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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

我国大企业的崛起是过去10年发
生在我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大事件。一大
批规模庞大、具备一定市场竞争能力的
大企业如“雨后春笋”涌现，不但直接改
变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面貌，甚至对全球
范围内的企业竞争格局也有深远的影
响。然而，正如同我们必须冷静、客观看
待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一样，我们也
必须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国企业500强与
跨国企业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未来发
展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1、与国际领先的跨国企业的规模
和效率差距

从2010年商业银行、民航、商业零

售、汽车制造、钢铁、家电等20个行业的
中国领军企业与世界领军企业之间的
比较看，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规模还
不够大。只有建筑施工行业领先于世界
同行。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2011中国
企业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只相当于世
界企业500强同类指标的45.6%、只相当
于美国企业500强同类指标的45.7%。

2、产业分布的差距
我国500强企业多集中于重化工领

域，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
大企业发展严重滞后。2011世界企业
500强中服务业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
超过50%，而中国企业500强中服务业

企业不足30%、营业收入所占比重不足
40%。世界500强企业有45个行业，其中
23个行业有中国企业进入，还有22个行
业没有中国企业入围。

3、技术创新的差距
10年来，我国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

面没有质的变化。从数据上看，2011中
国企业500强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百分比平均只有1.41%，与上年的1.40%
相差不大。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500
强企业的增长，仍然不是靠技术进步推
动的。

4、跨国经营能力的差距
我国大企业在未来发展中还必须

突破国内市场界限，到国际市场上获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本地性企业”向
“国际化企业”进而向“全球化”企业转
变。中国500强企业虽然规模越来越大，
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国
际化水平、全球化水平却并不高。

5、资源利用的差距
从2001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

317.8%，同期以标准煤衡量的能源消费
增长达到203.9%，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
消费弹性接近于1。能源和原材料按比
例投入，劳动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都在下降，属于典型的外延扩张型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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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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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橡胶（集团）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赛维 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南金兆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新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二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音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龙门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再生资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前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丰立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企业集团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伊川电力集团总公司

春风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永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沂州集团有限公司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昇江苏法尔胜泓 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

安徽国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新世纪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2249364
2236925
2228763
2221897
2220311
2220298
2207688
2198712
2196755
2196582
2196542
2193973
2190828
2187347
2180001
2175477
2175187
2129624
2125177
2121081
2118738
2109802
2105643
2100000
2099222
2084451
2082155
2082031
2074708
2069831
2069467
2064319
2062864
2058000
2056793
2053899
2053783
2052019
2050435
2038253
2035269
2034806
2033958
2032412
2028705
2020289
2014886
2009407
2008777
2003138
1989783
1982564
1980039
1974421
1967419
1964603
1962774
1960379
1959250
1957180
1952596
1941494
1928819
1920049
1910545
1906885
1899157
1897284
1872435
1866196
1853812
1852903
1837328
1834723
1825751
1825268
1808503
1801715
1800000
1785615
1785275
1771204
1760489
1759550
1751557
1749998
1735829
1723390
1720446
1716680
1714195
1709406
1707230
1693208
1693036
1689406
1681632
1663644
1655967
1654831
1653285
1652418
1651463
1650754
1648284
1644184
1643841
1643166
1642154
1641979

由于美国经济放慢、美元贬值、
欧洲国家债务缠身等因素，未来 6到
12个月，全球经济基本上趋势发展放
缓并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经济目前
处于两难的处境，一方面通货膨胀仍
然很高，但另一方面资金面又显得很
紧，这使得整个民间投资受到限制，而
民间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因。

这种形势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

从投资的角度，企业的投资方向到底
是在国内还是在境外？这要看所处的
行业，如果企业是跟国内的居民消费
密切相关的，就应该继续在国内投
资，如果企业是在全球大宗的市场里
进行竞争的，就应该继续推行“走出
去”的战略。

另外，中国企业应该把眼光放得
更长远一点，要从全球范围内考虑下一

步技术发展、技术革命的前瞻性投资。
中国大企业的投资方向，一方面

占有大宗资源、战略性的资源和技术
市场，另一方面要有前瞻性地去做一
些所谓的天使级的投资，中国大企业
要在这两个方面作出战略性的投资。

从融资的角度，中国的企业特别
是中国的大企业成熟度是越来越高。
从十几年前上海石化第一次纽约上
市，到今天中国大企业可操作的市场
范围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多。而且
由于人民币的结算、国际贸易结算的
实施，中国大企业海外市场融资和投
资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机遇。

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金融
监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加强信贷政策的引导，鼓励和引
导银行业机构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对
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各个金融部
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也
在不断增强，虽然在稳健的货币政
策状况下，小企业的贷款增长仍然
远远高于整个贷款的增长速度。到

今年的 6 月底，金融机构的中小企
业人民币贷款余额（包括货币贴现）
20.1万亿。另外，今年以来中小企业
开始进入债券市场进行筹资，特别
是小企业也进入了银行间的债券市
场。

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之后，融资难
是一个必然，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不
能满足，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行业上
来看，资金较为紧张的中小企业主要

集中在受调控关联的行业，特别是房
地产企业以及为大型企业配套的中小
企业；而人工、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
素价格上升，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
需求。

对此，我们要一如既往地积极
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改变粗
放经营模式，提升企业在国际产业
链中的层次和地位，才能突破成本
约束的瓶颈。同时，也要加强部门的
协调，包括财政、税收、民间资本各
方联动，着力推动建立健全中小企
业的担保体系和风险补偿机制，来
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如何减少对能源的消耗，以适
应巨变的环境？各国政府都已经展
开了一种绿色的竞赛，这种竞赛是
竞争谁能够成为高效能源、低污染
方案的主要提供者，如果要取得胜
利的话，就必须要转变原来的经济
发展模型。

实际上，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是

可行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用传统
的方式来实现是不可行的。在这个
愿景中看到了我们的机会，而且是
空前巨大的机会。

目前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向
可持续经济的发展，能做的就是进行
全球合作，我希望能够看到同中国公
司的大力合作，使我们能够加入到全

球的绿色经济发展大军之中，而且不
管是对中国公司、日本公司或是美国
公司等等其他国家公司来说，我们如
果要想在此次绿色竞赛之中取得胜
利的话，就必须要参与到全球合作之
中，我们不能够孤军奋战。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
且是一个增长很快的国家，也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世界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中国可持续性
发展的参与。因此我们要做的事也
就是中国要做的事，对世界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

未来几个月，全球经济将呈现低
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发生二次探底和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2012年发
达国家经济体可能会略有加速，整体
来看，未来 12个月，全球经济仍然是
一个低速增长的态势。

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经
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风险，一类是有利因素。

风险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欧洲债
务，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欧洲
领导人，尤其是大国领导人对待解决
欧洲债务危机没有形成统一的自始
自终的一个立场，反复多变的表态，
成为投资者心理波动的根源。第二个
风险就是削减财政赤字对总需求所
带来的压力。第三个风险就是新兴经
济体，巴西在前几天开始降息，整体

来看新兴经济体仍然走向紧缩的趋
势。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第一是大宗商品，跟过去半年相比，
大宗商品不太可能进一步发展，出现
那么大幅度的上升。因为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在放缓。
第二个有利因素，日本经济将会受益
于灾后重建。从第三季度开始，日本
灾后重建效应就会开始显现。

第三个有利因素，发达国家将会
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会继
续维持宽松的低利率政策，对全球经
济增长是一个正面的作用。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突破性的创
新，是很难做成百年老店的。

思科董事会在 2004 年做了重要
的决定，要分三步走，第一是加速核
心产品研发；第二是准备未来每年
有几个 1000 亿的产业线要出来；第
三个是要创新，这个创新不是普通
创新，而是颠覆性的创新。

整个产品的创新是一个周期。
首先，你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才使你
的产品能有竞争力。第二个方面，你
有非常好的产品，应该很快大规模
地拓展市场推广。第三方面，应该提
高整个效率。第四，每个产品有周
期。互联网产品的周期是 4到 5年，
每一个周期到了以后，除了创新以

外，你要把资源回收，重新放到下一
轮创新中来。

对于不同步骤的创新，第一，要
分析市场够不够大，七年之内这个
市场能做到多大。第二，要看时间是
不是对，如果太早，用户还没有准备
好，整个技术架构还没有准备好，也
不能太晚，太晚会跑在后面，时间段
一定要把握好。第三，这个技术和核
心产品是不是有关联性，能不能同
时推动整个产品发展。第四，这个技
术是不是颠覆性的技术。第五，技术
能不能帮助公司提高竞争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德伦

不断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摩根大通亚洲区副主席、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方方

中国企业要有正确的投资方向

思科全球副总裁许良杰

企业需要颠覆性创新

中国社科院亚太经济所所长李向阳

全球经济难言二次探底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理事长施蒂格森

世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刘凌林、李延生整理

差距与挑战并存
2011中国企业 500强 差距

1、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挑战
从国际经验看，重化工阶段往往

会诞生一批大企业。我国自2002年开
始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增长期，产业结
构表现出了明显的重化工趋势，中国
企业500强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与
2002年相比，2011中国企业500强中煤
炭行业的企业数量增加了7家，化工
行业增加了12家，冶金行业增加了21
家，机械行业增加了9家。在产业结构
日益重化工的同时，主要工业行业资
源消耗高、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
排放量大的问题日显突出，环境压力
也越来越大。

2、核心竞争力缺失的挑战

从2011世界企业500强排行榜看，
我国入围的58家企业分布在23个行
业，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更多体现为资
源垄断、规模经济和低成本；另有23
个行业中国没有企业入围，这些行业
的竞争力更多体现为对消费者的深
入研究、全球品牌、核心技术等，这些
方面的不足体现了中国大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缺失。

3、全球化的挑战
虽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

数量在增加，但距离真正的跨国公
司、甚至是全球公司，还有相当大的
差距。我们的大企业在全球布局、利
用全球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方面尚

处于起步阶段，如何统筹好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能否有效突破
体制惯性、文化理念、国际化人才缺
乏等多重因素约束，已经成为中国大
企业当前的重要挑战。

4、管控能力的挑战
客观来看，我国大企业治理僵

化、集团战略不清晰、总部空心化、事
中控制多、事前事后控制少等问题在
一定范围内还广泛存在，在造成企业
效率低下的同时往往会累积难以预测
的风险，管控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我
国大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5、体制和政策环境的挑战
客观上国家对于企业发展的管

理体制和政策环境还有许多不尽如
人意之处。在政策支持失衡的环境
下，民营大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受到严重影响。据中国企业 500强
数据统计，10年来入围前 100强的
民营企业数量一直在 10家以下徘
徊不前，另据 2010年中国企业联合
会对 171家民营大企业的调查，有
44.4%的受访企业认为体制和政策
环境是阻碍经营与发展的主要环境
因素。
（B02—B05 版 《2011 中国企业

500强分析报告选编》内容由中国企
联研究部冯立果、缪荣、郝玉峰执笔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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