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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

2011中国企业 500强分析报告选编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是由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
第 10 次向社会发布“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榜。与往年不同的是，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去除了一些政企合
一单位的申报资格，原因在于这些
部门还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市场经济主体（如地方铁路局，但一
些采用股份公司制度成立的铁路公
司比如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铁路集团公司仍然申报并上榜）。

在换榜方面，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
共有 60家企业换榜，其中 26 家因为
500 强门槛提高而未能入围，15 家铁
路局因为不符合申报条件出局，12
家企业被兼并重组；整体上，中国企
业 500 强的上榜企业已经具有相当
的稳定性。

2010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影
响我国企业发展、经济刺激政策仍
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年。这一年，我
国大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突出表现在：（1）与 2010
中国企业 500 强相比，2011 中国企
业 500 强的入围门槛有了大幅提高，
年营业收入从上年的 110.8 亿元提
高到了 141.98 亿元，增长了 28.1%；
（2）经济效益大幅增长，500 强企业
的营业收入总额、利润总额、资产总
额、所有者权益总额、纳税总额都高
速增长，尤其海外营业收入总额增长
率达到 53.55%，海外资产总额增长
率达到 38.90%，海外员工总数增加

了 35.48%；（3）兼并重组在大企业成
长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500 强
中的 182 家企业共并购重组了 1112
家企业，一些地方国有企业通过地方
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迅速成为世界
500 强的超级公司；（4）企业更加重
视技术创新在企业成长和转型中的
作用，500 强中的 422 家企业共拥有
专利数量达到 22.08 万项，较上年增
长了 30.22%，其中发明专利数量达
到 5.88万项，增加了 12.86%。

1、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的总体
经济效益大幅增长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在规模得
到扩大的同时，总体经济效益较之上
年也有大幅增长。（1）亏损面明显减
少。2011中国企业 500强中，亏损的
企业仅有 7 家（除 9家未填报利润数
据外），亏损面仅有 1.4%，比上年的
17家亏损（5家未填报利润数据）减
少了 10家。（2）利润总额大幅增长。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实现总利润
2.08万亿元，较上年的 1.50万亿元，
增长了 38.67%。（3）平均利润大幅增
长。2011中国企业 500强的平均利润
为 41.67亿元，较上年平均利润 30.4

亿元增长了 37.07%。（4）人均净利润
大幅提高。从人均实现利润看，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人均利润为 7.65 万
元 ，较 上 年 的 5.52 万 元 增 长 了
38.59%。（5）盈利率有较大幅增长。从
收入利润率看，2011中国企业 500强
的收入利润率为 5.74%，比上年的
5.44%增长了 0.3个百分点；从资产利
润率来看，2011中国企业 500强的资
产利润率为 1.93%，较上年的 1.65%
增长了 0.28个百分点。

2、15 家大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超过 100%，72 家企业利润增长率超
过 100%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中，有 15

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了
100%，比上年增加了 5家。其中，营业
收入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恒大地产集
团，2010年营业收入增长了 700%；吉
利控股集团、江苏省丝绸集团、湖南
省晟通科技集团、江西赛维 LDK太阳
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排在第二至第五
位，2010 年营业收入分别增长了
313.5%、246.8%、218.5%、202.2%。

有 72 家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超过
了 100%，比上年减少了 6家。其中，
利润增幅最大的是国家电网公司，
2010年利润额达到 324.4亿元，增幅
达到 1736.38%，北京外企服务集团、
恒大地产集团、中国南方航空等 10
家企业 2010 年的利润增幅都超过
500%。

3、国有商业银行与制造业企业
的效益存在悬殊差距

近年来实业企业的营商环境有
恶化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
实业企业的融资成本高企。从 2008—
2011中国企业 500强数据可以发现，
2007—2010 年间，500 强中的制造业
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都占到 500 强
总和的 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
500强总和的 30%左右。相反的是，同
一时期，我国最大 5家国有商业银行
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 500 强总和
的 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已
经占到 500强总额的 27%左右。实业
部门与商业银行部门存在悬殊的利
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必然流出实业部门、流向金融部
门，我国制造业也必然出现“空心化”
趋势。

4、10 家公司最能挣钱，10 家公
司盈利能力最强

2011中国企业 500强中，公司总
体盈利能力最强的 10 家企业分别
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银行、中石油、中国农业银行、中海
油、中移动、中石化、交通银行、中信
集团，2010 年分别实现利润 1662.25

亿元、1348.44 亿元、1096.91 亿元、
972.52 亿元、948.73 亿元、742.31 亿
元、658.85 亿元、516.40 亿元、390.42
亿元、333.51亿元。10家企业的利润
之和达到 8668.43 亿元，占 500 强利
润总额的 41.6%。这充分说明国有金
融部门和垄断企业的超强盈利能力。

2011中国企业 500强中，人均盈
利能力最强的有 10家企业，它们的
人均利润均超过了 100万元。它们分
别是：江苏华夏融创置地集团（254.23
万元）、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230.93
万元）、珠海振戎公司（195.32 万元）、
福佳集团（185.66 万元）、中金再生资
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177.07万
元）、上海绿地集团（146.24万元）、内
蒙古伊泰集团（125.08 万元）、天狮集
团（121.06 万元）、大连西太平洋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113.29 万元）、中海油
总公司（112.64万元）。这 10家企业
中，有 5家能源或资源类企业、3家房
地产开发企业，直接印证了我国现阶
段依赖能源、资源和房地产投资的经
济增长模式。

5、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税收总
额占国家税收的 37.3%

纳税是 500强企业对国民财富贡
献的一个直接反映。2011 中国企业
500强纳税总额达到 2.73万亿，较上
年的 2.12 万亿增长了 28.77%；占
2010年我国税收总额的 37.3%，较上
年贡献的 35.7%又增长 1.6 个百分
点。500强企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日
益突出。

从单个企业看，2011 中国企业
500强中，有 49家企业的纳税额超过
100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5家。其中，
纳税额超过 1000亿元的有 2家，分别
是中石油（3190.98 亿元）、中石化
（2813.20亿元）。具体分布如表 1-3所
示。

从行业看，有 8个行业的纳税额
超过 1000 万元，比上年多了 1个（建
筑业）。

1、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规模大
幅跃升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的规模持
续壮大，表现在 500家企业的总体规
模和个体规模上。从总体规模上看，
（1）入围门槛大幅提高。2011中国企
业 500 强的入围门槛前所未有地提
高到了 141.98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28.11%，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增幅最大的一次，说明我国大企业
已经完全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
霾，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2）营业收
入总额大幅增长。2011中国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36.31 万亿
元，与 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 29.80 万
亿元的比值已经达到 91.3%，尽管这
一比值并不严格，但仍能说明我国大
企业在国民经济已经占据了举足轻
重的地位和作用。（3）资产总额大幅
增长。2011中国企业 500强资产总额
达到 108.1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18.4%。

从个体规模上看，（1）最大企业

规模大幅增加。2011中国企业 500强
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2010 年营业收入达到了
19690.42亿元，接近 2万亿元大关，较
上年增长了 41.46%，是 10年来增幅
最大的一年。（2）500亿俱乐部（营业
收入超过 500亿元、低于 1000亿元的
企业群体）达到 90 家，比上年增加了
27家，增长了 42.86%。（3）1000亿元
俱乐部（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元、低
于 10000亿元的企业群体）企业大幅
增加，达到 77家，比上年增加了 17
家，其中包括 9 家民营企业（比上年
增加了 2家）。这 77家企业中，已经
有 58 家企业进入了 2011 财富世界
500强，其他 19家企业都是明年世界
500强的有力争夺者。（4）进入世界
500强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2011年，
我国共有 58家大陆企业进入 2011财
富世界 500强名单，比上年大幅增加
了 15 家；除了联想集团和中远集团
是再度上榜外，首钢集团、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等 13 家中国大企

业新进入世界 500强。
2、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的内部

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企业 500 强总体及个体规

模在不断扩大，入围 500强企业的规
模差距仍然非常大。主要体现在 3个
方面。
（1）入围门槛企业与最大规模企

业的差距仍然很大。2011 中国企业
500强排名第 1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拥有资产总计达 14.85 万亿
元，实现营业收入 1.97 万亿元，而排
名第 500 位的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和营业收入分别为
70.55亿元、141.99亿元，分别只占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的 0.05%和 0.72%。
事实上，10年来，中国 500强企业的
入围门槛企业与最大规模企业的巨
大差距从未缩小。
（2）前 10名与后 10名的差距仍

然很大。2011中国企业 500 强前 10
名企业的资产总和为 44.37 万亿元，
而后 10 名企业资产总和只有 1237.4

亿元，后者是前者的 0.28%。2011 中
国企业 500强前 10名企业营业收入
总和为 66613.8亿元，而后 10名企业
的营业收入总和为 1210.9亿元，后者
是前者的 1.82%（见图 1-2）。尽管这
一比值是 10年来最高的，但是仍然
说明 500 强企业之间的规模差距巨
大。
（3）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差距

悬殊。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共有
316家国有企业、184家民营企业，分
别占 63.2%、36.8%。历年中国企业
500强中的国有、民营企业比例也整
体上稳定维持在这一水平。但国有大
企业与民营大企业的规模差距依然
悬殊。2010年，316家国有企业的平均
营业收入达到 951.84亿元，平均资产
总额达到 3112.57亿元，平均利润总
额达到 54.68亿元，分别是 184 家民
营大企业的 2.81倍、5.43 倍、2.59倍。
显然，2010年，与民营大企业相比，我
国国有大企业取得了更加突飞猛进
的扩张。

2011中国企业 500强 规模

历年中国企业 500强的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2002—2011）

历年中国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总额（2002—2011）

2011中国企业 500强效益

注：(1)5家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2）2007—2010年，500强企业中分别有 291、294、279、279家制造业企业。

注：2011中国企业 500强中，有 15家未填报纳税数据。

2011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
名次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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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首钢总公司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

天津市物资集团总公司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天津冶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规模与效益攀升

5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制造业企业的悬殊差距（2007—2010年）

2011中国 500强企业的纳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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