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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500强显然是经过科学分析后

得出的中国最强大的企业群体，然而通过这

份榜单，我们也可以找出其中很多“不强”的

地方，一些地方甚至有一点虚弱，而这也不得

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警惕。

国企强势而民企羸弱的“不强”。统计

显示，在历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占总数的六成以上，占净利润的

八成以上，比重仍然最大，继续保持着绝对主

导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的榜单

中，民企老大的排名甚至有进一步下落的趋

势。这表明，““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的趋势的趋势通过这份通过这份榜

单也能得到充分的显示。

垄断性行业企业依旧独大独强而竞争垄断性行业企业依旧独大独强而竞争

性行业企业继续弱小的性行业企业继续弱小的““不强不强”。”。500500强中的强中的

前10强，无一例外均是垄断行业的巨头，如

石化行业的中石化、中石油，电力行业的国家

电网，银行业的工商、农业等国有银行。而10

强以下的榜单，大致也如此，如铁路行业、烟

草行业，均有多家企业连续多年入围。

更深入地看，500强榜单显露出的“不

强”还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低端、原始，技术含

量普遍不高。统计显示，中国企业500强中

传统行业占较大比重，显示出明显的“重化

工”特征。如企业数量排在前3位的行业分

别是，黑色冶金及延压加工业、建筑业和煤炭

采掘及采选业。而高端前沿、技术知识密集

的新兴产业企业在榜单中却十分少见。如果

进一步细究，就算是“500大”，其中有几个是

靠内在的能力自己“长大”、在市场中拼争出

来的？

正如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所言，“客观

地说，今天评的 500 强，实际上还是 500 大

……强而不大，不至于垮；大而不强，迟早要

垮。”作为500强中多数企业的“娘家人”，李

荣融的话可谓苦口婆心。

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告诉你

企业未来怎么走（上）

世界500强入围企业基本是在竞争性行

业，而中国500强排名靠前的企业绝大多数

还是在垄断行业。与世界500强相比，世界

企业500强排头兵大多是竞争性行业的企

业，而中国企业500强自推出以来历届排在

前十位的多是垄断行业的企业，一些大的现

代服务业，如电信服务、民航服务、铁路服务、

邮政服务等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统天下”。

资源垄断无疑是中国企业目前进入排名中十

分重要的一个因素。这说明，我国大企业的

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政府力量，与

主要靠市场打造的世界企业500强排头兵，

整体素质上还有明显差距。

从上榜企业的行业结构与分布特征来

看，制造业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世界企业

500强中盈利能力好、排位靠前的企业主要

集中在汽车、计算机应用与服务、贸易、金融、

制药等行业，从产业的发展趋势看，它们是这

一波或者下一波世界经济的主流。而中国的

服务业企业在企业数量以及营业收入和资产

总额上，明显低于世界企业500强的水平，这

也显示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中国企业

500强能源与重化工业的特征非常明显，这

与我国正处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是一致的，

这就更要加强这些大企业建立节约型企业管

理的模式，承担起企业应当担当的社会责任。

500强名单中，民营企业的数量有所增

加，但比例仍然很少。虽然不少民营企业在

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资产周转率、人均营

业收入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但进入500强

的企业却为数不多。大量民营企业正从小作

坊向竞争力更强的大企业跨越，面临着不少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的

巨大贡献已被各界认同。

从近几年的中国企业500强名单来看，

入围企业的实力越来越强，2009中国企业

500强的入围门槛从2008年的93.1亿元上升

为105.4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且，

中国企业500强在世界企业500强中的比重

继续攀升，收入利润率等绩效指标首次超过

世界及美国500强。

但仔细分析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的行

业和企业，就会发现，中国企业500强就好比

中国的大学，决定企业实力和名次的，不是企

业的科技竞争力和管理水平，而是其背后的

国字号背景和掌握资源的能力。这就导致了

一种后果，中国企业500强的实力都很强，在

收入利润率等绩效指标方面甚至超过了世界

及美国500强，可我们最大的软肋是，有大企

业，却没有大品牌，且不说世界级的大品牌，

就连在国内叫得响的品牌也很少见。

从中国500强企业名单可以看出，我们

的500强企业多是能源型（如石油、钢铁、煤

炭、电力）、行政型（如地方铁路局）、国家垄断

型（如各大商业银行）和城市垄断型企业，制

造和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原料或某种形

式的公共服务。这样一来，中国企业500强

当然也就无法打造自己的品牌了。

业内人士表示，品牌是一个企业、特别

是一流企业的灵魂。中国一些大企业没有

大品牌，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无限度扩张导

致企业不可能专心做好品牌。以中石油、中

石化为例，我们如果说“中石油牌天然气”

“中石化牌汽油”一定会遭人笑话。技术含

量太低，缺乏个性化的东西，注定培养不出

大品牌。反观中国企业500强中的那些星

星点缀般的高科技和民营企业，反倒让国人

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它们能够在“国手”林立

的庞然大物中间找到一个角落生存下来，实

属不易。

差距：中国500强如何向世界500强看齐

品牌：“500强”有大企却无大牌

担忧：“500强”中有多少“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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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推进，中国企业

也日渐成熟，并开始在

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出

自己的声音。大企业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的主导作用已越来越

突出。它们不仅在各

行业中担当着领袖作

用，决定着行业以及技

术的发展方向，同时更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

源的有效配置。

那么从2010中国

企业 500 强的名单中，

我们又能读到哪些信

息，从中是否能解读出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

方向呢？

叶然颜晶

记者 谈正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