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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五个维度选项的关注度，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包

含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社会公益等内容的“社会责任”选项的

关注度最高， 在问卷调查中有一项是要求受访者对五项中的

其中一项发表自己的观点，结果，在受访的企业高管、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中，对“社会责任”项评价最多，占 29.87%，其次

是包括研发投入比例、专利数量、企业创新能力、海外营业占

比等内容的“企业发展”选项，占 27.27%（见表 5）。

值得一提的是，对受访企业分类统计发现，传统产业企业

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度为 44.44%，而新兴产业企业则对“企

业发展”的关注度最高，达 58.33%（见表 6）。

同样，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打分环节，大部分受访者对环境

治理、食品安全等社会责任问题表达了关注。本次问卷调查显

示，按 10分制打分，“社会责任”选项的打分情况是，6 分以下

（包括 6分） 占总比分的 61.11%， 其中小于 5分（含 5分）占

38.89%（见表 7）。 （下转第十三版）

中国企业数量众多，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还

是少数，主要是大中型企业，但中国更多的是小企

业，小企业受困于实力、资金、规模等因素，很难有

精力去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

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高，

建议形成责任长效机制

中国企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 困难是存在的，但

挑战也确实不少，但不管是企业高管、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

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向好保持较高的信心指数。

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新常态下，创新才是企业

生存发展的根本，企业的转型升级讲到底就是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的挑战：企业经营业绩不太理想

3·15，给中国企业发展质量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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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显示：新常态下，企业经营业绩不太理想，质量管理有待提高，但

中国企业对自身发展仍有信心，企业社会责任成关注焦点。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如

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

我国经济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

要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不

懈依靠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

持续的发展。 ”

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企业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 中国企业的发展是否健康？

为此，《中国企业报》邀请 100 位企业

高管、学者及官员从经营业绩、企业

发展、管理质量、企业社会责任、长期

投资价值（可持续增长）等五个维度

给中国企业的整体发展质量进行问

卷调查，给中国企业发展质量打分。

调查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

经济发展面临挑战，企业在可持续发

展、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仍面

临着艰巨的任务。

无疑， 我国正处在一个大转型、

大变革的时期。我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来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后，

开始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

常态”。 经济发展正由粗放式的低成

本要素驱动向有质量有效益的创新

驱动要素转变。

受访者认为，我国企业的“暴利”

时代已经结束，“微利” 时代已经到

来。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人工

成本迅速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

加快向他国转移，原来依靠人口红利

和资源垄断获得高增长时代已经过

去了。

数据显示，过去 15 年间，我国大

中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

年均增速约为 30%， 而到 2014 年这

一增速仅为 7%—8%。

对我国企业“经营业绩”表现的

问卷调查发现，给企业经营业绩的评

价 5—7分的占主要比重，达 55.44%。

进一步反映出，企业经营业绩不太理

想，与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形势相

吻合（见表 1）。

受访企业普遍认为，这几年实体

企业日子不好过，市场萎缩、效益下

降、原材料成本上升、员工工资增加，

使得企业盈利能力越来越弱。 另外，

由于宏观环境不好，融资难，缺钱成

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最大的

“拦路虎”，很多企业都死在了民间融

资上面。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

会长李锦表示， 目前， 中国企业的

经营业绩不够理想。 随着形势的恶

化 ， 对于业绩的提升不抱太大希

望。

李锦分析认为，经营业绩下滑重

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总产

值、 总利润的主要指标持续下行，势

头难以抑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从今年

开局以来， 保增长的任务非常繁重，

而其经济增长速度将对全国经济增

长速度形成明显影响，能否保证 7.0%

的增长速度仍存疑问。

另一方面是对于利润的增长，从

去年 11 月份开始， 出现多个统计数

字，最后认定的数据是 3.4%，从目前

的形势看，今年 3.4%的利润增长指标

可能也是保不住的。 同样的，税收也

在下降， 经济走势形势十分严峻，我

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有受访者表示，我国经济长期粗

放式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承载

压力问题以及相关产业出现的产能

过剩问题较严重，一些行业创新能力

不足，处于产业链中高端地位的企业

还不多，部分主要核心技术仍依赖于

国外企业。

同时，在不同性质、规模、行业的

企业间差异较大，国有企业效益及人

均收入等方面可能好于民营企业，规

模较大的企业在研发投入、企业管理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优于中小微

企业。

显然， 企业未来要靠新技术、新

产品、 新管理等要素驱动来转型升

级。 特别是，以现代信息化技术、物联

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行业发

展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技术“新常态”

和新趋势，新的业态、新的盈利模式

将引领企业的发展趋势，并且带来新

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中国投资协会能源研究中心秘

书长张杰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国经

济虽然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很多，但还

保持了 7.5%的增速，是世界经济中一

大亮色。 在新常态下，就是让经济回

归真实本质，注重调结构，重质量。 对

企业来说，就是要练好内功，把握住

属于自己的机会， 找准自己的位置，

平稳发展，扎实进步。

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

长、总裁郑坚江表示，目前，我国的

GDP 增速放缓，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调

整期， 企业要认识到当前的新常态，

要练好自己的内功，适应“新常态”下

的经济转型。

企业对自身发展有信心，

但质量管理还有待提高

经济增长每回落一个百分点，就

可能影响到 1000 万人就业。 2015 年

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749 万人， 创历史

新高， 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

压力并存。为此，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要化“压力”为“动力”，让“包袱”

变“财富”。

在调查问卷中，对“企业发展”选

项的评分结果显示，评价在 5—8 分部

分占主要比重， 达 64.45%（其中 5—6

分占 27.78%，6—7 分占 16.67%，7—8

分占 20%）， 表明社会对中国企业自

身发展、整体素质提升评价较高，对中

国企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见表 2）。

事实上，随着经济 30多年的高速

发展，我国企业迎来发展的高峰期，涌

现出一批具有强大实力和国际影响

力的企业， 世界 500强中出现越来越

多中国企业的身影。新兴产业如华为、

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企业爆发出远

超传统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创新能力，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

活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显然，这些企业之所以迅速发展，

得益于企业对创新能力的高度重视。

今天， 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新

常态下， 创新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

本， 企业的转型升级讲到底就是创新

驱动。

受访的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

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认为， 新常态主

要表现在创新能力的提高上， 表现在

科技投入、产品质量、品牌创建以及投

入产出的效率上。 而科技投入是个基

础和前提，目前很多企业重视市场、重

视规模的扩大， 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

科研上， 这就需要国家要有一系列的

政策来进行鼓励和保障， 包括对新兴

产业投入、新兴技术、新兴产业项目运

行、新兴技术人才的重用上。

不过，受访者认为，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目前中国企业对研发的重

视和投入远远不够，企业对于研发、专

利或创新的认识不足，甚至“山寨”成

风。

对此，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究

其原因， 在于企业对于长期发展的认

识高度和深度， 大多数企业仍然局限

在只注重眼前利益、短期利益，以产品

模仿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式、 以价

格战作为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显然，

这种企业发展模式， 无助于建立企业

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无法使企业进

入可以稳定发展的“蓝海”。

而从企业长期投资价值来看，保

持可持续增长、 提高企业利润增长效

率、 实现产品和服务质量体系化是企

业长期投资的价值所在。因此，未来投

资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

间， 也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继续保持

平稳增长。

问卷调查显示， 对“长期投资价

表 1

值”的评价，在 6—7 分之间的占24.44%，同时，评价分在 5 分

（包括 5分）以下的占 22.22%（见表 3）。 显然在大环境并不景

气的情况下，对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前景并不乐观。

不过，不少行业仍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如得益于国家

基础建设的巨大投入为市政、 道路行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

展机遇。

实际上，以传统经营方式为主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仅

仅面临新经济时代旧的比较优势（廉价密集型）以及后工业化

时代的产业结构全面转型， 而且严重缺乏现代企业财税管理

经验和风险意识， 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乃至生产经营活动

影响巨大。

从长期投资价值看，虽然在新常态下，企业的方方面面都

面临着挑战，但在竞争压力下为了“活下来”，更多企业也越来

越多重视产品质量，开始拼服务，因此，中国的企业还是被看

好的，长期来看，也是值得投资的。

有受访者建议，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这对中

国企业而言，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企业应当创新发展方

式，紧紧把握住中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脉搏，借力、顺势，注重

长期投资价值，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特别提到对小微企业的重视， 认为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小微企业发展迅速，并且国家对小

微企业进行了一定的扶持，但是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依然是

小微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影响了小微企业的发展质量。未

来，国家需要为小微企业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推动小微企业

的健康发展。

同时，企业管理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管理质量直接

决定企业的管理水平，甚至更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发展规模，完

善的内部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发现，对中国企业的“管理质量”打分，

其中，小于等于 5分的评价比重最大，占总比的 26.67%（见表

4）。 表明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管理质量还有待完善和提升。

不可否认， 质量管理方面中国企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与

国际化大公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中国企业目前还处在规模

扩张阶段，企业高管更注重发展速度和规模，而对企业管理体

系和企业文化的建设没有足够的重视。 导致企业的规模虽然

很大， 但是并没有一个健康的企业形象和与其规模相适应的

国际影响力。

受访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企业

不同层面的管理建设，从董事会到高管，从部门到个人，从管

理体系到安全生产，从企业发展理念到企业文化，管理的质量

和水平直接影响企业正常运营的效率， 运营的效率决定企业

的发展活力，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企业的管理质量对

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是每个企业都应该不断学习、不断

创新、不断提高的一项重要工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吴少平认为， 企业要立足于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深化推进， 切实提高产品

和服务质量，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寻求并实现长期稳定的

可持续发展。

表 2

通过表 2 分

析，调研者对中

国企业的企业

发展的评价 5—

8 分占主要比

重。

表 3

通过表 3 分

析，调研者对中国

企业长期投资价

值的评价 6—7 分

占主要比重。

通过表 4分析，调研者对中国企业的管理质量打分小于等于

5分比重最大，中国企业管理质量还有待提升。

表 4

通过表 1 分

析，调研者对中

国企业经营业

绩的评价 5—7

分占主要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