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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我国 Ａ股市场上市公司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
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重组交易中业绩承诺的可靠性，以及不同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对业绩承

诺可靠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现金支付方式，以股权形式支付交易对价的上市公司不

仅获得了更多市场支持、更高的会计利润和经营业绩，而且业绩承诺可靠性也更高。机构投

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会进一步加强业绩承诺的可靠性，但实证结果并不支持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具有相同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采用股份补偿作为业绩承诺补偿方

式的上市公司，同样更愿意通过股票的方式支付并购重组交易对价，且业绩承诺也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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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质量不

断提高，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原中国证监会于２００８年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应该提供拟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报告”，“上市公司应

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３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
利润预测数的差异”，“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

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该规定被废止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原中国证监会第 １０９号令重新制定了新
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并于 ２０１６年 ９月对其进行了修订。现
行新的《管理办法》中不再强制要求所有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都进行业绩承诺，而改为“上市公司

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

的，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是否采用业绩补偿和每股收益填补措

施”，但对“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的情况，仍然要求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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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业绩承诺。从本质上说，业绩承诺制度是为了能够合理、准确地评估标的资产价值，从而在保

证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公允性的同时，通过一定期限内的绩效承诺降低收购方所可能承担的巨大投资

风险。这一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原股东做出的业绩承诺，来公平、合理地预测和评估交易对价。然而，

我国投资者在交易中往往更关注并购交易本身的交易信息，如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和资金来源等对公

司的影响，而对并购的内在投资价值或公司未来经营、成长等信息持“慎重”或“怀疑”态度（Ｍａｒｔｙｎｏｖａ
和 Ｒｅｎｎｅｂｏｏｇ，２０１１［１］；谢纪刚和张秋生，２０１３［２］）。现有研究分别从风险转移和分担（Ｎｉｋｏｌａｏｓ等，
２０１４［３］；葛结根，２０１５［４］）、股票期权激励（Ｇｉｕｌｉ，２０１３）［５］、控制权转移与接管威胁（Ｋｏｂｅｉｓｓｉ等，
２０１０）［６］、自由现金流与代理理论（Ｈａｒｆｏｒｄ等，２０１２）［７］，以及信号传递效应（Ｌｉ等，２０１１）［８］等方面，研
究了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但这些经验研究对并购绩效的衡量都是站在收购方的视角，选取

并购后企业的整体会计利润或市场表现等指标来度量并购绩效。这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因

为，不论是短期会计绩效，还是长期（如研究中常见的并购后３～５年）利润，都可能受到除并购行为本
身以外的诸多噪声干扰，并不能被单一地理解为并购行为本身的成败。而我国资本市场还存在较严

重的盈余管理行为（Ｃａｉ等，２０１６）［９］，加之大量投机、跟风炒作，甚至内幕交易等行为，导致我国股票价
格变化很难真实反映并购行为本身对企业的影响。这使得利用股票价格在并购事件窗口期前后变化

来量化短期并购市场反应可能同样也缺乏解释力度。而现行《管理办法》中业绩承诺的相关规定，为

从标的方视角研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为打开了一扇窗口。通过直接获取并购重组交易中标的企业

“承诺绩效”及其可靠性，有助于减少众多噪音对收购方整体业绩变化的影响，也可以回避股票价格非

正常波动的干扰，从而更加直观、准确地观测到并购交易成效，并展开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间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为样本，试图回答以下
问题：（１）并购重组交易中的业绩承诺可靠吗？它与并购溢价是什么关系？（２）并购重组交易支付方
式是否影响业绩承诺的可靠性和并购溢价？如果是，影响的机制和渠道是什么？（３）业绩承诺补偿能
否有效提高业绩承诺的可靠性？不同承诺补偿方式对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

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理解、阐释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真

实动因和经济后果。同时，对健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以及中、小投资者保护等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与大多数现有研究不同，本文聚焦于并购重组交易标的企业的实际绩

效和原股东业绩承诺可靠性，为学术界充分理解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经验证

据；二是与Ｌｉ等（２０１１）［８］、吕长江等（２０１４）［１０］等现有研究不同，本文聚焦于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市场导
向下并购重组交易中标的企业原股东业绩承诺及其可靠性，形成了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和丰富；三是本文

并非仅关注业绩承诺可靠性及其补偿问题，而是将并购支付方式选择与并购溢价、业绩承诺可靠性以及

业绩承诺补偿等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里进行系统考察，有助于加深对资本市场诸多并购“乱象”的理解。

二、业绩承诺可靠性与股权分置改革

国内关于公司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中的业绩承诺研究始于 ２００５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彼
时，监管部门鼓励具备条件的集团公司，通过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向所属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

产，解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强的顽疾以及饱受诟病的“非流通股权结构”问题，增强股票市场的

流动性。同时，为了保证中小流通股股东利益，监管机构还分别于 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８年颁布了《股权
分置改革承诺事项管理指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股权分置改革与上

市公司资产重组结合，承诺人通过注入优质资产、承担债务等方式，以实现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或者

财务状况改善作为对价安排的，承诺人应当对上市公司或置入资产未来三年的经营目标作出明确

的承诺并予以披露”，同时，“承诺人应对上述预期经营目标无法达到时给予流通股股东相应地补

偿作出安排”，“如追送一定比例的股份或现金等”。这种业绩承诺制度，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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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上市公司的股改进程和防止股改过程中的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被侵占，实现资本市场“全流通”

等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业绩承诺不仅可以转移或降低流通股东所承担的并购风险（Ｈａｖｅｍａｎ等，
２００８）［１１］，而且可以减小非流通股东所支付的股改对价成本（Ｌｉ等，２０１１）［８］，因而更容易获得市场的
积极回应（许年行等，２００８）［１２］，以及更高的并购效率和更大协同效应（吕长江等，２０１４）［１０］。桂荷发
等（２０１１）［１３］的研究也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业绩承诺具有明显信号效应，且附加业绩承诺的
轻重与股价超额累计收益显著正相关。尽管上述研究都肯定了股权分置改革中业绩承诺的积极作

用，但业绩承诺发挥转移和分担风险的作用显著依赖于承诺方的信誉和其所处的契约环境（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８７［１４］；Ｆｉｓｈｍａｎ，１９８９［１５］）。因为，承诺人的信誉会严重影响到承诺的可靠性，否则，无论多么吸引人
的承诺计划也不会被理性流通股股东接受。刘浩等（２０１１）［１６］的研究就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中进行
过业绩承诺的公司，存在显著的通过采用“非经常性”交易调高利润的行为，而且业绩承诺补偿中大股

东对小股东补偿的股份越多，这种盈余管理行为越严重。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在充分肯定业绩承诺制

度在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业绩承诺制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尽管上述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献对股权分置改革时期的业绩承诺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随着我国

资本市场改革进程的推进，现行资本市场上的并购重组行为及其业绩承诺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已

有明显区别。首先，并购重组的性质不同。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并购与重大资产重组都是在同一

控制人的控制下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其控制的非上市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而实

现公司整体上市的一种关联交易行为，更多体现的是实际控制人的意志或政府行政指令，而并非市

场资源自由配置的结果。与之不同，现行资本市场上的并购重组行为，则更多体现了资本或市场的

意志，是上市公司对非关联方，甚至从未涉足的行业或产业进行的并购。这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有

着明显区别。其次，业绩承诺的对象不同。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代，业绩承诺的实质是非流通大股东

（即控股大股东）对中小流通股东的承诺。而现在市场主导下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为，是由并购

重组标的公司原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的业绩承诺。与股权分置改革不同，由于并购标的并不是由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其他非上市资产，上市公司并不十分清楚标的企业的经营和业绩情

况。因此，要求并购标的公司股东对上市公司做出业绩承诺。这些差别使得基于股权分置改革数

据的经验研究，是否适用现行市场规则下的业绩承诺现象，值得怀疑。此外，还有两篇案例研究

（高闯等，２０１０［１７］；刘建勇等，２０１４［１８］）围绕业绩承诺补偿是否能够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问题
展开讨论，且都发现业绩补偿承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作用显著依赖于业绩补偿方式的差异。

相比于现金补偿，股份回购对大股东的成本更高，因而更能制约大股东对标的公司过高盈利预测的

“冲动”。而且，如果采用现金补偿，公司甚至有可能在实际利润远低于承诺业绩的情况下实施高

额派现，以满足大股东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的需要（刘建勇等，２０１４）［１８］。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现有文献针对业绩承诺现象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环境下

的解释。尽管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期，业绩承诺制度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和盈利水平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现在不同支付方式下的业绩承诺可能正在成为重组双方进行合谋的工具。一方

面，受益于并购交易高估值导致的二级市场股价高企，上市公司大股东可以通过减持或质押等方

式，以较低的股份比例套取大量资金；而另一方面，标的公司股东可以获得远高于出售资产真实价

值的价格。在此背景下，交易对价极易扭曲，即使并购重组标的后续业绩承诺不达标，在业绩承诺

补偿采用现金支付时，其所需要的现金成本支出相对于高估值下获取的对价可能是九牛一毛。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支付方式与业绩承诺可靠性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支付方式主要包括股票支付方式和现金支付方式。前者是指主并公司将

本公司股票支付给并购标的公司股东，按一定比例换取标的公司股票，从而实现对并购标的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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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而后者则是指收购公司通过支付一定数量的现金，以取得目标公司的所有权。与股票支付

相比，现金支付最鲜明的特征是：一旦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接受现金交易对价，就会失去对标的公

司的权益要求权。理论上，收购完成后公司的经营和盈利情况等都已与原股东没有关系了。而采用

股票支付方式时，在收购完成后原标的公司的股东将大量持有收购公司的股票。这就使得并购完成

后，标的公司原股东的利益依然与主并公司的利益牢牢绑定在一起。因此，在正常市场环境下，标的

公司价值和盈利的不确定性导致其原股东更倾向于接受现金作为并购支付方式，以保证现金收益“落

袋为安”，但主并公司在并不充分了解标的公司的情况下，出于风险转移和共担的考虑，则更愿意使用

股票支付方式，要求标的公司原股东共同承担市场价值重估的风险。这将有利于激励标的公司原股

东在并购完成后依然努力经营公司，继续获得良好的业绩。Ｎｉｋｏｌａｏｓ等（２０１４）［３］和 Ｇｉｕｌｉ（２０１３）［５］发
现，２００５年以来，在美国、欧洲等世界主要资本市场上，现金收购比例不断下降，而认股权证等创新股
权支付工具所占的比例则不断上升，即使是在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显然，主并公司在现金

流充裕的情况下依然愿意选择股票支付方式的原因已不再是单纯受到融资约束或支付能力的限制，

而是希望通过股票支付交易对价，来彻底绑定并购标的公司的原股东，使其与自己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从而最大可能地分散和减小并购风险和业绩不确定性。Ｂｒｕｓｌｅｒｉｅ等（２０１２）［１９］的研究也发现，当
并购双方都面临巨大的并购业绩和整合风险时，股票支付或混合支付是交易支付方式的最佳选择。

不仅如此，根据原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得转让”，这就更加使得当采用股票支付方式
时，目标公司原股东的利益在短期内与主并企业不可分割。更为重要的是，股票支付交易对价而产生

的交易锁定期，还会给目标公司原股东带来强烈的股票期权激励效应（Ｇｉｕｌｉ，２０１３）［５］。由于需要执行
股票交易锁定限制，标的公司原股东不能在短期内变现并购交易所得到的股票。在锁定到期后，这些

股票的实际价值将取决于并购重组后主并公司的实际盈利水平和经营业绩。这会极大地激励目标公

司原股东更加努力地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业绩承诺。这些都是现金支付方式所不具备的。

控制权理论与接管威胁假说也从股权激励效应视角阐释了支付方式对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可靠

性的影响。就现金支付方式而言，由于合并后目标企业原股东失去对企业的控制，而且标的公司高

管团队非常规更换可能性增大，这会导致并购后标的公司经营不稳定，加剧并购后标的公司的经营

风险，可能导致其资产收益率显著下降（Ｋｏｂｅｉｓｓｉ等，２０１０［６］；陈仕华等，２０１３［２０］）。甚至一些研究
还发现，在现金支付交易对价的并购重组交易中，由于不受因未来业绩反转而导致收购方股价下跌

的不利影响，目标企业股东甚至可能会在交易进行前主动向上盈余管理以抬高收购价格，并购之后

的“业绩变脸”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刘浩等，２０１１［１６］；Ｈｏｕ等，２０１５［２１］）。然而，在股票支付方式下，
标的公司原有股东（高管团队）会持有并购后主并公司的部分股权，从而对标的公司完成并购时的

业绩承诺水平形成正向激励（Ｂａｓｕ等，２０１６）［２２］。另一方面，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当主并方通过
股票形式支付交易对价时，会导致主并公司股权结构变化甚至稀释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对于以高

度集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特征的我国上市公司而言（窦炜等，２０１６）［２３］，控制权被稀释所带来的
股权制衡效应，也有利于并购后公司治理的改善，从而更好地完成并购时的业绩承诺（Ｋｏｂｅｉｓｓｉ等，
２０１０）［６］。反之，那些在实施控制权更替和接管威胁时更愿意用现金支付方式的主并公司，则更可
能考虑的是控制权私利，而非公司的整体利益（Ｈａｒｆｏｒｄ等，２０１２）［７］。

自由现金流和代理理论则从公司治理视角对支付方式如何影响并购绩效和业绩承诺可靠性展开分

析。该理论认为，企业在并购中采用现金支付，表明企业内部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而当管理层拥有较多

可控制资源时，容易引发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因而，现金充裕的公司往往比其他公司更可能尝试发起

并购交易，且更有可能进行多元化并购（Ｈａｒｆｏｒｄ等，２０１２［７］；Ｄｒａｐｅｒ等，２０１０［２４］）。此外，使用现金支付可
能会对并购后企业的资源整合造成较大资金压力。虽然并购之后，短期内目标企业获得了主并方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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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发展基础，但从长期来看，资源整合的资金压力和代理问题终将对目标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Ａｌｓｈｗｅｒ等，２００９）［２５］。在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中，陶军（２００８）［２６］发现，较多自由现金流、较大企业
规模和国有股权性质是在并购中容易引发严重代理问题的企业所具备的显著特征。这些研究结论都表

明，相比于股票支付方式，采用现金支付的并购交易，其并购绩效可能并不十分理想。

此外，信号理论也包含支付方式对并购交易中的业绩承诺行为影响的解释。当主并企业或目

标企业的信息为私有信息时，支付方式的选择会向市场传递不同的并购交易估值信号（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８７［１４］；Ｆｉｓｈｍａｎ，１９８９［１５］）。在大多数情况下，现金支付不仅可以向市场传递主并公司经营良好，
现金流较为充裕的信号，还可以向市场表明其拥有接管并购标的的能力，以及对并购标的完成业绩

承诺的信心，并不需要使用股票支付方式来要求目标公司原股东一起承担收购后的公司价值重估

风险。同时，现金支付还可能向市场传递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使市场产生并购后公司股价

将趋于上升的预期（Ｍａｒｔｙｎｏｖａ和 Ｒｅｎｎｅｂｏｏｇ，２０１１）［１］。这些因素都可能使现金收购在短期市场反
应上获得超额累计收益。但与风险分担和激励等理论不同，信号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解释并购后

企业的长期绩效差异和价值波动，因为在更长期限内这些短期超额累计收益都是不可持续的。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在公司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采用股票支付方式的并购标的绩效更好，业绩承诺也
更可靠。

Ｈ１ａ：当采用单一支付方式时，相比于现金支付，采用股票支付交易对价的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绩效更好，业绩承诺更可靠。

Ｈ１ｂ：当采用现金和股票混合支付方式时，股票支付方式的比例越高，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绩效更好，业绩承诺越可靠。

如前所述，基于对风险转移和共担、公司治理以及代理问题的考虑，现有研究大多认为，相比于

现金支付方式，采用股票支付方式的并购交易，并购完成后的绩效更高，也更容易得到市场投资者

的支持和更好的市场反应。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支付方式下并购绩效的短期和长期差异，以及市

场反应差异，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与现金支付相比，采用股票支付方式的并购的短期市场反应和会计利润更好。
Ｈ３：与现金支付相比，采用股票支付方式的并购的长期市场反应和会计利润更高。
业绩承诺本质上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由并购标的原股东对主并公司做出的一种未来绩效

承诺。通过业绩承诺制度可以降低并购交易风险，提高标的公司估值，增加卖方收益；同时，还可以

通过并购标的公司未来业绩的确定性，增厚主并公司并购后的绩效，推高公司股价，增进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实现双赢。然而，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高估值和高溢价，既有可能如政策制定

者所预期的那样，源于业绩承诺制度提高了并购交易标的资产的质量和盈利能力；但亦有可能，业

绩承诺制度成为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股东之间进行合谋，共同推高交易溢价的工具。这二者之间

关键的区别在于，并购标的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业绩承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上市公司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溢价与业绩承诺可靠性显著相关。
Ｈ４ａ：上市公司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溢价与业绩承诺可靠性显著正相关。
Ｈ４ｂ：上市公司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溢价与业绩承诺可靠性显著负相关。
大量已有研究都表明，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缓解信息不对称、提供专业

监管和财务技能等途径提升企业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后的绩效（Ｆｉｃｈ等，２０１５［２７］；魏明海等，
２０１３［２８］）。与众多中小投资者不同，机构投资者作为市场上掌握大额资金的专业投资者，既有能力
通过专业判断和深刻的行业、市场洞察力帮助上市公司对并购重组交易中所涉及的众多资产、利

润、现金流、税务等财务问题进行有效分析，也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在并购重组进程中展开尽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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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用手投票”，更多参与到并购决策和监管治理中（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０）［２９］。同时，还有研究发现，机
构投资者，特别是 ＶＣ等机构持股，能够向市场和并购标的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降低主并公司可
能出现的代理成本和谈判成本（吴超鹏等，２０１２）［３０］，以及减小并购和整合失败的财务风险
（Ｐａｎｏｕｓｉ等，２０１２）［３１］。更为重要的是，当上市公司采取股票支付方式时，通常是与增发等股票再
融资行为联系在一起①。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让机构投资者更好地参与到并购重组交易之中，

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加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优化和改善公司治理效率的同时，帮助上市公司

更好地完成并购重组后的整合、治理工作（Ｇｏｍｐｅｒｓ，２００９）［３２］。
大多数现有研究认为，与机构投资者不同，大股东的存在虽然可以部分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

的委托代理冲突，但也容易引发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从而导致公司

价值损失（ＬａＰｏｒｔａ等，２００２）［３３］。股权制衡作为一种特殊的产权结构安排，理论上被认为是能够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治理机制（窦炜等，２０１６）［２３］。因为只有基于不同目标利益函数的多个股东同
时参与公司的决策，而不是“一股独大”时，才有可能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控制权共享收益机制，从

根本上抑制大股东对控制权私利的追逐“冲动”。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等（２０１３）［３４］的研究就发现，大股东持
股比例下降有助于提高主并公司并购后的业绩，特别是在那些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样本中。因

为受到控制权被接管的威胁，而大股东和管理层都面临被替换的风险而不得不努力工作。显然，相

比于以现金作为支付方式，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来支付并购重组交易对价，既可以引入其他战略

股东发挥对公司的积极影响，还可以稀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利于主并公司形成更有效率的多

元股权制衡结构，从而提升公司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相比于现金支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可以加强股票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
Ｈ６：相比于现金支付，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下降可以增强股票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１．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自 ２００８年才颁布实施，本文选择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６年作为初始观测期。考虑到大多数业绩承诺期需要持续三年以上，且本文需要考察完成并购
后至少一年以上的经营情况和市场表现，因此，剔除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样本。同时，剔除金融行业、
ＳＴ、ＰＴ、ＳＴ、“借壳上市”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间共 ７０９个有效观测样
本。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于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股价和交易数据来自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业绩承诺及其
相关数据来自于对上市公司公告的手工收集和整理。本文所有的统计分析都基于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完成。
本文所有回归结果中的 Ｔ值都经过 Ｗｈｉｔｅ修正，回归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２．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４，本文分别设置下列模型：

Ｒ＝α０＋α１Ｐ＿ｅ＋α２Ｐｒ＋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Ｙｅａｒ＋ε （１）

ΔＰｒｉｃｅ１（ΔＰｒｉｃｅ２，ΔＰｒｉｃｅ３）＝α０＋α１Ｐ＿ｅ＋α２Ｐｒ＋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Ｙｅａｒ＋ε（２）

ΔＲｏａ１（ΔＲｏａ２，ΔＲｏａ３）＝α０＋α１Ｐ＿ｅ＋α２Ｐｒ＋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Ｙｅａｒ＋ε （３）

　　模型（１）用于验证假设 Ｈ１和假设 Ｈ４，模型（２）和模型（３）则用于检验假设 Ｈ２和假设 Ｈ３。模
型中，被解释变量 Ｒ为业绩承诺可靠性。若标的公司实际绩效低于业绩承诺时，Ｒ＝０；否则，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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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上市公司通过增发股票进行并购时，通常除了会发行股票给标的公司股东进行换股以外，还会向一部分机构投资者或

战略投资者发行股份。



考虑到实践中，公司常常在实际绩效低于承诺业绩 ９０％或 ９５％时才认定为业绩承诺不达标，为了
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当样本实际利润低于业绩承诺５％以内时，同样认定其业绩承诺达标。解
释变量 Ｐ＿ｅ为支付方式，用现金支付占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表示。特别地，当上市公司全部采用
现金支付方式时，Ｐ＿ｅ＝１；反之，Ｐ＿ｅ＝０。

并购重组交易溢价 Ｐｒ是指在上市公司所支付的超过并购重组标的企业或资产评估公允价值
的部分。ΔＰｒｉｃｅ１、ΔＰｒｉｃｅ２、ΔＰｒｉｃｅ３分别是上市公司完成并购重组交易一个季度、半年和一年后的股
票价格变化。参考桂荷发等（２０１１）［１３］的研究，本文用上市公司正式公告前 １０个交易日的收盘均
价作为基期价格进行计算。同理，本文用 ΔＲｏａ１、ΔＲｏａ２、ΔＲｏａ３三个变量分别对应上市公司完成并
购重组交易一个季度、半年和一年后的会计利润变化。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Ｈ５和假设 Ｈ６，本文分别在模型（４）、模型（５）中设置了并购重组交易完
成一个季度、半年和一年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ΔＬＳＨ１、ΔＬＳＨ２、ΔＬＳＨ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变化（ΔＰＩＳ１、ΔＰＩＳ２、ΔＰＩＳ３），以及它们与 Ｐ＿ｅ的交互项。交互项的引入是为了考察在不同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化的条件下，支付方式对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可靠性

的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为了更加明确地检验交互项中介效应，在模型（４）、模型（５）的分析中，本
文设定只考虑现金支付或股权支付的单一支付方式样本。

Ｒ＝α０＋α１Ｐ＿ｅ＋α２ΔＬＳＨ＋α３Ｐ＿ｅ×ΔＬＳＨ＋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Ｙｅａｒ＋ε（４）

Ｒ＝α０＋α１Ｐ＿ｅ＋α２ΔＰＩＳ＋α３Ｐ＿ｅ×ΔＰＩＳ＋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Ｙｅａｒ＋ε（５）

　　以上各模型中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是一组控制变量。参考桂荷发等（２０１１）［１３］、陈仕华等（２０１３）［２０］的研
究，设定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并购交易规模 Ｔｓｉｚｅ，等于并购
交易金额除以期初总资产；股权集中度 ＨＨ，取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ＴｏｂｉｎＱ，等于公司市
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产权性质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若属国有企业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盈利能力 Ｐｒｏｆｉｔ，等
于资产收益率；成长性 Ｇｒｏｗ，等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财务杠杆 Ｌｅｖ，等于资产负债率。Ｉｎｄ和
Ｙｅａｒ分别是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

五、描述性统计和实证结果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由表１可以看出，业绩承诺不可靠的样本占比 ２２１４％，接近总样本的四分之一，表明我国 Ａ

股市场上的并购重组业绩承诺不可靠或“业绩变脸”确实广泛存在，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采用股

票支付的并购交易中，业绩承诺达标的企业占比 ８０６％，高于在现金支付样本组。这与本文假设
Ｈ１的结论一致，初步说明股票支付对于提升业绩承诺可靠性可能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混
合支付样本中，当股票支付比例超过 ５０％时，业绩承诺可靠样本的占比也高于现金支付比例超过
５０％的混合支付样本。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假设 Ｈ１的猜想。
表１ 业绩承诺可靠性与支付方式的分布情况

项目
总样本

（占比％）

现金支付

（占比％）

股票支付

（占比％）
混合支付（占比％）

合计 Ｐ＿ｅ≥０５ Ｐ＿ｅ＜０５

业绩承诺可靠
５５２

（７７８６）

１３７

（７４８６）

１０８

（８０６０）

３０７

（７８３２）

３１

（７２０９）

２７６

（７９０８）

业绩承诺不可靠
１５７

（２２１４）

４６

（２５１４）

２６

（１９４０）

８５

（２１６８）

１２

（２７９１）

７３

（２０９２）
合计 ７０９ １８３ １３４ ３９２ ４３ ３４９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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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列示了业绩承诺可靠性与并购溢价之间的描述性统计以及 Ｔ检验和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
验结果。表２显示，业绩承诺未达标企业样本并购溢价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均高于业绩承诺达标
的样本组，而 Ｔ检验和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结果也同样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这表
明，并购重组交易溢价在业绩承诺可靠和不可靠两组样本中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且业绩承诺不可靠

样本所支付的交易溢价更高。尽管这一结论与常理相悖（上市公司为盈利弱的低质量资产支付了

更高收购对价），但也可能正如本文前述所分析的那样，当业绩承诺已经成为部分上市公司重组合

谋的工具时，交易对价的扭曲也就不难理解了。

表２ 业绩承诺可靠性与并购溢价

项目

并购溢价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Ｔ检验（｜Ｔ｜值）

Ｈ０：Ｍｅａｎ（可靠）＝

＝Ｍｅａｎ（不可靠）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Ｚ｜值）

Ｈ０：Ｍｅａｎ（可靠）＝

＝Ｍｅａｎ（不可靠）
业绩承诺可靠 ０９９９７ ０７２５４ １８２０８
业绩承诺不可靠 １０２２２ ０８３２３ ２５０００

Ｔ＝２４７７２

Ｐ＞｜ｔ｜＝００１４

Ｚ＝２２６６３

Ｐ＞｜Ｚ｜＝００２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３进一步列示了不同支付方式下，并购后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和会计利润变化，以及大股东
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化。从表３可知，在并购完成后的一个季度、半年和一年三个时间里，股
票支付方式下的股价涨幅均为正，且随着时间延长，股价平均涨幅升高，并远高于现金支付样本组

相同时间的股价涨幅。这表明，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股票支付样本公司的市场反应，都显著优于

现金支付样本。在混合支付样本组中也可以得到同样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支付比例高于

５０％的混合支付样本组中，股票持有一年后的价格涨幅均值甚至为负，表明长期持股给投资者带来
了亏损。由此，假设 Ｈ２初步得到验证。

与市场反应不同，现金支付下样本公司的当期会计利润要显著好于股票支付样本公司，但仅限于

当期，在交易完成后的半年和一年，股票支付样本公司的会计利润都要高于现金支付样本组。机构投

资者持股比例的变化则显示，在并购完成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都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股票支付方

式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值要显著高于现金支付样本组。这表明，机构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

采用股票支付的样本公司，并且随着时间延长，其持股比例进一步加大。这符合本文假设 Ｈ５的结论。
表３ 并购后市场反应、业绩变化以及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化

变量
总样本 现金支付 股票支付

混合支付

Ｐ＿ｅ≥０５ Ｐ＿ｅ＜０５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ΔＰｒｉｃｅ１ ０１９３ ０７４９ ００６２ ０５２０ ０２６３ ０９８４ ００４４ ０３３６ ０２５９ ０７７８
ΔＰｒｉｃｅ２ ０２２７ ０５９１ ０１４４ ０５４２ ０２９４ ０６７２ ００７４ ０３６６ ０２７０ ０５９９
ΔＰｒｉｃｅ３ ０２４２ ０７０８ ０１４４ ０６５４ ０３８１ ０８３９ －００２４ ０４２３ ０２７８ ０６９８
ΔＲｏａ１ ００４５ ６０１９ ０７６６ ５６５５ ０５４９ ８１５９ －１５３１ ６１９４ －０３８９ ５１８２
ΔＲｏａ２ ０７４５ ５３８２ ０９９１ ５３４０ １２５１ ６４００ －０４６０ ５３４５ ０５０６ ５０２２
ΔＲｏａ３ ０４６８ ５１０７ ０４８４ ５０７３ １００７ ５３８１ －１４８１ ６５６５ ０４９２ ４９２０
ΔＰＩＳ１ ００４８ ０１８２ ００５４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７ ０２３２ ００３５ ０１８８ ００４８９ ０１７４
ΔＰＩＳ２ ００４７ ０２７９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２ ００８５ ０１８２ ００２１ ０３６１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０
ΔＰＩＳ３ ００８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８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４０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７ ０２３５ ００５０ ０２０９
ΔＬＳＨ１ －２８８９ ７０２９ －１０２８ ３７９４ －１７４５ １１１２８ －１４４７ ７０６９ －４５０７ ５９７５
ΔＬＳＨ２ －３１８５ ６９５２ －１３１７ ３９０４ －２２７９ １０２５８ －１４９８ ７０６８ －４７２０ ６３５６
ΔＬＳＨ３ －３９６１ ７４３７ －２１２４ ４８８９ －２８１０ １０４４１ －１９９０ ６９４０ －５６１４ ６９２６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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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不同，在完成并购重组交易后，大股东持股比例在所有样本组均有

所下降。本文能够理解在股票支付条件下，上市公司由于增发股票而稀释了大股东的股份，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治理结构，发挥股权制衡优势，提升公司价值。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在现

金支付条件下，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会下降？与张冀（２０１７）［３５］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结论一致，本
文猜测，这可能是由于大股东通过并购重组交易，在推高二级市场股价后，进行了减持套现。因为

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并购重组标的后续不能完成业绩承诺，甚至亏损，那么，没有业绩支撑的股价是

无法长期维持高位的。这也从反面说明，相比于现金支付交易对价的方式，使用股票支付方式的重

组标的业绩承诺可能更可靠。

２．回归分析
表４列示了支付方式与业绩承诺可靠性、并购重组完成后市场反应、会计利润的检验结果。表

４显示，支付方式 Ｐ＿ｅ与业绩承诺可靠性显著负相关，说明股票支付比例越高、现金支付比例越低，
业绩承诺可靠性越强。在市场反应和会计利润方面，除 ΔＰｒｉｃｅ２外，Ｐ＿ｅ与 ΔＰｒｉｃｅ和 ΔＲｏａ在 ５％显
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表明，支付方式还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完成后的短期和长期

股价，以及会计利润。进一步，现金支付比例与股价涨幅显著负相关，说明股票支付方式更能够得

到市场的支持。会计利润的回归也显示了与市场反应相类似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间延

长，支付方式对公司会计利润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但这一趋势在股价反应中并不存在。由此，假

设 Ｈ１、假设 Ｈ２和假设 Ｈ３成立。
表４ 不同支付方式下的业绩承诺可靠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业绩承诺

可靠性

市场反应 会计利润

ΔＰｒｉｃｅ１ ΔＰｒｉｃｅ２ ΔＰｒｉｃｅ３ ΔＲｏａ１ ΔＲｏａ２ ΔＲｏａ３

Ｐ＿ｅ
－０４７６３

（－１８５）

－０２３３４

（－２９２）

－００８５１

（－１４０）
－０１７４３

（－２４４）

－１３８０６

（－２１４）

－１２６３９

（－２２０）

－０８０２５

（－１７２）

Ｐｒ
－１５８８２

（－１９１）

－１７８１８

（－２００）

－１９８３９

（－２３９）

－０３３５３

（－１３３）

－０８３４６

（－０３７）

－１４５５９

（－０７２）

－０８８０６

（－０５４）

Ｔｓｉｚｅ
２５１１０

（２２３）

－２３２３９

（－２１６）

－２０４８３

（－２１０）

－２８６１２

（－２４５）

１５７５９５

（５９３）

２１５２６３

（７５１）

１２４４６１

（４２１）

Ｇｒｏｗ
１２２５４

（１２３）
０１１１３

（１７５）

００１８９

（０３９）

００９０２

（１５９）

０６５６２

（１２８）

０１５１６

（０３３）

００３２９２

（０８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１７０４５

（２３３）

１０２０６

（２２７）

１０３２７

（２３１）

１１２２９

（２７７）

１５９９２

（０９６）

１５０９５

（０９２）
１６０７１

（３５５）

ＴｏｂｉｎＱ
－００４０２

（－１３９）

０００９６

（１２６）
００２８１

（４８６）

００３９１

（５７３）

００９８１

（１５９）
００９５４

（１７４）

０２２６８

（５１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２０６１７

（２２０）

２００１６

（２２１）

４０３２９

（５５５）

３０３２７

（４６７）

２１５４７

（２４４）

２１３１７

（２３４）

５７１４３

（１５６３）

Ｓｉｚｅ
０６４４２

（２２３）

－０２４６１

（－３０１）

－０３６６７

（－５９２）

－０５２１７

（－７１５）

－０９０６９

（－１３７）
－１０９１２

（－１８６）

－２１０７５

（－４４２）

ＨＨ
－３００１６

（－６５０）

０００８７

（０８１）

００１５４

（１２６）
００１９９

（２５５）

－００６５６

（－０３０）

－１８８９６

（－０９６）
－３３６７４

（－１８０）

Ｌｅｖ
－００１１２

（－１８７）

－０００２５

（－２４２）

－０００２７

（－１９９）

－０００４９

（－３０９）

－００２０６

（－１４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００９８

（－０９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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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表２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一致，并购溢价与业绩承诺可靠性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明伴随着并购交易估值和溢价上升，业绩承诺可靠性下降。而且，从并购重组完成后的短期市场

反应来看，公司股价在并购完成后一个季度和半年内都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进一步反映了市场和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高额并购溢价并不乐观的预期。这只能说明，高水平业绩承诺既不能、也不应该

成为推高二级市场股价的唯一考虑因素，还必须考虑到业绩承诺能否实现，以及业绩承诺补偿等其

他因素。否则，一旦标的公司“业绩变脸”，最后受伤的就只能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同时，本文并没

有发现并购重组交易溢价与会计利润在短期或长期内的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假设 Ｈ４ｂ得到验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业绩承诺可靠性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这

部分说明，充分的股权制衡而非大股东的“一言堂”，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业绩承诺靠性。

表５是模型（４）和模型（５）的实证回归结果。从表 ５的 ＰａｎｅｌＡ可以得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的变化及其交互项，都在５％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可以
强化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假设 Ｈ５成立。
表５ 业绩承诺可靠性、支付方式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回归结果

ＰａｎｅｌＡ：业绩承诺可靠性与支付方式、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ＰａｎｅｌＢ：业绩承诺可靠性与支付方式、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变量 模型（４） 模型（４） （模型 ４） 变量 模型（５） （模型 ５） 模型（５）

Ｐ＿ｅ
－０４４０８

（－１８８）

－０５３６７

（－１９４）

－０５３２７

（－１９２）
Ｐ＿ｅ

－０４６６９

（－１８０）

－０４８３２

（－１８２）

－０４７３１

（－１８１）

ΔＰＩＳ１
２６５３６

（２１５）
ΔＬＳＨ１

－００２６３

（－１２５）

ΔＰＩＳ１×Ｐ＿ｅ
－２８７９４

（－２４９）
ΔＬＳＨ１×Ｐ＿ｅ

００１４６

（０２４）

ΔＰＩＳ２
２８９４１

（２３６）
ΔＬＳＨ２

－００３２５

（－１３６）

ΔＰＩＳ２×Ｐ＿ｅ
－３０１２９

（－２５２）
ΔＬＳＨ２×Ｐ＿ｅ

００２９２

（０５０）

ΔＰＩＳ３
３０１６５

（１９８）
ΔＬＳＨ３

－００２５８

（－１１０）

ΔＰＩＳ３×Ｐ＿ｅ
－２９１１５

（－２５１）
ΔＬＳＨ３×Ｐ＿ｅ

０９８

（００７）

Ｐｒ
－１９９８６

（－１９３）

－１９２５２

（－１８８）

－２０３８８

（－１９９）
Ｐｒ

－１９２３９

（－１８４）

－１９３７６

（－１８６）

－２０１０２

（－１９１）

Ｔｓｉｚｅ
２３５３０

（０７８）

２２６６３

（０７２）

１２３０６

（０３７）

Ｔｓｉｚｅ
３１０６４

（１０４）

３０４１７

（１０２）

２８４６２

（０９６）

Ｇｒｏｗ
０４３６８

（１９２）

０４２２６

（１８９）

０４０４８

（１９０）
Ｇｒｏｗ

０４２６４

（１８８）

０４３０８

（１８９）

０４２７５

（１８７）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１４０３９

（２４３）

１３９０９

（２４９）

１４０２８

（２５７）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１４０６０

（２５９）

１４０９２

（２６１）

１３９１０

（２５７）

ＴｏｂｉｎＱ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
Ｔｏｂｉｎ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

Ｐｒｏｆｉｔ
３８０８３

（１６８）

３９９６６

（１６９）

５０５４４

（１９５）
Ｐｒｏｆｉｔ

４１４２１

（１８５）

４１３６２

（１８５）

３９９９９

（１８１）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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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ＰａｎｅｌＡ：业绩承诺可靠性与支付方式、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ＰａｎｅｌＢ：业绩承诺可靠性与支付方式、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变量 模型（４） 模型（４） （模型 ４） 变量 模型（５） （模型 ５） 模型（５）

Ｓｉｚｅ
０７３１１

（１９９）

０８０００

（２０１）

０８８４７

（２０３）
Ｓｉｚｅ

０８６０１

（１７３）

０８７７１

（１７６）

０９０３５

（１８３）

ＨＨ
－５３６５６

（－３４１）

－５２５５５

（－３２９）

－５５２０７

（－３６２）
ＨＨ

－５７０９８

（－３５７）

－５７４１６

（－３５９）

－５３８１２

（－３２５）

Ｌｅｖ
－００９６６

（－０１３）

－００７４２

（－０１０）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６）
Ｌｅｖ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４）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４）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与模型４的回归结果不一样，表５中的 ＰａｎｅｌＢ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及其交互项都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Ｈ６不成立。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与机构投资者发
挥治理作用不一样，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如果需要达到影响公司治理和并购绩效的条件，必须满

足某一门槛阀值。试想，控股股东在持股比例远超５０％的条件下，即使控制权比例因为增发股票而受
到一定程度的稀释，也很难从本质上改变公司的治理模式。同理，在股权分散的公司中亦是如此。而

本文表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样本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均值为２％ ～５％，这并
不足以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影响。二是如前所述，不论现金支付，还是股票支付，在并购重组交易完

成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数值都有所下降。因此，如果仅从统计数值上看，并无区别。这也就不难

理解，在实证回归分析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及其交互项为何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六、稳健性检验

１．敏感性测试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以下敏感性测试：一是在 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累积分

布函数被假定为“逻辑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具有典型厚尾特征。这可能使残差分布存在非正态性。

本文使用了 Ｐｒｏｂｉｔ方法对相关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与前文一致。二是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
部分上市公司对业绩承诺不可靠的认定是基于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业绩的９０％才会触发利润补偿。
因此，本文将标的企业实际利润在承诺业绩１０％范围内浮动的样本全部予以剔除，进行重新估计，结
果仍然与前文一致。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相关敏感性测试的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①。
表６ 业绩承诺可靠性敏感性测试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ＰａｎｅｌＡ：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方法 ＰａｎｅｌＢ：重新定义业绩承诺可靠性样本

模型（１）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１） 模型（４） 模型（５）

Ｐ＿ｅ
－０３０５７

（－２０８）

－０３００２

（－２０４）

－０２９００

（－１９７）

－０５２３６

（－２１５）

－０５１７８

（－２１２）

－０４９５２

（－２０３）

ΔＰＩＳ
１６９７３

（２６０）

３１４２９

（２５７）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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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续表６

变量
ＰａｎｅｌＡ：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方法 ＰａｎｅｌＢ：重新定义业绩承诺可靠性样本

模型（１）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１） 模型（４） 模型（５）

ΔＰＩＳ×Ｐ＿ｅ
－１７５９７

（－１７９）

－２３０３６

（－１９３）

ΔＬＳＨ
－００１１

（－１１８）

－００２０１

（－１２０）

ΔＬＳＨ×Ｐ＿ｅ
００１０６

（０４４）

００１８８

（０４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内生性检验
支付方式与业绩承诺可靠性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受不可观测或遗漏变量以及互为因果关系等的影

响，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

本文同时采用外生冲击事件和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的平均现金支付率作为工具变量。

（１）以２０１０年作为时间节点①，设置虚拟工具变量 ＩＶ１，当并购交易年份≥２０１０年时，取值为１；否则，
为０。（２）选取工具变量 ＩＶ２，是考虑到同期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支付方式选择可能会对样
本企业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但不会对样本并购标的的财务绩效和业绩承诺可靠性产生直接影响。

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７所示②。从表７中ＰａｎｅｌＡ的结果可知，在第一阶段回
归中，两工具变量分别在１％和５％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这两个工具变量均满足相关性要求。
同时，第一阶段回归方程的Ｆ统计量为２０３９，同样通过了显著性测试，基本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表７中的ＰａｎｅｌＢ报告了第二阶段的模型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现金支付比例与业绩承诺可靠性在三个
模型中均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本文表４和表５的结论一致，表明采用股票支付方式进行并购重
组交易的上市公司，业绩承诺可靠性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变化及其交互项，与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的变化及其交互项的检验结果也同样与前文结论相同。这表明，本文研究结论通过了内生性检验。

表７ 业绩承诺可靠性敏感性测试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ＰａｎｅｌＡ：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回归 ＰａｎｅｌＢ：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回归
支付方式

Ｐ＿ｅ
业绩承诺可靠性

模型（１） 模型（４） 模型（５）

ＩＶ１
－０２７６１

（－７９４）

ＩＶ２
１１０３７

（２４９）

Ｐ＿ｅ（Ｐｒｅｄｉｃｔ）
－０２９９８

（－２１２）

－０２８１２

（－１８０）

－０３３６１

（－２１８）

Ｐｒ
－１２６３０

（－１６７）

ΔＰＩＳ
１１６７７

（２６２）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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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５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前，由于难以对非流通股份进行准确定价，加之增发股票审核存在的巨大制度性障碍，彼时，资本

市场并购重组基本是以现金支付交易对价为主（赵立新等，２０１２）［３６］。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
重组的意见》，鼓励上市公司以股权及其他金融创新方式作为兼并重组的支付手段。此后，股票支付形式被广泛采用。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续表７

变量

ＰａｎｅｌＡ：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回归 ＰａｎｅｌＢ：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回归
支付方式

Ｐ＿ｅ
业绩承诺可靠性

模型（１） 模型（４） 模型（５）

ΔＰＩＳ×Ｐ＿ｅ（Ｐｒｅｄｉｃｔ）
－１１０２０

（－１９７）

ΔＬＳＨ
－００１８６

（－１５３）

ΔＬＳＨ×Ｐ＿ｅ（Ｐｒｅｄｉｃｔ）
００３９４

（０９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七、进一步分析

１．业绩承诺补偿
在我国资本市场实践中，业绩承诺补偿的主要形式包括估值补偿、股份补偿和净利润差额三

种。其中，估值补偿和股份补偿通常被称之为补对价，指以重组标的估值金额为基准，乘以业绩未

达标的比例，计算应补偿的金额或股份数量，补偿形式通常为股份回购或等值现金。而净利润差额

补偿，指仅以业绩承诺的净利润为标准，对未达标部分予以现金补偿。由于乘数效应，对标的资产

的原股东来说，采用股份补偿方式所需承担的补偿义务要远高于净利润差额的现金补偿。表 ８中
的 ＰａｎｅｌＡ进一步报告了业绩承诺补偿方式与承诺可靠性之间的回归结果①。其中，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为业绩承诺补偿方式，当采用现金补偿时，等于０；否则，为１。表８显示，补偿方式与承诺可靠性显
著正相关，与现金支付比例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采用股份补偿作为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并购交

易，交易双方同样更愿意通过股票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且业绩承诺可靠性也更高。

表８ 业绩承诺补偿方式、业绩承诺期后“业绩变脸”及并购类型回归结果

ＰａｎｅｌＡ：业绩承诺补偿方式与可靠性和支付方式 ＰａｎｅｌＢ：业绩承诺期后“业绩变脸”与支付方式

变量 业绩承诺可靠性 支付方式 变量 业绩承诺期后是否“变脸”：Ａｆｔｅｒ＿Ｒｏａ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１８７５８

（１８２）

－０２８０５

（－７５９）
Ｐ＿ｅ

－１５１３８

（－２２９）
ＰａｎｅｌＣ：业绩承诺可靠性与关联并购 ＰａｎｅｌＤ：业绩承诺可靠性与纵向并购或多元化并购

变量 业绩承诺可靠性 变量 业绩承诺可靠性

Ｐ＿ｅ
－０４７３１

（－１９９）
Ｐ＿ｅ

－０５５６３

（－２０７）

Ｉｄ１
２０４２０

（２０３）
Ｉｄ２

０９６０８

（１２９）

Ｉｄ１×Ｐ＿ｅ
－２１７７４

（－２３４）
Ｉｄ１×Ｐ＿ｅ

－１３８９０

（－１５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业绩承诺期后的“业绩变脸”
本文进一步考察业绩承诺期以后，并购交易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回归模型以业绩承

诺期后第一年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是否显著下降作为被解释变量 Ａｆｔｅｒ＿Ｒｏａ，若“业绩变脸”，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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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为０；否则，为１。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定义“业绩变脸”为业绩承诺期后的公司资产收益率低于
业绩承诺期内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２０％以上①。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８中的 ＰａｎｅｌＢ所示。从表 ８
中 ＰａｎｅｌＢ可知，支付方式与业绩承诺期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说明采用现金支付方式完成交易
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业绩变脸”。

３．不同并购类型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可靠性
本文分别按照交易是否属于关联并购②，以及纵向并购或多元化并购③，设置了虚拟变量 Ｉｄ１

和 Ｉｄ２，以及它们与 Ｐ＿ｅ的交互项。若为关联并购，Ｉｄ１取值为１；反之，为０。同理，若并购类型属于
纵向并购，则 Ｉｄ２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８中的 ＰａｎｅｌＣ和 ＰａｎｅｌＤ所示。从表 ８
中 ＰａｎｅｌＣ可知，Ｉｄ１与业绩承诺可靠性显著正相关，表明关联并购的业绩承诺可靠性更高。因为，
在关联并购中，主并公司对标的企业更加了解，因而所设置的业绩承诺目标更符合其经营和盈利现

实。Ｉｄ１与 Ｐ＿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符号与 Ｐ＿ｅ相同，且同样与业绩承诺可靠性显著负相关，说明关
联方关系可以进一步强化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但表 ８中 ＰａｎｅｌＤ的结果显示，没
有明确的证据支持纵向并购或多元化并购会对业绩承诺可靠性产生影响。

八、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我国Ａ股市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重组交易中业
绩承诺的可靠性，以及不同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可靠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现金支付交

易对价的样本，以股权形式支付交易对价的上市公司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支持、更高的会计利润和经

营业绩，业绩承诺也更可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会进一步增强业绩承诺的可靠性，但实证结果并

不支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化具有相同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采用股份补偿作为业绩承

诺补偿方式的上市公司，同样更愿意通过股票方式支付并购重组交易对价，且业绩承诺的可靠性也更高。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一是应强化以风险揭示为导向的并购重组交易信息披露。

监管部门应当督促上市公司对业绩承诺条款单独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交易对价详细估算方式、商誉确认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重大影响、业绩承诺补偿的履约保障措施等，

甚至可以考虑要求交易对方提供必要的资产抵押，以保证投资者的权益。二是对业绩承诺不达标

的企业，应该优先提倡股份回购等股权补偿方式，特别警惕现金形式的业绩承诺补偿，防止在二级

市场溢价远高于现金补偿金额的状况下，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三是应该进一步强化金融中介

机构在并购重组交易中的监督责任，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券商等机构的问责，推动

金融中介在并购重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特别是要加强金融中介在并购重组交易完成后

的持续督导作用，警惕部分中介机构重业务承揽，轻后续督导的情况。四是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内幕

交易、股价操纵等金融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在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同时，建立违法内幕

交易罚没制度，将违法者的非法收益和罚款归入投资者保护基金，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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