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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龙

2014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重庆召开，新一届 500强榜单引发各界关注

适应“新常态”，大企业

应从四方面提升竞争力

（上接第一版）

在当前“新常态”下，我国大企业要发扬习总书记提出的“爱

拼敢赢”精神，首先就是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在企业改革发展

创新中，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中，进一步发挥支撑、骨

干和引领作用；就是要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深化改

革加快发展的同时，思考并带头解决行业和社会长远发展的矛盾

和困难；要坚持战略统领，大力推动行业整合，塑造有利于良性竞

争的行业秩序；要带头制订和实施国家或行业标准，引领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要认真落实节能减排的各项举措，加大解决污染排

污力度，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企业建设；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要坚持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第二，强化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是我国大企

业深化结构调整的努力方向。首先要加强技术创新。近年来，中航

工业、宝钢、华为、中国兵器工业、中国机械、中国航天、大唐电信、

亨通、中国南车、中国北车等一批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已经取

得了显著成绩；在一些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如超级计算机、北斗

区域卫星导航系统、C919 大型客机、 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技术的

成功自主研制。但是值得警醒的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巨大挑战，中国企业 500 强的平均研发强度不仅没有增加，反

而连续 3 年下滑，许多企业还没有把科技创新、抢占产业发展制高

点当成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长期战略。 2014 世界 500 强中，在以计

算机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 IT 领域，以航天与防务、电子电

气设备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我国大企业明显处于弱势，有

的高端领域甚至是空白。 当务之急，就是要紧紧抓住移动互联、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带来的发展机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集中精力在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网络通信设备、海洋工

程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3D 打印等高端制造领域

抢得先机和实现赶超。对此，我国大企业必须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和

使命感，要认真领会、紧跟落实中央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最新部

署，下更大的力气谋划和推动创新发展；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跟

踪研究国际产业前沿， 找准技术攻关的切入点和主攻方向。 中国

500 强企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 没有建立研发中心的要创造条件

抓紧建立，已经建立的要不断壮大，同时要积极主动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其次要积极开展管理创新，提

升管理水平。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完善内部创新激励机制，加强创新

人才引进、培养和储备，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要加快从工

业化思维向互联网思维转变，积极开展商业模式创新，以信息技术

整合供应链，优化企业生产流程，推进智能制造，推进制造加工协

同和组织变革。

第三，加快推进国际化经营，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近年来，我国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2013

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金额达到 501.95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俄罗

斯和日本，位居全球第四。 中国海洋石油 191.2 亿美元并购加拿

大尼克森公司、 双汇集团 47.5 亿美元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

品公司，成为当年全球热门话题。 中信、中国远洋运输、中国海洋

石油上榜 2014 全球 100 大跨国公司，12 家中国内地企业上榜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 100 大跨国公司。 中国企业 500 强的海外营业收

入达到 6.16 万亿元、 海外资产达到 8.18 万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2.45%和 24.03%。 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大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仍然比较低，配置和重组全球资源能力和经验尚显不足。 2014 中

国 100 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只有 13.60%， 不仅远远低于

2014 世界 100 大跨国公司的 60.33%，而且也低于 2014 发展中国

家 100 大跨国公司的 36.57%。 为此，我国大企业要充分利用国际

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和世界经济温和复苏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推进

国际化经营， 增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重组各类资源的能力；要

充分发挥我国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和海外的市场优势，合理选择贸

易和投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布局生产和营销力量，努力提

高市场竞争力；要加强与海外资本的合作，探索海外当地融资以

及进入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的模式，用全球化的手段降低资金成

本；要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通过上下游的分包协作形成

供应链的整体优势；要进一步提高跨境并购的成功率，尤其是并

购完成后实现企业业绩持续向好的成功率；要秉持“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的责任理念，通过推动员工属地化、采购本地化、投身当

地公益事业等一系列工作，赢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树立良

好国际形象； 要针对地区社会政治特点制订稳健的风险管理策

略，加强境外风险识别与预警，确保经营风险做到可知、可控、可

承受、可管理。

第四，积极实践混合所有制，增强企业内在发展动力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是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我

国大企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实践表明，产权多元化改造，以及由

此推动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十多年来支撑我国大企业持续快

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混合所有制打破了各种所

有制形式之间的身份界限， 实现了资源配置公平和竞争环境公

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可以吸纳非公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也应当鼓励国有资本投向优秀民营企业，实现国民共进的双向混

合发展。

混合所有制企业通过多元出资形成均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有

利于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 无论怎么混合，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

民间资本控股企业，还是股份分散的企业，最终都要在公司治理

上下功夫。 只有把各种资本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形成利益一致的

市场主体，企业发展才能真正获得新动力。 中国建材集团用央企

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力重新打造企业竞争力，在“央企市营”模式

的指引下，以资本为纽带，实现了以国资为主导的行业整合，成为

全球最大的水泥制造企业，不仅自身实现了做大做强，还带领全

行业走出了困境。 联想控股通过多次改革，由一个中科院的全资

企业发展成为中科院只占 36%的股份、 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

35%、其他战略投资者占 29%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联想控股从一个

20 万元起家的小企业打造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综合企业。

这些成功的改革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很值得其他企业学习借鉴。

（本文系王忠禹在 2014 中国 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发表时略有删节。 ）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主办的“2014 中国 500 强企

业高峰论坛”9 月 2 日至 3 日在重

庆市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

动力新前景：全球经济变局下的大

企业改革发展”。 会上发布了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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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同时超过万亿元，名列榜单

三甲。

大企业群体

面临新挑战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全国政

协原副主席，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重庆市

人民政府市长黄奇帆，重庆市委副

书记张国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林念修，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刘利华，中国企联副会长黄

海嵩、王基铭、尹援平、李明星等出

席大会。 大会由中国企联常务副会

长兼理事长李德成主持。

王忠禹作主题报告时指出：总

体上看，中国大企业在做大做强的

道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已经成为

世界上较大的企业群体之一。 与此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大企业与世

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 进一步做大做强、大力提高国

际竞争力，仍是摆在中国大企业面

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王忠禹认为，“新常态”下企业

做强做大、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勇

于担当， 积极发挥骨干引领作用；

强化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抢占产

业发展的制高点；加快推进国际化

经营， 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积

极实践混合所有制，增强企业内在

发展动力。

黄奇帆在致辞时表示，中国的

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企业家最重

要的就是要把握开放、改革和结构

调整的脉搏，与时俱进，赢得企业

的未来，赢得企业家的未来。

林念修在讲话中表示， 中国

500 强大企业，2013 年营业收入为

56.68 万亿元， 与中国 GDP 总量大

体相当，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

脊梁； 大企业积极开展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科研成果转换应用，已

经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主力军；大企业积极弘扬改革创新

的企业家精神， 勇于担当社会责

任，已经成为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引

领者。

刘利华认为，大企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是实现重大技术创新

的主力军，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主导力量，也是国家综合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近年

来，中国大企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展，整体规模、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调整

取得新进展，在世界大企业中的地

位进一步提高。

千亿级企业群体

进一步扩容

在大会上，王基铭发布了 2014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中

国 100 大跨国公司名单及其分析

报告， 并发布了 2013 年度中国企

业效益 200 佳及其分析报告。

榜单显示 ， 从规模上来看，

2014 中国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为

56.68 万亿元，较上年的 50.02 万亿

元增长 13.31%， 增速较上年提高

1.90 个百分点。 2014 中国企业 500

强资产总额达到 176.43 万亿元，较

上 年 的 150.98 万 亿 元 增 长 了

16.84%，增幅较上年有所上升。

在入围门槛方面， 中国企业

500 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入

围门槛继续提高：2014 中国企业

500 强的入围门槛为 228.6 亿元，

比上年提高了 29.9 亿元，较上年的

23.6 亿元有所提高。 2014 中国服务

业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为 26.13 亿

元， 较上年的 24.16 亿元提高了

1.97 亿元。 但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第二次出现下滑：2014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的入围门

槛为 67.1 亿元，较上年下降了 3.53

亿元。

此外，千亿元级别的大企业群

体进一步扩容。 2014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共有 131 家企业的营业收入

超过 1000 亿元， 比上年增加了 11

家。 从所有制看， 有 108 家国有企

业和 23 家民营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企业

500 强整体规模达到美国企业 500

强的 3/4 以上， 但与美国 500 强相

比，中国大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强人

意———中国企业 500 强以相当于同

期美国 500 强 3/4 的营业收入，却

只实现了相当于美国 500 强 4 成不

到的净利润。

148个招商引资项目

落地重庆

在大会上，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乐江、杭州娃哈哈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洪斌、绿

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

良、华南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董事李刚、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

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徐少春、联

瑞集团总裁谢旭辉围绕大会主题

进行了演讲。

此外，本次大会还举行了中韩

高层财经界对话会、 可持续发展

CEO 圆桌会： 行动 2020 倡议与工

商业解决方案、重庆市重点项目签

约仪式、重庆投资推介会、企业家

健康讲座。 据了解，在重庆市重点

项目签约仪式上，重庆目前已对接

落实 148 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

额 2212 亿元。

在 9 月 3 日举行的专题报告

会上，OECD 前秘书长唐纳德·约翰

斯顿以“全球公司治理新趋势”为

主题作了专题报告；世界可持续发

展工商理事会会长兼 CEO 贝德凯

以“工商业可持续发展新趋势”为

主题作了专题报告。

此外，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徐留平，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崔殿国，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李长进，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明忠，华侨城

集团公司首席顾问任克雷，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赵刚，亿

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孙荫环，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崔根良，正威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文银，国

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黄秀虹，

科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锋杰，

天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李金元，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培，贵州

中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戴

建良，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曲德福，金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前，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董事长杨照乾，江苏悦达

集团公司总裁邵勇，上海东浩国际

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柳，北京汉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嘉音，辽宁杰尔美集团

董事长邹丽华，海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涂尔鹏，华南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树田，厦门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福龙，安徽

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家

贵，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董事长刘

训峰，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聂忠海，广州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楚源，紫金矿业董事

长陈景河，德勤（中国）有限公司主

席劳建青等企业家出席了会议。

来自中国 500 强企业的领导

人、 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区的高层

领导人、韩国工商界代表、著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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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世界一流企业”、“迈向

高端制造”、“国际化运营与管理”、

“跨国并购案例分析”、“互联网思

维与产业创新”等议题进行了充分

的交流探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新常态 新动力 新前景

李德成主持会议

2014 中国 500 强企业

高峰论坛现场

148 个项目签约 分论坛气氛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