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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我国并购获得知识产权的案例，会发现我国面临的知识产权陷阱有两类：一类
是合资企业中，外资企业为中资企业设陷阱，使中资企业的已经成熟的品牌在市场
上销声匿迹，这主要在我国推行“引进来”战略的历史阶段;一类是中方企业在并购
外国企业的时候，并没有获取其核心技术，或者获取的专利技术已经成为鸡肋。这
主要发生在现在，中国的企业已经发展壮大，急需走出去。

一、外资并购中知识产权：商标陷阱

外资在商标方面主要设了如下陷阱：

1.不平等条约策略

利用中方急于求成的心理，在并购协议中不平等地约定合资企业必须使用外方商标
，完全排挤中方商标的使用。将中方的知名商标以高价折股，合资后对中方商标然
后弃之不用。

沉重一课：在1994年1月18日震动中国饮料业的百事可乐与天府可乐在重庆“联姻
”，曾一度被作为国宴饮品，被民众视为民族饮料象征的天府可乐从此在市场上销
声匿迹。

2.股权控制策略

外方表面同意，合资企业在经营期限内对双方商标都可使用。但在实际经营中，外
方却利用控股地位将中方商标闲置，使用自己的商标，并利用合资企业的资金为自
己的商标大作宣传。合营期限一旦届满，原中方著名商标由于不使用而在市场上为
人所淡忘，而中方对外方商标无权继续使用，外方在此时便会提出可继续使用其商
标，但须支付高额许可使用费的要求。

3.自然淘汰策略

在并购协议约定双方的商标都可使用，但同时限定主产品、新产品用外方的商标，
老产品用中方原有的商标，然后外方通过产品的升级换代逐步将原中方的名牌淘汰
出市场，达到在商标权上完全控制中国的国内市场的目的。

沉重一课：在洗衣粉行业，上海的白猫、广东的高富力合资后，外方利用我国名牌
厂家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推销他们高价的碧浪、汰渍，而把我们的产品打入冷
宫。又如广州肥皂厂的洁花牌香皂与美方合资后，很快被海飞丝、潘婷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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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冷冻策略

沉重一课：在1994年上海牙膏厂与联合利华合资之前，“美加净”牙膏在中国已经
是家喻户晓，年销量达到了6000万支，产品的出口量全国第一，但当它被折价120
0万元投入合资企业后，立刻被打入冷宫，代之而起的是露美庄臣，到1997年，联
合利华停止在各种媒体上投放美加净的广告，但在同时又在洁诺的广告上不遗余力
的大量投入。

5.全面收购策略

外资通过全面收购国内被国人所熟悉的并有良好市场效应的品牌企业，达到迅速抢
滩中国市场的目的。

沉重一课：2004年2月德高汉高公司与上海轻工控股集团达成协议，全资收购“熊
猫”品牌，成为熊猫品牌的新所有人，而原所有人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上
海海文集团将不得使用熊猫品牌标志。

二、中资并购外资：专利陷阱

在现阶段，中国有一批企业已经发展壮大，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为了进一步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抢占全球市场，通过并购来获取专利技术。但是并购要么是没
有取得目标企业的核心专利技术，要么获取的专利技术已不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和
发展潜力。

沉重一课：华立并购飞利浦：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公司CDMA移动芯片技术研发部
门，飞利浦与美国高通公司签订了CDMA芯片技术的交叉许可协议，由于双方承诺
不对第三方公开，这种承诺不因为飞利浦研发部门的转让而改变。华立开发和销售
CDMA芯片和终端设备，仍需要向高通公司支付技术许可费。而中国商家每生产一
部CDMA手机，都要将销售额的2.5交给高通公司作为选用CDMA标准并使用相关
专利的费用。

TCL并购汤姆逊公司的CRT技术属于夕阳技术。四川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品牌、商
标、商品名称所有权、专利技术使用权，没有成功。既然并购中有这么多陷阱，因
此需要睁大眼睛，识别这些陷阱，以免吃了哑巴亏。

另一方面，如果在并购中获得了资质优良的知识产权，但是如果对该知识产权不能
够很好地运营管理知识产权也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因此，有必要在并购成功
后对已经获得的知识产权进行资源整合，以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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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上述第一个问题，必须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和价值评估。

为了解决上述第二个问题，必须对接管后的知识产权资源进行整合。

因此，企业并购一般要经历尽职调查、价值评估、谈判签约和机关整合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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