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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美国的五点建议
文 /埃里特·费德门

美
国市场竞争激烈，中国企业家如

何才能成功投资美国？

要选择黄金地段
企业选址，“风水”很重要。对美投

资需要深刻了解迥异的各州法律。例如，

各州最低工资标准不一、对待工会的态

度也不同。工会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

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南部州影响较弱，

更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当然，选址也应

考虑美国产业及市场分布。

此外，各州的税收制度也将影响

企业能否兴旺发达。美国联邦税高达

35%，再加上州税，可高达 40%。因此

选择地方税较低的投资点很重要。各州

税收制度的差别也直接影响员工口袋，

例如德克萨斯州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

纽约、加州等州却征收高额所得税。

已经在其他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可

考虑通过海外分公司在美国设立子属企

业。美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税收协

定，而投资者所在国影响其美国下属企

业享受的税收待遇。此外，因为中美尚

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转道第三国投资

美国也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从零开始更有利
相对于并购而言，从零开始兴建企

业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因为美国人工贵，

劳工法又异常复杂。并购的美国企业如

果已经建立退休金制度，中国投资者的

成本立即上涨。更何况，当中方需要根

据市场或是自身特长调整生产，裁员超

过 50人或是缩减工作时间超过二分之一

时，必须依照美国联邦《“警告”法案》（全

名为《员工调整和再培训通知法案》）提

前 60 天给予通知。

但是新成立的企业却不受这些限

制。总体来看，美国劳工法倾向资方：首

先，劳资双方可自由商定雇佣条款；其

次，“根据意愿聘用”，即没有正式合同

束缚。美国的惯例是劳资方给对方两周

通知，即可解除现有雇佣关系。

切忌因小失大
建议收购美国资产时，中国企业应

更注重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价值。以往

由于并购时间短、任务重，很多国外投

资者对无形资产估价未引起足够重视，

结果因小失大。如何保护无形资产也很

复杂，例如很难追究化学产品专利侵权，

且专利有效期短，因此注册、购买这一

产品的商业秘密更具长远价值。

同时，竞标美国工程也需小心。

2010 年 4月，中国与加州政府达成共同

修建子弹列车的意向书。一旦开工，中

方可能面临西门子公司递交的专利侵权

案，指责中方使用通过强制技术转移获

得的专利技术。即使中方胜诉，诉讼律

师费也将是天文数目。当然，这只是个

假设案例。

投资并购，从一开始就需要咨询律

师、银行家、房地业经纪人，购买团队

服务，虽然这些很昂贵。然而，如果为

节省开支，不请教专家，则埋下地雷、

后患无穷。扩大利润、减少未来可能面

临的开支是衡量成功投资的两大标准。

国家安全审查是纸老虎
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存在误

解。实际上，国家安全审查并非难以逾

越。美国是世界上最欢迎外资的国家。

只是中方尚未深入领会美国公众舆论的

影响力，有时投资对象选择不当。例如，

2009 年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试图收购内

华达州、位于美国海军飞行训练基地附

近的矿产。这一选址让美国人疑虑重重。

此外，中国投资者和律师也应加强

与投资所在地的联邦议员、地方官员沟

通，让他们游说审查委员会。为刺激当

地经济发展、为竞选拉票，他们的地方

保护主义意识很强、也很管用。

管理模式要中西合璧
提醒中国企业家切勿一味将中国员

工转移至美国，这种无助于增加当地就

业的方法将很不受欢迎。同时，还需改

革企业管理模式。日本汽车生产商进军

美国初期将日本管理模式照搬至美国，

险些全军覆没。日本管理层习惯于下级

严格服从上级命令的管理模式，再加上

两国文化差异，让从小就爱发表个人意

见的美国工人颇为不满。随后日本企业

效仿德国管理模式，资方定期和工人代

表沟通，讨论管理、生产中遇到的种种

问题。看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美国工

人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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