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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

一、2011中国大企业发
展的趋势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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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今年 4月 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显示，2010 年世界经济增长
5%，其中发达国家增长 3%，美国、日
本与欧元区分别增长了 2.8%、3.9%和
1.7%；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世
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年经济
增长达到 7.3%，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
长分别高达 10.3%和 10.4%。随着全
球经济的稳定复苏，各国企业的营业
收入与净利润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2011中国企业 500强的营业收入、净
利润继续快速增长，中国企业 500强
与美国企业 500强的差距大幅缩小，
中国企业在世界 500强中的地位更加
突出。与去年相比，中国大企业发展呈
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规模进一步扩大，经营业绩

快速提升
1援总体规模继续扩大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实现营业

收入 3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31.6%；
总资产为 10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8.4%；股东权益总规模为 170916.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4%。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最后一名
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41.99亿元，比
上年增加了 31.19亿元；与去年相比，
增幅明显加快。

2援经济效益进一步改善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实现净利

润 2.08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38.67%；中国企业 500 强净利润连续
两年实现快速增长，盈利状况明显好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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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的
1.65%增长了 0.28个百分点。

3援千亿俱乐部继续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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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
业收入达到了 19690.42亿元，已经接
近 2万亿大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的营业收入也都
超过了 1.5万亿元。

4援资本密集度进一步提高
2011中国企业 500强前 10名企

业的资产总和为 44.37万亿元，而最
后 10名企业的资产总和只有 1237.4
亿元，后者是前者的 0.28%。2011中国
企业 500 强前 100 名的资产总额为
84.34万亿元，占全部 500强资产总额
的 77.1%，资本明显向排名靠前的大
企业集中。

5援人均指标全面提高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人均营业

收入为 102.15 万元，比上年增长
32.28%；人均资产 396.86 万元，比上
年增长 18.11%；人均股东权益 62.75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9%；人均利润为
7.65万元，比上年增长 38.59%。
（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持续增强
1援大企业的财税贡献地位持续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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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0年全国税收总
额增长速度快 5.77个百分点（2010年
全国税收总额增长 23%）；占 2010年
我国税收总额（7.3万亿）的 37.4%，较
上年的 35.7%又增长 1.7个百分点。

2援大企业劳动用工数量继续增加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总就业人

数为 2723.9万人，比上年新增劳动力
就业 11.95万人，比上年增长 0.81%。

3援兼并重组更加活跃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加大了结

构调整力度，共有 182家企业进行了
兼并重组活动，参与兼并重组的企业
主体数量比上年增加 28家。2010年，
182家企业共并购重组了 1112家企
业，比上年的 909家增长了 22.56%，
说明 2010 年的并购重组活动十分活
跃。
（三）大企业自主创新显著增强
1援研发投入总量大幅增加，研发

强度略有提升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有 422 家

企业填报了研发数据，共投入研发资

金 4391.17亿元，增长了 27.8%。
2援大企业专利数量持续增加
从提供数据的 390 家企业看，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共拥有专利
22.08万项，比上年增长了 30.19%；其
中发明专利 5.88万项，比上年略有增
加，占全部拥有专利数量的 26.63%。
从平均数据看，390 家企业平均每家
企业拥有专利数量 566.26项，比上年
增长了 21.88%；平均拥有发明专利
150.86项，比上年减少 5.41%。
（四）中国企业 500强的国际地位

更加突出
1援中国内地入围世界 500强企业

数量取得历史性突破，排名大幅上升
2011世界企业 500 强中共有 69

家中国公司入围，其中内地公司 58
家、中国台湾地区 8家、香港特别行政
区 3家。中国内地入围企业比上年净
增加 15家，创下年度入围企业增加数
量历史记录。中国内地入围世界企业
500强公司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企业 500 强与世界企业
500强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0 中国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
入、资产总额分别相当于 2010世界企
业 500 强的 17.53%、13.04%，2011 中
国企业 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
分别相当于 2011世界企业 500强的
20.69%、14.26%，分别比上年提升
3.16个百分点、1.22个百分点。中国企
业 500强的市场渗透能力与资本扩张
能力进一步增强，通过不断兼并重组，
国内生产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3.中国企业 500强多项指标增速
超越美国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规模
达到后者的 49.96%

4. 中国企业 500 强人均指标强
于世界 500强，但与美国企业 500强
相比有高有低

2011 世界企业 500 强人均营业
收入大幅度下滑，比上年减少了
24.33%；但人均净利润比上年增长
了 6.36%。
二、2011中国大企业发

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国内看，2011中国企业 500强
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效率与效益
上低于民营企业，但在数量与规模上
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大企业的区域分
布依然不合理，中西部地区的大企业
发展依然乏力。从国际对比角度看，中
国企业 500强与跨国企业存在的巨大
差距，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我
国大企业在跨国经营上仍处于起步阶
段，跨国经营业务尚有待进一步拓展；
与世界企业 500强、美国企业 500强
相比，我国大企业的行业分布明显不
合理；我国大企业研发投入明显偏低，
企业仍然缺乏核心竞争力。
（一）国有及控股企业仍然保持

绝对主导地位，民营企业效益与效率
更优
在历年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占 2/3，民营企业占
1/3；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
化，2011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仍旧保持主导地位。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
益和效率低于民营企业。2010年，316
家国有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
润率分别为 5.67%、1.75%，低于 184
家民营企业的 6.05%和 3.63%，国有
企业资产利润率不足民营企业的一
半。从资本运作效率看，2011中国企
业 500 强中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周转
率为 0.31次/年，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的 0.6次/年。从劳动生产率看，国有
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分别为 129.06
万元/人，显著低于民营企业的
158.57万元/人。国有企业的人均利
润 7.32万元/人，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的 9.60万元/人。
（二）中国大企业区域分布不合理
10年来，我国大企业发展一直存

在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特
征是大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经
济发达地区，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大企
业发展缓慢，数量少，尤其民营企业的
培育和发展能力弱。从 2002年中国企
业联合会第一次发布中国企业 500强
以来，东部地区的大企业数量都占
70%以上；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
的变化。2011中国企业 500强延续了
这一格局，东部地区有 365家企业上
榜，占 73%，比上年增加了 11家；中部
地区有 56家企业上榜，占 11.2%，比
上年减少了 3家；西部地区有 55家企
业上榜，占 11%，比上年减少了 3家。
与上年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例均
有所下降。而西藏、宁夏均没有企业入
围 2011中国企业 500强。

2011中国制造业 500强也主要集
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浙江、
山东、江苏、北京、上海、河北、广东、天
津、福建共入围 368家，占 73.6%。中国
服务业企业 500强中，北京、浙江、上
海、天津、广东、江苏共入围 304家，占
60.8%，而贵州和西藏从未有企业进入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
（三）中国大企业跨国经营业务尚

有待拓展
进入 21世纪以后，中国企业全球

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尤其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实现了突
飞猛进的增长。但与其他国家的大企
业相比，我国大企业的跨国经营业务
尚有待进一步拓展，跨国经营能力也
有待进一步提高。2011中国企业 500
强中申报了跨国经营数据的 272家大
企业的跨国经营指数为 8.1%左右，而
联合国公布的全球跨国公司 100强的
平均跨国化指数为 64.7%，发展中国
家与地区跨国公司 100强的平均跨国
化指数为 52.1%，都远高于我国大企
业的跨国化指数。

我国大企业的跨国经营业务尚处
于起步阶段。从海外收入看，272家填
报海外营业收入指标数据的企业在
2010年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 3.46 万
亿元，比上年的 2.50 万亿元增长了
38.4%；占 272家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14.13%，比上年的 12.40%提高了 1.73
个百分点。海外营业收入超过 500亿
元的有 11家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超过 50%的企业有 11家；
介于 30%—50%之间的有 14家企业；
低于 30%的有 247家企业。一般认为

海外收入超过 30%是企业国际化经营
能力的一个标志，2011中国 500强企
业中海外收入比例高于 30%的企业只
有 25家，而且多数以贸易或中间产品
为主的企业，这说明中国大企业的国
际经营能力明显不足，最终实体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011中国企业 500强中，有 193家企
业申报了海外资产数据；海外资产总
额为 4.27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38.9%；但海外资产仍然仅占 193家企
业资产总额的 7.55%。2011中国企业
500强共有 196家企业填报了海外职
工人数；海外员工总数为 34.74万人，
较上年增长了 38.6%，但海外员工仅
占职工总数的 2.61%。
（四）中国大企业行业分布不合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逐渐进入重

工业化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就是钢
铁、建材、煤炭、石油、机械、电子等重
化工业市场的高速扩张和重化工企业
的高速发展。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
中，共有 55家钢铁企业上榜，虽然比
上年减少了 3家，但仍然是中国企业
500 强中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行业；
钢铁企业已经连续 10年在中国企业
500强排行榜上占据最多的位置。建
筑业企业的上榜数量为 42家，连续
10年居第二位，并且 10年来总体呈
上升趋势。从企业数量分布前 10行业
看，具有较强资源垄断和规模经济特
征的冶金、建筑与煤炭类企业在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具有明显数量优
势；而商业及储蓄银行、公用事业与商
业服务类企业则分别在 2011世界企
业 500强、2011美国企业 500强中具
有数量优势。从营业收入角度看，中国
企业 500强前 10行业中有一半属于
自然垄断、资源垄断开采与利用性行
业；2011 世界企业 500 强前 10 行业
中，除公用设施行业之外，其他都属于
竞争性行业；2011美国企业 500强营
业收入前 10行业中，都是竞争性行
业。2011中国企业 500强净利润排行
榜前 10位基本上都属于技术含量不
高的传统产业；在世界企业 500强中
金融类企业与能源类企业是利润的主
要来源；在 2011美国企业 500强的净
利润排行榜前十大行业中，不少行业
都具有典型的技术密集特征，如制药、
计算机与办公设备、计算机软件行业。
（五）中国大企业仍然缺乏核心竞

争力
大企业往往决定着技术标准和行

业发展的方向，全世界研发投入的
80%、技术创新的 70%、技术转移的
60%都是由世界 500强企业主导完成
的。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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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竞争力更多地体现为对消费者的
深入研究、全球品牌、核心技术、全球
供应链、长周期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等。
在竞争性行业方面的不足，体现了我
国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缺失，是我国
大企业迈向世界一流企业行列的最大
挑战。

（下转 B14版）

2011中国大企业
发展的趋势、问题和建议

2011年 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连续第十年发布了中国企业 500强，连续第七年发布了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以上三个企业 500强榜单包括了我国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共计 1078家大企业；其中制造业企业 500强和服务业企业
500强分别有 279家和 143家入围中国企业 500强。这些企业产出规模巨大，在资源的占有与利用上居于支配地位，而且处于我国产业链与产业网络
的核心地位；这些大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是我国经济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通过对 2011中国企业 500强、2011中国制造业企
业 500强和 2011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的深度分析，课题组提炼出 2011中国大企业发展的趋势与主要特征，剖析了 2011中国大企业发展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同时，结合当前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就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做大做强提出对策和建议。

全世界研发投入的 80%、技术创新的 70%、技术转移的 60%都是由世界 500强企业主导完成的 CNS供图

（上接 B11版）
名次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下转 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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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珠海振戎公司

广东物资集团公司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兴合集团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南省公司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华侨城集团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高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佳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音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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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永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

安徽国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华厦融创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

龙湖地产有限公司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锦德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课题组

mailto:jiangxue@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