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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并购德企 资金实力遭质疑
三一重工回应称，公告数据没问题，有充分信心走完国家规定流程

■“三一重工海外并购”追踪

本报讯 （记者张奕）三
一重工“龙吞象”式的海外并
购在业内 引 发 广 泛 关 注 。
昨 日 ，有 报 道 称 三 一 重 工
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的资
金实力，以及并购程序违规
受到质疑。对此，三一重工
昨 日 对 本 报 记 者 回应称，
公司并购不存在资金问题，
同时有信心获得国家部门
的审批。

未获发改委“路条”？

《长江商报》昨日发布题
为《三一重工海外收购陷“质
疑门”》的报道称，有机构质

疑三一重工收购德国“大象”
普茨迈斯特的资金实力，以
及并购程序违规。据本报记
者随后获得的该机构材料内
容显示，对三一并购普茨迈
斯特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两
点：第一，三一重工的并购尚
未获得发改委的“路条”就擅
自与普茨迈斯特签订约束性
协议，违反了国家相关法规，
未必能够获得中国政府的审
批放行。

第二，三一重工的并购
成本并不止公告中宣布的
3.24 亿 欧 元 ，因 为 是 股 权
100%收购，因此必须承担普
茨迈斯特的偿债责任，而普

茨迈斯特在 2010 年的负债
就已有 3 亿多欧元，因此三
一重工此番收购成本可能高
达6.5亿欧元，折合人民币近
60多亿元。

究竟何为“路条”？

据了解，2009 年 6 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规
定：“有关企业在项目对外开
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即境外
收购项目在对外签署约束性
协议、提出约束性报价及向
对方国家政府审查部门提出
申请之前，境外竞标项目在
对外正式投标之前，应向国

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信息
报告，并抄报国务院行业管
理部门。在国家发改委收到
项目信息报告后，对于报告
内容符合规定要求的项目，
在 7 个工作日内应向报送单
位出具确认函，并抄送有关
部门和机构。”

而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在三一重工接洽普茨迈斯特
之前，其同城对手中联重科
已经拿到了发改委批准其并
购普茨迈斯特的“路条”。

三一重工称有“信心”

记者昨日就此致电三一

重工，对方表示，关于三一的
并购成本，是经过证监委等
相关部门严格审批，才能够
对外发布公告。“我们公告的
数据没有任何问题。”

另有权威知情人士告诉
记者，事实上，三一重工之所
以与普茨迈斯特先行签约，
再至国家相关部门走流程，
是源于三一与普茨迈斯特签
署了保密协议。“这一协议要
求交易双方在正式签约之前，
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交易
的任何详情。”而中联重科虽
获得了“路条”，却破坏了与普
茨迈斯特的保密协议，提前向
发改委提交了交易内容，最

终普茨迈斯特认定中联重科
“违背约定”，中断了与中联
重科的合作谈判。

目前，三一并购普茨迈
斯特已经获得德国政府放
行，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能
否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审
批。该公司对于获得包括发
改委在内的主管部门的放行
表示“有充分信心”，目前正
在按照规定走流程中。

中国工程机械秘书长苏
子孟认为，三一有能力将普茨
迈斯特成功整合，而作为全球
混凝土泵做得最好的企业，普
茨迈斯特也能为三一重工提
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 声音

本报讯 （记者李蕾）针
对三一重工收购德国“大象”
事件，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
永福昨日在首届外交官经济
论坛上表示，此次收购是中
国企业对欧洲投资的典型案
例，该项交易将于今年 3 月
交割完成，总体出资额超过
5 亿欧元，是一个非常大的
收购，此次收购对三一重工
的全球布局和产业链完整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孙永福表示当前中国对
外投资虽然刚刚起步，但由
于势头很猛，受到了各方的
关注。孙永福表示，中国企
业对外投资总体上来说是受

到各国欢迎的，包括欧盟、美
国，尤其是身陷危机的欧洲
国家，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总体环境相对有利。“中国
企业走出去是为投资国创造
工作岗位，实际上是借钱给
他们来生产。”孙永福说。

孙永福称，中国是欧盟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
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
对欧洲的投资增长也比较迅
猛，截至 2010 年，中国对欧
直接投资达到 68 亿美元，同
比增长超过 102%，去年由于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投资总
额有所下滑，不过中国对欧
盟投资覆盖整个欧盟 27 个

国家。他说，“十二五”期间
将继续努力加快实施走出去
的步伐，鼓励有实力的企业，
无论是国企或民企，继续开
展对外投资的合作。

德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
卢恒科则表示，三一重工在
德国建立新工厂，创造了成
百上千个工作岗位，又收购了
德国公司，加强了在全球混凝
土机械生产领域的地位。从
长期来看，三一重工还打算在
欧洲投资1亿欧元，目前公司
使用了很多当地的供应商。

“德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清楚，
就是热烈欢迎中国公司到德
国进行投资。”卢恒科说。

商务部官员：

三一收购有利于全球布局

三一重工巨资收购德国“大象”

三 一 重 工 出 资
3.24亿欧元（折合
人 民 币 26.54 亿
元），占股90%

中信产业投资
基金，占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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