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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从榜单上看，今年中国上榜公司的主
体仍是国有企业，且位次靠前。新增加的
16 家企业中除正威集团和民生银行外，大
部分是国企（包括金融类国企）。不少国企
在榜单上的位次都大幅提升。如国机集团
由去年的第 367 名上升到第 326 名，前进
了 41 名；新兴际华集团由第 484 名上升到
第 406 名，前进了 78 名。而新上榜的公司
中国有控股企业也占了大多数。如国药集
团、中国有色集团等。

“2002 年以来，国有企业开始在财富
500强榜单亮相。至 2013年，10载光阴，国
有企业在这个舞台的空间在不断扩大，影响
在不断上升。”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
员许保利说，“中央企业从最初的 6 家到今
天的 44 家上榜，竞争力不断提升。加上地
方国有企业和金融类国企的突出表现，国有

企业在世界 500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且已
进入榜单的国有企业的排名也大部分都在
逐年提升。尤其是 2012 年面对国内外复杂
的经济形势，中国国有企业表现出逆势增长
的态势，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他还
认为，500 强榜单不仅体现了“大”，也体现
了“强”。从国有企业的绩效看，有相当数量
的企业处于中等水平，有些企业还处于比较
前列的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上榜的中国
国企主要来自包括钢铁、汽车、机械在内的
竞争性行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
有企业这些年来改革发展的成果。”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安东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虽然我国国有企业还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不少国有企业
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已经不逊于国际

先进企业。”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冶金铸

造、轻工纺织和专用设备制造为主营业务的
新兴际华集团坚守实业，通过管理创新挖掘
利润源泉，实现了逆势增长，在 2012 年进入
世界 500 强后，今年在世界 500 强榜单上大
幅上升了 78 个位次。“国企管理提升还有巨
大潜力。”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刘明忠对记
者说，“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根基。我们
将不怕艰苦、不惧竞争，坚守实业。”

在今年的榜单上，有两家国企特别引
人关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以 261.9 亿
美 元 的 营 业 收 入 首 次 跻 身 榜 单 ，位 列 第
446 名，成为进入世界 500 强的第一家中
国医药健康企业。中国建筑集团第三次进
入世界 500 强，位列第 319 名，比去年排名
提升 46 个位次，居全球建材企业第二位。

同时管理着两家企业的董事长宋志平也由
此成为将两家央企一起带入世界 500 强的
企业负责人。近年来，他创造性提出并实
施“央企市营”、“整合优化”、“格子化管
控”、“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新的理念与举
措，使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成为充分竞争
领域内快速成长的国企典范。宋志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践证明，坚持市场
化、公众化方向，不断深化自身改革，国有
企业完全可以做好，成为中国大企业阵营
中的优秀先锋队和领军者。”他也表示，在
国际竞争力、创新能力、盈利能力等方面，
中国的世界 500 强与全球领军企业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商业
模式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上努力夯实
基础，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效益。这也将
是中国大企业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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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财富》杂
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强榜单数据显示，2013
年世界 500 强入围门槛增至 232 亿美元，总
收 入 比 上 一 年 增 至 30.3 万 亿 美 元 ，增 幅
2.77%。但是总利润跌至 1.5 万亿美元，跌
幅为 5.5%。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出现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壳牌、雪佛龙等石油
公司的纯利润下降了，二是说明世界经济总
体形势不乐观。

美国企业在这张排行榜名列榜首，占据

500 强之中的 132 强。中国紧随其后，上榜
公司总数达到 95 家，其中有 16 家新上榜公
司。中国新上榜公司的数量在所有国家和
地区中排在第一位。

与中国企业的快速增长相比，美国上榜
公司数量在从 2002 年以来连续 10 年的缩
水后，今年刚刚稳住阵脚，共计 132 家企业
上榜，与去年打了个平手。美国上榜企业的
总收入约为 8.6 万亿美元，占世界 500 强企
业总收入的 28%。美国老牌 500 强企业中，

施乐、固特异轮胎、礼来、万宝盛华等 6 家公
司在今年的榜单上名落孙山。

在 榜 单 第 450 名 至 第 500 名 这 个 区
间，集中了大多数新上榜和即将落榜的企
业。今年，美国公司在世界 500 强倒数 50
名中占了 17 家，其中 3 家为新上榜公司，排
名较去年上升的有 2 家，排名较去年下降
的达 12 家，总体势头低落。其中不乏一些
行业翘楚的身影：零售巨头史泰博排名第
475 位，下滑了 38 个位次；全球最大的 IT

产品经销商之一 Tech Data 排名第 463
位，下滑了 48 个位次。

按照行业来看，今年财富世界 500强排
行榜上，银行业独占鳌头，共有 54 家公司上
榜。其中包括 8 家美国银行和 9 家中国银
行。按收入计算，1999 年首次上榜的中国
工商银行目前是世界 500强银行业的老大，
年收入 1336 亿美元。排名第 70 位的中国
银行，自从 1995 年以来，每年都出现在世界
500强的排行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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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最新公布的《财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再次成为焦点，不仅上榜

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而且新上榜的企业数量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一位。数据显示，

中国上榜企业的总收入达到5.2万亿美元，占世界500强企业总收入的17%。可见，随着中

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登上世界舞台，并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企业上升势头明显中国企业上升势头明显

世界500强前30家中国企业世界500强前30家中国企业
今年排名

4

5

7

29

30

50

64

70

71

76

80

93

100

102

103

111

119

134

146

161

172

178

181

182

187

192

196

209

212

213

上年排名

5

6

7

54

43

77

84

93

81

91

100

101

111

112

130

129

113

152

142

205

194

234

242

221

233

169

258

238

250

216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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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

鸿海精密工业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来宝集团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华润总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
（百万美元）

428167.4

408630

298448.8

133636

132076.1

113369.9

103478.7

98428.7

96874.5

94045.1

90603.2

83458.9

77164.7

76711

76233.6

73671.4

71824.1

66686

61721.9

58027.8

55435.1

54517.9

53760.9

53378.6

52448.2

51807

50932.9

47967.4

47351.2

47332.6

利润
（百万美元）

8221.1

18195.9

12317.9

37806.5

3204.8

30618.2

22996.9

22099.5

11850.6

471.3

1291.5

7735.1

815.1

1165.7

3289.1

-1744.3

813.3

1020.4

1333.6

675.2

4779.5

6150.9

3177.9

1066.5

1905.6

704.1

4082

218

1021.7

1232.5

中国的大企业正在逐步影

响和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竞争格

局。一批大企业既具有中国特

色，也有国际水平；既是我们民

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对世界企

业管理实践都有借鉴意义

尽管今年《财富》世界500强的入

围门槛再次提高，但中国企业再次成

为榜单亮点，中国上榜企业数量不仅

再创新高，而且是连续10年增加。中

国企业上榜数量的变化昭示了世界

经济版图1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世界级

企业的成长速度与发展规模，反映了

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市场的

竞争格局。《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

中以往很长一个时期是美日欧三大

板块称雄。而本世纪以来的最大变

化，是中国企业的异军突起。2013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显示，中国

上榜企业的数量和上榜企业收入占

500 强企业总收入之比，与排名首位

的美国的差距正在大幅地缩小。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企业。世

界一流企业不但在规模与业绩水平

上名列全球同行业前列，而且还能提

出引领行业持续增长的观点和主张，

是产业规则与相关标准的制定者，能

够在经营管理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创

新。在有能力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

上，世界一流企业具有产业话语权和

主导权，能够推动产业进步，为国家

创造财富，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最

终让消费者受益。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产生大企

业。在 1995 年的《财富》500 强榜单

上，中国企业只有 3 家，2013 年为 95

家，18 年间数量增长了 30 多倍。不

仅仅是数量，中国上榜企业占 500 强

总收入的比例也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1995 年中国上榜企业占 500 强总收

入的比例仅为 0.4%，而在 2013 年则

达到 17%。可见，中国企业的发展与

中国国力增强是同步的。

同时，2013《财富》500 强榜单也

显示，失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上榜企业主

要分布在钢铁、汽车、资源、化工、金

融等领域，来自第三产业服务业的

较少，上榜公司的主体是国有控股

企业，民营企业较少，银行业在整体

经济中的利润占比偏高。为了解决

经济失衡，中国政府愿意为长期的

可持续发展付出短期经济减速的代

价。新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

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

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

期的益处。同时，盘活多年发展积

累的巨大存量，推进结构调整和技

术创新，从供给端找到经济增长的

新动力。

如果说《财富》世界 500 强构成

的变迁，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

和结构调整的轨迹，那么如何在世界

经济总体形势仍然不乐观的大背景

下，顺应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调整而

长远发展，中国企业面临着挑战。尽

管在《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上已经

“十连增”，但中国企业在资源整合、

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品牌影响力、自

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国际化能力

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连增”意味着什么
于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