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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8/2021_2022__E2_80_9C50

0_E5_BC_BA_E2_c123_288279.htm 日前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

“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评选情况。在此之前，美国权威财

经杂志《财富》和《商业周刊》也公布了其2004年全球企业

排行榜。这三份排行榜，显现了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间

的巨大差距。我们要迎头赶上，需要改革体制、明晰产权，

需要活化机制、强化管理，需要增加投入、提高装备水平，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打破惯性思维，在一些关键问题

上澄清认识，更新观念。如： 大≠强 企业之大，在于资产、

规模、营业额或销售收入以及市场占有率等；企业之强，在

于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运转效率等。对企业来说，大不

等于强。在中国，企业做大容易做强难。今年上榜中国500强

企业中，18家是亏损企业，合计亏损额高达67亿元。此外，

还有100家企业利润水平较过去大幅缩水，利润降幅最高

达609.41%.应该说，按照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评价标准，上榜企

业都足够大，但市场竞争力、盈利水平等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所以有人建议，应把名称改为“500大”。对此，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的陈清泰也表示，不能普遍地认为大就是强，以

浮躁心态勉强地把资产业务拼凑捆绑在一起，最终还可能因

图虚名而落实祸。 效益≠效率 效益通常是算投入与产出的减

法，效率则是比较复杂的除法，如劳动生产率、人均盈利水

平等，是相对值。很多人错误地把高效益与高效率划等号，

认为高效益必然来自高效率。其实不然，如我国500强排名靠

前的绝大多数是垄断行业企业，这些企业效益普遍很好，绝



对数值相当惊人，但这种高效益并非来自高效率，如果没有

国家不计成本的高投入，没有国家长期扶持的政策，没有国

家千方百计给予它们的优惠待遇和特殊“关照”，甚至没有

消费者的牺牲腔峄竦媚敲捶岷竦穆⒍侠舐穑拷崧鄄谎宰悦

鳌?/P> 先进≠创新 国内标志性企业上汽集团首次进入全球500

强，让人振奋也让人忧虑。假如没有合资企业巨大的销售额

，没有别克、大众等其他国家品牌带来的高附加值，上汽凭

什么入围全球500强？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的专家说，

自己没有品牌，也没有多少技术，更没有创新力，即使能生

产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也难算一个完全自主的企业，上汽

集团进入全球500强是“形式大于内容”。是啊，创新是企业

灵魂，先进产品的生产者，并不一定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国

内一些企业不就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和“能力弱

依赖越依赖越弱”的双重怪圈吗？曾在世界500强风光无限的

韩国大宇，也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而垮掉的。如此惨痛的教

训，值得深思和警惕。 长期≠永恒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就

开始关注国内企业排行情况，十多年过去了，一些垄断企业

年复一年地占据国内企业综合实力等各类排行榜的前列，这

些垄断企业能一直领先下去吗？美国兰德公司曾花20年时间

跟踪了500家世界大公司，发现百年不衰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那就是始终坚持着共同的价值观：即人的价值高于物

的价值，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

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反观国内，这些价值观不正是众多

垄断企业的软肋吗？没有这些价值观，那些具备先天优势的

垄断企业，一旦失去了国家庇护，还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吗

？ 一些人，一些地方，一些企业，把这些不等号变成了等号



，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因素在作怪，也折射出相关制度上的弊

端。或贪大求洋，或急功近利，或急于求成，这些虽能满足

一时之快，却难铸造百年强企。这些不等式，是中国企业成

长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做大做强做久必须逾越

的高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