股份 100%的股权，金
龙股份 100%的股权作价 325421.25 万
元 ，同 时 发 行 股 份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325421.25 万元。

本次交易是我国铜管行业排名前两
位的龙头企业的强强联合，交易完成后，
海亮股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铜管制造企
业，这一事件也算是2015年河南企业并
购案中，影响最大的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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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杀”到“相爱”从“相杀”到“相爱”

滴滴和快的“牵手”

让我们将时针的刻度调回 2015
年的情人节，有两家中国互联网历史
上烧钱最疯狂的公司在那时选择在
一起，从此“在一起”成为互联网最热
门的话题。

2015 年 2 月 14 日，滴滴打车和快
的打车宣布合并。根据双方的声明，新
公司将实施 Co-CEO 制度，滴滴打车
CEO程维及快的打车CEO吕传伟同时
担任联合CEO；同时，两家公司在人员
架构上保持不变，业务继续平行发展，
并将保留各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性。

58和赶集“领证”

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这一“牵
手”，也为后续企业的合并起了开端。

两个月之后，4 月 17 日，58 同城
宣布战略入股另一分类信息网站赶
集网，双方将共同成立58赶集有限公
司。58 同城将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
获得赶集网 43.2%的股份（完全稀释
后），其中包含 3400 万份普通股（合
1700万份ADS）及4.122亿美元现金。

根据双方协议，合并后，两家公
司将保持品牌独立性，网站及团队均
继续保持独立发展与运营。

美团和大众点评“联姻”

时间来到2015年十一长假，当举
国正在享受假期带来的悠闲时，10月6

日，美团和大众点评要合并的消息在
网上传得沸沸扬扬，随后，8日中午，美
团和大众点评正式发布了声明，双方
已经共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据了解，双方成立的新公司将采
用 Co-CEO 制度，美团 CEO 王兴和大
众点评CEO张涛将同时担任联席CEO
和联席董事长，重大决策将在联席
CEO和董事会层面完成。美团CEO王
兴在内部信中表示，既然我们已经决
定合作，就要抱定白头偕老的信念。

携程与去哪儿“在一起”

同样在 10 月，26 日，有一则合并
消息让大家惊讶不已，携程正式公告
称，携程与去哪儿正式合并，合并后
携程将拥有去哪儿 45%的股份。此
次合并为百度出售 45%去哪儿股权，
并置换持股携程25%的股权。

世纪佳缘和百合网“闪婚”

到了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合并
也不消停，本来是两个“红娘”一直忙
着给大众张罗婚事，并且相互竞争，
没想到却突然“闪婚”了。

12 月 7 日晚，世纪佳缘和百合网
宣布达成合并协议，百合网全资子公
司 Love World 将 以 每 美 国 存 托 股

（ADS）7.56美元的现金对价收购世纪
佳缘，后者作价 2.52 亿美元。交易完
成后，世纪佳缘将成为一家私有公
司，从纳斯达克退市。

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5
年前三季度，中国并购市场再创新高，
活跃度与规模量双双突破历史纪录。

2015 年前三季度中国并购市场共
计 完 成 并 购 案 例 2110 起 ，同 比 大 涨
60.0%；披露金额的并购案例总计 1716

起，共涉及交易金额 1392.88 亿美元，同
比提高 53.0%。其中，国内并购案例共
完 成 1890 起 ，较 2014 年 同 期 上 涨
64.3%，披露金额的 1543 起交易共涉及
并 购 金 额 1087.14 美 元 ，同 比 微 增
0.3%。

■记者手记

如果说一开始，互联网企业与企业
之间的合并，大家只是当做一个个案或
者谈资，一笑置之，那么，从 2015 年开
始，随着越来越多企业从“相杀”到“相
爱”，不得不让人开始思考。

有人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合并，
是因为在同一个领域内，“杀不死对手”
开始成为一个共识；也有人说，互联网企
业合并的背后原因是企业之间选择强强
联合，抱团取暖。不过，不管真正的原因
如何，每一个现象的出现都会有它的时
间节点和背景原因。

为什么企业合并会在 2015 年集中
爆发？或许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浪潮已经
行至岸边，渐渐恢复风平浪静。互联网
已经进入一个深度整合的时期，行业的
霸主地位已经形成，其余的小而散便更
加需要巩固地位。

我们再来看以上合并的企业，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便是之前处于高
度竞争状态的死敌，都曾经打得死去
活来，但正是因为“相杀”，而导致在
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本支撑，在业
务发展中长时间的高额补贴、亏损换
规模现象让投资人对于未来发展产
生了犹豫，从而促成了双方的合并。

另外，不难看出，五起交易都同时发
生在与用户生活关系紧密的服务领域，
尤其可以说明，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服务
领域，正在经历一次重组和改革。

从势不两立的对手，到相亲相爱
的一家人，也许正印证了一句话，商业
社会，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
朋友。

高度竞争的行业出现大量的资本意
志的合并，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目前
而言，谁也不能下定论，但作为消费者，
我们希望企业之间的合并，不要让我们
失去“货比三家”的机会。

作为消费者，更希望企业合并之后，
提供的是更好的服务和产品，更便捷高
效的体验，毕竟检验企业好坏的是市场
和消费者。

不管“相杀”还是“相爱”，产品和服务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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