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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振發展信心實現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2018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峰會近日在遼寧瀋陽舉辦。此次峰會由全國工商聯、遼寧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市場監管總局、中國民生銀行支持。會上，全國

工商聯揭曉了「2018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系列榜單，並發佈《中國民營

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在會

上指出，中國民營企業正走在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上，民營企業500強要率

先踐行新發展理念，率先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自主創新上贏得重大突破，

率先在質量品牌升級、要素效率提升上實現重大進展。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縱觀歷年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企業入
圍門檻年年攀升、資產規模快速擴

張、利潤水平穩步增長、社會貢獻持續加
大。在民營企業轉型升級中發揮了引領、帶
動和示範作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了廣
泛影響，已經成為中國民營企業實現高質量
發展的排頭兵，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經濟
發展壯大的顯著標誌，也已成為世界觀察中
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風向標。高雲龍指出，中
國民營企業500強是中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
的集大成者。

中國經濟穩中向好趨勢沒有改變
高雲龍說，全國工商聯自1998年開始連

續20年開展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自2011
年開始連續8年發佈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
單，對民營企業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提高核
心競爭力起到了良好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
上記錄了中國民營企業從小到大、從弱到
強、從國內到國際的輝煌奮鬥歷程，展示了
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可替代
作用，反映了民營經濟在黨和政府堅強領導

下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
他強調，當前，國民經濟總體平穩、穩中

向好的發展態勢沒有變，中國經濟韌性好、
潛力足、迴旋空間大的總體優勢沒有變，黨
中央國務院支持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形勢沒有
變。這些都為民營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
有力保障和廣闊空間。
他指出，民營企業500強要率先在節能降

耗、集約發展上取得重大成效，率先在參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打贏三大攻堅戰中作出
重大貢獻，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堅定發展
信心，保持戰略定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貿易摩擦多為知識產權糾紛
《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顯

示，2017年民營企業500強有38家企業遭
遇國際貿易摩擦，比2016年減少4家，知識
產權糾紛仍是民營企業500強遭遇最多的貿
易摩擦類型，達到103起，創七年來新高，
較2016年增加22起。
與此同時，2017年民營企業500強應對國

際貿易摩擦和糾紛的方式更為積極主動，特
別是採取起訴方式的企業數量更出現大幅增
長，比上年增加16家。
調研結果顯示，2017年，民營企業500強
在處理貿易摩擦時，依靠專業機構應對貿易
摩擦的企業有113家，比上年增加8家，專
業機構和政府已成為民營企業500強在國際
貿易摩擦中選擇的主要外部依靠力量。同
時，依靠商會和聯合同行共同應對的企業數

量也大幅增多。

呈東部優中部快西北穩發展態勢
《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顯

示，民營企業500強區域分化有所緩解，呈
現「東部優、中部快、西北穩」的發展態
勢，東部主導、中部崛起、差距縮小。從省
市分佈看，2017年民營企業500強分佈於中
國內地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浙江、江蘇仍為民營企業500
強主要集中地。上海、重慶、湖南和內蒙古
等地入圍企業數量均有所增加，民營企業
500強仍主要集中於東部沿海省份。2017
年，各級政府鼓勵企業參與鄉村振興及精準
扶貧，參與鄉村振興的企業數量明顯增多。
農村脫貧項目投資是民營企業500強參加鄉
村振興戰略的最廣泛方式。山東省參與鄉村
振興戰略的企業數量目前全國領先。

觀 點

中國企業應在
強基礎上做大

■■20182018中國民營企業中國民營企業500500強發佈會現場強發佈會現場。。

「2018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系列榜單瀋陽發佈

民企踏高質量發展新程
急需在核心領域贏突破

徐樂江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
商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
製造業大國，但大而不強的特徵還很明
顯。世界500強榜單中國入圍企業120
家，僅次於美國126家，但「中」字
頭、金融類、資源類企業居多，企業銷
售收益率和淨資產收益率都遠低於美
國。大，是中國很多企業家的情結。大
固然好，但今天的中國企業應該在強的
基礎上追求做大。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的資產盈利能力呈回升態勢，但在勞動
生產率、資產淨利率、淨資產收益率等
方面離大而強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企業要想固本強基、枝繁葉茂，必須

做到主業強。主業就是初心，也是企業
的根基所在。但有的企業卻把轉型簡單
等同於「轉行」，輕易拋棄主業、忘卻
初心，盲目多元化、跨行業擴張，最終
給企業埋下「地雷」。只要專心、專
注、專一，耐得住寂寞，就能夠找到成
功優化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最終「守得雲開見月明」。要強技術。
技術是制約創新驅動、新舊動能轉換的
關鍵因素。增強實力、邁向產業中高端
關鍵要靠核心技術。2017年，500強企
業申請國內外專利242,013項，較上一
年增長15.93%，研發人員佔比在10%
以上的企業達到189家，湧現出了一批
以華為為代表的在關鍵領域掌握核心技
術的高科技企業。但總體來看，製造業
自主創新力弱、核心技術短缺的局面尚
未根本改變。要在前瞻性科研領域加大
投入，在技術人才培養方面創新激勵，
以高質量發展身姿在世界市場上與全球
企業同台競技。

促進PPP條例
落實「負面清單」

推動高質發展
需注入新動能

關注新興市場
引領消費風向

瞄准「民生短板」
發揮民企作用

李東生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TCL
集團董事長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民營經濟從
無到有，從小到大，在市場化改革中發
展，在全球化進程中壯大，現在我國經
濟進入到強調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也
是民營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過去十年
來，民營經濟以年均30%的增長速度，
吸收了全社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就業人
員，生產了全國商品市場75%的新產
品，創造了65%的發明創新，對GDP
增長的貢獻率在60%左右，民營經濟已
經成為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活力和動力的
基本保障。
身處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新時代，民營

企業需要尋找和轉換新的發展動能，推
動轉型升級，才能適應新的競爭環境，
在白熱化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我建議
民營企業從以下四個方面推動變革創
新，拓展新業務，培育新動能，形成更
強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實現更高質量的
發展。第一，走向產業鏈高端，拓展新
的價值空間。第二，掌握核心技術是企
業立身之本。第三，以海外產業佈局應
對全球貿易風險。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
企業走出國門，但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
的跨國公司還很少。因此，要培育更多
在全球產業鏈中處於優勢地位，掌握話
語權的國際化企業。第四，創新商業模
式，激發增長新動力。民營企業必須不
斷探索組織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對於
傳統製造業企業來說，製造工業與互聯
網思維可以互補，通過和互聯網企業加
強合作，能夠打通從硬件產品端到服務
應用端的價值鏈條，形成軟硬件一體化
的優勢互補格局。

賈康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
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民營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中應「堅定不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強起來」新時代，需得到更
多、更好的支持，納入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和「四個全面」、「新兩步走」總體
部署。要推進「加快編纂民法典」的法
制建設工作，為「全面依法治國」夯實
微觀產權保護的法律基礎：這一工作的
歷史、現實意義十分重大，堪與「拿破
侖法典」相提並論。要克服困難與阻礙
因素，落實「糾正侵犯創業產權的錯案
冤案」。一個錯案的糾正，其正面效應
可能勝過一打「紅頭文件」。
加強部門協調加快推出PPP（政府與

社會資本合作）條例，在法制化軌道上
鼓勵和規範PPP的大發展。按「負面清
單」原則，各地具體落實企業創業創新
環境。對企業家和民企不求全責備，積
極引導向前看。
落實中央文件關於「可以技術和科研

成果入股」的規則，鼓勵民企招攬科技
人才奮發有為地銳意創新。結合配套改
革實質性地減稅減負，包括大量稅外負
擔、隱性負擔、時間成本的負擔。落實
和動態優化鼓勵研發、發展「戰略性新
興產業」的稅收、補貼和產業基金方面
的政策支持措施。積極鼓勵、引導「混
合所有制」改革，在股份制框架下大力
發展「資本社會化」機制和共贏機制。
鼓勵民營企業依託於自身特點和相對優
勢發展特色智庫和教育、培訓機構，以
及職業教育、前校後廠的產業集群。以
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支持鼓勵民營企業
「走出去」。

溫顯來 全國政協委員、博能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很高興這次可以成功入圍中國民營企
業500強，這是對博能集團過去發展的
肯定。其次也深感不容易，入圍500強
的門檻越來越高，競爭非常激烈，機會
和挑戰並存。同時，作為一名在改革開
放旗幟下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家，我也
非常欣慰地看到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
地位不斷上升，民營企業的發展也越來
越好。
改革開放釋放了巨大的市場紅利，讓

民營企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正是因為民
營企業的高速發展，促進了整個國民經
濟的飛速發展。在此過程中，民營企業
一步步做大做強，民營企業家和企業員
工素質也越來越高。目前，博能集團已
經全面轉型升級到新能源、數據科技等
領域，下一階段將繼續穩健行遠，緊跟
市場趨勢，走高質量、高速度、高效益
有機結合的發展之路。
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中，民營企業除貢

獻就業、稅收和GDP之外，還應更加
靈敏地反應市場變化，從而使資源配置
更加優化，應更多思考人們對美好生活
的追求如何轉變成產品和服務，引領需
求和發展；還應奉獻更多的愛心去關注
弱勢群體，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當下民營企業發展還面臨影響小、錢

難找、政策擾等問題，人才儲備、技術
儲備的不足也是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重
要原因。面對這些挑戰，民營企業要做
大做強，良好的營商環境，政策支持和
引導非常必要，同時還必須選對路，找
對人，提升核心競爭力，跟上節奏，獲
得資本青睞。

湯亮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奧盛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

民營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生力
軍，國務院最新的統計數據也表明，
民營企業肩負着中國國民經濟的半壁
江山。只有切實幫助民營企業解決發
展中的各種困難，充分釋放民營企業
的發展活力，民營企業才能補好短
板、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發展
不平衡，導致國民經濟領域存在不少
「短板」。無論是高科技領域還是民
生領域，許多「短板」對中國經濟持
續發展具有極大的制約性。中央這次
下決心補短板，就是希望通過強有力
的補短板措施，倒逼企業進一步轉型
升級，全面增強企業科技創新能力，
孕育出新動能，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
力。對於民營企業來講，這是一個巨
大的挑戰，也是一個極好的發展機
遇。
解決「民生短板」，是全面振興內需

市場，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高品
質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中國經濟最大
的內在發展動力，就是中國每個老百姓
都有過上美好生活的迫切願望，所以全
世界都看好中國市場，認為它是當今世
界上最具消費增長潛力的市場。「補
好」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短板」，是新
一輪「補短板」的核心任務之一。
民生領域的「補短板」，民營企業則

是完全可以大有作為的「主角」。民營
企業家要有為國分憂的意識，深刻地領
會並緊跟中央的戰略部署，把握好這一
輪「補短板」帶來的發展契機，找準企
業短板，增強創新力，發展新動能，努
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