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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上接第一版）

三、积极探索信息化网
络化时代的管理模式

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
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在颠覆性的
改变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经济形态和
增长模式，对企业发展带来许多前所
未有的挑战，广泛触发了企业的管理
变革，深入思考信息化、网络化对企
业管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形成互联
网时代新的发展思路和管理模式，已
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无法回避的
问题。海尔集团积极应对互联网时代
的管理挑战，通过组建自主经营体，
在一体化的信息平台上实施人单合
一的业绩考核机制，使得员工能够实
现自我组织、自我激励、自我驱动，从
而原创性地建立起一套由市场需求
拉动、敏捷高效、全员自主经营的商
业模式，企业业绩实现快速提升。他
们这种紧跟时代、持续创新、锐意进
取的精神，值得我国广大企业认真学
习。

我国大企业要高度关注互联网
时代企业运营环境的变化，在市场“倒
逼”的形势下，将原来以厂商为中心、
大规模生产、大规模促销和低成本竞
争的模式，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个
性化营销、柔性化生产和精准化服务
的模式；要高度重视企业组织结构的
变革，建立以流程、标准和制度为基础

的管理体系，使企业的运营活动纳入
信息化轨道；要高度重视员工管理方
式的变革，从对人的行为的刚性管理
转变为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全方位激
励，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和施展才能
的平台；要高度关注企业管理范畴的
变化，由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建
立起全球协作、共创、共赢的快速反应
的社会化价值创造网络。

四、大力提高企业集团
管控的能力

近年来，积极推进产业整合和兼
并重组，已经成为我国大企业发展的
一条重要途径。单是在去年，中国企
业 500 强就并购重组了 1111 家企
业。但一些企业在迅速做大规模的同
时，忽视了对资源的有效整合，暴露
出“集而不团”、管控能力弱等一系列
问题。加快建立适应市场化、集团化、
专业化要求的集团管控模式，大力提
高集团管控的能力，是我国大企业亟
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我国大企业要围绕实现集团公
司价值最大化，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
管控模式；要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架
构，强化董事会建设，提高企业的科
学决策水平；要明确集团总部关键管
控职能，全面提升集团总部管控能
力；要统一制定战略，统筹各板块和
产业链的协调发展，集中配置企业掌
控的资源，形成产业协同效应；要充

分发挥制度建设的基础性、长期性、
稳定性优势，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总体思路，制定完善公司的制度
体系，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
要强化集团在人力、财务、物资等业
务领域的集中管控；要特别重视强化
风险管控，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
系，努力规避经营风险。

五、大力提升国际化经
营水平

加强跨国经营管理，提升国际化
经营能力和水平是做强做优大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然要求。今年
中石化收购美国德温能源公司页岩
油气资产 1/3的权益，三一重工收购
全球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普茨迈斯
特公司 90%的股权，山东重工获得全
球豪华游艇巨头意大利法拉帝集团
75%的控股权，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
国家能源网公司 25%的股份等事件，
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正在
进入一个以跨国并购为主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华为、中兴、联想、海尔等
企业的国际业务全面升级，基本建立
了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但与世界一流
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
营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企业联合
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00大跨国
公司 2011 年的平均跨国指数为
12.93 %，不仅远远低于同期世界 100
大跨国公司 62.25%的平均水平，而且

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 100 大跨
国公司 38.95 %的平均水平。

我国大企业大力提升国际化经
营水平，在跨国经营中要坚持市场化
原则，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要加强战
略引领，明确不同阶段国际化经营的
主要目标和任务，全面规划、分步实
施；要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的组织架
构、协调配合机制和后台支撑体系；
要依照国际通行规则创新商业运作
模式，增强产品的跨国研发能力和营
销能力；要构建全球学习和知识流动
机制，培养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并掌
握多元文化融合的管理人才；要注重
对自然环境和各类资源的保护，积
极、正面、及时应对各类社会责任危
机，不断完善社会责任沟通管理机
制；要加强与当地企业合作，积极推
进本土化经营，力争在当地社会树立
起企业和国家的良好形象。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大企业的发
展，既面临前所有未有的挑战，也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我相信，在科学
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大企业一定能
够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
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在进一步做
大的同时，加快做强做优的步伐，为
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本文系王忠禹在“2012中国企

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
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上接第一版）
王基铭发布了 2012 中国企业500 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名单及其分析报告，并发布了
2012中国企业效益 200佳及其分析报告。

榜单显示，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44.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3.6%；入围门槛为 175.1 亿元，
比上年提高 23.3%；2012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总
额 21.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1.86%，入围门槛由上年的
55.4 亿元提高到 64.0 亿元；2012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营
业收入总额达 147237 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 20.8%，增幅比
上年下降，入围门槛为 22.7亿元，较上年增长 15.1%，增速明
显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在规模保持快速提升的同时，2012中国
企业 500 强的盈利能力出现下降，收入利润率为 4.7%，比上
年下降了 1.07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 1.6%，比上年下降了
0.32个百分点。

从榜单看出，营业收入超过 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了 107
家，比上年增加了 27家。其中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的营业收入
已经突破 2万亿元，15家民营企业挤入千亿俱乐部，比上年增
加了 6家；有 154家企业在 2011年实施了兼并重组活动，共
并购重组了1111家企业。

在换榜方面，与去年相比，除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
工商银行仍依次雄踞前四位外，中国移动由第五位退居第六，
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人寿退出前十位；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分别上升 猿位至第五位和第七位，中国银行、中国建筑、中
海油跨入前十位。虽然榜单前十位的其他企业及排位出现了
较大变化，但与前几年六七十家的换榜企业数量相比，今年中
国企业 500强的换榜企业只有 38家，上榜企业的地位更趋稳
定。

分析报告显示，2012中国企业效益 200佳的合计净利润
为 20037亿元，是 2012中国企业 500强合计净利润（20967亿
元）的 95.56%，同比增长了 3.86%；纳税总额 2.8万亿元，占
2011年全国税收总额 9.6万亿元的 29.17%，比 2011中国企业
效益 200佳纳税总额增长了 21.74%。

榜单还显示，2012中国企业 500强中 261家填报海外营
业收入指标数据的企业平均实现海外营业收入 191 亿元，较
上年增长 39.28%；平均海外资产达到 290亿元，较上年增长
28.2%。我国大企业的“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深化，国际化经营
能力显著提升。

对比发现，70家中国内地企业入围 2012 世界 500强，在
数量上首次超过了日本，打破了长期以来美日占据前两位的
格局。中国大企业在做大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营业收
入、资产规模与入围门槛与世界 500强、美国 500强的差距进
一步缩小。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董事长
徐建一、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
席王文银、上海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埃森哲公司大中华区
董事总经理杨葳、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向奇汉、青岛港（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传、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等
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做强做优：世界经济变局下大企
业可持续发展”做了主题演讲。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张国清，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
江，神华集团董事长张喜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长进，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广发，海航集团董事长陈
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副总经理李春光，香港招商局副总裁胡
政，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董事长刘建中，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
昌森，天津物产集团总经理刘伟平，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蒋锡培，亿达集团董事长孙荫环，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董事
长由华东，阳泉煤业（集团）董事长赵石平，山东科达集团董事
长刘双珉，吉林亚泰集团董事长宋尚龙，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袁小波，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董事长柏广新，
北京汉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嘉音，长春欧亚集团
董事长曹和平等企业家出席了会议。

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大企业代表、跨国公司代表、专
家学者、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的代表共 1000余人参加了会
议。与会政府官员、企业家、海内外专家学者还就“打造制造业
企业新竞争优势”、“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挑战与前景”、“加
快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峰会期间还召
开了企业投资项目签约仪式，吉林省与中国企业 500强签约
38个重点合作项目，总投资达 1274亿元。

积极应对挑战 加快做强做优步伐

2012中国企业 500强发榜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在 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发布暨
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上，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 2012 中
国企业 500 强及其分析报告，并详细
介绍了 2012 中国 500 强企业发展呈
现出的主要特点。

总体特点可以归纳为：2012中国
企业 500 强进一步缩小了与国际大
企业的规模差距，中国大企业的国际
地位与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但在中国
大企业快速做大的同时，在做强做优
方面，与国际一流大企业之间仍然存
在不小差距。

企业规模提升
盈利能力下降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大企业一直
保持着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2012中
国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入与资产规
模连续实现了快速增长。

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
入总额达到 44.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了 23.6%；入围门槛为 175.1亿元，比
上年提高 23.3%。2012中国企业 500
营业收入总额与 2011年国内生产总
值 47.1万亿元的比例达到 95.3%，较
上年的 91.3%进一步增加，反映出我
国 500 强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和
作用更加突出和重要。

2012中国企业 500强中，营业收
入超过 1000 亿元的企业达到了 107
家，比上年增加了 27家；其中中国石
化、中国石油的营业收入已经突破两
万亿元。在千亿俱乐部中，包括有 15
家民营企业，比上年增加了 6家。

然而，在规模保持快速提升的同
时，2012中国企业 500强的盈利能力
出现下降，收入利润率为 4.7%，比上
年下降了 1.07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
为 1.6%，比上年下降了 0.32个百分
点。

此外，2012中国企业 500强纳税
总额为 3.3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22.3%；占 2011 年我国税收总额的
37.2%，与上年持平。但受各种不利因
素综合影响，中国企业 500强经济效
益增长步伐显著放缓。2012中国企业
500强实现净利润 2.1 万亿元，仅比
去年略有增长。

兼并重组活跃
效益有待提高

2011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有
154 家大企业实施了兼并重组活动，
共并购重组了 1111家企业，与 2010
年的 1112家基本持平。其中，110家
国有企业共兼并重组了 918企业，占
全部并购数量的 82.6%；44家民营企
业共兼并重组了 193 家企业，占
17.4%。从行业来看，2011年我国兼并
重组最为活跃的主要在煤炭、建材、
医药领域。

与此同时，与前几年六七十家的
换榜企业数量相比，今年中国企业
500强的换榜企业只有 38家，上榜企
业的地位更趋稳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持续活跃的兼
并重组并没有给一些大企业带来预
期的盈利增长。实施并购重组事项的
154 家企业中，7 家企业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亏损；有 40家企业并购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利润出现不同程度的
下滑，其中多达 7家并购企业利润下
滑幅度超过了 50%，最大下滑幅度达
到了 86.7%。
研发投入增加
研发强度下降

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共投入研
发资金 5116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6.5%。423家企业的平均研发费用为
12.0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16.26%；从
研发的专利产出看，2012 中国企业
500强共拥有专利 25.8万项，比上年
增加了 17.03%；其中有发明专利 7.5
万项，比上年增加了 28.9%，发明专利
在全部专利占比上升。

但是值得引起关注的是，2012中
国企业 500强的平均研发强度（研发
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3%，比
上年有所下降。

具体来看，2012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有 5 家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
100亿元，有 11家企业研发强度超过
了 5%，只有 1家企业研发强度超过
10%；此外，有 76家企业的研发投入
出现了负增长。

中国企联的分析显示，从金融危
机以来的情况看，我国大企业的研发
强度受经营形势的影响较为明显。企
业经营形势逐步好转时，企业研发强
度会缓慢提高；经营形势趋于恶化
时，企业研发强度就会明显降低。

国际化能力提升
国际地位更加突出

在国家提出并努力推动“走出
去”战略实施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国际化经营，海外投资、并
购活动日趋活跃。尤其是 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对外
投资逆势增长，海外并购数量与金额
迅速增加。

截至 2011年底，国内企业已经
在全球 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8
万家海外企业，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行
业领域。2012中国企业 500强中，261
家填报海外营业收入数据的企业平
均实现海外营业收入 191亿元，比上
年增长了 39.3%；平均海外资产达到
290亿元，较上年增长 28.2%；平均海
外员工为 3108 人，较上年增长

29.9%。
2012中国企业 500强中共有 70

家企业入围 2012世界 500强，入围数
量首次超过了日本，企业数量取得历
史性突破。在连续两年入围世界 500
强的 57家中国内地企业中，有 47家
企业的排名进一步提升。全部 47家
排名上升企业的名次平均提升了
46.4个名次，超过了上年的平均上升
42.6个名次的速度。从绝对值看，有 4
家入围企业排名提升幅度超过 100
个名次。

入围世界 500 强数量的上升显
示出中国大企业在企业做大的道路
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比也发现，
2012中国企业 500强的规模扩张速
度依然快于世界 500强。最近三年
来，中国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与世界
500强营业收入的相对比值一直都在
稳步提升，从 17.53%持续提升到
23.55%。
绩效指标与美国 500强
再度拉开差距

与美国企业 500强相比，中国企
业 500强营业收入、资产总额持续以
高于美国企业 500 强的速度快速增
长。数据显示，2012中国企业 500强
营业收入为美国 500强的 59.10%，比
上年提高了 9.25个百分点；资产总额
为美国企业 500强的 59.64%，比上年
提高了 11.24个百分点。

但是，随着美国企业 500强盈利
状况的快速恢复，中国企业 500强的
绩效指标一改金融危机以来连续 3
年领先的局面，再次与美国企业 500
强拉开了差距。

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的净资产
收益率为 12.1%，低于美国企业 500
强 2.1 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为
4.7%，低于美国企业 500强 2.3个百
分点。

9月 1日，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
会项目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仪式上，国内 500强企业与吉林
省在重点产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领域集中签约 38 个重
点合作项目，投资总额达 1274亿元。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此次签约的项目包括工业类、

农业产业化类、服务业类、城镇化类和能源类，其中工业类和
城镇化类吸引投资较多。例如，正威国际集团在双阳经济开发
区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8亿元；中国铁建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 160亿元在长春市区内建设地铁 2号线；中铁
九局集团投资 100亿元在集安经济开发区建设集安边境经济
合作区项目；上海绿地集团投资 100亿元在长春西部新城开
发区建设西部新城商务综合体项目。

此外，峰会期间，吉林省与中国企业 500强洽谈项目 274
个，总投资 2755亿元。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儒林表示，吉林
将紧紧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建设长吉
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特别是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珲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等机遇，加大对内对外合作力度，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
政策、最佳的服务，为企业在吉林投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中国 500强与国际大企业
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

38个 500强项目
落户吉林

本报记者 李志豹

总投资 1274亿元
解读

2012 中国企

业 500 强进一步

缩小了与国际大

企业的规模差距，

中国大企业的国

际地位与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但在

中国大企业快速

做大的同时，在做

强做优方面，与国

际一流大企业之

间仍然存在不小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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