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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声音：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

企业的转型升级，有一个非常的

前提，政府转型升级必须要走在企业升

级之前。

现在政府部门重视创新，也很重

视经济的转型升级，给予很多政策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还是没有完全下

定决心走完全的知识产权化之路，虽然

知识产权创新创造在增加，但是在知识

产权成果产业化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培育创新的

氛围和生态环境，政府要完成转型升

级，重点就是在两个方面：第一，服务型

政府。第二要打造高效开放型的服务团

队，尽可能减少审批的程序与流程。第

三，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是不能搞穿越，

如果搞穿越，那么绝对不能够实现我们

希望达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目的，希望

企业不要把转型升级简单等同于实用

新型，转型升级是原来行业不好做了，

直接转行不叫转型而叫转行。对中国经

济通过在本身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成

为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转型升级，

包括技术和生产工艺，还有流程制度和

管理创新。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技术与品

牌着手，否则会出现王老吉必须靠抱

养加多宝才能成长的尴尬。思想不能

升级，人就没办法提升，创新与技术

之光就没办法完成，也就是说企业转

型之前先让思维观念转型，升级之前

必须要让内部管理升级，要真干，否

则一切都是笑谈。（本报记者 张博）

（本组观点除署名外均由本报编

辑根据会议速记摘编整理）

转型升级是宏观经济和微观个

体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如果说，能

否成功转型升级，对国家而言决定着

经济发展的“快与慢”，那么对公司而

言则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生与死”。一

家企业，尤其是一家大企业，只有准确

把握长期性、结构性的趋势，并因时而

动、顺势而为，不断把资产和资源配置

到成长性强的行业、市场和商业模式

中去，果断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与此相反就

会被市场所淘汰。“三化一合”四个

方面值得我们大家重点关注：

第一个趋势是信息化。当前，信

息化正在重新塑造企业的业务模式、

客户管理、供应链管理和产业链整

合。信息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革

新，更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命。大企

业只有积极拥抱信息化，融入信息

化，才能在新的游戏规则下实现持续

成长。

第二个趋势是平台化。平台效应

的本质在于，以平台为载体，通过汇

聚和集成资源，沟通上下游产业链，

使关联各方增值，同时实现平台自身

增值。只要找到理想的切入点，形成

合理的商业模式，传统产业也能诞生

一大批高成长性的平台型企业。

第三个趋势是国际化。当前，海

外资产价格较低，正是开展海外投资

的绝佳时间窗口。国内的大企业应该

放眼全球，勇于到更大的地域上去开

疆拓土，到更大的市场上去建立自己

的品牌影响力，真正做到“配置国际

一流资源，分享全球一流市场，成就

世界一流企业”。

第四个趋势是产融结合。中国企

业的金融化是“不足”而不是“过度”，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还有巨

大的空间。

这次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民营经
济在500强里面有191家，而国有企业
有310家，在中国和国有控股企业仍然
是占到大企业的主体部分，进入中国

500强民营企业利润只占中国企业500
强的14%，国有和国有企业利润所占
85.91%，也就是说中国大企业仍然是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很多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营经

济已经上交国家的税收50%—60%，投
资额已经占到60%—70%，解决就业占
到70%—80%，新增就业差不多90%，不
管是投资、税收、就业，绝大多数是民

营企业，为什么在中国企业500强这个
体系里面，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确是

比较小的，而民营经济所占的利润比重

只有14%呢？说明中国的大企业绝大多
数还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而民营

企业仍然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人数

众多，但是他们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

重大的贡献，包括了就业、税收、新增

投资。不能忽略这些民营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要给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更多的支持，国家颁布非公有36条，提
出非公有制经济跟国有经济一样的重

视，一样重要一样的地位，这非常好，

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多一些关心民营企

业和小微型企业，使他们茁壮成长。希

望有一天，中国经济500强颁布会上，
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或者达到

50%，利润达到或者超过50%，那时候中
国民营经济地位就更加明确了。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形势

发生重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到深

度调整转型期，经济低迷成为全球经

济新常态，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

的外延是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加快转型发展方式刻不容缓。面对错

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公司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

心，全面推行全价值链体系化的精益

管理战略，为建设国际一流防务集团

和国家重型装备、特种化工、光电信

息重要产业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提高核心竞

争力。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必须

有强大的技术能力作支撑。同时，还

要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使科研成

果更好地转化为被用户所认可的产

品，解决“有产品没市场、有创新成果

没有商业成功”的问题。

二、深化结构调整，推动转型升

级。实施大规模的内部资源重组，在

重组并购中始终坚持两条原则，一看

是否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二看

是否有利于提升军民融合发展能力，

严格控制核心业务之外的投资，严格

控制多元化冲动，坚决摒弃单纯追求

规模的重组并购。

三、推进精益管理，提升价值创造

能力。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加强

内部管理的动力，结合集团公司的业

务特点和管理模式，全面推行全价值

链体系化精益管理同时实施“精品工

程”，全面提升全集团上下的质量意识。

四、立足人才强企，面向海内外加

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确保每一个

重点发展的领域都有领军人才。另一

方面，大力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明确提出“拆除隔离墙、掀掉天花板”，

使技能人才向上有晋升通道，横向可

以进入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序列，为

有创造力的员工提供蓝天白云的浩

瀚天空，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这么长的时

间，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靠着投资和人力

红利得到的，但是近两年，人口结构和

劳动力存在问题，投资也碰到了瓶颈，

消费还是拉动不起 GDP的增长。
提高生产率是中国未来经济成功

发展关键。中国经济经历这样四个过

程，一是人口经济，农村人口大量移到

城市，城市的农村人员进入到制造业已

经过去了。二是通过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发展和高效的大生产来做，现在做的是

其中一部分。接下来以企业为发展中心

经济体，源于企业高效生产率的提高，

未来是通过附加价值增加达到的。

中国企业生产率到底是什么样的？

宏观、行业和企业，我们也做了一个统

计，1990年到 2000年，中国生产率提高
和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这两

年生产率提高是很大的，2.78%，原来生
产率很高，提升是比较困难的，美国只

有 0.48%，日本只有 0.24%，但是从绝对
值来看，我们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

相当落后的，只有美国的 1/4，只有日本
的 1/3，提高程度还是可以提高很多的。
从行业角度来看，很多年生产率提

高了，对行业的增加是有帮助的，但是

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企业很多是负增

长的，这个行业是增长的，靠投资和资

本拉动，但是实际上增长当中生产率的

贡献是年年下降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具

有很大的提升。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净

收入的增加其实还是呈相关的关系，这

两个方面还是成正比的关系。

每个企业到底如何提高生产率。第

一，组织管理，组织效率的提高。由于企

业身份没有确定，到底是扮演执行者，

还是领导者，这时候就会造成劳动生产

率的下降，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第二，人才管理，最后，如何提高自己的

附加价值。

企业做强的标准，除了规模，有

两个指标是非常关键。一个是软实

力，一个是硬实力，硬实力有两个指

标，一个是利润，一个是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最大的就是看利润强不强。再一个看

国有资本能否保值增值，这是最重要

的硬件指标。

企业发展要创新，一是思想观念

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模式

的创新，业务平台的创新，产品与服

务的创新，再一个就是管理的创新，

再一个就是企业文化的创新，队伍建

设的创新，这八大创新一直引领中国

华融在不断前进，在不断改革发展当

中，因为创新是民族灵魂，也是一个

企业发展不竭动力，更是企业利润的

根本来源，华融两百多亿的利润，我

们注重的创新，存量加增量，资产管

理靠资本运作，钱生钱实现更大的发

展。

光创新不行，必须要加上稳健。稳

健要注意八大关系，质量与效益的关

系，利润、效益和风险的关系，创新与

合规的关系，总量与结构的关系，集权

与分权的关系，调整与快慢的关系，当

前与长远的关系，企业发展成果与员

工共享的关系。作为一个企业，要正确

处理好八大创新和八大稳健的关系，

这样的企业才能做强作大。

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

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认为

这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人们的

渴望就是这个世界上进步的最大力

量，新世纪的大幕即将揭开，整个社

会的正力量正在孕育中生成，中国人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自信过，我坚信

不疑。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企业以及中

国企业家真正赢得世界尊重的十年。

企业家要有一颗平常心，经济走

势是波浪中前进的，有波峰，也有波

谷，在经济上行时有机遇，在经济下

行时更有机遇，企业家要平衡好自己

的内心，在经济上行时不要贪大求

全，在经济下行时，也不要谨小慎微，

越大的企业，企业越要创新。企业家

就像指挥家一样，随着音乐、经济灵

魂的起伏，要能够挥洒自如地指挥千

军万马，有节奏的前进。如今，我们进

入了云时代，企业的转型与商业模式

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今年 6
月钱慌事件，不是真正缺钱，而是把

钱放错了地方，这是信息的不对称，

这是金融体系存在较大的结构问题，

这给金融与互联网的结合提供了机

遇。商业世界也是信息世界，互联网

正以颠覆传统行业和商业模式，互联

网商业信息更快速、更透明、更对称，

企业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成本更低，互

联网正在重塑商业世界。在当下我们

要么拥抱互联网，要么被互联网颠

覆。

埃森哲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钱蔚：

提高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发展关键

中国企联副会长、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

最激动人心的时代已来临

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民企需更多支持和关心

中国企联副会长、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张玉良：

转型升级决定企业命运

中国企联副会长、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总裁赵刚：

建立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

中国企联副会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

创新加稳健是企业发展关键

联瑞集团总裁谢旭辉：

政府转型升级必须走在企业之前

刘永好

钱蔚

徐少春

张玉良

赵刚

赖小民

谢旭辉

全景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 2013中国企
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 8 月 30日至 9 月 1 日在
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会上发布了第 12 个中国企业 500 强榜
单，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家

电网公司营业收入连续 6年同时超过万亿元，名列榜单三甲。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云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光荣，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朱宏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阎晓峰，中国企联驻会副会长黄海嵩，

中国企联特邀副会长王基铭等出席会议。中国企联常务副会

长兼理事长李德成主持开幕式。

榜单显示，2013 中国企业 500 强实现营业收入 50.02 万
亿元，较上年增加了 5.12万亿元；500家企业营业收入总和已
经相当于 2012年度 GDP的 96.32%，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
加凸显。500强资产总额达到 150.97万亿元，突破了 150万亿
元大关。入围门槛持续提高，2013中国企业 500强的入围门槛
提高到了 198.6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13.48%。2013中国企业
500 强中，进入“1000 亿元俱乐部”的企业进一步增加，达到
123 家，比上年增加了 16家。此外，在 2013中国企业 500 强
中，民营企业共有 190家，占总数的 38.00%。

王忠禹作主题报告时指出，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中，

中国大企业保持了较快发展，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等方

面做出了较大贡献，突出表现为总体规模迈上新台阶、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跨国经营取

得一定进展、在世界大企业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但中国大企业

发展还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王忠禹提出，中国企业要把握形势变化趋势，提升战略管

理能力；强化创新驱动，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

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稳妥推进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秦光荣、朱宏任、阎晓峰、张田欣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王

基铭发布了“2013中国企业 500强”及其他榜单和分析报告。
在专题报告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余斌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作了专题报告，科技部调研室主任

胥和平就技术发展新趋势作了专题报告。

中国建材、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绿地控股集团董

事长张玉良，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北方工业公

司总裁赵刚，埃森哲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钱蔚，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

春，联瑞集团总裁谢旭辉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从榜单可以看出，中国大企业与国际大企业规模差距进

一步缩小。2013中国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世界
500强和美国 500强，年度增长率高出近 12个百分点，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突出。

中国企联在发布 2013中国企业 500强榜单的同时，还连
续第 9 年发布了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及其分析报告。此外，中国企联连续第 3次推出了中国
100大跨国公司及跨国指数，并开展了相关分析研究工作。

201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 23.38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了 7.68%，入围门槛为 70.6亿元；2013 中国服
务业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 20.4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5.13%，入围门槛为 24.16亿元；2013中国 100大跨国公司共拥
有海外资产 44.9万亿元，平均跨国指数为 13.98%。位列 2013中
国 100大跨国公司前 3名的企业依次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2013中国企业 500 强规模扩张速度趋于
放缓，经济效益继续下行，亏损企业数量增加。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增速已
经显著放缓。 2013 中国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增长了
11.41%，增速比上年大幅回落 12.22个百分点；资产总额较上
年增长了 15.99%，增幅较上年下降 4.41 个百分点；中国企业
500 强的收入利润率与资产利润率连续两年出现下滑；2013
中国企业 500强中，营业收入出现正增长的有 416家，比上年
减少了 62家；营业收入负增长的有 84家，比上年增加了 62
家，接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第二年（2009年）出现营收负增长
的企业数量；2013中国企业 500强中，亏损企业有 43家，比上
年增加了 30家，亏损面大幅增加。

2013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由云南省
人民政府承办，昆明市人民政府协办。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家中

国 500强企业以及其他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海内外专家学者、
政府部门和媒体代表共 10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
“做强与引领：经济升级背景下的大企业发展”的主题，就“产

业中国：绿色创新推动经济升级”、“做强现代服务业”、“互联

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变革”、“创新成就大企业”、“中国公司的全

球之路”、“打造质量竞争力”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中国企

联还与云南省一道共同组织了云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高层

圆桌会和云南省投资项目推介会。

2013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
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举行

本报记者 张龙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主持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