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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跨国并购通常是指一国企业购买另一国企业的

所有(或部分)资产或股份，以获得另一国企业全部或

部分业务控制权的经营行为。与新建投资(即绿地

投资)方式相比，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可更快速地获得

新技术和品牌等重要资源，产生业务协同效应并迅

速实现规模经济，从而达到国际市场扩张和创新转

型等战略目标[1-3]。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与“一带

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跨国并购作为后发企业实现

技术赶超和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受到越

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青睐[4-7]，已成为国际商务领域备

受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

目前关于跨国并购的研究成果主要归纳为两大

方面：一是从内容的角度对跨国并购的前因后果进

行探究，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不同层面探讨跨国并

购的影响因素，如行业的结构和成长性、制度环境及

其差异、交易的方式和不确定性、企业的资源能力和

内部管理等[8-12]。第二，关注不同的跨国并购结果和

价值创造，包括并购公告的市场反应、并购交易完

成、并购后绩效等 [13-16]。如，Li等 [17]基于制度理论探

究国有企业的合法性缺失对跨国并购完成和完成时

间的影响。第三，涉及不同的研究情境，从关注发达

国家的跨国并购拓展到探索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并

购，探究在不确定性、易变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
的国际市场环境下跨国企业如何提高在东道国市场

的合法性地位[5，7，18，19]。二是从过程的角度对跨国并

购交易和整合进行探究。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呼

吁关注跨国并购内部的动态过程研究，致力于探究

决策和整合过程中的决策工具、行动者网络构建和

关系演化等对跨国并购行为和结果的影响[20-22]，以进

一步打开跨国并购过程的“黑箱”[23，24]。

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跨国并购研究进行

述评，具体包括两种类型：第一，聚焦于跨国并购的

某个特定研究主题，主要对跨国并购的理论基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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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和动因研究 [26，27]进行回顾。例如，Shimizu
等 [25]从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动态学习过程和价值

创造战略三方面进行文献的整理和回顾，进而指出

交易成本理论、折衷主义理论框架(OLI)、资源基础观

以及组织学习理论为跨国并购研究的重要理论基

础。第二，从更广泛的企业并购的角度梳理现有研

究成果，关注并购的交易和整合过程、绩效结果等主

题[28-33]。例如，Graebner等[30]围绕并购后的战略整合、

社会文化整合以及经验和学习三个方面对并购整合

过程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并从时间性、决策、实践和工

具、情感管理四个方面总结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尽管现有综述为理解跨国并购的研究现状和发

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仍存在三个研究不足：第一，

从内容上看，现有研究综述主要着眼于跨国并购的

理论基础、前因后果等内容，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目标

的不同，不同的研究流派呈现出支离破碎和难以兼

容的现象，从而阻碍了跨国并购研究的理论发展和

知识结构系统化。第二，从情境上看，以往企业并购

文献综述所梳理出来的知识框架与跨国并购存在差

异。由于跨国并购涉及多个国家不同的情境差异，

情境嵌入性更强且不确定性更高，这可能导致跨国

并购研究比企业并购研究更具独特性。第三，从文

献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综述大多基于定性的角度采

用传统叙述回顾法(traditional narrative review)对跨国

并购文献进行评述。与文献计量方法相比，该方法

通常存在“先入为主”“经验先行”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有限等研究者主观性偏差 [34]。此外，尽管已有部分

学者采用简单定量方法对并购相关议题进行了文献

回顾[26，29]，但对研究成果尚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视化

分析与路径演化分析，并且对新近研究文献间的知

识结构及其联系未做及时的更新梳理。

为了弥补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将对跨国并购领

域的文献回顾工作做出以下三方面的努力：第一，对

2000—2018年的 1287篇 SSCI期刊文献进行文献计

量分析、主路径分析和因子分析，梳理该领域的研究

现状和刻画知识演变路径。第二，再对56篇重要引

文文献进行内容分析以探索该领域的知识结构，并

构建跨国并购的 2W1H知识框架。第三，以此知识

框架为基础，识别现有研究不足，并阐述各个子主题

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研究设计和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文献样本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WOS)
数据库中的 SSCI子数据库。首先，确定检索词为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等。为提高

文献检索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采用多个与主题关

键词相关的词语进行反复检索，对全部检索结果进行

合并和去重。检索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1日—2018
年12月31日。其次，筛选和保留文献类型为“Article”
(论文)的文章，剔除会议、通知、摘要等文献材料。再

次，阅读文献的摘要和主要内容，剔除与研究主题不

符的文献。最后确定检索结果为1287条。

本文选择2000—2018年作为研究时段的主要原

因有二：第一，从实践上看，自2000年以来全球跨国

并购交易数量明显增加且增长势头迅猛。第二，从

发展历程看，谢洪明等 [27]指出虽然跨国并购活动有

近50年的历史，但直到2000年后跨国并购相关的研

究成果才开始快速增加。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包括文献计

量分析、主路径分析、因子分析和内容分析，更科学

系统地展现跨国并购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演变路

径和知识结构。首先，文献计量方法强调从定量化

和可视化的角度探索和呈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知识结

构，且愈来愈受到研究学者的认可[35，36]。基于此，本

文采用CiteSpace与Pajek(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结合

分析，以展现该领域在重要研究文献的贡献情况和

知识结构的演化路径[37，38]。其次，将文献计量分析与

多元统计结合，以更科学的方式识别跨国并购研究

的知识结构。因子分析方法能够从多指标和多变量

的数据中实现关键因子的提取或降维，有助于研究

领域关键主题的识别和提取，从而为该研究领域的

知识结构的划分提供更客观、科学的依据 [39，40]。最

后，内容分析法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具体内容进行编

码，可以更为细致地对研究成果内容进行梳理。

3.研究步骤

本文按照 5个步骤展开研究：①在WOS数据库

中检索文献并导入CiteSpace，对 1287篇文献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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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献总量、期刊分布等分析。②对 1287篇文献做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以了解跨国并购研究的热点

主题。③对 1287篇文献做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分

析，并借助 Pajek工具寻找共被引文献网络的主路

径，进而探索其内部演变规律。④为了检验研究框

架是否饱和，本文对引文文献数据的阈值进行多次

选择，最终发现从CiteSpace中导出共被引频次达到

17次及以上的文献知识图谱能较好地展示跨国并购

的各个知识结构，而且因子分析结果合理。因此，本

文选择共被引频次为 17次及以上的 56篇引文文献

数据，导入 SPSS 22.0进行因子分析，探究跨国并购

领域的知识模块及其联系；在此基础上对知识模块

主题归类并做详细述评。⑤通过内容分析对各知识

模块的核心内容进行编码，并反复迭代直至饱和，进

而构建了跨国并购的2W1H知识框架；在此基础上，

总结研究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外部特征和热点主题分析

1.跨国并购文献外部特征分析

(1)发表与引用数量分析

图 1为跨国并购领域的发文数量和引文数量的

趋势。首先，从发文数量来看，2000—2018年跨国并

购领域的发文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的态势，具体划

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起步发展阶段(2000—2007年)，
累计文献192篇；二是快速增长阶段(2008—2016年)，
跨国并购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累计文献829
篇；三是平稳发展阶段(2017—2018年)，两年文献累

计 266篇，与 2016年数量(153篇)相比其增长幅度有

所下滑。究其原因，可能与近两年跨国并购活动受

到逆全球化等不确定的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紧张局

势有关，如受贸易保护主义、严格监管措施等影响。

其次，从引文数量来看，跨国并购文献的被引数

量增长迅速，至 2018年共达到 3397次被引。最后，

发文数量和引文数量的拟合指数曲线显示R2均大于

0.88，说明跨国并购文献接近呈指数型增长趋势。

(2)顶级期刊分布

根据UT Dallas 24种管理类期刊列表、Financial
Times 50种期刊列表和ABS(2018)期刊列表中3星及

以上的期刊范围，筛选出发表跨国并购研究文献数量

位居前10的国际期刊(见表1)。前10种国际重要期刊

所发表的跨国并购论文数量共211篇，占论文总数的

16.37％。其中排名前2的期刊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和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论

表1 跨国并购研究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分布(前10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期刊名称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Organization Studies

文献数量
48
37
29
26
20
17
12
8
7
7

文献占比(％)
3.73
2.87
2.25
2.02
1.55
1.32
0.93
0.62
0.54
0.54

图1 2000—2018年跨国并购研究文献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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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量分别为48篇和37篇。此外，从期刊的主题领

域可进一步发现跨国并购研究并不局限于战略管理

和国际商务领域，还涉及组织管理和金融学等领域。

2.跨国并购研究热点主题：关键词共现分析

共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往往是该领域在某个研

究时段的热点主题，因此关键词共现网络有助于探

索学科领域内研究热点的内部变化规律[36]。本文通

过选择 CiteSpace中的“Keyword”共检索出 228个关

键词①，划分为四个时段：2000—2003年、2004—2008
年、2009—2013年、2014—2018年，以“Timezone”时
区图谱呈现②(见图 2)。时区图从左到右排列垂直条

表示划分的时间切片，节点越大表明共现频次越高

越能代表该时段的研究热点。

第一时期(2000—2003年)反映了绩效、战略、市

场以及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为跨国并购早期研究的

重要基础。第二时期(2004—2008年)研究热点转移

到跨国并购企业的内部研究，包括企业效率、公司治

理、所有权选择、文化差异等主题。此外，以往有关

跨国并购成败的研究主要归因于外部环境和文化差

异因素，而该时段研究逐渐意识到整合管理对并购

成败的重要性，但大部分文献仅局限在整合阶段中

子主题的静态因素研究。第三时期(2009—2013年)
出现多个研究主题。首先，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研

究开始备受高度关注，特别是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

活动。其次，并购后整合研究逐渐深入到内部过程，

涉及组织行为管理、社会文化整合、知识转移、吸收

能力、创新管理和价值创造等主题。最后，跨国并购

的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主题也得到丰富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等理论

视角探究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技术优势、文化差

异、并购经验等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第四时期(2014—2018年)的研究热点表明，首先

以中国企业为主的跨国并购不断受到转型经济体的

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从而引发学者们对制

度基础观和制度理论的高度关注 [41]。其次，并购后

整合的研究关注点向组织承诺、组织正义、学习吸收

和技术转移、利益相关者参与主题演变。总之，新近

研究呈现两方面的研究趋势：一是更为强调并购过

图2 跨国并购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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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动态性和关系网络的探索以揭示内部过程的影

响机制；二是演化经济地理学或关系地理学的视角

涌现，从地缘经济、地理空间、微观基础实践等角度

探索不同情境下跨国并购的战略决策。

知识演变与结构梳理

本文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获取研究主题信息，

以探索跨国并购研究的知识结构。文献共被引是指

探索两个引证文献之间在主题和知识上的联系，并

随着时间和引文的变化可动态观察该领域的知识结

构[36]。本文将从共被引知识图谱、主路径分析、因子

分析和结构化内容分析探索跨国并购研究领域的关

键引文信息、知识演变规律和知识基础结构。

1.高被引文献：图谱分析

本文在 CiteSpace 中选择“Cited Reference”对

1287篇文献做共被引分析，被引文献共有43809篇。

为了使图谱更为直观和清晰地展现，文献共被引图

谱③仅呈现频次达到 17次的前 56篇被引文献信息

(见图3)。此外，前10篇高共被引文献研究的主题主

要集中在跨国并购的前因、结果和跨文化管理等主

题上(见表2)。

表2 跨国并购研究领域共被引关键节点文献(前10位)

作者

Stahl和Voigt
Erel等[10]

Haleblian等[31]

Bris和Cabolias
Rossi和Volpin[12]

Nocke和Yeaple[2]

Chakrabarti等[70]

Gubbi等[71]

Aybar和Ficici[69]
Chari和Chang[9]

年份

2008
2012
2009
2008
2004
2007
2009
2010
2009
2009

研究主题

文化差异、社会文化整合

并购决策的影响因素

AMO框架：前因与结果

并购公告效应、投资者保护

并购决定因素、法律监管差异

企业异质性、进入模式

文化差异、并购绩效

新兴经济体、价值创造机制

新兴经济体、价值创造或破坏

新兴经济体、资本回报

期刊

Organiz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共引频次

69
64
57
56
53
52
51
49
48
41

引用频次

725
553
831
449
1278
467
392
489
412
226

图3 跨国并购研究领域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8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3 企业管理研究
ENTERPRISE MANAGEMENT

2.知识演变：主路径分析

主要路径分析是指将大型复杂的研究领域简化

为由关键节点及其链接组成的一个或多个知识主路

径[42]。本文通过在CiteSpace形成有向引证网络(.net
文件)导入Pajek软件后，选择Key-route主路径算法

中的SPC主路径权重方法来计算引文的权重值[38]，最

终绘制跨国并购研究的引文主路径(见图4)。由于在

绘制Key-route主路径时选择的高引文连接条数是

一个自由任意数，本文将选择不同的连接数量来观

察不同水平的网络结构，发现前 10～20个间的高引

文连接呈现明显的分支和汇集的趋势，故设置前 20
个连接数的阈值做路径分析，经过权重计算后共展

示17个节点(导向性引文)。其中箭头表示引文之间

的知识流，主路径代表该研究领域中知识信息流动

值达到最高的路径[37]。

从主路径的外部特征看，跨国并购共被引文献大

体上分为两条关键路径：关键路径1(图4左路径)和关

键路径2(图4右路径)。两条关键路径的三条分支汇

集于Tao等[43]；而关键路径 2的另一分支未出现汇集

趋势的原因可能在于两者的知识交叉程度低或有新

的研究流涌现。具体而言，Dikova等[41]主要探究不同

维度的制度距离对跨国并购的影响，这也表明制度

情境研究是推动跨国并购领域知识演变的重要内容。

从主路径的知识内容看，关键路径1和关键路径2
的内容存在较大的不同。关键路径1基于整体视角

不断丰富和发展跨国并购的内涵、形式和情境研

究。首先，自 2000年起跨国并购已逐渐成为发达国

家对外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形式。Horn和Persson[44]

在此背景下提出关于国际寡头垄断行业的内生并购

决策模型，将内生并购理论应用于国际寡头垄断市

场。这相比于传统封闭经济形势下的外生并购模式

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其次，Nocke和Yeaple[2]利用

企业的能力异质性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在均衡

状态下公司可根据其异质能力选择不同的外国进入

模式(出口、绿地投资、并购)，以解决进入国外市场究

竟是选择并购还是绿地投资的问题。接着，学者进

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联 [45]、

国内并购与国外并购在价值创造或破坏上的差异[46]。

再次，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跨国

并购开始把目光投放在发达国家上并希望通过逆向

并购获得跳板机会[4，6]，以解决其后来者劣势和竞争劣

势问题。最后，著名的“七七定律”表明并购后整合的

模式和管理决定了并购的成败。在并购整合方式上，

Zheng等[47]强调给予目标公司相对的自主管理权的有

限或部分整合方式更适合中国的跨国企业。该结论

进一步验证了新兴经济体跨国投资情境的独特性，

进而深化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并购后整合研究。

关键路径 2以跨国并购的多个子主题和研究视

角演变展开，内容分为两部分：前部分路径以跨国并

购文化管理为研究基础，往文化适应和传播、话语构

建主题发展；后部分路径则转向理论视角(如资源依

赖理论、制度理论)和研究情境的拓展。早期研究表

图4 2000—2018年跨国并购研究领域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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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化在跨国并购整合中并非一定是以冲突的形式

展现，相反地，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间接影响组织文

化的顺利整合 [48]。因此，大量研究探讨跨文化背景

下话语实践、话语策略、国家隐喻和转喻、国际关系

的互文性理论在跨国并购管理和整合过程的作用[49-52]。

例如，Tienari等[50]表明关键行动者在公众议论中恰当

运用理性主义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性，并在

Hellgren等 [49]的基础上把话语构建策略往“合法性”

方向发展，认为不同的行动者即使拥有相反的目标

也可运用同样的话语使其立场合法化并达到目的。

此外，关于国家隐喻和转喻的探究，早期研究关注国

家隐喻居多而对较难理解的国家转喻的探索仍处于

初步阶段[51]。

关键路径 2的后部分路径围绕新兴经济体跨国

并购的理论适用性和情境独特性进行探索。首先在

理论视角的拓展上，有关学者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

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解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行为与

结果[53，54]，进一步延伸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发展

方向。其次在情境独特性的探讨上，现有研究认为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探讨制度情境的差异会显得更具

嵌入性和针对性，如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制度

距离、政治风险等[41]，这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境特征

与跨国并购的关系机制提供深入的见解。

3.知识结构归类：因子分析

为了科学反映跨国并购研究的核心知识结构，

本文对共被引频次达到 17次及以上的 56篇共被引

文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和结构化内容分析。首

先，前7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0.36％，说

明这7个公因子的引文较好地涵盖了跨国并购的核

心知识基础(见表 3)。其次，因子分析和内容分析结

合更能提高分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根据

因子分析结果对共被引文献进行内容编码和主题归

类，对公因子进行主题划分和命名，从而归纳得出 7
个知识模块：影响因素及动因、理论基础、并购过程、

并购结果、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情境因素及特征、战

略决策以及整合与管理，共同构成 2000—2018年跨

国并购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结构(见表4)。
(1)影响因素及动因

目前关于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以及动因研究主

要从四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是行业层面，探究行业结

构、行业政策、市场竞争强度、规模及其成长性的影

响机制，行业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并购企业的战

策调整和绩效变动。二是制度环境层面，包括母国

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差异、正式和非正式制

度差异等 [18，41，55]。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往往会在并

购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过程中造成信息不对称和

合法性缺失，从而阻碍跨国并购的顺利完成 [18]。三

是交易层面，主要包括进入特征、并购主体类型、专

业顾问干预、支付方式等。已有文献更多基于交易

成本理论探讨交易属性对进入时间、先发优势、股权

比例或股权变更的影响 [14]。四是公司层面，探究公

司规模、资源和能力、国际化定位及并购经验对跨国

并购的影响 [13，18，56]。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出海动

机相比，已有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并购

动机表现为资源依赖和跳板行为两种机制，即基于

新兴市场的独特性通过积极收购跨国公司的重要资

产弥补来源国的不足，以克服后来者劣势和外来者劣

势[6]。如，Rui和Yip[57]通过案例研究指出中国企业国

际化扩张的战略意图主要受制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

条件、企业在国内市场积累的能力和经验以及高层

表3 跨国并购高被引文献主成分分析

成分

1
2
3
4
5
6
7

初始特征值

4.439
3.504
1.788
1.570
1.296
1.175
1.004

方差贡献率(％)
21.137
16.687
8.515
7.477
6.170
5.595
4.779

累积(％)
21.137
37.824
46.338
53.816
59.986
65.581
70.360

旋转后载荷平方和

3.820
3.359
1.878
1.584
1.507
1.339
1.289

旋转后载荷方差贡献率(％)
18.192
15.993
8.945
7.543
7.174
6.376
6.137

累积(％)
18.192
34.185
43.130
50.673
57.847
64.223
7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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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JIBS表示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FE表示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SMJ表示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TIB 表示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JWB 表示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EER 表示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JIM表示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JOM表示 Journal of Management，JIE表示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MJ表示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BJM表示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RFS表示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CF表示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JBF表示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EMR表示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IBR表示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GSJ表示Global Strategy Journal，JOF表示 Journal of Finance，MIR表示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APJM表示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AER表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M&A表示Advance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OS表示
Organization Science，JEP表示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主题分类

#1影响因素及动因

#2理论基础

#3并购过程

#4并购结果

#5新兴经济体跨国并
购情境因素及特征

#6战略决策

#7整合与管理

文献信息
Rui和Yip[57]

Shimizu等[25]

Luo和Tung[6]

Buckley等[55]

Boateng等[8]

King等
Rossi[12]
Bjorvatn
Bauer和Matzler
Zollo和Singh[65]

Deng[4]

Haleblian等[31]

Dikova等[14]

Nocke和Yeaple[2]

Ellis等[66]

Gomes等
Cording等[67]

Cartwright和Schoenberg
Ferreira等
Moeller等
Moeller等[56]

Francis等
Gubbi等[71]

Aybar等Ficici[69]
Martynova和Renneboog
Bhagat等
Andrade等
Reus和Lamont
Giovanni
Chakrabarti等[70]

Djankov等
Bris和Cabolis
Liu等
Meyer等
Zhang等
Sun等[73]

Buckley等
Erel等[10]

Neary
Helpman等
Chari和Chang[9]

Ragozzino
Mcnamara等
Chen和Young
Graebner
Weber等
Stahl和Voigt
Bjorkman等
Ahammad等[1]

Ahern等
Sarala和Vaara
Makri等
Vaara等

年份
2008
2004
2007
2007
2008
2004
2004
2004
2014
2004
2009
2009
2010
2007
2009
2013
2008
2006
2009
2005
2004
2008
2010
2009
2008
2011
2001
2009
2005
2009
2008
2008
2015
2009
2011
2012
2014
2012
2007
2004
2009
2009
2008
2010
2004
2009
2008
2007
2016
2015
2010
2010
2012

研究主题
战略意图(SIP)、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理论基础的整合
跳板视角、行为和动机
动因、多重影响因素
战略动机和绩效分析
收购后绩效的前因
跨国并购因素、法律法规角度
盈利能力、跨国并购影响
综合理论视角、阶段决策
整合过程、知识学习
战略动机、制度理论、资源驱动
理论基础、AMO理论模型
制度差异、组织学习
资源基础观、进入模式
整合过程的程序正义、信息公正
跨国并购关键因素、绩效
整合过程、中期目标构造
战略与过程
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并购回报
跨国效应、并购回报
规模效应、收购回报
市场分割、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新兴市场
价值创造、破坏
收购回报、溢出效应
收购估值、横截面决定因素
并购收益回报、产业集群
文化差异、绩效、双刃剑效应
国家金融市场深度、并购回报
绩效影响、文化距离
股东价值保护、自我交易
投资者保护、并购价值
整合方法、文化吸收能力
制度、资源、进入战略
制度压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特征及动机、比较所有权优势
OLI范式、国家特定优势
并购决策因素
比较优势、一般寡头垄断均衡
进入模式选择、企业异质性
股权份额、进入模式
目标选择决策、地理区位
先发优势、战略决策
国家所有权、投资者决策
领导者作用、扎根理论
文化差异、整合方法
文化差异、社会文化整合
文化差异和能力转移的影响
知识转移、员工保留
文化差异影响
文化差异与融合、知识转移
知识相似性与互补性、吸收能力
组织和国家文化差异影响

载荷值
0.867
0.851
0.740
0.642
0.637
0.522
0.501
-0.737
0.809
0.809
0.804
0.774
0.705
-0.766
0.779
0.738
0.675
0.544
-0.489
0.826
0.803
0.791
0.786
0.717
0.715
0.693
0.672
0.553
0.533
0.492
0.403
0.375
0.770
0.721
0.79
0.757
0.616
0.357
0.632
0.846
0.693
0.683
0.682
0.625
0.791
0.719
0.689
0.624
0.597
0.527
0.505
0.471
0.437

期刊
JWB
JIM
JIBS
JIBS
TIB
SMJ
JFE
EER
SMJ
SMJ
JWB
JOM
JIBS
JIE
SMJ
TIB
AMJ
BJM
RFS
JB&F
JFE
JBF
JIBS
JIBS
JCF
EMR
JEP
JIBS
JIE
JIBS
JFE
RFS
TIB
SMJ
IBR
JWB
IBR
JOF
RES
AER
JIBS
MIR
AMJ
APJM
SMJ

AM&A
OS
JIBS
IBR
JFE
JIBS
SMJ
JMS

表4 跨国并购研究的知识结构-因子分析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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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视野及能力的广度与深度三方面的影响。

(2)理论基础

跨国并购研究的理论基础可归结为四种理论观

点：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

论。第一，产业基础观学派认为产业的结构特征和

产业成长性对跨国并购进入战略和绩效结果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产业层面上的变化与并购的战策调整

息息相关。第二，随着资源和能力的重要性在并购

中不断凸显，资源基础观学派认为并购企业的战略

决策与价值回报取决于组织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能

力，强调打造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资源组合的重要性，

并且追求资源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共同最大化[2]。第

三，交易成本理论流派则认为市场具有缺陷性，企业

偏向于与交易成本费用较小的并购目标方发生契约

行为，或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市场进入模式 [58]。换

言之，并购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

行为对跨国并购对象、并购方式和并购后整合战略

的选择都会造成不同的并购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问题 [19]。第四，制度理论早期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

础上得以演变和发展。从派别上看，制度视角分为

两种不同的流派：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经济学派与

基于合法性构建的社会学流派。经济学派从制度经

济学出发，以交易成本分析为核心并强调不同制度

选择的效率性 [59]；而社会学流派聚焦于组织合法性

和制度建构本身，对组织的效率提出质疑 [60，61]。另

外，部分学者从能动主义角度分析制度理论，认为企

业不仅能适应制度环境，还能根据自身需求能动地

对制度做出战略反应 [62]。从内容上看，制度理论认

为可以从管制、规范、认知三个维度的制度环境分析

跨国并购战策和绩效问题[61]。制度理论目前已深入

到跨国并购的前因、过程及结果研究，特别是对转型

经济体的企业战略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解释[4，18，41，55]。

除上述四种理论基础外，高阶梯队理论在跨国

并购的微观研究中越发重要。与行为决策理论不

同，高阶梯队理论更强调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对团

队决策和组织层面结果的影响[63]。由于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和能力的发展往往被认为是新兴市场早期国

际化的主要挑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高管团队的异

质性、构成特点、内部动态的关系网络对跨国企业战

略、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例如如何吸引、发展和留住

能够领导国际业务的管理人才[64]和保留关键员工[1]。

(3)并购过程

现有对跨国并购的研究可划分为两大流派：过

程视角和内容视角。首先，近年来众多研究学者呼

吁从过程视角对跨国并购进行研究，这主要是由于

跨国并购过程日益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研究仅从内容视角无法更好地诠释内部的作用

机制形成和难以理解并购内部的动态演变过程。因

此从研究过程看，现有跨国并购过程研究分为两类：

一是从具体的管理实践角度划分为并购前尽职调

查、并购中交易谈判和并购后整合三个阶段[25]；二是

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将尽职调查阶段和交易谈判阶段统

称为并购决策阶段(decisionmaking process)，以及并购

后整合阶段(post-merger integration stage)两个阶段[24]。

此外，从研究内容看，并购过程研究主要从战略

决策和契合、文化整合、组织学习与吸收能力、程序

正义与信息公正等子主题展开过程研究[65-67]。例如，

Cording等[67]基于过程视角构建并购整合过程的中期

目标(内部重组和市场扩张)结构模型，以缓解整合决

策与其绩效结果之间的模糊性因果关系机制。总

之，跨国并购过程实质上是多方利益相关者在该组

织场域内进行资源、权力和利益斗争的过程，因此利

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的行为网络特征以及领导者

和管理者的战略反应对有效的过程管理至关重要。

(4)并购结果

跨国并购结果是衡量跨国并购是否实现预期目

标的重要指标。首先，从研究内容看，现有文献聚焦

于并购绩效结果的衡量和比较研究，具体从经济绩

效、目标实现、竞争格局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度量：①经

济绩效方面，财务绩效通过跨国并购企业的盈利情

况、市场份额、价值创造等财务数据体现[56]。②目标

实现方面，包括知识吸收和积累、能力创建、创新以

及品牌形象认知等[25，68]。例如，Elango和Pattnaik[68]研

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可通过连续并购行为

构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取得可观的价值创造。③竞

争格局影响方面，包括对全球商业和竞争的影响、对

行业的影响以及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宏观影响，目前

涉及该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补充。其次，从研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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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看，更多文献倾向于探究并购结果的前因，主要

围绕战略动机、文化和制度差异、新兴市场国家制度

情境等探讨与并购结果的关系机制[69-71]。

(5)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情境因素及特征研究

现有文献集中于探讨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的特

征、情境影响因素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独特性研

究[40，41，72-74]。首先，新兴经济体市场和制度的独特性

使得跨国并购面临的并购挑战和机遇与发达国家市

场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并购风险、文化和制

度差异、合法性压力、公司治理结构、市场监管环境

和目标市场的资源情况等方面 [72]。其次，在理论阐

释上，Luo和Tung[6]提出跳板理论视角以解释新兴市

场国家跨国企业的行为特征，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跨

国企业为逃逸母国的制度约束和压力而往往会采取

快速国际扩张手段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以弥补自

身在制度、资源、技术管理上的劣势。在此基础上，

Sun等[73]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OLI理论结合以构建

一个新兴经济体的比较所有权优势理论框架，对新

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行为研究提供更细致的理论解

释。最后，中国企业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并购的

主导者，其跨国并购行为的独特性和情境性受到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Peng[74]基于制度与资源结合

的观点发现中国跨国并购企业普遍具备三个特征：

面临独特的国家制度环境、缺乏优越的技术和管理

以及倾向于采取快速并购决策。

(6)战略决策

跨国并购的战略决策研究主要包括前期目标选

择与评估、进入模式选择、所有权选择以及并购后的

战略重组与变革。①在并购目标的选择上，以往研

究聚焦于并购目标的地理位置、文化差异、制度差

异、市场风险和评估、高管风险认知及管理自信等影

响因素[15，58]。②现有关于进入模式研究大多从交易

成本理论、比较优势视角、制度基础观、先发优势视

角以及制度逃逸等视角对跨国企业“怎么出去”赋予

不同的解释机制[2，6，75]。③跨国并购的所有权水平决

定主并企业在后期整合和运营管理的灵活性程度。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制

度理论等对跨国并购所有权进行探索。例如，Chari
和Chang[9]通过研究发现跨国企业若将并购公司所有

权比例作为跨国并购模式的寻求目标时，可能会受

到估值成本、经理层人员整合、资产分离成本以及外

生不确定性下的资源承诺成本的制约影响。④战略

重组和变革是并购后整合阶段的重要战略决策之

一。现有关于整合阶段的战略重组决策过程的文献

具体分为两方面：①从决策结构看，战略重组和变革

决策存在两种解释路径：一是从整合速度和整合深

度展开决策分析[67]；二是根据Haspeslagh和 Jemison[21]

提出的四种方法：持有、保留、吸收和共生以确定具

体的整合策略。②从决策过程看，战略重组和变革

决策主要受到管理者自主决策程度、决策领导者的

人格特质、决策权力和政治色彩的影响[30，63]。

(7)整合与管理

实现整合和管理的价值创造和协同最大化是并

购后整合阶段的关键目标[24，30，76，77]。现有关于跨国并

购的整合与管理研究大致涵盖社会文化整合、学习

与吸收、领导和高管沟通、利益相关者参与四个方

面。①社会文化整合。跨国文化研究主要探讨国家

文化、组织文化、个人信仰的融合和管理对跨国并购

过程的影响[24]。例如，Weber和Yedidia[22]通过梳理和

总结企业文化在并购调查、谈判和整合各阶段中的

概念维度和评估方法，表明并购失败率高与并购活

动不断增长这两个现象之间的悖论可能是由于所有

并购阶段缺乏同步的过程活动，因此构建了跨文化

管理的过程框架来缓解跨国并购的过程管理问题。

②学习与吸收能力。现有研究更多基于组织学习理

论对跨国并购整合中专业知识学习和吸收现象进行

解释。根据 Trichterborn等 [78]的说法，并购组织学习

过程主要包括知识表达、编纂、共享和内化四个阶

段，而内化则是指对知识的吸收。在此研究的基础

上，Volberda等[79]通过文献计量分析进一步识别出吸

收能力的多层次先行条件、过程维度和结果以及内

部影响机制，进而为深入理解吸收能力的构建和形

成提供思路。③领导和高管沟通。现有研究越来越

聚焦于整合中领导者的人格特质作用和员工情感管

理相关的议题 [1，30，64，80]，但对管理者在公众场合与外

部利益相关者沟通的话语分析、程序和合法性策略

关注仍不多。如，Angwin等 [80]基于微观话语分析的

角度表明在沟通过程中缺乏战略承诺的语言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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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反而会降低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并呼吁关注

领导者沟通的丰富性和持续性。但也有研究指出过

度的积极沟通可能会引发话语合法性危机[81]。④利

益相关者参与。从制度理论和制度逻辑的视角看，

多重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利益诉求上往往是充满矛

盾、难以统一的，所以利益相关者在复杂场域中面对

制度压力或约束时往往会采取能够使得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行为手段，从而产生利益相关者之间讨价还

价和利益平衡的过程[20，30]。

此外，Brueller等[23]指出理想的并购整合过程是

并购企业首先通过完全吸收，然后经过内部再次转

化、保留部分资源，最后实现共生和协同的一个过

程。然而现实中的并购后整合过程不管是从组织的

战略重组还是到人员的调整都充满利益冲突和管理

矛盾，以至于最终难以顺利实现并购协同效应的最

大化。

知识框架的提出与未来研究方向

1.跨国并购知识框架的构建

本文基于以上七个知识模块采用2W1H的思路

将每个板块进行连接和归纳，从What(是什么)、Why
(为什么)、How(怎么做)三个层次整合跨国并购的基

础知识，构建一个跨国并购的知识框架(见图5)。
第一层次(What)：为跨国并购的基础。明确跨国

并购的内涵、过程等内容才能更好进行下一步的深

入研究。该部分包括四个方面：跨国并购的概念界

定问题、跨国并购对象区分、跨国并购类型划分、并

购过程。

第二层次(Why)：为跨国并购的前因结果。即跨

国并购基于哪些理论展开研究，为什么会进行跨国

并购，跨国并购前、中、后中存在哪些因素影响和结

果，以及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的情境特征。主要分

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及动

因、并购结果、新兴国家跨国并购情境因素及特征。

第三层次(How)：为跨国并购的战略行为与过程

管理。该部分包括三个方面：战略决策，不但涉及目

标公司选择和评估、进入模式以及所有权水平的选

择，还包括整合中的战略重组问题；整合与管理，主

要从社会文化整合、学习与吸收、领导和高管的沟通

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四个层次进行干预和管理；组

织战略反应，即组织选择多样化的内部运营方式和

对策以应对复杂跨国情境下的挑战[82]，按特征类型和

内容具体划分为两大类反应策略。由于涉及跨国并

购(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的组织战略反应议题

的文献较少且零散，本文采用虚线框表示并建议今

后研究可进一步深化该部分的理论和内容研究。

2.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内容分析和知识结构归纳构建了

一个系统的跨国并购知识框架。基于此框架，本文

图5 跨国并购研究的2W1H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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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掘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从What、Why、How
三个层面提出七个子模块的未来研究方向。

(1)What层面

首先，跨国并购的概念内涵目前已得到完善；并

购对象多样化发展并形成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

相互并购的 2×2矩阵；并购类型研究以横向并购为

主，混合并购数量也不断增加。其次，并购决策和后

整合阶段研究在内容方面得到丰富的研究，但在过

程视角方面缺乏深度探讨。

在跨国并购过程方面，未来研究可从并购决策

和并购整合阶段中行动者网络构建与演化等方面进

行探究。首先，跨国并购研究领域主要存在两种研

究导向：内容视角和过程视角。现有研究大多从内

容视角出发，将跨国并购的具体过程视为黑箱并直

接探讨跨国并购的前因与结果。然而，这种多因素

罗列式研究忽略了并购过程内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其次，跨国并购作为嵌入在一个跨越国界、各种

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活动，从过程视角探索

其内部微观的动态演化和作用机制可能更为合适。

因此，未来研究可对跨国并购过程的不确定性

和复杂性进行深入的探究：①基于过程视角，探究并

购决策和并购后整合两个阶段面临的制度复杂性挑

战。如，在这两个阶段的组织场域变迁过程中行动者

关系网络如何构建和动态演化值得深入探究。②现

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并购决策阶段(尽职调查、交易

谈判阶段)，未来研究可基于微观层面的动态过程视

角，进一步打开并购后整合过程的黑箱。如，探索不

确定情境下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在并购后整合过

程中如何对组织、文化、技术和人力等资源进行有效

整合和优化配置；如何兼顾政府监督的要求和回应

工会组织的社会诉求。

(2)Why层面

第一，理论视角方面，尝试拓展现有跨国并购的

理论基础甚至构建新的理论。现有跨国并购研究的

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产业组织理论、资源基础观、交易

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资源依赖理

论、动态能力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

组织学习理论等。理论之间的整合可能更有助于解

决跨国并购研究中的差距和碎片化问题[31]。然而目

前不同理论视角交叉结合使用的做法仍不多，理论

间的关联与有效性对比尚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

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①整合当前主流理论与

其他理论视角探讨跨国并购的特定议题。如，结合

制度理论与实物期权理论探讨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

企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中做到既能锁定

下行损失又能保持上行潜力。此外，结合承诺的时

序、承诺的过程进一步分析不确定环境下跨国并购

在解决灵活和承诺之间的悖论中会受到哪些多重路

径和复杂因果条件的影响。②理论深化、具象化。

目前用于解释独特情境下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并购行

为的理论主要有制度理论、跳板理论、制度套利视

角、学习理论等，其他理论大多数是基于西方发达国

家的情境进行分析，所以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并购现

象仍缺乏核心理论框架来解释。未来研究可聚焦于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并购的理论构建问题，如基于演

化经济地理学、关系地理学[83]、战略即实践等视角对

跨国并购的场景化和微观基础作深入的理论探讨。

③多学科理论融合。未来研究可扩大理论视角范

围，融合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关系

地理学等多个跨学科理论进行交叉探索，不断丰富

跨国并购研究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

第二，前因与结果方面，进一步深化跨国并购的

作用机制与多重因果路径研究。尽管现有跨国并购

的前因和结果文献在内容上已得到丰富的研究，但

以将多种因素罗列的研究做法为主，忽略了跨国并

购内部的复杂因果机制和多重路径。因此，未来研

究可以从两方面展开探索：①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FsQCA)或元分析方法(meta)探究并检验新

兴经济体连续并购的并购决策和并购整合两阶段不

同的前因与结果的多重影响路径。②只要跨界组织

面临多重制度逻辑间相互矛盾的要求，组织都将面

临不确定的制度复杂性[84]。未来研究可以从制度复

杂性角度做进一步探索，如基于制度组态分析探讨

不同的跨国并购外部环境组合如何引发组织不同的

战略反应。

第三，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情境因素与特征方

面，在关注情境独特性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

步探究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并购战略决策行为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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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机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重要性

日益凸显，其中所出现的新现象仍需大量的研究来

解释和检验。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点进行探索：一

是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并购的理论构建和深化需要以

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的普遍性理论为基础，尝试从具

体情境、文化和行为方式、认知和实践等微观基础中

挖掘并构建新理论。二是从过程视角和关系网络结

构视角关注非正式制度或关系在新兴经济体跨国并

购不同阶段中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如，由于新兴经

济体在正式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非正式制度(如
文化、地方规范、社区关系等)则可以通过发挥其潜

在的关系网络作用来影响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行

为。三是未来研究还可以从动态演进角度探讨新兴

市场跨国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做出不同战略反应变

化的纵向研究。如，未来可关注在国际化进程中哪

些类型的跨国企业(比如初创企业)在特定情境下或

不同发展阶段中更倾向于跳板行为还是路径依赖。

(3)How层面

第一，并购决策方面，并购决策研究主要着眼于

跨国并购的尽职调查、进入模式和区位选择以及所

有权策略选择，但在并购后阶段中更为具体的过程

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仍然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

间。因此未来研究可聚焦于并购后整合阶段的战略

变革和重组主题。从过程角度探讨跨国并购组织如

何在持有、保留、吸收和共生四种方法策略上进行动

态变革和重组[21]。利益相关者参与也是战略变革过

程中的关键部分。如，未来可深入探讨整合战略重

组决策过程中关键利益群体的人格特质、文化、社会

权力及政治关系与并购决策背后所遵循的逻辑之间

存在的关系机制。基于中国家族企业普遍进入代际

传承阶段的现实背景，未来研究还可以从动态演进

的视角探索家族企业“复家族化”会如何影响跨国并

购的并购决策和战略变革[85]。

第二，整合与管理方面，基于动态的微观视角进

一步打开整合过程的黑箱。现有研究表明整合内部

过程主要包括集体认知、讨价还价、动员以及沟通和

谈判四个部分 [24]，可见人员的管理和沟通是整合过

程的首要任务之一。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

开：①现有研究停留在“自上而下”的制度逻辑视角，

未来研究可尝试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探索并购过程

行动者与网络之间关系的互动和演进，基于利益相

关者理论、多重制度逻辑、战略即实践观和悖论等深

入剖析组织场域内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内部关系

和矛盾。②多方利益相关者在跨国并购的组织场域

内往往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手

段来参与利益的讨价还价活动。未来研究可探讨不

同利益相关者在制度复杂的组织场域内因目标差异

而会产生何种行为冲突，以及冲突和斗争对并购绩

效会产生何种影响。③作为两个跨界组织之间的边

界中介者，跨界管理者(boundary spanners)在整合管

理过程中的角色作用不容忽视[86]。未来可关注微观

角度下跨界管理者以往的惯性行为联系对跨国战略

实践的影响。如，新近研究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案例分析探讨了跨界管理者在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

中如何通过管理实践影响逆向知识转移的问题 [86]。

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敏捷战略框架动态比较跨界管理

者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

中的不同作用。④管理者话语构建的合法性在跨国

并购整合管理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未来研究

可进一步结合制度合法性、管理认知等视角探索中

国情境下的跨界组织话语构建(如公众场合或上下

级沟通等场景)与关键行动者的行为动向和组织战

略选择的因果逻辑关系。

第三，组织战略反应方面，基于本土情境进一步

探索跨国并购企业战略反应行为模式及其因果机

制。持续的制度逻辑冲突容易给企业带来合法性缺

失、权力冲突和整合困难等问题，因此跨国企业需寻

求途径对此做出战略反应和调整[82]。现有研究主要

关注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组织的战略反应行为，具体

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内容看，分为商业模式、经

营模式、对待环境态度和经验时机等[87]；二是从行为

本质特征看，归类为妥协、回避、抵抗和平衡四种反

应[88]。然而对独特制度情境下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

的组织战略反应研究关注少。未来研究可探索基于

“一带一路”倡议、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时代等背景下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对外部突变环境所做出的战略

反应特点及其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与上述的组

织战略反应模式作动态比较分析，进一步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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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国并购战略反应的不同之处和挖掘其间的多

重影响机制，从而构建一个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战

略性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理论框架。

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通过对2000—2018年间的跨国并购研究文献进

行定量与定性结合分析，系统识别并归纳了跨国并

购领域的研究现状、主要知识路径和知识结构。本

文梳理和总结出七个知识模块，包括影响因素及动

因、理论基础、并购过程、并购结果、新兴经济体跨国

并购情境因素及特征研究、战略决策以及整合与管

理，并构建了跨国并购研究的 2W1H知识框架。最

后本文根据知识框架从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未来研

究展望。

2.学术贡献

第一，本文在梳理近 20年国际期刊上跨国并购

研究的进展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跨国并购研究的

2W1H知识框架。相比于以往专注于某个特定主题

的跨国并购研究综述，本文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识

别出并购过程、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情境因素及特

征、整合与管理、组织战略反应等七个知识模块，并

构建了一个更系统和全面的跨国并购知识框架，为

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第二，与现有文献综述不同，本文通过结合科学

定量分析方法(文献计量分析、主路径分析和因子分

析)和内容分析法对跨国并购研究的知识结构和主

要知识路径进行科学、严谨、透明的探索。首先，不

断增长的研究文献数量可能会对某一研究领域全面

和批判性的述评带来挑战，而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

究方法更能够帮助研究者在大量的文献信息中快速

掌握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结构，以弥补传统定性

文献叙述方法的不足。其次，尽管越来越多的文献

综述采用简单定量方法进行述评，但应当指出的是一

些定量综述研究仅停留在统计数据的描述上而缺乏

对该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内容分析[29]。因此，

本文有别于以往的定性或定量文献研究，采用定量

与定性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跨国并购研究的核心知识

结构和主要知识路径进行更系统的探索与讨论，为

深入理解跨国并购各子主题之间的联系提供思路。

第三，本文从 2W1H知识框架和七个具体的知

识模块上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为理解跨国并

购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启示。比如，

本文呼吁未来研究可从动态过程和微观基础的角

度，重点关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多重制度逻辑、利

益相关者关系网络的构建和维持以及跨界管理者实

践等主题，深入剖析跨国组织场域内不同利益相关

者及其冲突的制度逻辑的内在机制，为理解跨国并

购过程中矛盾和(不)可兼容的制度逻辑及其相互关

系背后的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

3.研究不足

本文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不足：①由于在文献计

量中引用和共被引文献的内容不能由CiteSpace直接

处理，因此对重要文献的细节内容需要手动编码和

分析。这必然是一个相对耗时、容易导致信息简略

甚至部分内容失真的过程。②本文通过主路径分析

将复杂的引文网络简化为两条简单关键路径。虽然

这有助于捕捉到特定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轨迹和动

向，但它仅考虑网络中的少数关键节点和连接路径，

忽略了不太明显的跨国并购细分主题，从而导致相

关知识容易被遗漏。③在研究时间段上，本文仅基

于2000—2018年探索了跨国并购研究的知识演变路

径和学科知识基础。为了动态更新和追踪跨国并购

过程中阶段性的研究演变规律，今后的研究可划分

多个研究时段(如以2008年为分界)或拓宽时间范围

对跨国并购研究进行深入的动态演变分析。

注释：

①根据阈值共得到255个关键词。由于部分关键词存在

同义词的单复数形式，处理后得到228个关键词。

②“跨国并购”等其他相近同义词作为关键词时不能反映

该领域内的主题，故不分析此类关键词。

③节点代表高共被引文献，节点信息包括第一作者和年

份。节点年轮圆形越大，说明共被引频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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