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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3/24/content_8721.htm ) 

 

 

附 錄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並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  

國發〔2014〕14 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兼並重組是企業加強資源整合、實現快速發展、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措施，是化解

産能嚴重過剩矛盾、調整優化産業結構、提高發展質量效益的重要途徑。近年來，我

國企業兼並重組步伐加快，但仍面臨審批多、融資難、負擔重、服務體係不健全、體

制機制不完善、跨地區跨所有制兼並重組困難等問題。為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

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充分發揮企業在兼並重組中的主體作用，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主要目標和基本原則  

  （一）主要目標。  

  1.體制機制進一步完善。企業兼並重組相關行政審批事項逐步減少，審批效率不

斷提高，有利于企業兼並重組的市場體係進一步完善，市場壁壘逐步消除。  

  2.政策環境更加優化。有利于企業兼並重組的金融、財稅、土地、職工安置等政

策進一步完善，企業兼並重組融資難、負擔重等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兼並重組服務體

係不斷健全。  

  3.企業兼並重組取得新成效。兼並重組活動日趨活躍，一批企業通過兼並重組煥

發活力，有的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産業競爭力進一步增強，資源

配置效率顯著提高，過剩産能得到化解，産業結構持續優化。  

  （二）基本原則。  

  1.尊重企業主體地位。有效調動企業積極性，由企業自主決策、自願參與兼並重

組，堅持市場化運作，避免違背企業意願的“拉郎配”。  

  2.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建立公平開放

透明的市場規則，消除企業兼並重組的體制機制障礙，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

場體係。  

  3.改善政府的管理和服務。取消限制企業兼並重組和增加企業兼並重組負擔的不

合理規定，解決企業兼並重組面臨的突出問題，引導和激勵各種所有制企業自主、自

願參與兼並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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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推進審批制度改革  

  （三）取消下放部分審批事項。係統梳理企業兼並重組涉及的審批事項，縮小審

批范圍，對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事項，取消相關審批。取消上市公司收購報告書事

前審核，強化事後問責。取消上市公司重大資産購買、出售、置換行為審批（構成借

殼上市的除外）。對上市公司要約收購義務豁免的部分情形，取消審批。地方國有股東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轉讓，下放地方政府審批。  

  （四）簡化審批程序。優化企業兼並重組相關審批流程，推行並聯式審批，避免

互為前置條件。實行上市公司並購重組分類審核，對符合條件的企業兼並重組實行快

速審核或豁免審核。簡化海外並購的外匯管理，改革外匯登記要求，進一步促進投資

便利化。優化國內企業境外收購的事前信息報告確認程序，加快辦理相關核準手續。

提高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效率。企業兼並重組涉及的生産許可、工商登記、資産權

屬證明等變更手續，從簡限時辦理。  

  三、改善金融服務  

  （五）優化信貸融資服務。引導商業銀行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積極穩妥開展並購

貸款業務。推動商業銀行對兼並重組企業實行綜合授信，改善對企業兼並重組的信貸

服務。  

  （六）發揮資本市場作用。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通過發行股票、企業債券、非金

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可轉換債券等方式融資。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發行優先股、定

向發行可轉換債券作為兼並重組支付方式，研究推進定向權證等作為支付方式。鼓勵

證券公司開展兼並重組融資業務，各類財務投資主體可以通過設立股權投資基金、創

業投資基金、産業投資基金、並購基金等形式參與兼並重組。對上市公司發行股份實

施兼並事項，不設發行數量下限，兼並非關聯企業不再強制要求作出業績承諾。非上

市公眾公司兼並重組，不實施全面要約收購制度。改革上市公司兼並重組的股份定價

機制，增加定價彈性。非上市公眾公司兼並重組，允許實行股份協商定價。  

  四、落實和完善財稅政策  

  （七）完善企業所得稅、土地增值稅政策。修訂完善兼並重組企業所得稅特殊性

稅務處理的政策，降低收購股權（資産）佔被收購企業全部股權（資産）的比例限制，

擴大特殊性稅務處理政策的適用范圍。抓緊研究完善非貨幣性資産投資交易的企業所

得稅、企業改制重組涉及的土地增值稅等相關政策。  

  （八）落實增值稅、營業稅等政策。企業通過合並、分立、出售、置換等方式，

轉讓全部或者部分實物資産以及與其相關聯的債權、債務和勞動力的，不屬于增值稅

和營業稅徵收范圍，不應視同銷售而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稅務部門要加強跟蹤管理，

企業兼並重組工作牽頭部門要積極協助財稅部門做好相關稅收政策的落實。  

  （九）加大財政資金投入。中央財政適當增加工業轉型升級資金規模，引導實施

兼並重組的企業轉型升級。利用現有中央財政關閉小企業資金渠道，調整使用范圍，

幫助實施兼並重組的企業安置職工、轉型轉産。加大對企業兼並重組公共服務的投入

力度。各地要安排資金，按照行政職責，解決本地區企業兼並重組工作中的突出問題。 

  （十）進一步發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資金的作用。根據企業兼並重組的方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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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和目標，合理安排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資金引導國有企業實施兼並重組、做優做強，

研究完善相關管理制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五、完善土地管理和職工安置政策  

  （十一）完善土地使用政策。政府土地儲備機構有償收回企業因兼並重組而退出

的土地，按規定支付給企業的土地補償費可以用于企業安置職工、償還債務等支出。

企業兼並重組中涉及因實施城市規劃需要搬遷的工業項目，在符合城鄉規劃及國家産

業政策的條件下，市縣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經審核並報同級人民政府批準，可收回原國

有土地使用權，並以協議出讓或租賃方式為原土地使用權人重新安排工業用地。企業

兼並重組涉及土地轉讓、改變用途的，國土資源、住房城鄉建設部門要依法依規加快

辦理相關用地和規劃手續。  

  （十二）進一步做好職工安置工作。落實完善兼並重組職工安置政策。實施兼並

重組的企業要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做好職工安置工作，妥善處理職工

勞動關係。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進一步落實促進職工再就業政策，做好職工社會保險

關係轉移接續，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對採取有效措施穩定職工隊伍的企業給予穩定崗

位補貼，所需資金從失業保險基金中列支。  

  六、加強産業政策引導  

  （十三）發揮産業政策作用。提高節能、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規范行業準

入，形成倒逼機制，引導企業兼並重組。支持企業通過兼並重組壓縮過剩産能、淘汰

落後産能、促進轉型轉産。産能嚴重過剩行業項目建設，須制定産能置換方案，實施

等量或減量置換。  

  （十四）鼓勵優強企業兼並重組。推動優勢企業強強聯合、實施戰略性重組，帶

動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發展，形成優強企業主導、大中小企業協調發展的産業格局。 

  （十五）引導企業開展跨國並購。落實完善企業跨國並購的相關政策，鼓勵具備

實力的企業開展跨國並購，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規范企業海外並購秩序，加

強競爭合作，推動互利共贏。積極指導企業制定境外並購風險應對預案，防范債務風

險。鼓勵外資參與我國企業兼並重組。  

  （十六）加強企業兼並重組後的整合。鼓勵企業通過兼並重組優化資金、技術、

人才等生産要素配置，實施業務流程再造和技術升級改造，加強管理創新，實現優勢

互補、做優做強。  

  七、進一步加強服務和管理  

  （十七）推進服務體係建設。進一步完善企業兼並重組公共信息服務平臺，拓寬

信息交流渠道。培育一批業務能力強、服務質量高的中介服務機構，提高關鍵領域、

薄弱環節的服務能力，促進中介服務機構專業化、規范化發展。發揮行業協會在企業

兼並重組中的重要作用。  

  （十八）建立統計監測制度。加強企業兼並重組的統計信息工作，構建企業兼並

重組統計指標體係，建立和完善統計調查、監測分析和發布制度。整合行業協會、中

介組織等信息資源，暢通統計信息渠道，為企業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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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規范企業兼並重組行為。嚴格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保護職工、債

權人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完善國有産權轉讓有關規定，規范國有資産處置，防止國

有資産流失。採取切實措施防止企業通過兼並重組逃廢銀行債務，依法維護金融債權，

保障金融機構合法權益。在資本市場上，主板、中小板企業兼並重組構成借殼上市的，

要符合首次公開發行條件。加強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眾公司信息披露，強化事中、事

後監管，嚴厲查處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加強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

維護國家安全。  

  八、健全企業兼並重組的體制機制  

  （二十）完善市場體係建設。深化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

市場體係。加快建立現代企業産權制度，促進産權順暢流轉。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

競爭執法，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加強市場監管，促進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行政機關

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責的組織，應嚴格遵守反壟斷法，不得濫用行

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  

  （二十一）消除跨地區兼並重組障礙。清理市場分割、地區封鎖等限制，加強專

項監督檢查，落實責任追究制度。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平衡地區間利益關係。

落實跨地區機構企業所得稅分配政策，協調解決企業兼並重組跨地區利益分享問題，

解決跨地區被兼並企業的統計歸屬問題。  

  （二十二）放寬民營資本市場準入。向民營資本開放非明確禁止進入的行業和領

域。推動企業股份制改造，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國有企業母公司通過出讓股份、

增資擴股、合資合作引入民營資本。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向民營資本開放壟斷行業的

競爭性業務領域。優勢企業不得利用壟斷力量限制民營企業參與市場競爭。  

  （二十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深入推進國有企業産權多元化改革，完善公司治

理結構。改革國有企業負責人任免、評價、激勵和約束機制，完善國有企業兼並重組

考核評價體係。加大國有企業內部資源整合力度，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係國家安

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九、切實抓好組織實施  

  （二十四）進一步加大統籌協調力度。充分發揮企業兼並重組工作部際協調小組

的作用，解決跨地區跨所有制企業兼並重組和跨國並購中的重大問題，做好重大部署

的落實，組織開展政策執行情況評估和監督檢查。各有關部門要按照職責分工抓緊制

定出臺配套政策措施，加強協調配合，完善工作機制，扎實推進各項工作。  

  （二十五）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各地區要按照本意見要求，結合當地實際抓緊制

定優化企業兼並重組市場環境的具體方案，建立健全協調機制和服務體係，積極協調

解決本地區企業兼並重組中遇到的問題，確保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有關重大事項

及時報告企業兼並重組工作部際協調小組。  

 

                               國務院  

                             2014 年 3 月 7 日  

  （此件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