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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选择购物的日子一去不返”

据 《日本经济新闻》 网站报道，中国消费者的消
费模式正在逐渐从“提袋消费”转向“体验消费”。
从购买产品到文化体验，从外国品牌到国产品牌，从
线下扫货到线上消费，种种变化都引发了外媒的兴
趣。

据美国 《福布斯》 杂志网站报道，随着中国新的
精英阶层开始欣赏西方文化，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中
国大陆无法获得的文化经历上。

报告举了科比的例子。5 月，中国粉丝长途旅行
6000英里，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观看科比·布赖恩特
的 NBA 告别赛。部分球迷花了高达 1万美元，除了观
看比赛，还参加了见面会、晚宴和篮球技巧研讨会。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寻找难以忘怀的体验，而不是
产品，影院、餐饮、水疗和旅游都迎来旺盛需求。”英
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这样说。

报道指出，就购买习惯而言，出手阔绰的中国出
境游客人群正出现一个显著变化。根据FT投资参考对
1318 名出境游客进行的调查，相比以往，他们不那么
可能在境外旅游期间购买昂贵物品，如名贵手袋、珠
宝和名表。他们的目标转向了各种体验：去意大利观
看歌剧、去北欧领略北极光、在巴黎的米其林星级餐
厅用餐……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不加选择购物的日
子一去不返。如今，中国人已把焦点转向购买优质产
品，过更平衡、健康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麦肯锡
在 2015 年末对 44 个城市 1 万名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显
示，中国消费者对那些被视为不太健康、甚至潜在有
害的产品日趋敬而远之。麦肯锡发现，与 2012年进行
的类似调查相比，碳酸饮料、口香糖、冰淇淋和西式
快餐的人气均出现下滑。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态度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外国
品牌的热度在下降。据美国 《福布斯》 杂志网站报
道，麦肯锡最近的一份报告称，假如质量和价格同
等，62%的中国消费者现在更青睐国产品牌。5 年前，
这个比例远远不到一半。报道指出，去年，中国销量
前十位的智能手机有八个都是中国品牌。华为和小米

高居前列，本地品牌正迅速挤压苹果和三星两大外国
品牌。

引起外媒关注的还有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方式的变
化。外媒称，普华永道最新全球调研报告显示，全球
超过一半的消费者已通过手机进行网络购物，而中国
这一比例高达88%，这表明中国消费者手机网购已领先
全球至少 3年。去年中国网购规模高达 3.8万亿元人民
币，在国内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占比达12.6%，并继续
保持全球第一大网购市场地位。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指出，数据显示，截至去
年底，中国移动支付平台用户数量猛增 64.5%，达
3.577亿。这凸显移动支付平台正迅速普及，并推动这
个国家的城市消费者跨越信用卡阶段，直接进入无现
金社会。

“向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消费者正在变得越发成熟。
美国 《福布斯》 网站文章分析称，中国消费者不

再迷恋外国品牌，其最大推动力当然是“中国制造”
不再意味着劣质，而且，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认
同感增强，愿意支持国产品牌以示爱国。“2011年，只
有31%的中国消费者愿意支持国产货，”文章指出，“一
年后，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43%。这也反映了中国消费
者成熟的速度之快。”

中国消费者的民族认同感也在增强。“中国人一向
对自己过去的成就感到骄傲，现在他们认识到：嗨，
我们其实真的是个很棒的国家。”文章说。

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消费模式的转变意味着
中国经济正在向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模式转变。

“装满购物车的不仅仅是日常用品。中国人如今花
在SPA、旅游和娱乐等奢侈品上面的开支也日渐增多。
这种转变显示，中国经济正告别重工业和出口驱动模
式，向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模式转变。”新加坡《海峡
时报》这样分析。

世界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对中国消费
模式的转变充满期许。中国的表现也没让世界失望。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1年起，中国增长模式出现了历
史拐点，GDP三驾马车中，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

济 增 长 的 第 一 引 擎 。
而即便是在经济增速
趋缓的当下，2015 年
消费对 GDP 的增长贡
献率依然为 66.7%，其
中，全国网络消费支
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
率 为 29.1% ， 也 就 是
说，这部分的消费引
擎对 GDP 增长的贡献
超过了1/5。

美 国 《 国 家 利
益》 双月刊网站曾发
表题为 《中国经济大
转 型 开 始 了》 的 文
章，指出，有令人信
服的证据显示，中国
确实在进行经济转型
——即从出口、投资
和重工业转向消费和
服务。

据美国 《华尔街日报》 网站报道，虽然目前增长
放缓，但中国经济仍体量巨大，并提供着相当大的机
遇。消费正在形成支撑，特别是电子服务和电子商品
类的消费。2015 年，服务业成功吸纳了制造业的失业
人员。

这一切还只是开始。高盛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
在消费方面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尤其是在与餐饮、
旅游等相关的娱乐消费方面。报告指出，2013 年中国
消费者的娱乐消费占个人总支出的 9.2%，而美国人却
愿意为娱乐支出个人消费总额的17.3%。如今，随着可
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国的消费模式正在向消费更成熟
的发达国家看齐。

“中国的消费就像一股浪潮”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变化何以引发世界关注？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力都意
味着一个谁都无法忽视的巨大市场。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援引世界旅游组织的最新
数据称，自 2012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
出境旅游消费国。2015 年，中国出境旅游 1.2 亿人次，
旅游花费 1045亿美元，继续位列世界第一，比前一年
增加25%。

外媒看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巨大潜力。新加坡 《海
峡时报》 报道，麦肯锡咨询公司提醒称，随着收入水
平的上升，到本 10年末，中国消费者花销将每年增加
10%。约55%的消费者预计今后5年工资会大涨。

美国 《福布斯》 杂志网站报道找到了一个最有潜
力的人群：我们已确定了一个中国消费者群体，他们
将推动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我们称之为“全渠道消
费者”。实际上，今后10年总消费支出增长的80%都将
由他们贡献。

随着中国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各国纷纷摩拳擦
掌，希望在各自相关领域分得一杯羹。比如，中国游客前
往美国观看科比比赛这样的消费行为让相关各方看到
了商机。《福布斯》网站报道就指出，今年，中国规模最
大、用户人数最多的互联网供应商腾讯公司报道，共有
2.3亿次NBA全明星比赛视频数据流，是2015年的4倍。
此外，共有1320万腾讯观众通过电脑或移动设备观看了
2016年NBA全明星狂欢活动，比去年增加了223%。不难
理解，全球各大公司都跃跃欲试，希望向前往美国观看
重大体育比赛的中国粉丝提供服务。

也有人担忧，随着经济发展放缓，中国消费者会
捂紧钱袋子。但是，《华尔街日报》网站文章用麦肯锡
咨询公司的报告安抚了这一担忧，称中国顾客比美国
顾客更乐观，相信自己收入会增加，而且舍得花钱买
更好的东西，包括大米和啤酒这样的商品。

中国消费者消费模式的转变带给世界的无疑是机
遇。正如 《澳大利亚人报》 网站报道，曾为亿万富翁
詹姆斯·帕克担任顾问的阿肖克·雅各布认为，中国有
望在未来 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说：“中国
的消费就像一股浪潮。我确信，中国消费很可能会成
为我们澳大利亚投资者在未来 10年最重要的
主题。”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改
变。中国消费者曾经迷恋外国品牌，如
今，对中国制造的产品更有信心。

这其实是个很正常的过程。工业化国家
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一段产品质量
低劣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对先进工业国家
产品的崇拜甚至迷恋，这是很正常的。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的产品已
经开始摆脱“低劣”的形象。中国如今有
许多自主创新的产品；在质量管理、市场
监控、舆论监督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进
步；而且，在控制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方
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今，中国产品
在全世界都很有竞争力。

当然，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如今，中
国制造的中高端产品讲究质量、安全和环
保，低端产品打的依然是“价格牌”。不
过，无论如何，消费者正在变得越来越理
性和成熟。

中国消费者消费模式在转变。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正在转向由消费和
服务驱动。在中国，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
展。如今，外需和国家主导的投资拉动都
到了一定极限，企业消费和民众日常生活
的消费开始全面驱动中国经济保持“新常
态”。从一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驱
动因素和创新驱动因素都在强有力地增
加，供给侧和消费侧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明
显，保证了中国经济能够稳中向好、稳中
有进。

消费模式变了 外媒刮目相看目相看

中国消费者增强民族品牌认同品牌认同
本报记者 张 红

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观看科比·布赖恩特的NBA告别赛、去意大利

观看歌剧、去北欧领略北极光、在巴黎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如

今，中国消费者的习惯正在经历革命般的变化——再不是不加选择的

买买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再不是一味追求外国品牌，而是更注重

优质产品。更加自信的中国消费者引发外媒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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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中企全球并购频扮“野蛮人”
德国《经济周刊》网站：

中国投资者表现得“同样专业”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不请自来地出现在并购谈判桌上，而他们的收

购计划屡屡遭受挫折。这些中国公司常常径直闯入全球并购战，有时是在
另一个买家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拿出一份优厚的报价来吸引卖家。今年
以来，已经有 13 家中资公司对海外目标发起总规模 780 亿美元的主动收
购。数据显示，2015年这样的收购案例达到创纪录的17宗。

中国公司向海外目标发起主动收购案例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
国对外并购交易的整体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宣布的中资公司海
外并购交易总额创出1190亿美元的新高。

与此同时，这种现象也反映出中国公司在并购海外资产时所展现出的
急躁和鲁莽的态度。在未获邀请的情况下主动发起收购的做法在大型并购
交易中并不常见，绝大多数买方都倾向于与目标公司的管理层私下谈判之
后再公开提出报价。通过这样的私下谈判，买家通常能获得关于收购目标
的更多信息，确定关键条款，并获得管理层和重要股东的支持。过去，中
国公司在这方面尚属精明。在海外并购中表现得最积极的中国国有企业通
常会很谨慎地购买少数股份，几乎不插手管理。然而现在，新一批中国公
司正在将谨慎抛诸脑后，虽然面临融资和政府支持等诸多挑战，他们仍愿
意置身于收购战中。

很多时候，发出主动收购提议的中资公司之前根本没有在海外收购的
案例，所以当美国或欧洲银行家为目标公司寻找买家的时候，也自然不会
想到这些中国企业。此外，一些急切的中资买家也不熟悉美国或欧洲公司
董事会通常希望看到的必要文件。

这种出其不意的收购战略可能是相当冒险的。由于不了解中国买家，
卖方越来越倾向于在交易开始前要求买方将保证金存到第三方托管账户
里。很多时候，如果中国买家无法获得融资或监管部门的批准，保证金将
归卖家所有。数据显示，过去 5年，中国公司发起的主动收购提议有近一
半以失败告终。

最近几年中国在德国的并购不断。机器人制造商库卡这样的德国中小
企业排在并购目标名单前列。但是中国投资者盯上的不仅是德国的行业之
星，相反，破产管理人和资产重组专家称，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作为破产
企业的救星出现。

例如，参与了很多重大破产案的破产管理人、韦伦西克资产重组事务
所的合伙人克里斯托弗·西贡近两年就注意到，中国投资者对遭到重创的企
业的兴趣增大。他认为，“技术知识”和诸如汽车配件、机械制造或医疗等

“受到技术强劲推动的行业”尤其是中国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但中国人也出
现在其他行业的重组案例中。

中国企业齐合天地集团不久前收购了德国一家资不抵债的废旧金属回
收加工公司。甚至像舒克公司这样的管风琴制造商在几个月前也有了来自
中国的拯救者。此外，中国创维集团一年前就收购了破产的电视机制造商
美兹公司。创维认识到这家传统企业未挖掘出的潜力，并计划让其作为高
端产品制造商与时代同步。

贝克博士及合伙人事务所的破产管理人约阿希姆·埃克斯纳总结说，
“眼下重大的破产案中几乎都有感兴趣的中国投资人的身影。”但他表示，
中国人对破产企业的兴趣更多是针对企业的商业人脉，而不是技术。

尽管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但诸如屈布勒事务所创始人、破产管理人
布鲁诺·M·屈布勒这样的专家仍然得出极大程度上为正面的结论：“中国人
不是蝗虫。他们不倾向于赚快钱，而是看重可持续的稳健投资。”

资产重组专家西贡回忆说，几年前，中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的行动
往往不够令人信服”。企业内部的决策过程有的要拖上几个月。

但眼下，中国投资者通常而言至少和欧美竞争对手“同样专业”。
中国企业一旦在“是否要投资”的问题上作出了战略性的决定，就会有
针对性地着手进行操作，“之后的谈判大都会进行得十分令人愉快且公
平”。

中国将在非洲建大型铁路

这是肯尼亚自从1963年独立以来最具雄心的建设
项目：一条铁路线路将完全横穿这个国家的南部，延
伸至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第二条线路将从乌干
达直达南苏丹。据悉，该巨型项目主要由中国企业承
担，现在第一路段已经接近完工。

该铁路项目是非洲一系列建设项目中造价最高
的。根据德勒会计事务所的推算，2015年非洲交通网
的投资共计超过1310亿美元。截至2025年，将有共
计2000亿美元流向非洲大陆的交通网络扩建。中国企
业已经承接了众多大型项目的建设。

——德国《明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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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或成中美合作新窗口新窗口

6月16日，中国大陆首家迪士尼乐园将在上海正
式开放。这项价值55亿美元的投资成为中国史上最重
头的外资项目之一。迪士尼将目光瞄准正在中国蓬勃
兴起的新中产阶级。

据报道，上海迪士尼乐园希望借由“飞跃地平
线”娱乐项目飞跃长城或其他几大世界奇迹。继东京
和香港之后，迪士尼公司在亚洲的征战再胜一城。上
海的项目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的经济遭遇
放缓，中美关系日显紧张的情况下，迪士尼项目将成
为中美经济合作的一个新窗口。

——法国《费加罗报》

中国是全球手机产业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手机产业的主要增长推动力。
与已经成为世界发展速度最快智能手机市场的印度相
比，印度一年的手机销量还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季度的
销量。印度的智能手机平均售价为132美元，价格约
是中国一半，且短期内不会有大幅提升。这是因为印
度的人均收入较低且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其智能手机
市场主要由低价或入门级智能手机构成。

受中国放缓的拖累，尽管印度销售速度强劲，然
而全球智能机销售增速仍放缓。高德纳咨询公司断定
2016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的同比增速将减缓至7%，这
是2016年首次降至个位数。高德纳特别指出，今年增
长有限是因为中国以及第二大市场北美的销量平平。

高德纳的研究部负责人维沙尔·特里帕蒂说：“中
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比印度要强。该国的销量仍然很
高，印度望尘莫及。”

——印度《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