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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研究
郑会艳　侯军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 100192）

摘要：种业企业并购已成为种业企业迅速扩大规模、提升其在种业行业的主导地位、实现低成本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不同的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影响着企业并购的成效，选用何种并购决策模式成为种业企业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第 1 步。针

对种业企业并购决策的 3 种模式的决策过程、特点及适用范围进行分析，梳理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并购决

策模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若种业企业进行并购时，在时间充裕、信息充分的情况下，理性决策是种业企业进行并购的绝佳

选择；若企业在面临时间短、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时间”则是能否成功并购的关键因素，应选择快速决策或直觉决策。种业企

业并购决策模式的研究为种业企业并购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更好地完成种业企业的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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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农

业之基、粮食之基，是保障人民生活之本，是粮食稳

定生产和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

的关键环节。并购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做大做

强、扩大企业规模、对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产生

协同效应实现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战略模式。决

策是基于信息的基础上，贯穿于整个管理实践过程，

综合考虑企业战略目标及各种影响因素，在众多备

选方案中选择出最优方案的过程。

种业企业并购是一个包含众多影响因素的复

合体，正确选择并购决策方式成为种业企业并购成

功的关键因素，即针对不同企业如何选取更加适合

本企业发展，更大地发挥其并购优势，壮大自身经营

能力，找到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决策方式，从而作

出最优的决策。在现有研究中，专家学者们对种业

企业并购整合进行了充分且深入的研究，对种业企

业并购整合及战略决策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

用。张岚等 [1] 提出了企业并购是具有连动属性的

战略布局。张悦玫等 [2] 以折现现金流量模型为基

础，构建了多元化选择的决策模型，并提出了影响

农业企业多元化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政策、

市场需求、竞争对手威胁、股权结构等。杨思雨等 [3]

主要以层次分析法为理论指导，结合德尔菲法构建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指标体系，得出结论：种业企业

并购决策因素重要性排序为专有品种、经营协同效

应、种业市场占有率、管理协同效应、企业家偏好、特

殊战略资源、财务协同效应、种业资源的限制、企业

家管理水平、种子分销网络。黄美霞等 [4] 将种业企

业并购整合模式、要点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并指出在种业并购整合过程中应从明确种业企

业并购目标、种业企业战略、完善种业企业价值链及

结合互联网售后服务模式几方面来扩大企业并购整

合协同效应，提升企业竞争力。侯军岐等 [5] 针对种

业企业并购快速决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

详细的论述，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模糊指标进

行量化，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快速决策影响因素进行

排序。谭立满 [6] 从理论基础、应用领域和决策行为

3 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特征及面

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理性决策模型的重塑，即现代理

性决策模型，并进一步阐述了其主要内容。张静等 [7] 

从直觉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认知风格观、双系统论和

解释水平理论）探讨了直觉的解释机理，并对直觉决

策类型、形成条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杨光 [8]

提出了以经验为核心的直觉决策模型及提高决策能

力的途径。杨思雨等 [9] 据种业企业并购整合的特点，

分别从投资收益、核心能力、并购成本和协同效应 4
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对种业企业并购决策体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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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种业企业并购模式

及并购决策的评价方面展开，并没有过多的针对种

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的特点及利弊进行详述，忽略

了种业企业之间及并购决策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可

能对种业企业是否并购成功的影响。本文针对现有

研究的局限性，细化分析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的

特点及其关联关系，充分考虑种业企业和并购决策

模式特点及适用条件，提出种业企业进行并购时选

用决策模式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根据企业自身

特点选择最优的并购决策方案，以期降低并购决策

失误，成功完成种业企业的并购重组。

1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及其特点
在目前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和网络经济为标

志的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农业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愈

趋激烈，而基于农业行业发展的种业企业更是生存

困难，种业企业并购进入空前活跃期。种业企业实施

企业并购战略可扩大企业规模而形成规模经济，通

过纵向或横向并购能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而种业

企业并购决策是实施企业并购的第一步，也是能否

成功并购的关键环节，选择适合企业本身的并购决

策模式成为种业企业实施企业并购的重中之重。若

并购决策选用不当，种业企业并购便很有可能出现

并购成本过高或失败的结局，因此，注重种业企业并

购决策模式的选择，能促使种业企业成功进行并购。

1.1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　目前种业企业并购

决策模式中主要有理性决策、直觉决策及快速决策

3 种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　一般是指在管理者能力和可获得信

息范围之内，在多个可行性方案中理性选择最优方

案。理性决策即决策者只针对目前所须处理的问题，

在大脑完全清醒，不带有任何私人情感，完全理性的

状态下所做出的完全客观、合乎逻辑的决策。理性决

策往往是最优决策，从执行效果看也很符合现实情

况。决策者在实际应用中能做出理性决策必须掌握

与决策有关的全部有效信息，对现有资源及有效信息

进行综合处理，做出可能解决问题的所有决策方案，

针对每一方案所具有的风险类型及可能造成的结果

进行提前的可控处理，最终可由对各项风险及其可

能得到的利益进行加权处理，从而得到最优的决策 
方案。

直觉决策　是基于决策者自身的学识、工作经

历及决策经验，在个人情感及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的

综合影响下，以数据分析作为辅助信息来寻找满意

方案的决策行为。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大部分

决策都是企业决策者运用直觉决策所做出的决策行

为，当决策者工作年限越长、决策经验越丰富、决策水

平越高时，其做出的决策准确性越好，越贴合决策目

标，能产生更好的决策效果。Simon 于 1957 年开创

出了经济人行为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一

般状态下不能保证完全处于理性状态、完全不受其情

绪的影响；张毕西在 1996 年提出，决策者的知识、经

验和能力是进行决策的主要力量，而其决策质量依赖

于决策者的识别问题、创新能力及决策能力的整体 
展现。

快速决策　是指综合运用决策者的主观认识

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直觉反应能力及判断能力，在

时间紧急、有效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以决策问题的

整体为重点，运用逻辑推理指导决策过程的一种决

策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尽量多

的有效信息，对关键问题进行关键分析，充分运用企

业内外部环境资源，快速提出相应的决策方案，快速

解决决策问题，注重运用正确的分析过程，强调“快

速、正确性及整体性”。

1.2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过程比较　理性决策过

程　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决策主要分为重大决策及

日常决策，重大决策关乎企业的“生命”，因此重大决

策需要以一定的数据分析为基础，进行科学的分析，

需以理性决策方式进行决策。理性决策主要包括以

下 5 个步骤：识别问题、研究问题、备选方案、评估方

案、选择方案。其决策过程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性决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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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决策过程　直觉决策所需要耗费的时间

相对于理性决策会短很多，往往决策者针对当前

问题进行决策情景估计，结合决策者的知识、决策

经验等进行决策。尽管直觉决策整个过程是无意

识进行，全过程时间很短，其决策过程仍可分为 5
步：确定决策目标、决策情景估计、确定备选方案、

方案评估、确定方案。其决策过程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直觉决策步骤

快速决策过程　相对于理性决策和直觉决策，

快速决策所需决策时间最短，时间利用率最高。其

决策分为 4 个过程：认知过程、决策过程、合作过程

及整合过程。其决策过程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快速决策步骤

1.3　并购决策特点比较　影响种业企业并购决策的

主要因素是：决策者、数据信息、种业企业内外部环

境。在理性决策中，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数据信息

及种业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在理性决策中是基于

决策者处于完全理性状态下，以充分的数据信息为

基础所进行的量化分析，只针对问题进行决策的决

策方法，因此决策准确度更高，但其时间、人力及资

源成本也较高，常用于种业企业并购中的重大战略

决策问题。影响直觉决策的主要因素则为决策者及

数据信息，决策的主观性强，旨在针对具体问题进行

整体的了解后，决策者根据问题进行决策情景估计，

依据自身以往的决策经验，在较短时间内做出的决

策方案，寻求满意方案而非最优方案，其决策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决策者的知识底蕴、决策

经验等都会直接影响直觉决策结果，常用于解决非

常规问题的决策。快速决策的影响因素则是三者兼

备，快速决策注重对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决策者须在

较短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在种业企业

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快速做出具有一定理论依

据的决策，强调时间最短制定满意方案的一种决策

方式，常用于对多目标及时间敏感性问题进行决策。

3 种决策模式的特点及适用性比较如表 1 所示。

2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应注意的问题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是企业战略决策，是种业企

业能否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企业正确选用并购决

策模式，是提高种业企业并购成功率及其并购经济

效益，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基础。

在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选择中，分析了种业企业

并购的 3 种决策模式的决策流程、特点、适用范围以

及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综上所述，在种业企业进行

并购时，应充分考虑 3 种决策模式的优劣势，综合考

虑并购战略层次，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企业并购问

题的相关有效信息是否充分，决策者的决策经验、对

时间的敏感程度等因素。种业企业选用并购决策模

式应注意问题如图 4 所示。

种业企业决策者进行并购决策时，应如图 4 所

示，从决策者、时间、信息及并购战略层次 4 个方面

考虑选用哪种决策模式，即决策时间的长短，有效信

息的充分性，决策者的决策能力、领导能力，企业并

购决策的决策层次，决策程序的复杂程度，先前决策

经验的丰富程度等，都应成为种业企业进行并购决

策时考虑的问题。种业企业无论运用哪种决策模式，

决策者都应尽可能多地收集企业并购问题的相关有

效信息，对可供选决策方案的优劣势进行详细的审

查和评价，重视企业并购战略决策的效率，制定多个

决策方案供选，从而得到相对更优的并购决策方案；

综合考虑选用最适合的并购决策模式，为种业企业

并购决策提供更加有效的理论依据，为企业的后续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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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模式的比较

特性
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 直觉决策 快速决策

风险性 低 中 高

创新性 低 中 高

快速性 低 中 高

准确性 高 中 低

决策者影响程度 低 高 中

数据信息的充分性 高 中 低

优点 （1）能全盘考虑一切行动及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2）以选择最大价值的方案为对策，从而可以

达到并购决策目标

（3）避免决策者个人情绪的干扰，使决策结果

准确性更高

（1）整体性强，重点把握关

键问题

（2）相较于理性决策，更有

创新性、时效性

（1）注重决策问题的整体性把握

（2）决策进度快，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3）决策质量和准确度则是快速决策

的目标

缺点 （1）时间、人力及资源成本高

（2）机会成本高：竞争激烈情况下，可能由于分

析时间过长而导致贻误时机，造成决策失败

（3）创新性差：对非常规问题的解决能力差

（1）决策者主观性强，决策

风险高

（2）决策方案往往是满意

方案而非最优方案

（1）决策有效信息不充分，决策失败

风险高

（2）决策准确性及说服力较差

适用条件 （1）能全盘考虑一切行动及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2）以选择最大价值的方案为对策，从而可以

达到并购决策目标

（3）避免决策者个人情绪的干扰，使决策结果

准确性更高

（1）决策有效信息不足时

（2）决策者具有深厚的知

识底蕴、丰富的决策经验及

很强的分析能力等

（3）非常规化决策、需用创

新思维思考问题

（1）可用于多目标决策，预防时间、机

会成本过高

（2）对时间敏感的决策

（3）决策者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

图 4　种业企业并购决策应注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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