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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pan>2015 年被称为“合并之年”。</span><br><br>
<br><br>
<br><br>
<span>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从年初至今，中国并购市场（含并购国外企业）共计完成并购案例 2110
起，披露金额的并购案例总计 1716 起，共涉及交易金额 1393 亿美元，其中，国内并购案例共完成 1
90 起，披露金额的 1543 起交易共涉及并购金额 1087 亿美元。</span><br><br>
<br><br>
<br><br>
<span>在今年国内并购案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四家行业巨头的合并，分别为出行领域滴滴快的
本地生活领域 58 赶集、O2O 领域美团大众、旅游市场领域携程去哪儿。而他们背后的投资老板基本
都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即常说的 BAT）的身影。</span><br><br>
<br><br>
<br><br>
<span>事实上，细数国内的并购和投资市场，以 BAT 为代表的并购投资案最多。据 i 黑马统计，20
5 年至今它们合计并购企业 200 家，总共金额约 1711 亿元人民币。分别为阿里巴巴 100 家，共计
额约 1020 亿元人民币；腾讯 66 家，共计金额约 617 亿元人民币；百度 24 家，共计金额约 74 亿
人民币。</span><br><br>
<br><br>
<span></span><br><br>
<span>对于 BAT 并购频繁，汉能投资董事长陈宏曾对 i 黑马称，这首先是它们的市值都已很高，有
来做并购，其次，竞争领域交叉，业务要么做强做大，要么砍掉，“市场第一怎么达到？一方面靠自
增长，一方面靠收购外围的公司。如果一个中小企业的业务，刚好可以形成互补，那么它们就可能考
收购。”</span><br><br>
<br><br>
<br><br>
<span>过去的创业者们最担心的是 BAT 是否会复制它们，而现在已经演变为，BAT 是否会投资甚
收购它们。以前，创业者可能还有机会成为下一个 BAT 级存在的机会，现在，他们必须要面对的现
则是：如果不能入局或被相中，往往意味着衰落甚至死亡。以下为 i 黑马的梳理的 BAT 投资并购脉络
</span><br><br>
<br><br>
<br><br>
<span>首先我们来看下四家行业巨头的合并背后的 BAT 投资情况：</span><br><br>
<br><br>
<br><br>
<span>一、滴滴打车 + 快的打车（2015 年 2 月 14 日）</span><br><br>
<br><br>
<br><br>
<span>幕后投资巨头：阿里巴巴、腾讯</span><br><br>
<br><br>
<br><br>
<span>首先我们来看在今年情人节上演的爱情故事。两家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烧钱最疯狂的公司选择
一起，看来是真爱啊！</span><br><br>
<br><br>
<br><br>
<span>2 月 14 日，快的打车与滴滴打车联合发布声明，宣布两家实现战略合并。股权分配比例为 5
%：48%。新公司将实施 Co-CEO 制度，滴滴打车 CEO 程维及快的打车 CEO 吕传伟将同时担任联合
C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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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n><br><br>
<br><br>
<br><br>
<span>在今年，阿里投资了 6 亿美元在快的身上，腾讯投资滴滴达 20 亿美元。而两家烧钱开支更
高达数亿元人民币。同时也催生了以刷单为生的“第三产业”，并且从政策层面上始终不为明朗。</s
an><br><br>
<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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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
<span>而对于为什么会撮合两家昔日的死对头公司进行合并，它们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本
化优势；二、网络效应优势；三、打造下一个千亿级公司。</span><br><br>
<br><br>
<br><br>
<span>最终，在各种条件影响下，两家公司的最主要股东腾讯和阿里达成协议，让两家企业走到一
。</span><br><br>
<br><br>
<br><br>
<span>二、58 同城 + 赶集网（2015 年 4 月 17 日）</span><br><br>
<br><br>
<br><br>
<span>幕后投资巨头：腾讯</span><br><br>
<br><br>
<br><br>
<span>58 同城和赶集网这对掐了多年的老对手在 4 月 17 日在一起了，成了“一家人”。</span>
br><br>
<br><br>
<br><br>
<span>58 同城将以“现金 + 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 43.2% 的股份，其中包含 3400 万份普通股及
4.122 亿美元现金。两家公司合并后，58 同城和赶集网将继续两个品牌的独立管理，58 同城 CEO 
劲波和赶集网 CEO 杨浩涌将担任联席 CEO。</span><br><br>
<br><br>
<br><br>
<span>在之前，58 同城曾无数次表示，不可能收购赶集网。而赶集网态度也很强硬，一直不肯见面
谈。而对于为何会最终走到一起，杨浩涌曾表示，双方之前在原有分类信息业务上耗费太多精力，现
需要更多的资金、人力、精力去做新的业务。他感叹，企业创始人需要用理性战胜情感。而姚劲波也
示，合并后，会让市场营销费用等大幅降低，让市场议价能力提高，提高利润去做更多新的业务。</s
an><br><br>
<br><br>
<br><br>
<span>两家公司都成立于 2005 年，整整厮杀了十年之久。58 同城于 2013 年底上市，而后获得腾
 7.36 亿美元和高盛 1.2 亿美元投资。赶集网 2012 年由于创始人家庭原因上市失败，后面也陆续获
包括中信、麦格理等投资。</span><br><br>
<br><br>
<br><br>
<span>三、美团 + 大众（2015 年 10 月 8 日）</span><br><br>
<br><br>
<br><br>
<span>幕后投资巨头：阿里巴巴、腾讯</span><br><br>
<br><br>
<br><br>
<span>美团和大众点评在 10 月 8 日正式宣布合并。这是国庆假期过后的第一大事件，合并后的新
司估值将达到 150 亿美元。本交易得到阿里巴巴、腾讯、红杉等双方股东的大力支持。</span><br
<br>
<br><br>
<br><br>
<span>合并方式上，美团、大众点评现有股东将权益注入新组建的境外公司(仍采取 VIE 架构)，比
大致为对等比例 5：5。</span><br><br>
<br><br>
<br><br>
<span>新公司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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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董事长，重大决策将在联席 CEO 和董事会层面完成。两家公司在人员架构上保持不变，并将保留
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运营，包括高频到店业务，同时将加强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推动行业升级。</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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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br><br>
<br><br>
<br><br>
<span>这是近十个月以来完成的继滴滴快的、58 赶集之后的第三个互联网领域重大案例。双方强强
手后将简化市场格局，减少重复性投入，发挥各自优势，有效促进行业发展。</span><br><br>
<br><br>
<br><br>
<span>四、携程 + 去哪儿（2015 年 10 月 26 日）</span><br><br>
<br><br>
<br><br>
<span>幕后投资巨头：百度</span><br><br>
<br><br>
<br><br>
<span>今年 10 月 26 日，携程公告称与去哪儿同意合并，合并后携程将拥有 45% 的去哪儿股份。
次携程与去哪儿合并的形式为百度出售去哪儿股份，然后控股携程，百度将拥有携程 25% 的股份。
程与去哪儿两家公司合计市值达到约 156 亿美元。</span><br><br>
<br><br>
<br><br>
<span>2013 年中秋节它们还合作过，携程的酒店、机票产品在去哪儿上线，虽然 2014 年两家就继
开战，产品下架，但是总算也是合作的“前科”。目前，国内 OTA 们都在以亏损博市场，OTA 老大
程更是铁了心拓展业务边界，致力于并购和投资相关公司，弥补短板，减少竞争。</span><br><br

<br><br>
<br><br>
<span>从今年的四大行业巨头合并案例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背后均有 BAT 三家巨头做以支撑。滴
和快的两大出行市场巨头合并，并且刚刚创立没有几年的创业公司就拥有高值的现金储备，如果背后
有巨头投资很难做到。</span><br><br>
<br><br>
<br><br>
<span>巩固自身领域的同时进军新领域</span><br><br>
<br><br>
<br><br>
<span>如今，BAT 最看重的就是 O2O 领域，据 i 黑马统计，2015 年 BAT 所招的 O2O“小弟”们
达到了 15 家，其中腾讯招揽的“小弟”占据一大半。</span><br><br>
<br><br>
<br><br>
<span>对于其他行业来说，阿里今年主要还是在通过支付、物流、在线购物方面不断补充能量，巩
自己在电商领域的领先地位。阿里还在出行、生活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投资，补足短板。阿里主要的
心思路还是：维持电商霸主地位，把优势扩大到极致。</span><br><br>
<br><br>
<br><br>
<span>腾讯则立足微信和 QQ 两大产品，不缺入口和支付，因此在本地生活类领域发力最重，选择
都是在该类别中处于领头地位的 58 同城、大众点评、滴滴等入股或收购，想在生活消费类的垂直领
内占据先机。</span><br><br>
<br><br>
<br><br>
<span>百度的重心是一直放在对自家平台的整合上。借助百度地图的覆盖率和 LBS 定位能力，百度
包也亟待得到突破，于是百度把发展的重心放在拼车应用和团购、外卖上。</span><br><br>
<br><br>
<br><br>
<span>投资人童玮亮对此向 i 黑马表达了他的看法：“ BAT 今后会在它过去已有的领域逐渐加强，
们看到一些新兴的行业后，也会向这个方向进军。比如，百度在人工智能方面，阿里和腾讯在内容方
，它们都做了很多事情，希望扩大适应范围，从另外一点来说，除了资本层面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基
，所以就会围绕基因和主营业务上的布局来发展做大。”</span><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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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
<br><br>
<span>从目前投资并购大局来看，BAT 基本都在涉入与它们在业务相似度极高的公司身上，或它们
前所涉足的领域。</span><br><br>
<br><br>
<br><br>
<span>腾讯今后可能会在它很擅长的社交领域进行一定布局，因为它拥有流量和足够的利润，能够
它在一些新的方面进行投资并购，包括内容、影视、动漫。但它更是一个流量平台性的公司，但做平
性公司就必须要有对渠道的把握，对内容的掌控力。</span><br><br>
<br><br>
<br><br>
<span>阿里的布局相对来说会更加全面，方方面面在出击，进行投资并购。但细看起来，阿里做的
实还是和消费相关，是电商。对于百度来说，今年虽然也在投资，但明显可以看出其力度较小，并较
两家有一定差距。由于目前百度内部在分拆业务，将把文学、视频、音乐等板块分拆，从某种意义上
说它要更聚焦自己的核心业务和核心战场了，今后将围绕自己周边的业务在做。</span><br><br>
<br><br>
<br><br>
<span>为何先结盟后收购？以此各掌天下</span><br><br>
<br><br>
<br><br>
<span>在 BAT 的投资并购布局中，有的是主动出击，有的是防守性行为。</span><br><br>
<br><br>
<br><br>
<span>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曾在公开演讲中说到，BAT 被颠覆和超越，可能并不在 BAT 所
注的领域，或者换言之，这是一场不在同一战场里的战争。很多领域里 BAT 触及不到，如比特币。
还表示，真正的时代过渡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背后其实很艰难痛苦。如今在移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
覆与被颠覆的战争可能不再通过纯互联网技术的形态。</span><br><br>
<br><br>
<br><br>
<span>也就是说，BAT 需要主动去抢占市场，才不会在将来的布局上显得被动。那么，他们现在的
资更多的是偏向于战略防御型投资。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认为 BAT 战略防御性投资其实就是害怕被
覆。“它们一定会认为，这世界不可能孤伶伶就我们三个，对手一定是伺机而动。BAT 手中的钱非常
多，自身的发展又不需要什么投资，那不投资干什么？”</span><br><br>
<br><br>
<br><br>
<span>但是，BAT 现在的投资，从某种程度上看并不谋求控制，首先它只要求你不成为它的敌人，
好是结成盟军，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有新的变化。如果有战略的需要，他们也会把全资买下
</span><br><br>
<br><br>
<br><br>
<span>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三家巨头都害怕被任何一家新的创新型企业所颠覆，它们都在避免潜在
覆者的威胁，所以必须增加外部增长动力，强化核心业务。而马云曾在今年的阿里云云栖大会上的发
中似乎在为创业者们吃一颗定心丸，他表示，BAT 依旧会继续发展，但创业者是有机会赢的，因为今
的创业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整个融资状态要比十五年以前好很多。</span><br><br>
<br><br>
<br><br>
<span>BAT 引领巨头合并，意味行业竞争结束</span><br><br>
<br><br>
<br><br>
<span>现在创业生态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以 BAT 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开始介入并投资早期互联网创业
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旦一个领域的巨头进行合并，就意味着这个领域的竞争已经结束。</sp
n><br><br>
<br><br>
<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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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如互联网出行领域，滴滴和快的刚烧到一定程度就合并了，意味着出行市场领域的竞争结束
；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意味着生活服务领域竞争结束了；优酷卖给阿里，意味着视频领域竞争要结
了；携程和去哪儿合并，意味着互联网旅游领域已经很难挑战了。现在 BAT 不断向这些行业巨头进
投资或并购，这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好处是对于巨头的投资，可以加大这些公司的资金池，而坏处
会提前结束一个领域的创业和创新。</span><br><br>
<br><br>
<br><br>
<br><br>
<br><br>
<span>&nbsp;</span><br><br>
<br><br>
<br><br>
<span>之后，在互联网等高度市场化的行业，并购将从“大买小”，升级为“大买大”、“大并大
，诸如滴滴快的、美团大众、携程去哪儿等行业巨头之间的合并将此起彼伏，这既是应对竞争的需要
也是经济规律的驱使。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领域等更大范围领域巨头合并也将开始。</span><b
><br>
<br><br>
<br><br>
<span>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其最核心的资产是人才，所以如果仅仅是业务层面的并购意义并不
，而收购核心团队更为重要。</span><br><br>
<br><br>
<br></p>
<p>
    <span>BAT幕后的并购大幕刚刚拉起，有哪家会继续拥抱BAT的“大腿”，又有哪家企业会颠覆
们？对于前者来说，可能我们会猜测出来，但对于后者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span>
</p>
<p>
    <span><br>
</span>
</p>
<p>
    <span><span>文章来源于互联网</span></span>
</p>
<div>
    <br>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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