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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立果

紫竹评论

2011中国企业 500强系列榜单
在社会各界热切的期盼中发布了。
这些榜单清晰明了地显示，中国大
企业已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并
将开辟新的征程。

开辟新的征程，将是一段积极
向上的精神经历，也是一次“危”
“机”并存的探索过程。在这场经历
和过程中，中国大企业该如何突破？

首先，大企业要发挥龙头带动
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积
极作用，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在部
分关键核心技术有所突破，突出
产品质量和安全，打造全球化品
牌。

大企业有大责任和大作用。
在过去 10 年中，中国 500 强企业
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缴纳税收、
带动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了毋庸
置疑的重要作用。但面对新形势
以及国家对大企业提出的新要
求，我国大企业必须勇于在促进
国民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
民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方面发挥
“领头羊”的带动作用。

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
发挥积极作用。我国企业要着眼
于抢占未来技术和产业制高点，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大
力发展绿色产业、环保节能产业

和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努
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
和谐发展。

要发挥龙头作用，促进大中小
企业共同发展、共同转型升级。大
企业在产业网络中具有主导地
位，要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大、
中、小企业高效分工协作的新型
产业体系。

以人为本，建立和谐劳动关
系。大企业要带动建立健全完善
的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
建立工资协商共决和调整增长机
制，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缴纳各
种社会保险费，帮助特困职工家
庭享受基本生活保障，加大投入，
不断改善安全生产环境，丰富职
工的企业文化环境和人文环境。

进行技术创新，是我国大企业
未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
创造”的必由之路。我国大企业不
可能永远依靠高污染、高能耗、低
附加值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拥
有庞大资金优势的大企业正是可
能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的市场主
体。参考国外大企业在严酷的市
场竞争中形成的较为完善的技术
创新体系和做法，我国大企业应
该在建立健全研发机构和体系、
保证研发经费的充足、密切进行
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加强技术创新
的力度。

中国企业竞争力，弱就弱在缺
少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上。技术是
品牌的基础和核心。没有技术、没
有核心技术，是不可能打造出大品
牌、国际品牌的。因此，打造国际品
牌，就成为中国大企业崛起和中国
崛起的基本象征。我国大企业一定
要在国际品牌上下功夫，突破国际
品牌匮乏的窘境，提升全球客户忠
诚度，提升自己的赢利能力。

要保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
品质。质量是品牌的基础层次。没
有质量过硬的产品，就不会有强
大的品牌；要加强消费者行为和
心理的研究。品牌以一种有形和
无形的力量控制着消费者，控制
着市场。品牌价值的影响力不仅
意味着市场的占领，更意味着对
消费者精神文化和思想心理的统
领；要坚持不懈地加大品牌建设
投入。品牌打造是一个长期积累
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加强集团管控水平和全
面风险管理能力，并掌握国际市
场规则，推进企业国际化向更高
水平前进。

企业集团要采用什么样的管
理控制和风险防范模式，不能照搬
成功企业的，而应该根据企业自身
的特点，选择适合企业资源能力和
发展背景的模式。要进一步提高信
息化综合管理水平。要把信息资源

开发利用作为信息化建设的核心
内容，以科学的信息资源规划为先
导，抓紧应用统一的信息管理平
台、大力推进信息化的深化应用，
推动各类信息资源的有效集成和
高效利用，使 ERP 真正成为企业
管理的“神经系统”。

要探索适合企业发展的治理
架构和管控模式。要从治理、管控
和宏观管理三大维度进行公司治
理架构和管控模式的设计，从企
业集团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
行宏观统筹，实现资源、财力、人
才的最优化配置。

要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做好全面风险
管理的学习、培训和组织变革工
作。要按照确定的主业严控投资方
向，防止盲目扩张、盲目做大。同时
加强对高负债率企业投资活动的
监管，将企业投资规模严格控制在
合理负债率之内。实施“走出去”战
略要围绕主业，做好充分的前期准
备工作和风险预测。

我国企业要走全球化之路，就
必须打破长时期在我国特色的制
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的习惯，掌握世界各国普遍通行
的价值观念和市场规则，进而突
破目前的全球化困境。

要根据全球化的目的和出发
点，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行业特点，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要建立具有
全球视野的领导班子，保持最高
管理层有一定比例的海外学习工
作经验。要注意充分了解全球化
的经营环境，对境外投资环境进
行充分评估。要加强产业链企业
的联合，抱团走出去。

再次，要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
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我国大企业要在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中认识到，气候问题是包
括我国大企业在内的所有公民和
企业法人的共同责任。我国大企
业要积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
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我国政府参与
气候谈判做出自己的努力。

要努力提高企业对气候变化
问题的认知水平，充分了解国际
社会已签署的与应对气候变化相
关的公约和新公约谈判的主题与
进程以及中国在这些公约中所作
的承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为应
对气候变化出台的各项法规、政
策、规划、标准、指标等。

要加紧进行能源与环境现状
评估，包括开展能效评估、进行二
氧化碳排放量评估、开展环境绩效
评估、将评估结果纳入企业决策。

要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合作，争取国际金融组织、政府
机构的无偿援助，学习和吸收国

外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和管理经
验。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等
渠道，发展与全球企业的商业合
作。

最后，要高度注重企业软实力
建设。

企业实力也有软硬之分。企
业的硬实力，往往是指其物质方
面的家底，如其资金是否雄厚，各
种设施是否齐全、是否先进。但仅
有硬实力是不行的。软实力对内
体现为全体员工的士气，对外反
映为由其品牌、服务、诚信等所构
成的在市场与顾客心目中的声誉
与形象。我国企业在未来发展中
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软实力建设。

要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
企业软实力的主要内容。在经济
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企业文化
的软实力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的
作用和意义，正在超越传统硬实
力而成为制胜的关键。

要把履行公司责任作为提升
企业软实力的关键环节。企业的
运营要把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战
略、商业运营有机结合起来。

要把激励员工的智慧作为提
升企业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人力
资源的核心工作包括吸引优秀的
人才到企业来、开发员工的潜在
能力、留住优秀人才、造就良性的
竞争环境 4 个方面的内容。

在突破中开辟新征程

（相关榜单详见 B02—B16版）

新起点：规模与效益攀升

新起点：行业与地域不均

新起点：内涵与外延齐举

新起点：差距与挑战并存

强标杆：世界级企业之道

全球化：企业全球化之舞

新样本：阳光保险大超越

管理经：中国式管理升级

信息化：企业互联网革命

新引擎：文化产业待振兴

大趋势：大企业发展建议

新机遇：天府之国吸引力

看西部：四川大企业雄起

这一刻，掌声送给你们！
作为中国企业的第一方阵，过去 10年，

你们如十六岁般肆意拔节生长———2011 中
国企业 500强，合力创造了 36.31万亿的营
业收入，约占去年 GDP的九成。中石化、中石
油等央企庞大的身躯，让人艳羡；联想、吉利，
陆续走出家乡，在广袤的天地闯荡；阳光保险
等一批企业也以量子般的速度，一跃而上。
我们相聚成都，用三天，分享成功、交流

经验、共话未来。今天，当你手捧新鲜的《中国
企业报》，一定业已投入工作，没时间骄傲，成
绩就定格在成绩单上吧。大或强的话题，在
140亿元级以上的企业群中不说也罢。
在平行的经济世界里，更高维的是“伟大

企业”———那些肩负社会责任、自主创新的
绿公司。未来，你们能否在无缝的互联信息
时代，游弋自如？未来，会否有几家 Apple、Facebook从这里萌芽，悄悄地改变世界？

500 强们，在新征程上，你们的航向指向
“伟大”了吗？ 我们有理由期许，期许 2020
年，盖茨为你们起立、鼓掌！

新征程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