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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进展、差距和策略

＊

崔新健　欧阳慧敏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

的全球竞争力快速提升，正在迈入世界一流企业之列。本文基于现有文献梳理确定规模、效益、创

新、国际化和品牌５个维度，采用《财富》世界５００强和中国企业５００强两组样本，纵向比较分析显

示，近１０年中国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进展显著，尤其在规模、创新和品牌方面；横向比较分析表明，中
国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尚有差距，特别是规模以外的４个维度。面对未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遵循

企业成长基本规律，基于５个维度的递进关系，各个企业要抓住其关键维度，以提升全球竞争力为

主线，加快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步伐。

关键词：世界一流企业　全球竞争力　比较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明确了我国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的

目标。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企业群体中最优秀的企业，不仅在规模、利润方面发

展到一定程度，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还代表了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话语权和

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杨杜、欧阳东，２０１２）。世界一流企业是在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

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 界 一 致 性 认 可 的 企 业（黄 群 慧

等，２０１９）。世界一流企业影响着全球资本流动、产业布局以及贸易格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正在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这一进程离不开世界一流企业的支撑。因此，培育世界一流企

业既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大到强的关键所在。

一、世界一流企业的概念及其分析维度

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工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快速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

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更是迅

速提升，中国存在一批正在接近于世界一流企业的企业（黄群慧等，２０１７）。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

在成为强大的全球竞争对手，并在许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２０１７）。中国的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数量逐年增加，公司规模不断膨胀，表明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巨大提升，但在行业

分布、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有待调整和提高（葛顺奇、赵玉静，２０１０）。中国大公司技术效率增速最高，

Ｇ７各国大公司均出现相对技术进步，而中国大公司出现相对技术退步，中国大公司生产率结构不均

衡（张明等，２０１３）。大多数研究表明，尽管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我

国具备了创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和条件（董福贵等，２０１８）。

—８２—

＊ 崔新健、欧阳慧敏，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电子邮箱：ｘｉｎｊｉａｎｃｕｉ＠ｃｕｆｅ．ｅｄｕ．ｃｎ，ｍｉｎｎａ１２２７＠
１６３．ｃｏｍ。本文受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中 国 企 业 海 外 研 发 中 心 发 展 路 径 及 其 ＮＩＳ效 应”（７１５７３２９２）资 助。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



世界一流企业的概念是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学 术 界 对 此 界 定 尚 不 统 一。在 美 国《商 业 词 典》
中，“世界一流企业”被定义为能够成为其他企业的标准和标杆的企业。黄群慧等（２０１７）认为，在西

方管理学的语境里，“世界一流”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与应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议题。在学术研究中，与这一定义相接近的概念是“卓越企业”（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５）基于竞争优势的角度，认为能够对内部价值链进行调整和优化，并在市场

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就是卓越企业。李泊溪（２０１２）认为，世界一流企业是指在经济、社会与环境

等方面能够不断创新，被世界公认为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企业。“世界一流企业”具有始终关注全球

市场、持续追求卓越业绩、调动全球最佳才能、塑造优秀企业文化四大显著特征。总体而言，虽然“世

界一流企业”概念界定阐述不尽相同，但是基本包含“两个层面、一个范围”———“全球竞争力”和“世

界一流企业”两个层面，以及“某一行业或领域”一个范围，即世界一流企业是指在特定行业或领域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标杆企业。换言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并非一定属于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

企业一定具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通常隐含行业或领域范围内的比较或相对地位。具有全球

竞争力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开展世界一流企业的研究，对世界一流企业评判方法和标准不尽相同。一类

是从企业内部研究世界一流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对于探索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内在规律及其培育

方向意义重大。ＩＢＭ对全球１０００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世界一流企业具备渴求变革、让创新超乎

客户想象、全球整合、颠覆性的业务创新、社会责任等特征（李泊溪，２０１２）。黄群慧等（２０１７）通过案

例研究表明世界一流企业具备１１个管理特征。张文魁（２０１２）指 出 世 界 一 流 企 业 具 有 四 大 显 著 特

征。这些特征奠定了评判世界一流企业标准的基础，但是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清晰的量化指标。另

一类则是从企业外部比较分析世界一流企业竞争力指标。竞争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竞争力测

评是一个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对企业的竞争力状况进行绝对精确的计量

（金碚，２００３）。由此，不同研究采用的指标各不相同，金碚（２００３）提出由１６个指标组成的 企业竞争

力测评的基本指标体系。谢康（２００４）提出由“经济效率”核心评估指标与“经营管理”、“制度环境”、“资
本市场”和“跨国经营”４个关键评估指标所组成的企业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此外，还有综合考虑两大

类８大要素３７项指标构建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胡华夏、喻辉，２００５），由规模优势、行业分布、
经营效率、要素控制和跨国程度５个维度组成的指标体系（李珮璘，２０１５）。基于此，本文选择从规模、效
益、创新、国际化和品牌５个维度对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展开研究。

这５个维度丰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内涵，有助于共同揭示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内在规律。（１）
规模，是指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企业中的集中程度，反映企业总体竞争

能力（胡华夏、喻辉，２００５）。具备一定规模是企业拥有竞争力的体现（Ｓｔａｗａｓｚ，２０１９），是进入世界一

流企业行列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学原理阐明了规模经济的意义，随着规模的增加，长期平均成本不

断下降。规模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而且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规模的具体指标通常包括：
基于世界企业排行榜的企业数量和排名（王东等，２００６；胡树华、李荣，２００９）的比较；通过企业营业收

入总额、员工人数、资产总额（葛顺奇、赵玉静，２０１０）等数据的衡量，这些指标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反

映企业的规模特征，并具有国际范围可比性。麦肯锡①、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②等都将规

模纳入其评价体系。（２）效益，是指企业的生产总值与生产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单位资本与单位

利润之间的比较关系。效益 是 在 规 模 基 础 上 的 深 层 次 指 标，指 经 营 业 绩 的 总 体 增 长（Ｋａｓｉ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企业规模会带来规模经济，但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边际效益却会逐渐下降甚至趋向

零，乃至变成负值，引发规模不经济现象。因此，规模 经 济 追 求 的 是 能 获 取 最 佳 经 济 效 益 的 企 业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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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完善系统对标，推动管理转型，打造世 界 一 流 企 业》，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ｃｏｍ．ｃｎ／完 善 系 统 对 标

－推动管理转型－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央 企 业 做 强 做 优、培 育 具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世 界 一 流 企 业 要 素

指引〉的通知》，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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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效益维度分析可以确保规模扩大的实际价值。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薄

湘平、易银飞，２００７）、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２０１３）、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２０１７）都将企业效益作

为重要的评价维度，反映企业生产发展之根本。学者通常采用综合性的盈利能力指标，如净资产利

润率（葛顺奇、赵玉静，２０１０）、收入利润率（李珮璘，２０１５）等反映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投资报酬率和企

业销售收入与利润之间的关系；采用人均营业收入体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反映人力资本对企业竞

争力的重要影响（Ｋｕｃｈａｒ̌ｃíｋｏｖ＆ Ｍｉ̌ｃｉａｋ，２０１８）。（３）创新，是指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采用、吸收及利

用一种新的增值方式，更新和扩大产品、服务和市 场；发 展 新 的 生 产 方 法，以 及 建 立 新 的 管 理 制 度。

创新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Ｅｄ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从经济学视角考虑，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

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引入一种新产品、新的生

产方法、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来源和新的组织形式。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企业效益最为重要的源

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Ｗｕ，２００７；Ｐｅｔｅｒｓ　＆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２），创新使研发投

入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大市场和较高竞争力，从而增加市场份额（Ｐｉｒｅｓ，２０１２）。当然，企业效益是企

业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才能保证企业技术水平领先。学界通常采用知

识产权（Ｍａｒｋｏｖａ，２０１８）、专利数量（李珮璘，２０１５）等指标反映企业创新实力的产出成果。（４）国际

化，是指企业不断开拓和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折衷理论阐明，在世界不完全市场竞争中规模经济

使企业具备垄断优势，国际化经营不仅使企业获得盈利，而且会进一步强化企业竞争优势。技术领先

的创新优势是国际化的先决条件（Ｅｓｔｅｂａｎ－Ｊａｒｄｉｍ　＆Ｕｒｒａｃａ－Ｒｕｉｚ，２０１８）。国际化是企业塑造全球竞争

力的唯一途径，只有在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竞争，遵循全球运营规则和标准，实现国际化经营管理才有

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企业跨国指数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其市值的增加（Ｗａｌｄｒｏｎ，２００８）。学界通常采

用企业的海外 营 业 收 入 占 比、海 外 资 产 占 比、海 外 员 工 数 占 比 及 跨 国 指 数 等 衡 量 企 业 国 际 化 程 度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９）。（５）品牌，是指产品或服务的象征，乃是一个企业整体竞争力。品牌是一个主体在

受众心中的主观认知，是由消费者在多年的使用中所体验的感受积累而成，品牌价值是日积月累而构

筑的。品牌的意义在于企业的优势和影响，即创造和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Ｐａｕｌ　＆Ｉｕｌｉａｎａ，

２０１８），品牌具有区域性，世界一流企业都拥有世界级的品牌和影响力。国际化是企业创建全球品牌和

提升品牌价值的基础，直接决定企业品牌影响力的版图范围，全球品牌将会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企业的

国际化经营。学界通常采用品牌价值①（高玉婷，２０１６）、品牌影响力（金碚，２００３）进行评价，具体体现

在销售收入、潜在销售收入、品牌声誉、品牌声望和品牌市场价值等方面（Ｋｕｚｈｄａ　＆Ｖｏｖｋ，２０１６）。

由于中国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 业 处 于 不 同 水 平 和 阶 段，从５个 维 度 进 行 分

析，将有助于客观认识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整体状态。５个维度反映了世界一流企业的逐步发展

进程，始于规模增长、效益进阶、创新推动、国际化拓展、实现全球品牌，最终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本文采用《财富》世界５００强榜单和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的中国企业５００强榜单为样

本，分别代表世界一流企业和中国一流企业的整体水平，基于“具有全球竞争力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必

要条件”的研究逻辑，聚焦于两组样本５个维度的纵向和横向国际比较分析，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培育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进展和差距。

二、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进展

（一）企业规模增长显著

中国企业进入《财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数 量 从 零 起 步，增 加 迅 速，２０１９年 跃 居 世 界 第 一（图１）。
《财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是全球最具规模的大企业。《财富》杂志自１９９０年首次发布“全球工业企业

５００强排行榜”（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ｉｓｔ），１９９１年又推出了包含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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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５００强排行榜”（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ｉｓｔ），中国银行成为首家进入榜单的中国企

业。１９９５年，《财富》开始推出涵盖了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的世界５００强排行榜①。２０１９年世界

５００强的上榜企业共分布 在３５个 国 家 或 地 区，中 国 共 有１１６家 企 业 上 榜②，相 比２０１８年 增 加 了９
家，实现近５年最大增幅。中国上榜企业数量位居美国之后第二位，随后依次为日本（５２家）、法国

（３１家）、德国（２９家）、英国（１６家）和韩国（１６家）。
中国企业规模指标显示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

国５００强企业发展报告》，每年上榜的５００强企业通常被视为中国一流企业。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纵向

比较分析显示（图２），中国５００强企业整体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总额和员工人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其中，资产总额变化最为突出，从２０１０年的９１．２８万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２９９．１５万亿元，增长了

２２７．７３％；营业 收 入 总 额 从２０１０年 的２７．６４万 亿 元 增 长 到２０１９年 的７９．１０万 亿 元，增 长 了

１８６．１８％；员工人数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７０１．９５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３３５９．１１万人，增长了２４．３２％。中

国企业规模快速增长。同期规模指标横向比较分 析 表 明，世 界５００强 的 营 业 收 入 总 额 和 资 产 总 额

２０１０年分别约为中国５００强的５．７１倍和７．６７倍；２０１３年分别约为３．７４倍和５．０８倍；２０１６年分别

约为２．８９倍和３．３０倍；２０１９年则分别约为２．７３倍和２．９７倍，中国５００强与世界５００强之间的差

距不断缩小，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总额分别减少了２．９８倍和４．７０倍③。

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年《财富》世界５００强

中国上榜企业数量的变化

数据来源：《财富》世界５００强 排 行 榜（１９９５－

２０１９年历年排行榜）。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营业

收入总额、资产总额和员工人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发展报告》。图３～

　图６与此相同。

　　（二）企业效益指标表现不一

中国５００强企业人均营业收入增长显著，净资产利润率波动幅度较大，收入利润率有所降低。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中 国５００强 企 业 人 均 营 业 收 入 从１０２．３０万 元／人 增 长 到２３５．４８万 元／人（图３），增 长 了

１３０．１９％；净资产利润率从９．４５％增加到９．６５％，期间最高达到１２．４０％，最低为９．２０％，波动幅度高达

３．２０％；收入利润率从５．４４％下降到４．４７％，期间最高达到５．７４％，最低为４．２４％，整体有所降低。

中国５００强企业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相比，企业效益指标有所提高，但整体不够理想。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从高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变化到低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利润率分别高于世界５００强１．２９个和０．８３个百分点；到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分别低于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０．０２个和２．４８个百分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收入利润率呈现类似的情况，２０１０年高于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１．２８个百分点；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则分别低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０．７４个、０．７５个和

２．１３个百分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人均营业收入一直低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但是差距在逐步

缩小，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与世界５００强差距绝对值分别为１７２．２２万元／人、１２５．３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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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７３．５６万元／人和７６．５９万元／人，差距相对比分别为６２．７４％、４３．４８％、２８．２１％和２４．５４％，中国５００强

企业相对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人均营业收入高速提升，净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有所下降①。
（三）企业创新加速发展

中国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研发投入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

企业的研发投入连年增加，从３３７１．２５亿元增加到９７６５．４８亿元，增加了１８９．６７％（图４）；研发强度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也有所提升，从１．４０％波动上升到１．６０％。２０１９年，华为以１１０５．０９亿元高

居研发投入榜首，其后依次为阿里巴巴（３７４．３５亿元）、中石油（２７６．９８亿元）、航天科工（２４７．８６亿

元）、航空工业（２３６．８２亿 元）、腾 讯（２２９．３０亿 元）、中 国 移 动（２２０．１３亿 元）、浙 江 吉 利（２１０．３３亿

元）、百度（１５７．７２亿元）、上汽集团（１５３．８５亿元）；百度以１９．２５％位列研发强度榜首，其后依次为华

为（１５．３２％）、网 易（１１．６０％）、互 诚 信 息（１０．８４％）、阿 里 巴 巴（９．９３％）、航 天 科 工（９．８９％）、浪 潮

（９．５６％）、中国信息通信科技（９．３１％）、腾讯（７．３３％）、立讯（７．０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科技发

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报告显示，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②。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净资产

利润率、收入利润率和人均营业收入的变化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研发投入

和研发强度的变化

中国企业研发产 出 持 续 攀 升，中 国 专 利 和 发 明 专 利 数 量 迅 速 增 长，申 请 量 已 位 居 世 界 前 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 国５００强 企 业 专 利 从１６．９６万 件 上 升 到１１０．８０万 件（图５），年 均 增 长 率 高 达

５５．３３％；发明专利从５．２２万件上升到４０．５６万件，年均增长率高达６７．７０％；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比例

从３０．７６％上升到３６．６１％，专利质量稳步提高。２０１９年，华为以８７８０５件专利位列中国制造业５００强

榜首，其后依次为北京电子（６００００件）、美的（４６８３１件）、中石化（３８３０５件）、海尔（３６５３８件）、中国航空

（３０６６７件）、中国五矿（２７１８７件）、格力（２６４０６件）、航天科工（２３８９３件）和中车集团（２１２１９件）③。中国

出现一大批以华为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发布数据显

示，华为在２０１８年所递交的专利申请量高达５４０５件，总数量位居全球榜首④。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中国

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８年居世界首位⑤。此外，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项目数量不断攀

升，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０８３项上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９０５项，增长７５．９０％，国际领域话语权不断增强⑥。
（四）企业国际化跨越式成长

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纵向比较分析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跨国公司１００大企业

的跨国指数从１２．２４％上升到１５．９６％（图６）。跨国指数各个分指数都呈现增长，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海
外营业收入 占 比 从１７．３４％波 动 上 升 到２０．１７％，一 直 为 占 比 最 高 的 分 指 数；海 外 资 产 占 比 从

１４．７３％波动上升到１６．９６％；海外员工占比从４．６７％上升到１０．７４％，该分指数增长了１２９．９８％，
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６．２５％，是增长最快的分指数。海外员工占比表明，中国企业更加适应东道国经营

管理，本土化程度在提高，国际化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２３—

①

②

③

④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企业管

理出版社。

⑤陈旭：《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读创网，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３日。

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２０１９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发展报告》，企业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华为！２０１８年，专利申请数量世界第一》，搜狐网，２０１９年４月８日。



图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专利数、

　　发明专利数和发明专利占比的变化

图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跨国公司１００

　　大跨国指数的变化

中国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差距在缩小。跨国指数横向比较分析表明，２０１３年世界１００
强跨国公司是中国１００大跨国公司的４．３７倍。其中，海外资产占比、海外营业收入占比和海外员工

占比分别是４．１０倍、２．９２倍 和１１．５１倍；２０１６年 世 界１００强 跨 国 公 司 是 中 国１００大 跨 国 公 司 的

４．２４倍，海外资产占比、海外营业收入占比和海外员工占比分别是３．９８倍、３．２１倍和７．４４倍；２０１９
年世界１００强跨国公司是中国１００大跨国公司的３．６４倍，海外资产占比、海外营业收入占比和海外

员工占比分别是３．５２倍、２．９６倍和５．１１倍①。总体上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企业跨国公司指数及

其各个分指数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尤其是海外员工占比分指数最为显著。
（五）企业品牌建设初见成效

中国企业品牌建设成效具体体现在世界性品牌越来越多，同时品牌价值在不断升高。根据世界

品牌实验室（Ｗｏｒｌｄ　Ｂｒａｎｄ　Ｌａｂ）发布的“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统计表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５００强品牌总价值从４２６３４．５４亿元上升到２１８７１０．３３亿元；平均每个品牌的价值从８５．２７亿元上升

到４３７．４２亿元，品牌价值增加了４倍多；世界级品牌从２９个增加到５４个（图７），增长了８６．２１％。

品牌价值１０００亿元以上的品牌数量由４个上升到４７个，增长了近１１倍；１００亿元以下的品牌由４１９
个（占比８３．８０％）下降到１１４个（２２．８０％），减 少 了７２．７９％。品 牌 价 值 整 体 上 呈 现 不 断 上 台 阶 的

趋势。

图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品牌价值区间品牌数量占比和世界性品牌数量

数据来源：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３３—

崔新健 欧阳慧敏：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展、差距和策略

①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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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培育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进展呈现５个维度依次递进的规律。第一，企业规模历

经多年增长，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已不突出，企业规模效应逐步显现；第二，企业效益在规模推动

整体上有所改善，为加大创新力度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条 件；第 三，随 着 国 家 和 企 业 经 济 实 力 的 增

强，创新投入和产出短期内有了明显的增加，成为企业走向世界市场的源泉和动力；第四，中国从利

用外资“引进来”的内向国际化到对外投资“走出去”的外向国际化，短短４０多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国企业规模优势奠定了国际化的基础；第五，有的企业开始进入全球品牌建设，随着创新力度的加

大，企业品牌价值整体有所升高，特别是随着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品牌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加。
总体上讲，５个维度分析可以视为培育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５个阶段，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大多

数处于第一、第二阶段，少数企业或领域处于第三、第四阶段，领先的企业已开始第五阶段。５个阶

段具有一定的逻辑递进性，但是，以华为为代表的新兴领域的企业则有可能实现短期跨越式发展。

三、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

（一）企业规模需继续壮大

中国企业总体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的前列。《财富》世界５００强国别分析表明，中国上榜企业数量

仅次于美国，远远超过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上榜企业总营业收入、总资产和总员工人数指标都居于前

列（表１）。中国总营业收入与美国相差近１．６万亿美元，但领先于第三位的日本大约２倍多；中国总

资产位列第一，超过美国约４．５８万 亿 美 元；中 国 总 员 工 人 数 位 列 世 界 第 一，超 过 美 国 约３７３万 人。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总企业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与美国接近。

表１　２０１９年世界５００强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规模指标比较

企业数（家） 总营业收入（亿美元） 总资产（亿美元） 总员工人数（万人）

美国 １２１　 ９４０２４．８０　 ３１１６７６．２８　 １６８３．２７

中国 １１６　 ７８０４６．５５　 ３５７４５９．２９　 ２０５６．５８

日本 ５２　 ３１２９１．３０　 １５０１６１．５０　 ５７０．８７

法国 ３１　 １７６３８．４９　 １１０４０８．２６　 ４６６．１５

德国 ２９　 ２０４７５．９６　 ６０８８７．４１　 ５２８．９３

英国 １７　 １００１６．１３　 ６８０９４．４３　 ２２４．２１

　　数据来源：《财富》２０１９年世界５００强排行榜。表２～表３、图８～图１０与此相同。

中国企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存在明显的行业结构差异，不同行业企业总体规模差距各异。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主营业务类别进一步整合归类为４７个主营业务①，美国涉

及３９个主营业务，中国涉及２６个主营业务，中美共涉及４５个主营业务。从主营业务总营业收入来

看（图８），中美企业行业结构差异明显。美国一些高营业收入的主营业务，如综合商业、批发、保健、
食品店和杂货店、食品生产、计算机软件、航空、半导体电子元件等行业，中国企业没有上榜；中国一

些高营业收入的主营业务，如工程与建筑、金属产品、采矿原油生产、贸易、公用设施、房地产、船务等

行业，美国企业没有或极少上榜；中国营业收入在银行（商业储蓄）、车辆与零部件、网络通信设备、电
子电气设备、能源等行业明显超过美国；美国企业营业收入在计算机办公设备、保险、电信、互联网服

务和零售等行业明显超过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企业横向２７个行业对标表明②，中国企业营业收入

超过外国企业的有船务业、工程与建筑业、公用设施业、防务业、建材／玻璃、金属产品业、炼油业、人

寿与健康保险（股份）业、网络／通信设备业、银行（商业储蓄）业、邮件／包裹及货物包装运输业、制药

业１２个领域，而在其他领域低于外国领先企业。

—４３—

①

②

将世界５００强主营业务进一步归类，将“保健：保险和管理医保”“保健：医疗设施”合并为“保健”；将“财产与意

外保险（股份）”“财产与意外保险（互助）”“人寿与健康保险（股份）”“人寿与健 康 保 险（互 助）”合 并 为 保 险；将“批 发：

保健”“批发：电子、办公设备”“批发：食品”合并为批发。

参考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２０１９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发展报告》第七章内容。



图８　２０１９年世界５００强中美各主营业务总营业收入比较

中国企业平均规模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仍然存在距离。严格地讲，世界一流企业规模是指竞

争企业之间一对一的规模比较。各国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平均规模的比较分析表明（图９），中国企业平

均营业收入低于美国和德国，高于日本、英国和法国；中国企业平均总资产低于英国和法国，高于日

本、美国和德国；中国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低于德国，高于法国、美国、英国和日本。总体上，中国企业

规模有明显增长，与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规模指标各有所长。但是，若考虑行业结构对企业规模的影

响，则中国企业仍然存在差距，从中国５００强与世界５００强数据分析已表明，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总

额相差约２～３倍。

图９　２０１９年世界５００强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

（二）企业效益有待提高

中国企业效益与世界一流企业大部分指标仍有距离。２０１９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主要国家效益指

标比较显示（见表２），中国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仅高于日本和法国，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尤其与美国

差距较大；中国企业收入利润率高于日本、法国和德国，仅低于美国和英国；中国企业人均营业收入

仅略高于法国，低于其他几个国家，与美国和日本差距明显；中国企业杠杆倍数高于美国和德国，低

于法国、日本和英国。总体上看，中国企业效益指标落后于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人均营业收

入这一重要的竞争力指标更能反映存在的差距。

—５３—

崔新健 欧阳慧敏：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展、差距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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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９年世界５００强主要国家企业效益比较

净资产利润率（％） 收入利润率（％） 人均营业收入（万美元／人） 杠杆倍数

中国 ９．９３　 ５．２０　 ３７．９５　 ８．７４
美国 １５．１２　 ７．７７　 ５５．８６　 ６．４５
日本 ９．９０　 ５．１９　 ５４．８１　 ９．１６
法国 ８．１８　 ４．８１　 ３７．８４　 １０．６３
德国 １０．１９　 ４．３５　 ３８．７１　 ６．９７
英国 １０．３７　 ７．７５　 ４４．６７　 ９．１０

　　注：受限于数据，本文杠杆倍数指标计算公式为：总资产／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用于衡量负债风险情况。

中国金融企业效益指标大体上优于非金融企业，中国非金融企业存在的差距更大。对２０１９年世界

５００强的主要国家效益指标进一步分类比较分析显示（表３），中国金融企业净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

明显领先主要发达国家，人均营业收入则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杠杆倍数位于偏低位置。与此相反，中国

非金融企业净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营业收入领先于德国和法国，低
于日本、美国和英国；杠杆倍数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从主要国家整体情况看，非金融企业净资产利

润率明显高于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收入利润率低于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人均营业收入和杠杆倍数

明显低于金融企业。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非金融企业净资产利润率明显低于金融企业；两者

收入利润率差距悬殊；人均营业收入相差不多。虽然中国金融企业入榜仅有２０家，但是对于整体分析

和认识中国企业效益产生了模糊性。由此分类分析更为直接地揭示中国企业与主要发达国家企业效

益指标的差距，中国金融企业主要差距为人均营业收入，反映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中国非金融企业人

均营业收入则与发达国家较接近，说明劳动生产率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盈利能力差距明显。

表３　２０１９年世界５００强主要国家非金融企业效益比较

国家

非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

企业数
（家）

净资产

利润率（％）
收入

利润率（％）

人均营业

收入
（万美元／人）

杠杆倍数
企业数
（家）

净资产

利润率（％）
收入

利润率（％）

人均营业

收入
（万美元／人）

杠杆

倍数

中国 ９６　 ７．８０　 ２．７６　 ３７．０９　 ４．７６　 ２０　 １２．４１　 １４．７０　 ４１．７３　 １３．３７
美国 ９４　 １８．９３　 ６．８８　 ５１．９２　 ３．２１　 ２７　 ９．９５　 １１．６６　 ８３．７６　 １０．８７
日本 ４１　 １１．０２　 ５．１５　 ５２．３０　 ２．９７　 １１　 ７．０３　 ５．３３　 ６８．５６　 ２５．１１
法国 ２５　 ９．４８　 ４．４６　 ３２．４８　 ３．８２　 ６　 ６．２７　 ５．８４　 ７２．７５　 ２０．６５
德国 ２４　 １１．２８　 ４．３５　 ３４．８９　 ３．６４　 ５　 ６．６５　 ４．３３　 ９７．０１　 １７．８０
英国 １３　 １２．９１　 ６．３４　 ４４．０８　 ２．８８　 ４　 ７．５０　 １３．６５　 ４７．３５　 １６．１２

　　注：金融企业是指主营业务为财产与意外保险（股份）、财产与意外保险（互助）、多元化金融、人寿与健康保险（股

份）、人寿与健康保险（互助）、银行（商业储蓄）的企业。非金融企业是指除上述主营业务以外的企业。

中国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在传统行业，而战略新兴产业仍有较大差距。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盈利

能力普遍存在差距，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分析显示（图１０），中国企业在网络通信设备、
房地产、船务、建材玻璃、工程与建筑、工业机械、纺织、贸易等行业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企业则在

其所有上榜领域普遍具有明显优势，即便在中国总利润明显超过美国的商业储蓄业务上，也具有更

高的利润率。利润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竞争力，利润率指标说明中国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传统

行业，仍呈现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特征。在保健、食品和娱乐等与人类生活和健康密切

的行业里，以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企业为主。
（三）企业创新亟待加强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仍十分薄弱。从国家层面上讲，２０１８年中国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为２．１９％，低于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强度（２．５％以上）；中国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千亿元

大关，占研发经费比重为５．５％，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占比１５％～２０％）。研发整体水平仍然存在

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情况①。从企业整体情况看，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研 发 投 入 总 额９７６５．４８

—６３—

①《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创历史新高》，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再创历史新高》，新

华网，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图１０　２０１９年世界５００强中美各主营业务利润率比较

亿元（相当于１３９３．５７亿美元）①，而２０１８年１００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排名前３家公司研发投入就达

到６６７亿美元②。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研发强度为１．６０％，其中，研发投入强度超过１０％的企业

４家（占５００强０．８０％）；５％～１０％的企业１６家（占５００强３．２０％）；２％～５％的企业９５家（占５００
强１９．００％）；２％以下的企业３１１家③。

尽管近年来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华为等企业

进入世界前列，但是总体上尚难以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提并论。《２０１９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２０１８年１００强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排名，只有华为一家中国企业入围前２０强，以研发投入１５３亿美元排名第四位；美国９
家企业入围，亚马逊以研发投入２８８亿美元（研发强度１２．４％）位列榜首，字母表公司（Ａｌｐｈａｂｅｔ）研发投入

２１４亿美元（研发强度１５．７％）位居第二；韩国三星电子以１６５亿美元（研发强度７．５％）名列第三；德国４家

企业入围；日本有丰田和本田２家企业入围；瑞士２家企业入围；法国１家企业入围。进一步分析发展中

和转型经济体前１００强跨国公司研发投入强度排名，中国７家企业入围；韩国２家企业入围；印度１家

企业入围。中国企业只有华为研发强度超过１０％，其他６家企业研发强度超过５％④。无论从研发投

入总量还是研发强度上考察，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前列，但与发达国家企业还难以等量齐观。
（四）企业国际化刚刚起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实现了质的飞跃，２０１９年中国跨国公司１００大企业的跨国指数上升到

１５．９６％，有６家企业进入２０１８年１００强跨国公司榜单⑤。但是，无论从数量还是指标方面看，都远远滞后

于发达国家。中国企业数量处于世界５００强第二位，远远超过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世界跨国公司１００强榜

单显示（表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上榜企业数量均远超过中国。美国入榜企业数量占１９％，５个

发达国家上榜企业数量占６７％。从跨国指数及其分指标看，英国企业跨国指数高达８１．６４％，是中国企业

的近４倍；美国企业跨国指数是中国的２倍多。英国在各个分指标方面均处于领先，海外资产占比、海外

营业收入占比和海外员工占比分别是中国企业的２．７９倍、３．５２倍和７．１７倍，其他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中国。
（五）企业品牌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企业品牌进入世界品牌总数有限。世界品牌实验室对全球２万个知名品牌评价推出的《２０１８
世界品牌５００强》显示（表５），中国企业品牌上榜总数仅是美国的１／６，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日本，超过德

国；中国企业品牌年龄最低，大体上是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品牌年龄的１／２到１／３，说明中国企业在快速

追赶，且中国企业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从品牌行业分布看，美国品牌涉及４３个行业，传媒业品牌上榜

最多有２５个；中国、日本和德国均涉及１７个行业，中国能源业品牌上榜最多，有５个，日本和德国的汽车与

—７３—

崔新健 欧阳慧敏：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展、差距和策略

①

②

③⑤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２０１９年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发展报告》，企业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④联合国贸发会议：《２０１９年世界投资报告》，２０１９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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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业品牌上榜最多，分别有１０个和６个；法国奢侈品业品牌上榜最多，有８个；英国传媒、汽车与零件业

品牌上榜最多。发达国家品牌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中国则聚集于较为传统的能源业。

表４　世界跨国公司１００强主要国家国际化程度比较

企业数（家） 海外资产占比（％） 海外营业收入占比（％） 海外员工占比（％） 跨国指数

中国 ６　 ３１．３１　 ２１．８０　 １１．２５　 ２１．４５
美国 １９　 ４５．６２　 ４３．０４　 ４６．５０　 ４５．０６
日本 １０　 ６２．６５　 ４９．２７　 ５６．３８　 ５６．１０
法国 １３　 ５８．２５　 ７１．４２　 ６２．０３　 ６３．９０
德国 １１　 ５９．１０　 ７９．８０　 ５０．２３　 ６３．０４
英国 １４　 ８７．４９　 ７６．７３　 ８０．７１　 ８１．６４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２０１９年世界投资报告》。

表５　２０１８年世界品牌５００强主要国家上榜品牌排名分布

国家＼排名 １～５０名
５１～
１００名

１０１～
２００名

２０１～
３００名

３０１～
４００名

４０１～
５００名

上榜品牌

总数

品牌平均

年龄
主要行业

中国 ４　 ４　 ７　 ９　 １１　 ２　 ３７　 ５４ 能源

美国 ３２　 ２２　 ４３　 ４０　 ４６　 ４０　 ２２３　 ９２ 传媒

英国 １　 ５　 ７　 ７　 ５　 １７　 ４２　 １６３ 传媒、汽车与零件

法国 ２　 ４　 ８　 ７　 ７　 １５　 ４３　 １１８ 奢侈品

日本 １　 ３　 ６　 １１　 １０　 ８　 ３９　 ９４ 汽车与零件

德国 ５　 ３　 ８　 ４　 ３　 ３　 ２６　 １０５ 汽车与零件

　　数据来源：世界品牌实验室《２０１８年世界品牌５００强》。

中国企业品牌价值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发布

的２０１８年全球最佳品牌１００强显示（表６），中国仅有华为一个品牌上榜，以品牌价值７５７８百万美元

位列第６８位；美国苹果品牌价值以２１４４８０百万美元位居榜首，有７个品牌位列前１０，有４９个品牌

上榜，占据排行榜的半壁江山，上榜品牌平均价值高达２７１４６．２７百万美元。５个主要发达国家上榜

品牌数量占比达到８０％，品 牌 价 值 高 达１７７４６．２６亿 美 元，占 比 高 达８８．０６％。韩 国 有３个 品 牌 上

榜，平均品牌价值为２６７８３．３３百万美元；墨西哥有１个品牌上榜，以品牌价值５５１７．００百万美元位

列第８５位，其他均为欧洲发达国家。

表６　２０１８年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１００强）主要国家上榜品牌排名分布

国家 １～１０名 １１～２０名 ２１～４０名 ４１～６０名 ６１～８０名 ８１～１００名 上榜品牌总数 平均品牌价值（百万美元）

中国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７５７８．００
美国 ７　 ７　 １０　 ７　 １０　 ８　 ４９　 ２７１４６．２７
英国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４　 ５２９８．７５
法国 ０　 １　 ２　 ３　 １　 ２　 ９　 １２６５２．５６
日本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８　 １５５２４．７５
德国 １　 １　 １　 ６　 １　 ０　 １０　 １８５１９．３０

　　数据来源：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发布的《２０１８年全球最佳品牌１００强》。

四、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策略

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有了显著进展，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

换的关键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迅速崛起，使世界版图发展更加全面均衡，国际体系

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促使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

系正发生深刻重塑；中国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与共建一带一路相辅相成，助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步伐。
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阐明，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存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基本逻辑。与此同理，本文比较分析表明，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长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规模、效益、创新、国际化和品牌５个维度

—８３—



综合表征世界一流企业的特征或标准，５个维度存在规律性递进关系，而非并列的关系。基于企业

理论分析，企业没有规模难以持续提高效益；企业没有效益无法坚持创新投入；企业没有创新难以具

备国际化优势；企业没有国际化无法实现世界范围的品牌影响力。华为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这一递进

关系。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各维度差距依次递增从侧面验证了这一递进规律。因此，规模、效

益、创新、国际化和品牌５个维度实现的难度不断递增；５个维度实现所需要的时间逐步倍增；前一个

维度是后面维度实现的基础或前提条件；５个维度相互促进提高、梯度上升、周期循环发展。总体上

讲，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从做大到做强，符合基本规律，中国企业要根据自身优势和

所处阶段，突出重点、依次发力、循序渐进地提高企业全球竞争力。
政府需要在环境和政策方面突出重点，加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力度。（１）在规模

方面，政府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导向，加快推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重点是企业

规模成长顺应未来发展方向。（２）在效益方面，政府要以公平竞争为目标，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持续改

善营商环境，重点是企业实现降本增效。（３）在创新方面，政府要以科技发展趋势为引领，增加科技基础研

究的投入，建设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要素的功能，重点是企业创新获得市场价值。
（４）在国际化方面，政府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构建和谐的双边、多边国际投资体系，制定适合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撑体系，重点是企业国际化的成效。（５）在品牌方面，政府要以文化传承发展为方向，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品牌建设各类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企业品牌效应积累放大。

企业需要与世界一流企业对标找出差距，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实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的发展战略。（１）在规模方面，企业要以市场资源配置为基础，面向未来制定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战略，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逐步逼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重点是发挥规模经济提高

运营效率。（２）在效益方面，企业要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不断推进技术进步转型升级，持续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重点是促进企业效益指标全面提升。（３）在创新方面，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驱动，建设完

善企业开放创新体系，聚焦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重点是挖掘原始创新开

拓市场的动力。（４）在国际化方面，企业要以全球化经营为目标，强化国际化人才队伍和组织建设，
有计划学习积累企业国际化经验，提高企业跨国经营的适应能力，加强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控体

系，重点是脚踏实地加快全球合规经营的步伐。（５）在品牌方面，企业要以百年精品意识为方向，强

基固本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创新先导增强核心产品的附加值，与时俱进塑造品牌形象和

文化内涵，重点是实现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市场拓展。总之，政府和企业要遵循企业成长基本规

律，以５个维度为重点进行对标，抓住关键维度，不断推进世界一流企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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