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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2011年 7月 7日发布的 2011年《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显示，中

国大陆有 61家公司进入《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比上一年增加了 15家公司，这
是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 8年上升。计入台湾地区的上榜企业，中国的上榜公司
数量达到 69家，仅次于美国 (133家)。在上榜企业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
业达到 38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国家电网分别位列第 5、第 6和第 7位。

点评：中国企业在世界企业实力榜单上不断向上攀登，表明企业在不断壮大，
也表明了中国企业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逐步从“追随者”向“挑战者”转变。中央企
业入围世界 500强数量的不断增长，印证了央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顶梁柱作用，为保
障国家经济安全夯实了基础。

1、69家中国企业跻身世界 500强，
列世界第二，其中央企 38家

新闻回放：十七届六中全会于 2011年 10月 15日至 18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对推进
文化改革发展做出了部署，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宏大文化
人才队伍。截至 2011年，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 18
万个以上。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
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全国共有 27家文化企业上市。

点评：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也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一
极，它的意义还在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乃至推动文明发展进程。

2、文化产业及企业迎来发展机遇，
文化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新闻回放：2011年 7月 23日晚上 20点 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 D301次动车组
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
南站的 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 40人死亡，约 20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9371.65万元。事故发生后，相继发生列车被召回、高铁建设放缓或停工等事件。12月 28日，事
故调查报告公布，认定这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
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包括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上海铁
路局和通号集团高管等 54人受到查处。

点评：“7·23”动车事故的发生，引发了我国铁路发展方式以及其他重要社会问题的深刻
思考和重大调整，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如何在速度与质量之间找到平衡点，既是高铁建设者需
要面对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3、甬温线发生“7·23”严重动车事故，
影响深远

新闻回放：自 2011年 4月开始，温州中小企业主因高利率民间借贷“跑路”甚至跳楼的事件不时
见诸报端。全年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企业主高达 200余人（不完全统计）。辽宁沈阳、江苏泗
洪、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也发生借贷导致的风波。10月 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考察中小企业
生存状况。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
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之后，中央连续出台或
强化九大措施，通过财税金融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包括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
点、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

点评：企业主“跑路”，表面看是企业盲目扩大规模、经营不善所致，根本原因则是中小企业因成本
上升、劳动力短缺与融资困难所造成经营困境的集中表现。此类事件警示政府部门，扶持中小企业不
能靠政策的“零敲碎打”，需制定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负担、提供优惠投资政策、拓宽融资渠道的综合性
解决方案。

4、温州中小企业爆借贷危机，
国务院加速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出台

新闻回放：2011年 9月 29日，天宫一号发射升空，11月 1日，“神八”发射升空。11月 3日，天宫一号与神
舟八号飞船在空间首次成功对接。

11月 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顺利完成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的研制单位颁发了专利证书。航天产
业飞速发展，中国航天科技、中国航天科工、中国建材、中船重工以及多家民企都参与其中，历时 10多年技术攻
关，中国航天企业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技术，许多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点评：此次对接成功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产品和航天技术的雄
厚实力。标志着我国自主开发航天科技进步迅速，向航天强国迈出一大步。

5、企业助力，“天宫一号”
“神舟八号”发射并对接成功

新闻回放：2011年 1月 26日，被喻为楼市调控最严厉的政策组合———“新国八条”正式出台，“新国八条”明确提出限
购政策。全国已有北京、上海等近 50个城市陆续出台了调控细则来落实商品房限购措施。限购引发的降价潮直接导致北
京、上海等地多个售楼处被砸。面对业主的“维权”，包括万科、龙湖、中海等多数开发商的态度是强调契约原则，不退房、不
补偿。之后，楼市降价潮席卷全国，同时也出现了少数房地产企业资金紧缺甚至断链。

点评：摒弃 GDP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无疑是壮士断腕之举，房地产持续调控政策作用已经显现，北京、上海等地砸楼
盘事件标志着房地产价格拐点的到来。在调控目标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不能因压力而改变调控的方向，否则，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

6、楼市调控力度加大， 频现开发商降价销售

新闻回放：2月中旬后，利比亚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 75家在利投资的中资企业全部、及时、安全地实现撤离。这 75家
企业共涉及 50多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总金额约 188亿美元。利比亚变局给中国企业造成的间接损失已难以估算。

点评：利比亚事件突出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风险的不可控性，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除要面对商业环境差异带来的经
营风险外，还面临国际关系动荡引起的政治风险。

7、利比亚变局致中资项目损失严重，75家企业安全撤离

新闻回放：2011年 6月 4日，康菲渤海湾蓬莱 19-3油田发生严重漏油事故，在油田东北方向海面发现不明来源少量油膜。6月 8日在
B平台东北方向附近海底发现溢油点。此次溢油污染超过 840平方公里海域，持续有油花溢出并形成油膜带。9月 2日，国家海洋局作出责
令康菲公司执行蓬莱 19-3全油田停止回注、停止钻井、停止油气生产作业的决定。虽然目前已经明确界定康菲要承担渤海漏油全责，但康
菲对外赔偿计划却迟迟未动。12月 30日，天津海事法院正式受理了 107个渤海溢油养殖户状告康菲案。

点评：康菲一再傲慢，根源是相关法规缺位导致“潜规则”强势，而科学的海洋生态损害损失评估机制却弱势。此事将有助于推动我国
相关立法加快出台，并摆正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

8、康菲渤海钻井平台持续漏油，社会关注处罚及赔偿

新闻回放：自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核心目标后，已有超过半数中央企业确立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
标。8月 20日，国务院国资委组织 120家央企赴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中央企业援疆推介会”，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达到了 7000多亿元。另有十多个省
市也接连举办了一系列与央企对接的大型活动,效果明显。

点评：打造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基本路径。“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央企业由做大做强到做强做优，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央企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同时，央企面向基层拓展自己的经营空间，“央地合作”是
今年国企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央企与地方企业取得双赢的同时，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9、央企战略双线并进，“打造世界一流”与“央地合作”共举

新闻回放：11月 9日，国家发改委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调查直指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
域利用自身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行为。12月 2日下午，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先后发布内容和措辞基本一致的声明，称
已经向发改委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申请，并表示将“认真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承诺 5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宽带价格下降 35%。

点评：《反垄断法》施行已 3年多。发改委对这两个大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引发社会关注。无论结果如何，它都会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纵深发展起
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央企纵深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10、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