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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并购饿了么企业并购动因及绩效分析案例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产业结构亟需升级与优化，越来

越多的企业通过并购来实现自身发展。近些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而中国互

联网行业的成熟，使得相关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为了能够扩大自身的国际市场份额，

抢占市场的龙头地位，行业整合速度逐渐加快。在进入新行业时，许多企业仍会选择以并

购的方式突破行业壁垒，占领大量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

本文选取阿里巴巴并购饿了么事件作为案例，首先对并购的相关基本概念进行简述，

包括企业并购方式、并购动因及并购的绩效评价方法等。其次对并购双方情况及并购过程

进行介绍，分析其主要并购动因。再次，用平衡记分卡对该次并购的绩效做出分析。分析

得出此次并购一方面有利于阿里巴巴扩大企业规模，促进产业调整。另一方面有利于饿了

么的到充分的资金支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最后得出相应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并购动因；并购绩效；阿里巴巴；饿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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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水平不断发展与创新，互联网发展不断开创新高度。至 2020

年 6月，我国已有 94000万人使用互联网，其中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人数达到 93200万。

互联网相关产业大量涌现，新的技术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带来新的生活方式。随着

网络普及率的上升，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持续加深，网络购物发展迅速，网购的人数也在

逐步增长。利用互联网购物的人数达 7.49亿，占全部网民的 79.7%；使用网络支付的规模

达 8.05亿，占网民总人数的 85.7%。

图 1-1 2016-2019 年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网络购物一定程度上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增强经济韧性。随着实体零售业的不断壮大，

外卖行业最为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托互联网迅速发展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我国的网

民人均在 18 年间每周的上网时间长度达 27.6 小时，相较 17 年有所提高。而在中国网民

经常使用的六类 app 中，外卖类的 APP 流量峰值较为明显，分别为每日的中午 12 点和下

午 18 点这两个时间点，与人们每日用餐时间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但另一方面，我国外

卖行业已经进入成熟期，市场格局渐趋稳定，如何深度挖掘并打开市场成为外卖行业面临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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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7-2020年网上外卖规模及使用率

图 1-3 2017-2020年手机网上外卖规模及使用率

新时代带来了更多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公司大量涌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行业引

进新技术，不断发展以适应时代。在愈演愈烈的行业竞争中，如何生存并谋求发展成了企

业面临的严峻问题。企业在市场上的扩张一般分为外延增长和内部发展。在当下市场，相

较内部资源整合所需时间长、投入多等缺点，并购作为可能提高企业整体效率的有效手段，

愈多企业选择通过并购扩大规模，提高自身竞争力。在跨行业并购中，企业可获得新行业

的核心技术，在较低的成本条件下，迅速扩大自身的规模效应，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研究目的

企业的并购活动并非仰取俯拾，在并购行为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从并购前获取的信

息是否真是有效，企业决策是否准确，到并购后的经营管理整合程度，只有所有的环节都

合理高效的并购行为才能有效推动企业的积极高速发展。世界经济史上经历了五次并购浪

潮。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发生并购活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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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35332301124011310

https://d.book118.com/23533230112401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