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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江云

2011 年 7 月 7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
最新 2011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
显示，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较上年增加 15 家，
这是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 8 年上升，达
到超过纪录的 69 家，超过日本（68 家），仅次
于美国（133家）。

这是继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之后，又一项经济数据超越日本。虽
然以 1 家公司的优势险胜日本，但中国上榜
公司数量的迅速增长，反映了新跻身世界
500强中国企业的良好发展势头。
38家央企进入“世界 500强”

2011 年“世界 500 强”中，国务院国资委
监管的中央企业达到 38家，与去年同比增加
了 8家。地方国资委监管的企业有 6家，比上
年增加 4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分布在 20多个
行业，其中涉及钢铁行业的有 10 家，所占比
重接近 15%。

中国大陆去年上榜的所有公司 2011 年
悉数上榜，无一下榜。就总数而言，今年，中
国大陆共有 61 家公司进入榜单，比上一年
增加了 15家。

新上榜的 15 家大陆公司中，联想集团
（最新排名：第 450 位）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最新排名：第 399 位）都曾经上榜，今年是
再度上榜，其他 13 家公司都是首次上榜：首
钢集团，第 326 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第
343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
408 位；中国铁路物资股份公司，第 430 位；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第 431 位；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 435 位；河南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446 位；冀中能
源集团，第 458 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 463 位；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 467 位；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第 475

位；浙江物产集团，第 484位；中国建筑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第 485位。
如果计入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上榜企业，

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达到 69 家，以 1 家公
司的优势险胜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
大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而在 2003年，中国
大陆只有 11家公司上榜。
上榜公司总收入约占 GDP一半

在 69 家中国上榜公司中，中国大陆有
61 家公司，总收入为 28906 亿美元，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47.8%，总利润为 1761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 133 家上榜公司总收入为
76628 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2.3%，总利润为 4844亿美元。
《财富》方面指出，中国大陆与美国上榜

公司的行业分布的对比很有意义，因为这反
映了两个经济体的巨大差异。美国上榜公司
分布在 35 个行业，而中国大陆的上榜公司
则分布在 22 个行业，双方都有公司上榜的
行业只有 17个。
《财富》(中文版)执行总编助理周展宏认

为，对美国大公司而言，有 18 个行业在国际
上不会遇到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者，对中国
公司则在国际市场上只有 5 个行业没有来
自美国的世界级竞争对手。有中国公司却没
有美国公司上榜的 5个行业具体是：建筑材
料、船务、工业机械、贸易和公用设施。有美国
公司却没有中国公司上榜的 18个行业是：食
品饮料、电子及电子设备、食品服务、信息技
术服务、半导体、烟草、计算机软件、建筑和农
业机械、家庭及个人用品、互联网服务、管道
运输、商业航空、娱乐、食品生产、制药、食品
和药品零售、保健、其他（指一些很难归入某
一行业的企业，比如 3M）。

其次，中国上榜公司最多的行业是金属
产品，共有 8 家公司上榜，美国金属产品行
业则只有 1 家；美国上榜公司最多的行业是

保险，共有 15家公司上榜，而中国保险业只
有 4家公司上榜。第三，中国有 4家汽车公
司上榜，美国也只有 4 家，看来中国不仅是
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有可能产生世界级的汽
车公司。
《财富》由美国人亨利·鲁斯创办于 1930

年，是一本主要刊登经济问题研究文章的杂
志，现隶属时代华纳集团旗下的时代公司。
《财富》杂志自 1954年推出全球 500强排行
榜后，该榜单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
著名、最权威的榜单，每年发布一次。

2011 年《财富》世界 500 强的门槛为营
业收入约 195亿美元，比去年的 171亿美元
提高了 24亿美元。
内地民营企业上榜寥寥

虽然中国内地上榜的公司总量达到 61
家，但其中只有 3家民营企业，包括华为公
司、江苏沙钢集团和联想集团。其中联想集团
是时隔 3年后重新入选《财富》世界 500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超愚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内地目前上榜最多的公司
主要还是在一些垄断行业，而内地的民营企
业的资本还不能直接进入这些行业。与此同
时，我们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所以上榜的公
司主要还是重工业以及制造业，随着市场化
进程深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进
入世界 500强。

2010 年，《财富》高级排行榜编辑 L.
Michael Cacace 到访中国，他预测在 2012
年的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上，中国上榜企业
的数量将达到 75 家；而到 2014 年，将达到
100—110 家。我们相信，中国将来肯定会
有更多的国资背景的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
排行榜，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
进程的深入，行业和地域的进入壁垒不断
减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上
榜。

2011年 2月 14日，日本内阁公布了 2010
年日本 GDP总值 54742亿美元。日媒报道称，
尽管美元贬值有利于日本 GDP换算美元时数
值提高，但抵不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
2010年日本 GDP低于中国 1月公布的 58786
亿美元，中日两国年度统计数据“盖棺定论”，
日本已经正式交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
置，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是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 30多年
的必然结果。

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年均 GDP增长率在 9.5豫以上，
新世纪的头十年，我国增长率已经超过 10%
了。第二个十年，如果平均增长率在 7%—8%
的话，这是很高的增长率。

他认为问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维持住这
样一个增长率，“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增长的质
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调结构、要转变
发展方式，其真正含义都是在提高增长的质量
和效益。”

淡定面对“世界第二”

据环球网环球博客《中国淡定面对“世界
第二”的背后》评论文章指出，日本内阁府 2月
14日发布 2010年日本名义 GDP为 54742亿
美元，从而证实日本已被中国超过。此前中国
公布去年 GDP约合 58786亿美元，这意味着
中国 GDP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华尔街日报》评论称“这标志着一个时代
的结束，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

然而与国际媒体高调关注中国“超日”相
比，中国媒体此番并无高调庆贺，中国公众也
冷静看待 GDP排名，政府更是保持着一贯的

低调与淡定。
文章认为中国淡定面对“超日”，是源于自

信、信念、国情认知、“平常心”和“幸福感”的表
现。

源于自信。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是中
国致力于改革开放 30多年的必然结果。最近
20年日本经济徘徊不前，中国经济增长惊人，
世界排名连续超越法、英、德，如今“坐二望一”
无须惊奇。而去年以来率先复苏的中国担当世
界经济火车头的事实，更使中国人信心倍增。
中国和平崛起，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不容质疑，不必陶醉于“超日赶美”的荣耀。

源于信念。重要的不是“超日”，是“世界第
二”的位置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力量。说明
世界经济是多元化的，并非只有美国模式，“中
国模式”日趋成熟。“世界第二”也证明了中国
特色的市场经济活力，在全球竞争中“中国道
路”具有优越性和可行性，“走自己的路，中国
一定行”。

源于国情认知。中国官方对“世界第二”态
度始终如一，坚持“国情论”，坚守“发展中”底
线。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
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
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源于“平常心”。中国政府部门、智库机构
以及媒体愈趋平静，“看法一致”，GDP数据只
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中国更要关心
人均的数据。不能忘记，中国人均 GDP世界排
名在第 100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
半，与日本还相差 10倍多。中国还有 1.5亿人
达不到联合国一天 1美元收入的标准。

源于“幸福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突出以
GDP挂帅，忽略了民生改善，表面繁荣的背后
潜伏着诸多暗流。“世界第二”并不能让老百姓
快乐起来。让百姓“幸福感”与 GDP齐头并进，
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排

名没有意义，应更注重社会福利总量、改善国
民生活质量，让民众分享国家发展成果。中国
各级政府正把突出民本、服务民生放在首位。

富有与贫穷双重身份

中国过去 3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让数亿中
国人脱贫，也让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凸显了后工业化
时代的一个现实：决定一国经济实力的不仅有
生产力，还有人口数量。
《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中国被列为“新

兴和发展中”国家，再一次反映了中国的双重
身份：以人均指标衡量，中国是一个贫困国家；
以经济总量衡量，中国是一个富裕国家。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估计，中
国的人均 GDP只有 4300美元。这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中国在迈向顶级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有
着 13亿人口。

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布兰兹说，经济史
中的一个西移趋势以及世界经济重心横跨大
西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过程，曾是一个时
髦的研究方向。

如今，高速增长的亚洲国家正推动这个重
心向东转移。虽然可以说中国有很多人依旧贫
穷，但它成长为世界第二仍然具有非凡的意
义。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位居世界最大贸易国、
债权国和大宗商品市场之列。它的采购和贷款
决策影响着全球市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阿
温德·苏布拉马尼安说，对于新兴超级大国来
说，GDP和规模是重要的，它反映出你有什么
样的谈判筹码。经济大国的座次排名，是将一
国 GDP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后设定的。这
被认为是最好的指标，因为它反映出一个国家
或其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多少东西，不
管是钢铁还是隐形飞机零部件。

世界第二

69家 500强

2011年 4月 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普查登记的大陆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
人的人口共 1339724852人，与 2000年第 5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比，十年增加 7390万人，年平均增长 0.57%，比 1990 年到
2000年间 1.07%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 0.5个百分点。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 2010年 11月 1日零时为标准时
点。这次人口普查取得了关于中国人口总量、素质、结构、分布
等大量基础数据。

中国总人口达 13.39亿

时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0周年，国务院新闻办于
2011年 12月 7日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这
是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就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发布白皮书。

白皮书说，截至 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全部履行完毕。目前与中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经济合作协
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 150个。中国与美、欧、日、英、俄等主
要经济体均建立和保持着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中国积极参与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垣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
会、中非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大图们倡议”等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中国加入世贸总协定十周年

回顾 圆园员员年，人民币直到 员员月，对美元的中间价还保持
着稳步升值态势，其间连破多个关口，整体呈现单边升值态势。

然而，从 员员月 猿园日开始，由于香港离岸市场看空人民
币，带动境内的购汇需求，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报价低于中间价
已经成为常态，甚至一度出现连续多日盘中触及跌停的现象。
单边升值态势出现不小的“逆转”。

员圆 个“跌停”，让企业觉得人民币该出现阶段性贬值了。
可市场并不这样想。员圆月 圆远日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重
新接近 员员 月 源 日的历史高点，圆苑 日更是在盘中创出汇改以
来历史新高。

人民币汇率变动呈阶段特色

12月 6日，央行公布的 10月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数
据显示，央行 10月累计外汇占款余额为 23.29万亿元，比 9月
余额减少了 893.4亿元。这是央行近八年来外汇占款月度余
额首次下降。

10月的央行外汇占款数据显示，伴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
的减弱，以往跨境资本持续流入的趋势正发生改变，甚至短期
内出现了流出。

外汇占款月度余额 8年来首降

11 月 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0 月份的经济运行数
据。其中，CPI同比增速如期回落至 5.5%，比 9月回落了 0.6
个百分点———这是 CPI涨幅连续第三个月回落，也是今年下
半年以来 CPI涨幅首次重返 6%以下。

此外，10月 CPI与 PPI两大指数的同比涨幅，出现了 2010
年 1月以来的首次交叉。相比之下，PPI的回落似乎显得更着
急，10月 PPI同比上涨 5.0%，回落幅度达到 1.5%，而环比指数
则出现了 2010年 7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较 9月下降 0.7%。
对于 CPI与 PPI涨幅双降，不少专家认为通胀拐点已确认。

CPI、PPI回落物价上涨受到控制

改造后的“瓦良格”号废旧航母成为中国海军第一艘航
母试验和训练平台。8月 10日起，中国航母平台进行了为期 5
天的首次试航。11月 29日瓦良格号航母再次出海。二次海试
最大的亮点是进行舰载机的测试。

军内人士介绍，作为一座尚未完工的大型试验和科研平
台，现阶段“瓦良格”号的主要活动范围将是大连造船厂及其
附近海域。改造完成的“瓦良格”号将主要在中国近海海域进
行试航，并与其他作战及保障舰艇开展验证性编队科目训练。

中国第一艘航母试航引发海外关注

201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月 12日至 14日在北京举行，
此次会议部署 圆园员圆 年经济工作，强调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
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
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
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宗良认为，2011年大宗商
品价格走出了一波“过山车”行情。上半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
价格振荡上行，进入下半年以后，受欧美“双债危机”恐慌气氛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走出振荡下跌的行情，虽
有所反弹，但矿产业单边回调态势明显，农产品则渐趋稳定。

大宗商品价格上演“过山车”

通常机构投资者习惯把 PMI作为股市的“风向标”。所谓
PMI，即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一个反映经济情况好坏
的先行指标。通常认为，若该数据高于 50%，即说明经济复苏
呈加速之势，反之则经济呈现衰退。

2012新年第一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 2011
年最后一个月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受国
际经济形势不振影响，11月该指数为 49%，为 32个月以来首
度回落到 50%以内。但业内专家综合多种因素判断，预判未来
经济增速回调仍将平稳，出现较大波动的风险不大。

制造业经理人指数回落到 50%以内

本报记者 宋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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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信部资料显示，今年 1、2、3季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4.4%、14%和 13.8%，呈逐季回落走势。
该结果虽与国内外消极因素有关，但主要还是以宏观调控下
的主动下调为主。

经济增速放缓对股市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投资者对企业
未来获利预期下降，对经济发展前景不乐观，未来的不确定性
因素增加，诸多因素影响加大股市下行压力，重挫了陆股。

上证综指今年在内外市场夹击下，从 4月 3067高点附近
一路下跌，最低至 2149 点，创出两年来新低，整体跌幅超过
20%，成为全球跌幅最大的股市之一。

工信部报告经济增速逐季回落

近一年人民币走势图（左）及 CPI&PPI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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