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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最新的《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今年排行榜最引人注目

的变化无疑是中国大陆企业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今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公

司数量达到 124 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

美国（121 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企业，

我国共有 133 家公司上榜。

去年中国（包括台湾）在内上榜企

业 129 家，直接登顶，超过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从仰望 500 强、追赶 500 强、

入榜 500 强，到现在领先 500 强，这是

一个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 500 强榜单就像是企业界的奥

运会，展示着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世

界 500 强企业名单公布是观察全球最大

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今年

《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

收入达到 33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接近中美两国 GDP 的总和。

研究世界 500 强，是我连续 10 年的

习惯了。我以为，从发展趋势看，整个

经济形势出现龙头企业强者恒强的局面。

前年我还说世界 500 强将进入中美日德

英法六国的“战国格局”，今年要说的

是“两强时代”。这时候，就可以理解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了。

进入排行榜的门槛（最低销售收入）

也从 248 亿美元提高到 254 亿美元。中

国的世界 500 强企业超过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

持续提升，展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然而，

美国在 500 强的数量上略少，质量上却

很强，这也提醒我们，中美经济的竞争

是长久的，甚至是异常残酷的。

从重要性上而言，世界 500 强大约

占据了全球生产的 40%、国际贸易的

50%、国际技术贸易的 60% 和国际直接

投资的 90%。这些企业代表了一个国家

的经济实力，是最大的经济“名片”。同时，

世界 500 强榜单又是一面特殊的镜子，

能够折射出中国企业的 AB 面。 

现在这个榜单最大的亮点就是，中

国企业上榜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

推进。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中国

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来没有哪个

国家如中国这般，如此迅速地增加排行

榜中的企业数量。

第二亮点是，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

业是主力军，雄踞前五强中有三强是中

央企业。榜单上，沃尔玛连续第七年成

为全球最大公司，中国石化仍位列第二，

国家电网上升至第三位，中国石油位列

第四，而壳牌石油下降至第五位。毫无

疑问，国有企业依然是中国国力的中坚

力量。在上榜的大陆企业中，国有企业

占到近七成，体现了中国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鲜明特色。而在全球经济洗牌的过

程中，中国上榜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持

续增多、排名普遍提升，呈现出强劲增

长势头。这说明中国国有企业在做“大”

的方面，仍保持着高歌猛进的良势头。

第三亮点是，中国企业发展势头强

劲，新上榜的公司多是地方国企。目前，

央企数量进一步缩减至 97 家，其中已进

入 500 强的为 48 家，因此增加空间有限，

而地方国企与民企是增加的主要力量。

每个省在国企改革中，最大的动作

就是大集团重组，都想把自己的交通运

输、能源等行业做大。各省增加是必然

趋势，类似厦门建发、厦门国贸、新疆

广汇和山西焦煤集团。安徽去年一下子

进了海螺集团、铜陵有色两家。今年新

上榜的中国公司有8家，分别是上海建工、

深圳投资控股、盛虹、山东钢铁、上海

医药、广西投资、中国核工业和中煤能源，

全部是国企。

显然民营企业势头比前年有所下降。

前三年，民营企业速度的上涨速度快。

人们注意到 2019 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民

营企业占 28 家，数量并不多，但名气比

较大。去年排名跃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

中有六家都来自中国大陆，全部是民营

企业。

去年世界有 25 家新上榜和重新上榜

公司，13 家首次上榜的中国公司分别是：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中车集团、青山控

股集团、金川集团、珠海格力电器、安

徽海螺集团、华夏保险公司、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山西焦煤集团、小米集团、

海亮集团、中国通用技术 ( 集团 )、台塑

石化公司。 

第四亮点是，除了北京外，500 强集

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广

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就有两家世界

500 强——碧桂园和美的，上榜企业中，

北京 54 家、上海 9 家多为国企；山东 5 家、

山西 4 家多为煤炭钢铁国企；广东 13 家、

江苏 4 家、浙江 4 家，民企居多。3 家厦

门企业——厦门建发 ( 第 234 位 )、厦门

国贸 ( 第 284 位 )、厦门象屿 ( 第 298 位 )，

排名相较 2019 年度均有了提升。

去年重庆、成都、长沙、合肥、哈尔滨、

沈阳等城市，没有一家世界 500 强总部。

整个东北地区只有鞍钢和一汽，而西南

一家世界 500 强都没有。粤港澳大湾区

共 22 家企业入围，总数有增加。从所在

城市看，今年山东的 5 家上榜企业，有

2 家总部位于济南，邹城、滨州、青岛各

有 1 家。山东经济形势虽然发展不快，但

还是东北不可比的。

第五亮点是，大多数中国企业排名

继续在上升。在今年的榜单中，榜单中

前 30 强的中国企业包括：中石化 ( 第 2

位 )、国家电网 ( 第 3位 )、中石油 (第 4位 )、

中国建筑 ( 第 18 位 )、中国平安 ( 第 21 位 )，

中国工商银行 ( 第 24 位 )、鸿海 ( 第 26 位 )、

中国建设银行 ( 第 30 位 )。

榜单显示，互联网企业大幅提升，

京东集团位居第 102 位，阿里巴巴位居

第 132 位，腾讯控股位居第 197 位，京东

集团、阿里巴巴、腾讯控股依旧保持中

国互联网公司中的前三名。资料显示，

在去年的榜单中，京东排名第 139，阿里

排名第 182，腾讯排名第 237，互联网三

强的排名均有所提升，而排序并没有发

生变化。京东集团的排名再次提升至 102

位，位居中国零售及互联网行业第一、

全球互联网行业第三。

第六亮点是，中国企业平均销售收

入和平均净资产两项指标达到了《财富》

世界 500 强的平均水平。中国大陆公司

平均销售收入达到 669 亿美元，与自身

去年数字相比有所提升。与世界 500 强

公司横向比较，中国企业平均销售收入

和平均净资产两项指标达到了《财富》

世界 500 强的平均水平。

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

标，开始扭转近年来的下行趋势。与世

界 500 强横向比较，2018 年，中国上榜

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与净资产两项指标也

与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数值基本持平；

与传统经济大国的上榜企业相比，上榜

中国企业在销售规模和资产规模已经不

输日本、英国、法国与德国企业。

第七个亮点，中美互联网大公司同

步上升，阿里巴巴很为显眼。阿里巴巴、

腾讯、海尔、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企业

颇为争气，这也是为数不多在企业数量

上我国可以与美国正面抗衡不落下风的

前沿领域。

近 10 年，我们见证了 2008 年的联想、

2010 年的华为、2016 年的京东、2017 年

的阿里巴巴、腾讯等民营企业的接踵

登场，同时大洋彼岸也经历了 GAP、

LOEWS、摩托罗拉等巨头的衰落。

作为对比，今年上榜的互联网相关

公司共有 7 家，分别是美国的亚马逊、

Alphabet 公司、Facebook 公司，以及来

自中国的京东集团、阿里巴巴集团、腾

讯控股有限公司和小米集团。这些中美

互联网大公司的排名较去年均有提升。

小米紧随阿里巴巴其后，上升46位。阿里、

小米成为 2019 年成长最快的世界互联网

公司。其中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是阿里

巴巴，上升 50 位。在利润率榜上，排名

最高的是台积公司，伯克希尔 - 哈撒韦

位居第二，辉瑞利润率同比大幅提升位

列第三。阿里巴巴以近 29% 的利润率位

列第五。

 第八个亮点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的引领，使得国

企发展势头强劲。入围世界 500 强榜单

的航运企业只有 2 家，其中，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是投资经营公司改革

试点单位。山东的兖矿集团是山东省首

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企业，这属于改革

领先企业。国网、中建等都是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试点单位。

第九个亮点是， 实体经济上升，上

榜银行利润占比已经明显下降。去年，

中国上榜公司的近半数利润来自银行。

银行赚的钱远高于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

这也是中国经济存在着的一个隐患。今

年进入榜单的中国银行共有10家，工、农、

建三大中国银行继续位列利润榜前 10 位。

这 10 家银行利润占全部上榜中国大陆企

业利润总额的 44%。相比往年占比 50%

以上，今年上榜银行利润占比已经明显

下降。贵州茅台以 46.38% 的利润率成为

2020 年《财富》中国 500 强利润率最高

的实体公司。 

中国首先不可妄自菲薄，但更不能

妄自尊大。我们 500 强的实力与美国的

差距还是很大的。

在科技竞争上，美国优势明显，中

国追赶快速，然而差距明显，中国要追

赶一段时间。从这次世界 500 强企业来

看，美国的苹果排名位列科技公司第一。

美国微软与中国华为紧邻。目前，电商

与 AI 的繁荣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前沿科技

领域的劣势。

在 互 联 网 软 件 和 服 务、Fintech 等

行业中，中国的新兴企业数量还不到美

国的零头。生命健康领域中国的独角兽

数量也几乎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许多核

心科技仍旧被美国垄断，且中国估值最

高的健康领域独角兽还是家中美合资企

业——北京汇影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在产业势头上，美国大公司有 72 个

不同领域的企业选手，具多样性和均衡

性，中国只覆盖了 35 个行业，房地产业

势头强劲。中国有数量众多的金属制品

企业、工程建筑企业、汽车企业和房地

产企业，上榜美国企业在这些产业或者

没有，或者极少。

世界 500 强上榜房企均来自中国，

去年上升最快的是来自中国的房企碧桂

园。今年共有 5 家房地产公司上榜，其

中，碧桂园从 177 位提升到 147 位，位列

中国世界500 强九大亮点及与美国企业差距

■  作者   李锦 全球房地产行业第一。这是继 2017 年首

次登上《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之后，

碧桂园榜单排名连续四年提升。而在净

资产收益率（ROE）榜上，碧桂园也以

26.2% 的净资产收益率在房地产行业居

首，在上榜的 133 家中国企业中，位居

前列。碧桂园排名得以连续提升来源于

其营业收入的强势且稳定增长。统计显

示，从 2016 年到 2019 年，碧桂园的营

收从 1530.9 亿元增长至 4859.1 亿元，涨

幅达 217.4%；净利润从 136.6 亿元增长至

612 亿元，涨幅达 348%。对于碧桂园是

喜事，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则

显示出艰难来。

如果考虑到中国和美国上榜企业平

均雇用员工数量的差别，上述差距进一

步扩大。2019 年美国入榜企业平均雇用

员工 139,113 人，中国入榜企业平均雇用

员工 179,469 人。中国企业的员工人数是

美国的 1.29 倍。美国企业人均销售收入

56 万美元，中国企业人均销售收入只有

37 万美元；美国企业人均利润 4.3 万美元，

中国企业人均利润只有 1.95 万美元。中

国企业的人均销售收入和利润与美国企

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从产业结构看，中国仍然处在工业

化中期，上榜的多为传统行业，中国企

业产业结构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美国的产业结构是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

产业结构，而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在工

业化阶段。中美两国企业都集中在能源

矿业、商业贸易、银行、保险、航空与

防务等 5 个产业。从行业来看，中国的

上榜企业集中在资源垄断性行业及金融

部门，包括大家熟知的“三桶油”、五

矿集团、中国铁路、太平洋建设等，以

及国有四大银行。且多年来，挑起 500

强大梁的始终是国企，格局少有变化。

而美国除了早年由于大都会人寿、安泰

保险、花旗等企业在保险、银行等领域

就建立了优势之外，近 5 年来，电信、

计算机等高新科技行业进步也十分显著。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民生关注度上

不足。美国在保健、制药、食品等生命

健康领域优势显著，且还在持续加强。

比如，自 1989 年中国引进的乙肝疫苗就

来自于美国的默沙东公司，可降胆固醇、

血脂的“全球最畅销药”立普妥，以及

我们常吃的钙尔奇等保健品，则来自美

国的辉瑞制药。不仅如此，美国在信息

技术服务、半导体等前沿领域也在持续

发力，高通、英特尔等芯片垄断企业正

是美国制裁中兴、华为的底气所在，而

中国的半导体企业是来自台湾的台积电，

信息技术服务还有待实现突破。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是

曹植写的《君子行》里脍炙人口的两句

诗。这两句诗的意思也很直白，即，身

处利益之下，最好不要做容易引起别人

怀疑的事情。证券市场是利益猬集之地，

上市公司身处其间，也要心存谨慎，时

刻避免瓜田李下之嫌，这既是在市场中

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维系整

个市场体系健康运转的关键。

避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牢牢维系

相互间的信任关系。一方的举动，惹起

另一方（或几方）的疑心，这几乎是一

切信任关系被瓦解掉的肇始。相互间的

信任没有了，随后的变数就很多，许多

事情就不好办，许多风险就不可控。对此，

上市公司要有底线意识。

要维持住与投资者、中介、市场、

监管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一方面，上市

公司要力争在一切行动上避嫌，尽量避

免“瓜田纳履”“李下正冠”之事的发

生，不主动制造威胁双方信任关系的破

坏因子；另一方面，如果经营活动有可

能造成别人的误解，上市公司就一定要

尽可能地详细信披，别怕麻烦，身处瓜

田李下，鞋帽需要处理了，先扯着嗓子

四面吼几声，完事后，再四下嚷嚷几句，

如果能向着天边的云彩挥挥手，当然就

更好。

上市公司有心若此，被信任的基础

就一定很牢固；有了这层信任关系的加

持，即使有一天上市公司真的口渴难耐，

想摘个瓜果救一时之急，习惯性地大大

方方广而告之一下，估计问题也不大——

市场原本就有这样的功能。证券市场格

外看重信息披露的质量，根本原因正在

于此。相互间的充分信任，是维持这个

市场正常运转的源动力；只要信任在，

具体问题都好办。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尤其在注

册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不断

强化这个源动力就至关重要。不过，这

个道理虽然很浅显，但在现实中，还是

有上市公司或有心、或无意地试探这个

市场重要支柱的牢固性。在既往的实践

中，也确实有许多试探者因为各式各样

的小动作而获得或大或小的私利，市场

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似乎“自愈能力”

也格外强，这大约就给了一些上市公司

一种错觉——抓住机会偷偷摸个瓜果，

是不占白不占的大便宜。这确实是一种

错觉。尤其是在市场防范机制日渐完善

的当下，这种错觉就错得更离谱儿。

心存侥幸，是一些人的先天病。有

这种先天病的人，总会顽固地认为自己

是那个自外于历史规律、自外于制度规

范的幸运儿。于是，被抓住的“偷瓜贼”

再多，吓阻作用似乎也不大。对这种心

存贵恙者，市场各方恐怕就要时刻警惕，

只要见其腰欲弯、手欲抬，马上就大声

喝止、甚至远远甩过去一支“没羽箭”，

总被如此盯防，先天病要发作，估计就

不太容易，时间长了，或许就能除了病

根儿。

当然，一些上市公司的无心之失，

也确实存在，毕竟身边瓜果太多，举手

投足间也难免有所疏忽。对这种不小心

惹人误会的举动，市场各方一方面要综

合发力，继续强化预防、提醒的机制，

把这样的疏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尽

可能地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避免对市

场造成根本性的伤害；另一方面，对那

些记性格外不好、总有类似失误之举者，

恐怕也要在制度上制定一些有效的惩罚

措施。

从市场的现实情况看，相较有心“犯

病”，这种无心之失对市场中信任关系

的危害同样不小，这种无心之失多起来，

市场一样要出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

金发科技关于巨额口罩出口美国合同的

信息披露，前前后后、多多少少都是有

瑕疵的。否则，此事也不会引起市场的

巨大反响，合同终止的信息披露后，也

不会火速引来交易所的监管函。

从目前的一些舆论反应看，金发科

技巨额出口合同忽来忽去之事，显然已

经影响到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

关系，有投资者甚至由此联想到当年的

“杭萧钢构事件”，双方信任关系遭到

破坏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因

为这一点，这件事、这个不知避嫌的无

心之失，就对市场有了普遍的警示意义。

类似的事情，只有越早、越彻底地予以

解决，投资者、市场遭受的消极影响才

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引起更大

的危害。

（转自证券时报网）

上市公司要避瓜田李下之嫌

■  作者   木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