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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英国退欧：对收购并购的潜在影响 
 
本更新赘述了英国退欧对收购并购交易的潜在影响。这是 GTM 准备的一系列帮助企业来确认在英国 6 月 23 日全

民公投离开欧盟后所需要注意的法律事项及应对方式的说明。 
 
退欧时间表 
  
英国还未离开欧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依旧会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而且欧盟法将继续在英国适用。 
 
在退欧之前，英国需要经历欧盟条约第五十条列明的退出流程，首先向欧盟委员会通知其退出欧盟的决定。在

2016 年 7 月 13 日刚上任的英国首相特丽萨˙梅，已明确声明，尽管英国退欧已不可逆转，但并不需要急于递交

第五十条的通知。她和退欧大臣大卫˙戴维斯已表达了退欧通知不应在年末前提交。尽管情况仍然在变动中——
欧盟机构及欧盟其他 27 个成员国已经向英国施压要求尽快启动流程——提交退欧通知的时间也可能被延后，英国

以便有充分的时间来同欧盟谈判达成一个英国希望的退欧条款和模式。一旦提交退欧通知，将触发一个为期两年

且可延长的同欧盟之间的谈判期。有关退欧时间表的详情，请参见 GTM 之前的法规更新，《英国退欧：时间表》

和《英国退欧：一个月来的进展》。 
 
目前并不清楚和欧盟之间谈判新安排会是同步进行还是稍后再开展。但是很明确的是英国希望尽快和非欧盟国家

开始谈判贸易协议的条款。 
  
对收购并购活动的潜在影响 
  
尽管英国同欧盟最终关系的形态仍然不清晰，参与到收购并购交易的商业机构应在交易规划、谈判和执行各阶段

为英国退欧及任何潜在的英国政策改变做好充分准备。 
 
如下是一些值得考虑的领域： 

http://emailcc.com/collect/click.aspx?u=/G1GTPto3VVLC30eSRpSUrtJmQkbeeM+&rh=ff002029671e2f4f9bbe64e7294b80755d110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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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退欧先决条件 
 
很明显英国法律版图在未来会有明显的改变。现在不确定的仅是何时改变及以何种形式改变。因此，商业机构应

该考虑在交易文件中是否有必要考虑加入退欧所造成的影响、应对因出现未预见的情况所造成的改变，以及英国

退欧“这个已知的未知”对长期承诺的影响。 
 
例如，这类条款包括： 
 

> 对于已签约的交易，如果预期交割日期在英国退欧发生前，允许交易单方或双方在出现英国退欧被提前到

交割前的情况下终止或重新考虑交易——因为退欧可能意味着英国不再是单一市场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和

欧盟并未就未来双边关系达成任何协议或者英国和欧盟达成的协议并不包含英国继续在单一市场内。失去

单一市场会导致某些产品的关税或者跨境雇员转移将变得更为艰难；或 
 

> 设定前提规定特定交割后的义务仅适用到英国实际从欧盟退出为止或在英国离开欧盟后适用修改后的安排

——举例，覆盖整个欧盟的授权协议在英国实际退出前适用于英国，但退欧后不再包含英国。 
 

英国退欧尽职调查 
 

买方和卖方均需要关注交易中收购的某些类型资产的性质和价值有可能在英国退出欧盟后发生变化。此外，买方

应该评估退欧对标的运营的影响和标的业务对退欧可能带来的变化是否有应对措施。 
 
举例说明： 
 

> 核心商业协议（如代理、分销、供应和授权协议）对地理范围的描述将在英国停止成为欧盟成员后发生改

变； 
 

> 英国退欧有可能触发核心商业协议中的实质性不利条款或法规变更条款，允许交易对方终止或变更商业协

议； 
 

> 泛欧知识产权保护将在英国退出欧盟后停止适用； 
 

> 英国退欧有可能导致对标的业务的新挑战，比如从欧盟进口或者向欧盟出口产品被征收关税，从欧盟向英

国派遣员工或者反之更为困难，和需要遵守数据保护法规中的不同标准；和 
 

> 在欧盟贷款期间超过英国退欧时间时，贷款有可能被取消。 
 

在退欧前交易中买卖协议里的担保和赔偿条款将需要根据英国未来退出欧盟而定制。英国退欧尽职调查可能会涉

及到交易估值、交易特定税务考量、企业架构和整体交易架构。 
 
定义性事项 
 
目前任何有关英国法的引用均包含了任何直接适用在英国的欧盟法规。在英国退欧后，这将不再适用。在这个层

面上建议明确说明对欧盟法的适用，措辞也需要深思熟虑。 
 
与之类似，任何以当前欧盟地理范围作为合同定义的约定有可能受到英国退欧的影响——具体取决于他们是涉及

某一时点还是一段时间内的事项。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英国退欧前签订的协议中有关适用于欧盟范围的竞业禁止

条款。在退欧后，条款可能或可能不适用于英国，取决于合同定义里的欧盟是否明确指向（退欧前）的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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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规则 
 
欧盟法在私有企业收购并购交易里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因此英国退欧不太可能会对那些交易的法律框架产生直

接严重的影响。 
 
对于涉及上市公司的收购，英国并购法典参考并执行了欧盟收购法规。也就是说从欧盟退出不太可能对在英国进

行涉及上市企业并购的规定产生重大改变，因为欧盟法规在英国法典实施时已经很大程度上修改了英国法典的内

容。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除非英国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区，英国公司参加到涉及欧洲经济区上市企业的跨境并购和欧洲经

济区上市企业参加到涉及英国上市企业的并购中可能会遇到额外的监管阻碍。举例来说，在并购交易中涉及股份

对价时，英国公司有可能需要出具单独的欧盟投诉招股说明书，以便满足欧盟监管的需要。与之相反，欧洲经济

区企业也需要出具单独的英国投诉招股说明书来满足英国监管的需要。 
 
并购审批 
 
英国退欧将对在英国有业务的交易方来说，对其并购交易审批产生重大的法规框架的影响。目前很多大型并购交

易按照一站式原则仅向欧盟委员会单独提交一份通知函。在英国退出欧盟后，很多上述交易将要求在英国并购审

批法规下单独进行评估。 
 
尽管英国法律体系规定以自愿为原则（至少在交易被点名审查之前），可预见的是未来这些在布鲁塞尔通知的大

部分交易将会变成也需要同步通知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这样将提高了成本、监管压力和并购交易的不确定

性。 
 
在这个背景下，首相最近的评论也暗示了有意利用英国并购审查机构来为更为一般性的产业政策服务，包含对于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并购交易拥有潜在干涉的能力。这将导致更为广泛的使用公共利益标准而不是现存的欧盟和英

国并购审批制度。 
 
限制性契约 
 
欧盟法律目前效力高于英国法，在全部欧盟成员国均一样。结果是买卖协议中限制性契约在英国和欧盟法下评估

是一致的。在英国退欧后，英国本国竞争法将适用，这有可能导致两个法律制度最终将分化。 
 
适用法律条款 
 
法律选择条款目前是受到罗马 I 条例（对合同项下的义务）和罗马 II 条例（对非合同项下义务）约束。这些规定

遵从合同方在适用法律上自治原则，普遍适用，意味着法律适用的明确选择将继续有效，无论是否适用欧盟某个

成员国的法律。 
 
在欧盟成员国法院，因此，选择适用英国法的法律适用条款的执行力将不受到英国退欧的影响。在英国，但是，

罗马 I 和 II 条例将不在退欧后适用，缺乏一个替代性的条约，英国法院将遵循国际私法规定，因为那些规定在罗

马 I 和 II 条例在英国适用前已适用。这对于合同义务和非合同义务的适用可能产生不同影响： 
 

> 对合同义务，英国法院有可能继续支持合同各方对适用法律的选择，因为罗马 I 条例同罗马公约非常类

似，而后者在英国 1990 合同（适用法律）法案和普通法原则中得到实施； 
 

> 对于非合同义务来说，影响更为不确定，因为相关英国法律（如：1995 国际私法（杂项）法案）并不允许

合同各方通过协议约定非合同义务适用的法律。 
 

需要对上述问题有足够重视，但是一般来说——除非随着时间流逝英国和欧盟法院操作方式逐步有分歧——英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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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不太可能违背当事各方的明确约定，冒着降低其作为争议解决地吸引力的风险采取行动。 
 
管辖权条款和判决执行 

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目前是受布鲁塞尔条例约束，规定了其他欧盟国家法院作出的民事和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

行问题。一旦英国离开欧盟，这些法规将停止适用于英国，这将为欧盟剩余 27 个成员国是否会认可英国的管辖权

和英国法院判决在那些国家的执行力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英国也将不再是卢加诺公约的成员，该公约给冰岛、挪

威和瑞士提供了类似的保证。与之相似，英国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欧盟剩余 27 个成员国就它们的管辖权和做

出判决的执行力消除不确定性。 

英国在退出条款中和欧盟可以达成类似布鲁塞尔条约和卢加诺公约的安排，但是目前还没有有关这样讨论的进一

步细节。 

此外，尽管有关法院选择协议的 2005 海牙公约适用于英国，因为欧盟是公约的签约国之一，在退出欧盟后，这一

适用将不再存在。但是这会给英国自行参加这一公约的权利，尽管参加公约需要时间来完成。在大多数国际民事

或商事纠纷，这样的操作应该保证公约规定的法律适用条款和判决执行的条款适用于剩余 27 个欧盟成员国。但在

操作中，执行将取决于欧盟各国法院如何处理海牙公约、欧盟和各国管辖权的关系。海牙公约在这方面还没有实

施经验可循。 

考虑到欧盟全部成员国均为认可和执行外国仲裁判决的《纽约公约》成员国，有关在欧盟执行伦敦为仲裁地的仲

裁裁决和英国执行以欧盟为仲裁地的仲裁裁决方面应该不受英国退出欧盟的影响。 

结论 

英国退出欧盟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细化，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如何选择其未来和欧盟的关系模式以及退出欧

安排的细节。这些选择将严重取决于新首相，但是也取决于和欧盟的具体谈判。直到有更为清晰和确定性的规

定，商业机构应该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确定其业务最可能会受到新或修改规定影响的领域——并且，更为重要

的是哪些领域不会受到影响——以便确定如何降低在受影响领域的风险。 

This GTM Alert was prepared by Gillian Sproul, Lisa Navarro, and Simon Harms in Greenberg Traurig Maher’s London 
office and was translated by Lei Huang. Questions about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directed to:   

> Gillian Sproul | +44 (0) 203 349 8861 | sproulg@gtmlaw.com  
> Lisa Navarro |  +44 (0) 203 349 8757 | navarrol@gtmlaw.com  
> Simon Harms |  +44 (0) 203 349 8767 | harmss@gtmlaw.com     
> Or your Greenberg Traurig Maher attorney 
 
> 本法规更新由黄磊翻译。如果希望中文咨询具体事项，请联系 +44 20 7371 7188| huangl@eu.gtlaw.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Shard, Level 8 
32 London Bridge Street  
London, SE1 9SG 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T +44 (0) 203 349 8700  
F +44 (0) 207 900 3632  
www.gtmlaw.com 
 
 
 

http://www.gtlaw.com/People/Gillian-Sproul
mailto:sproulg@gtmlaw.com
http://www.gtlaw.com/People/NavarroLisa
mailto:navarrol@gtmlaw.com
mailto:Simon%20Harmso
mailto:harmss@gtmlaw.com
http://www.gtmlaw.com/
mailto:huangl@eu.gtlaw.com
http://www.gtm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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