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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财富》世界 500 强

看中资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

 《财富》发布 2020 年“世界 500 强”榜单，中国上榜

企业数量位居榜首。中国上榜企业呈现经营状况改善、

区域分布集中、行业结构均衡、国企占据主力地位等特

点，但仍然面临“大而不强”与合规风险的挑战。“内

循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迈向科技创新转型升级

之路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

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

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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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0 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 2020 年“世界 500 强”榜单，

对 2019 年度全球企业按营业收入进行排名，中国共有 133 家公司上榜，超过美

国（121 家），位居榜首。本文拟就该榜单的主要特征，以及中资企业的机遇与

挑战进行分析。

一、“世界 500 强”的总体情况

（一）业绩整体稳健

1.营收创新高。2019 年，世界 500 强的营业总收入达到 33.3 万亿美元，同

比增长 2%，创下历史新高，接近中美两国 2019 年 GDP 之和。

2.利润略下降。上榜企业利润总和达 2.06 万亿美元，平均销售收益率为

6.2%，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1.3%，三项指标略低于上一年度
1
。

3.门槛有提高。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门槛（营业收入）从 2018 年的 248

亿美元提高到 254 亿美元。

（二）中美两国上榜企业过半

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数量达到 124 家，数量连续 17 年增长，并首

次超过美国（121 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 133 家公司上榜。中美两

国上榜企业合计数量过半，领先优势明显。日本以 53 家企业入榜位居第三，法

国、德国、英国、韩国、瑞士、加拿大、荷兰分居四到十位。

1 2019 年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利润总和 2.15 万亿美元，平均净销售收益率为 6.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2.1%。



2020.8.28 第 32 期

3

图 1 2020《财富》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数量排前十位的国家

（三）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上榜企业涉及 56 个行业，主要集中在银行（50 家）、车辆与零部件（34 家）、

炼油（29 家）、人寿与保险健康（26 家）、采矿与原油生产（23 家）等行业，前

十大行业上榜企业总数为 251 家，略超半数，集中度较高。其中，保险类企业

上升明显，排名跃升最快的前十家企业中有六家是保险行业公司，前二十家企

业中有十家是保险行业公司；而排名下降较多的企业中，则以公用设施、炼油、

能源、采矿、车辆与零部件等传统行业为主。

图 2 2020《财富》世界 500 强行业榜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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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上榜企业的主要特点

（一）经营状况有改善

中国大陆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平均利润分别达到 669 亿美元和 35.6 亿美元，

较上年有所提升，平均销售收益率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上年相比持平。平均

营业收入和平均净资产两项指标达到世界 500 强的平均水平。

（二）区域分布集中

北京央企总部集中，以 55 家占据榜首，占总数的 44%，2 至 4 位为广东（14）、

上海（9）、香港（9）。京津冀数量最多（57 家），粤港澳大湾区（21 家）次之、

长三角（20 家）紧随其后。在我国 2019 年 GDP 万亿俱乐部
2
中，重庆、成都、

天津、宁波、无锡、长沙尚没有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

图 3 2020《财富》世界 500 强中国上榜企业所在地排行

2 2019 年我国总共有 17 座城市 GDP 总量超过一万亿元，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重庆

市、天津市、苏州市、成都市、武汉市、杭州市、南京市、青岛市、无锡市、长沙市、宁波市、郑州市和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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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结构趋于均衡，互联网发展迅猛

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数量前五的行业是采矿和原油生产、金属产品、贸易、

银行/商业储蓄、工程与建筑。今年上榜企业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新上榜企业

中更是涌现出深投控、广西投资等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企业和上海医药、盛

虹集团等生物医药、新材料制造等新兴产业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新经济的

互联网产业，中国上榜企业（4家）超过了美国（3家），分别是京东（102，上

升 37 位）、阿里巴巴（132，上升 50 位）、腾讯（197，上升 40 位）和小米（422，

上升 46 位）。

（四）国企尤其是央企仍是上榜主力军

上榜的中国企业中，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为 48 家，与上

一年度持平；地方国资委出资企业 32 家，较上年增加 4家；财政部门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企业有 12 家（包括福建财政厅出资的兴业银行），数量没有变化。上

榜国企数量合计为 92 家。

表 1 《财富》世界 500 强中国上榜企业入围央企的数量（2011-2020）

年份 入围央企数量 入围中国企业数量

2011 年 38 家 69 家

2012 年 43 家 79 家

2013 年 44 家 95 家

2014 年 47 家 100 家

2015 年 47 家 106 家

2016 年 50 家 110 家

2017 年 48 家 115 家

2018 年 48 家 120 家

2019 年 48 家 129 家

2020 年 48 家 13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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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中国企业提供新机遇。近年来

中国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的数量不断增加，与中国的庞大内需以及国内市场规

模增速较快息息相关。拥有庞大市场规模优势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

要依托。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有利于缓解疫情冲击、发挥内需潜力、促进内需

升级和供给能力提升，帮助企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化升级将大大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依托强

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我国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排名大幅提高。数字化、智

能化更是成为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海螺水泥（排名 367，上升 74 位）

与上游供应商建立数字化连接，有效压降采购管理成本；碧桂园（排名 147，上

升 30 位）围绕地产主业加码机器人产业打造绿色建筑及周边初具雏形。可以预

见，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将促进传统产业智

慧升级。

（二）挑战

一是中国企业仍然“大而不强”。中国企业盈利能力较低，尤其是与美国相

比，差距更加明显。上榜中国企业的利润、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

数均只有美国企业的一半，甚至略低于世界 500 强的平均水平
3
。中国企业大而

不强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而华为芯片断供事件则反映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任

重道远。

二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合规风险挑战。近年来，国际标准下的合规范畴已

经由最初的反腐败，逐渐扩展到贸易合规、反洗钱、反垄断、数据保护、知识

产权、公平雇佣、质量、环保等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面临的合规

3 如果剔除银行业（中国 10 家上榜，美国 8家上榜），中国大陆上榜的 114 家非银企业平均利润只有近 22

亿美元，较中国企业总体平均数下滑 38.2%，而美国非银企业平均利润则高达 63 亿美元，约为中国企业的

3倍，较美国总体平均数仅降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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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进行客观评估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四、对策建议

（一）政策建议

一是鼓励改革创新。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技术难题等薄弱环节加

快形成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提

升企业竞争力。

二是紧抓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空间，不断深化政策交流和建设合作。

三是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不仅要重视国内人才的挖掘，也要积极引进境

外优秀人才。要大力实施高端人才集聚计划，引进一批支撑跨越发展的领军人

才和创业团队，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水平。

四是企业要认真梳理合规义务和合规要求，建立合规风险清单，对合规风

险进行有序管理。

（二）我行建议

一要关注上榜企业业务机会，密切跟踪行业龙头，把握“总对总”战略合

作机遇。从加大核心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优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提

升产业链金融服务科技水平等多个角度，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二要分析榜单变化趋势，挖掘潜力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提供投贷联

动、产业链金融、资本市场对接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加大对科技中小型企业的

支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三要强化跨国经营企业风险及合规管理。一方面，优化风险评级模型，提

高系统风险甄别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境外机构合规风险管理和风险自查排查，

实施主动、前瞻的合规资源配置计划。同时，加强境外机构负责人、合规官及

重要岗位人员管理，提升信息科技系统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