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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时代的中国步伐
———2012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侧记

2012年 9月，长春。
时近白露，正逢季节变换，吉林

进入红九月。
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会在这里

以一串串数据向世界宣示新的收
获：

2012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千
亿俱乐部成员继续增加，营业收入
超过 1000亿元的企业达 107家，比
上年增加 27家。中国 500强企业去
年纳税总额 3.3万亿元，占 2011年
我国税收总额的 37.2%；

时间向前推移，2001 年到 2011
年的 10 年间，500 强企业的营业收
入增长了 6.4倍，利润增长了 6倍；

范围向外扩展，中国内地入围
世界 500 强的企业从 11 家增加到
70家，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发生在中国企业 500强身上的
这一串串数据向世界昭示：中国已
经进入大企业时代，企业强则中国
强。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中国与
世界处在经济转型时代，增长速度
开始放慢；中国处在大企业时代，发
展势头强劲。这两个时代特征同时
出现在大企业面前，矛盾交织，纠缠
环绕。

于是，此次会议的背景，是解决
发展中的矛盾、在困难中前行。会议
重点关注与解决中国大企业如何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谓适逢其
时，对大企业如何由做大过渡到做
强做优，意义重大。

大会在长春召开，意味着中国
大企业向长久发展的方向迈进。

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

500 强发布已经搞了 11 年，今
年的发布会新闻点在哪里？海内外
媒体在竭力搜索。新华社报道专家
的分析，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具体
内容是整合重组，追求目标是可持
续发展，海内外广为传播。
“中国 500 强企业规模持续快

速扩张，营业收入破千亿元企业数
量大幅增加，进入世界 500强的企
业数量大幅增加且排名更加靠前。”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荣
的介绍证实了专家的分析。
显然，中国 500强企业在规模

上的跃升与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崛
起是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的重要标
志。

从国内范围看，一个国家是否
进入大企业时代，大企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和作用是一个极其重要
的指标。2012中国企业 500强营业
收入总额与 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
47.1 万亿元的比率达到了 95.3%，
较上年的 91.3%有进一步提高，这
说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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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纳税总额
为 3.3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22.34%，占 2011年我国税收总额的
37.24%。1/3强的纳税额充分证明了
我国大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举足轻重。

大企业时代还体现在中国企业
500强与世界 500强、美国 500强的
距离变得越来越小。在 2002年世界
500强企业中，美国、日本分别占有
198和 88席；在 2012年世界 500强
中，美国企业下降到 132家，日本企
业也减少至 68家，美日企业总体上
呈现减少趋势。
而与之相反，中国内地企业在

世界 500 强中的数量在持续增长，
而且近年来增速有所加快。2012年
世界 500强中，中国内地入围企业
数量为 70 家，首次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 500 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介

绍，美国和日本的大企业都是往下
走的，中国一直往上走，但是英、法、
德三国基本上都是稳定的。

这也充分在证明着，中国大企
业已经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的
竞争格局，以往由美日主导的局面
正在向中国倾斜。
说起我国大企业形势，很多企

业家信心倍增。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介绍说：

“我前天把世界第九大的租赁公司
兼并了，我们现在是世界第六了。去
年我们又把世界第五大集装箱公司
兼并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服务
业依靠我们自身的素质来坚定走向
世界的时代已经到了。”
有学者乐观地认为，再用五年

时间，中国与美国将在世界 500强
100家的交汇点上相会。

对于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很
多清醒的企业家在去年已做出这样
的判断。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
平去年 5月就曾表示，中国已经进
入大企业时代，到了大企业生成并
引领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

并购重组
是大企业时代的重要特征

大企业时代是怎么形成的，人
们不约而同地说起“兼并重组”这个
词。

中国企联常务副理事长胡新欣
说，兼并重组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
一。2012年中国企业 500强中共有
154 家企业实施了兼并重组活动，
2011 年，154 家大企业共并购重组
了 1111家企业，并购重组活动持续
活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大企业
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
企业外部市场空间的骤然扩大，具
体的膨胀路径主要是兼并重组。

近两年来，在大力推进钢铁、煤
炭、建材、医药行业的企业整合。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
勒曾经指出，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
无一不是通过兼并联合发展起来
的。企业要想获得快速扩张，兼并重
组无疑是一大捷径。

在西方企业的发展历程中，企
业兼并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曾
走过漫长的百年历程。至今为止，西
方已掀起了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
五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每次浪潮
的掀起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西方企
业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

这种兼并潮已从中国很多角落
卷起。现代工业第六次兼并重组浪
潮可能由中国大企业带头完成，兼
并的主角是中国大企业。事实上，以
小企业为主的浙江省就鲜明提出了
要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
建设, 这标志着经过金融危机的洗
礼,以前以“低、小、散、活”民营经济
著称的浙江开始着力积极打造大企
业,他们也想迈入大企业时代。

国际化竞争就是国家大企业之
间的竞争。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
电气、日本的小松机械与美国的卡
特彼勒、法国施奈德与瑞士 ABB、美
国通用汽车与日本丰田，无一例外
地体现出代表国家竞争力的大企业
之角逐。与老牌的欧美经济强国相
比，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更多地
得益于大企业的带动作用。日本的
松下、索尼、三菱，韩国的大宇、三
星、LG等，一批大企业对国家经济
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更多的呈现兼并重组
初期特征。大企业正在成为带动中
小企业发展的引擎。一个汽车制造
商至少需要 260家左右的各类配套
和外协企业；一个民用飞机制造商
则需要几千家外协外供单位的配
合。尤其今天中国国内的中小企业

处境极其艰难，我们非但不能把大
企业与中小企业对立起来，相反，应
该提倡国家支持大企业，大企业支
持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留下空间。

从一个国家的崛起来看，没有
一个大国崛起不是利用海外资源的
过程。“在全球化当中，我们要么在
全球配置资源，要么成为跨国企业
配置的资源，要么控制产业链关键
环节，要么成为跨国企业产业链的
环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王民浩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
司长苗长兴在制造业论坛上表示，
并购重组是企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
路，也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表
示，工信部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
定促进企业做强做大的原则和措
施。

大企业“虚胖”症的出现

会议上，人们不时提出质疑：企
业增长这么快，你是否完全具备了
这样的能力？

确实，我国很多大企业在持续
扩张过程中，集团缺乏协同性、多元
化无法管控、异地扩张无法管控、高
速扩张失控、对子公司无法形成一
套有效的管控体系，这些都是企业
管控能力与快速扩张不匹配的反
映。

中国大企业，块头大了，也胖
了，但是虚胖现象也开始出现，突出
表现是利润率低了。

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王基铭的
分析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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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我国大企业去年的企
业效益增长步伐明显放缓，盈利能
力下降。2012中国企业 500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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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 2011年实施并购重组
事项的 154家企业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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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中，不少企业非常注重
通过并购快速扩张，但对并购重组
后的企业的管控在产权整合上仍然
缺乏有效手段，在制度输入上尚无
统一标准，在宏观管理上尚不能形
成整体协调性。脱离企业的能力一
味扩张而兼并，为单纯做大而收购，
将给企业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埃森哲大中华区副总裁钱葳在
做嘉宾发言时以自身的管理咨询经
历经验告诫我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不单单是做大，而是要做大做强，
“没有强，靠量争夺的话将来会很痛
苦。”

三一重工集团副总裁何真临对
于跨国收购后如何防范“大企业病”
的感受更为深切。短短 18 天时间
内，三一重工就完成了对全球混凝
土机械巨头德国普特曼斯特公司股
权 100%的收购。“购并的文化陷阱
要转化成购并的默契、购并必须是
强强联合、维护购并双方的权益，提
升对方的竞争力，对后期整合至关
重要。”何真临表示。

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大企业的主要任务

大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企业群体竞争力的高低，同时关

系到国家经济与综合实力的兴衰，
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

从这个角度审视，大企业是否
能够可持续发展十分关键，影响深
远。然而，现实是，中国企业 500强，
仍然还是 500“大”，依然不够“强”，
从“大而不强”走向真正的强大，中
国大企业依然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大企业发展更多
表现为规模的快速拓展，与世界一
流企业相比，在盈利能力、技术创新
能力、商业模式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等方面差距还很大，中国大企业发
展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会长王忠禹表示，努力实现可
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大企业
面前的主要任务。

这是对世界大变局下中国企业
发展方向的解释，是对中国企业家
的思想引领。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成为会议

的号召，也成为大企业领袖们发自
内心的声音。这就是，必须放弃单纯
追求规模扩张的速度效益型增长模
式，转变为更加重视内涵发展的质
量效益型增长模式，即从做大的思
维转向做优做强。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是指企业在追求自我生
存和永续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考虑
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提高企业市
场地位，又要保持企业在已领先的
竞争领域中始终保持持续的盈利增
长和能力的提高，保证企业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长盛不衰。
怎样持续发展？关系到三个问

题。一个是什么样的企业才能算是
持续成功企业，持续成功企业应该
怎么界定？二是持续成功企业需要
什么样的外部支持，即企业成功的
外部环境或条件应该是什么？三是
持续成功企业的内在动力因素，尤
其是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讨论在深入，越讨论越深入。
此次大会得到了国资委、工信

部、商务部的大力支持。有关部门派
出了代表参会并围绕如何支持中国
大企业做强做优实现可持续发展献
计献策，表明政府部门对中国大企
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指出，“十二
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央企
业要加快做强做优，努力培育世界
一流企业。为此，国资委已在中央企
业开展为期两年的管理提升活动。
国资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和促
进中央企业全面提升管理水平，提
升整体素质和发展质量，面对世界
经济变局，保持稳健经营，真正实现
可持续发展。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表示，
商务部将一如既往支持大企业积极
“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
配置和价值链整合，努力开拓国际
市场；着力培育一批大型跨国公司，
力争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做强做优。

大企业家们的共识

9月 1日上午，在香格里拉酒店
二层，大企业高峰会议分为制造业、
社会服务业与跨国公司三个圆桌进
行。

纵观美国大公司的成长历史，
尤其是 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
经过数次、甚至数十次的兼并整合
而成长起来。
“先做大，再做强”，不少企业家

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只有做大了，才更有能力做

强，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占据技术、市
场、品牌话语权的全球化时代背景
下，更应如此。”陕西建工集团总公
司董事阎安民在制造业分论坛间隙
说，目前陕西省国资委正集中力量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科学发展和做
强做优。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发
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可持续发展就
是企业追求的永恒主题。想让企业
可持续发展可能需要三个条件：观
念革新、创新体系、制度创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董事长徐建
一在主题演讲中说，实现做强做优
是一汽集团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
“根本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发

展质量。”徐建一表示，一汽集团要
强化自主创新，稳步提高核心竞争
能力，打造最优研发体系，全面形成
有竞争优势和完整体系支撑的自主
创新能力。

大企业具有引领任务，他们是
旗帜、是标杆，向人们展示做强做优
的发展道路。
“怎么样能够在变局下做到可

持续发展？我觉得是 4个字：整合、
优化。”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在主题演讲中阐述了自己对大企业
如何做强做优的看法。宋志平认为，
要解决行业的多散乱，就要减量、重
组、行业自律和市场协同；企业自身
要优化，就要在规范制度、提升管
理、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国药和建
材都是充分竞争的领域，而且仗打
得惨不忍睹，这两家企业还能快速
成长，为什么呢？原因在行业的结构
调整，在整合的过程中抓住了机遇，
同时重视企业自身的优化，重视自
身的管控，重视自身的技术创新。”
“这是一种提醒与引导。”广州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楚源表
示，大会是在告诫大企业不能一味
追求大，而更要关注企业的内在怎
么样。他表示，企业规模大了，风险
可能也大，跑得快可能摔得也更痛，
“企业不做强做优，可能不会做得更
久，做强做优可能更能让企业长存。
强和优更能体现企业的竞争优势。”
“此次会议指明大企业的发展

方向，提出存在的问题，很多观点在
这里碰撞，而且有操作性。”青岛港
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认为峰会凝
聚了发展共识。
“跑得快，要防止跌倒，防止陷

阱，转变时，更要防摔跤。”“过去的
发展粗放一点也能成长，能耗多一
点也依旧有利润，今天再看看变化
的环境已经不适应了。”绿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在演讲中
表示，如今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决定
了大企业必须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模
式。

纵观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历程，
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机器时
代，工厂制度建立。19世纪 70年代
以后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
进入电气时代，大企业出现。

现在，中国终于跟上第二次工
业革命时代步伐，经过长期的探索，
中国走进大企业时代。

中国迈进大企业时代，是历史
的必然；中国走上大企业时代之初，
就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清醒。

中国走进大企业时代的步伐是
坚定的、豪迈的，充满自信，充满清
醒。

历史将铭记长春，中国大企业
将永葆春天。

2013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将于 2013年 9月上旬在云南省昆明市
召开。在交接仪式上，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中）将会旗由吉林省政府代表
移交到云南省政府代表手中。

与会代表参观一汽工厂

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