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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度民营上市企业绩效排名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

九十年代后，民营经济一路高歌猛进，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尤其是 2005 年初发布的“非公经济 36 条”，更是明确了非公企业前进的方向，

成为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 

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末期的 2000 年，我国内资民营经济在

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约为 42.8%，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比重约为

12.6%，二者之和约占 GDP 的 55%。到“十五”末期的 2005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比重约为 49.7%，外商和港澳台比重约为 15%－16%，两者相加约占 65%左

右。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 2000 年的为 65%左右

增加到 2005 年的 75%以上。同时民营经济税收总量已经超过国有经济，不少地

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 60%。
1
全国工商联《2005 年度中国民

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更是预测到“十一五”末期，民营经济占全国 GDP 比重将

达到 3/4 以上。 

 2005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非公经济 36 条”实行的第一年，

对民营企业而言充满了机遇和挑战。民营企业在 2005 年的表现究竟如何？我们

将通过考察民营上市企业的绩效来找到答案。如果将上市民营企业作为整体民营

经济的代表，它们的发展状况正反映了我国目前民营企业的现状和前景。 

 

界定民营上市企业的标准 

 

 此次评比我们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界定民营上市企业的标准，即非国有上市

公司就可以被视为民营上市企业。而我们以往的标准是第一大股东为产权清晰的

民营企业（或自然人）。 

标准的改变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跨所有制企业，因此新的定义也更加适应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本次“民营

                                                        
 
1 以上数据引自文汇报 2005 年 12 月 26 日 《民营企业何时进入世界 5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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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企业”10 强中，南钢股份、海南航空都属于跨所有制企业。而像携程这样

的企业，由于风险投资的参与以及后期在资本市场上的流通，第一大股东并不是

初始的创始人，但若据此将携程排除出民营企业则显得与理不合。我们认为不同

所有制之间的融合已是趋势，只要企业不是国有控股，其行为必然有强烈的“民

营”色彩。 

其次，此次的界定标准与国际上对“国有”和“民营”的划分是一致的。从

国际的普遍标准看，除绝对国有的企业外，其他所有非国有 （non-state-owned）

的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范畴（private sector）。因此，所有非国有和非集体所有的

农村和城镇经济实体，主要包括私营企业、私人股东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甚至包

括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资企业），都属于民营企业。 

根据这一标准，我们确认 2005 年在国内和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民营企业共

有 568 家，其中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231 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有 175 家，在香港特区联交所上市的有 143 家，在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共 19 家。 

上市民营企业上市地点分布 

上市地点 我国上海 我国深圳 香港特区 美国 总计 

数量 231 175 143 19 568 

比重 40.67％ 30.81％ 25.18％ 3.35％ 100％ 

 

从行业分布看，上市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共 330 家占整体的 58％；

信息技术和房地产业位于第二和第三位，分别位 75 家和 38 家。而在“电力、煤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金融、保险业”这样的进入门槛较高的行业中，也

出现了民营企业的身影。 

 

上市民营企业行业分布 

证监会行业分类 民营上市企业数 比重（％） 

制造业 330 58.1 

信息技术业 75 13.2 

房地产业 38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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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 35 6.16 

批发和零售贸易 29 5.11 

农、林、牧、渔业 15 2.64 

建筑业 10 1.76 

社会服务业 9 1.58 

采掘业 7 1.23 

交通运输、仓储业 7 1.23 

传播与文化产业 6 1.06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 0.88 

金融、保险业 2 0.35 

 

 

对这 568 家上市民营企业样本，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考察企业的绩效，并在

此基础上作出排名。这五个方面分别如下。 

第一，营业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反映了企业的规模，也反映了企业对总体经

济的参与和贡献。营收也是世界最权威的《财富》杂志全球企业排名的依据。因

此，我们本次上市民营企业百强主要是以营业收入为依据。 

第二，净资产收益率。我们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 

第三，营业收入增长，是企业 2005 年营业收入较 2004 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营收增长率反映了企业的成长性，是估计企业价值的重要依据。 

第四，社会贡献2：企业在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做出贡献，其中

主要的贡献就是解决就业和上缴税费。我们用企业工资支出和上缴税收之和来衡

量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第五，市场价值3。反映了上市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也反应了投资者对

于企业价值的判断。 

 

 

 
                                                        
2 海外上市企业由于缺少数据，未参加本项排名。 
3 市值根据 2005 年 4 月 28 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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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民营上市企业绩效概况 

 

2005 年 568 家民营上市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约为 6660 亿元人民币，平均营

业收入总额约为 12 亿人民币。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 24.9%。而全部民

营上市企业产生的净利润为 266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为 0.474 亿人

民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6.41％。在社会贡献方面，民营上市企业工资与税收

支出的总额4为 525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工资与税收支出为 1.29 亿元人民

币；民营上市企业的市值总额5为 1.01 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的市值为 18.4

亿元人民币。 

 

 总额 平均 

营业收入（亿元人民币） 6,660 12 

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 24.9% 

净利润（亿元人民币） 266 0.474 

净资产收益率（%） － 6.41％ 

工资与税收支出（亿元人民币） 525 1.29 

市值（亿元人民币） 10,100 18.4 

 

民营上市企业与 A 股国有上市企业绩效的对比 

 

我们进一步将民营上市企业的绩效与 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的绩效做一个对

比。除了民营上市企业外，2005 年沪深股市中其他上市公司共 955 家，基本上

为国有（包括地方政府、地方国资委、国有法人等）控股企业。这些上市企业一

共创造了约 3.58 万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平均每家企业约 37.4 亿元，而民营

上市企业的营业收入平均为 12 亿人民币。这表明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平均经济规

模要小于国有企业。在营业收入增长方面，国有上市企业平均增长率为 19.7%，

低于民营上市企业 24.9％的平均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民营企业的勃勃生

机；在盈利能力方面，国有上市企业总共创造利润为 1570 亿人民币，平均每家

                                                        
4缺少数据，此项统计不包含海外上市民营企业。 
5此项统计不包含在新加坡上市的民营企业。 



 5

企业为 1.65 亿人民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 9.02％，略高于民营企业平均水平。 

2004 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工资与税收支出为 4220 亿元，而在国内上市的民

营企业支出量为 525 亿。由于民营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因此我们使用工资和税收

总额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单位产值中对社会的贡献。民营企业平均为 7.88%,

而国有上市公司平均为 11.8％。 

 

 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 民营上市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亿元人民币） 35,800 6,660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人民币） 37.4 12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19.7% 24.9%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2％ 6.41％ 

工资与税收总额（亿元人民币） 4220 525 

工资与税收/营业收入 11.8％ 7.88% 

 

海外上市与民营企业 

 

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来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在海

外上市的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加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现象。2004 年在香港上

市的民营企业为 119 家，而 2005 年已经增长到 143 家；而在美国上市的民营企

业则从 2004 年的 11 家增加到 19 家，增幅巨大。比之从 2003 年到 2004 年的增

长，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在 2005 年的增长更为强劲。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无锡

尚德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开创了民营企业上市

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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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海外上

市民营企业 

2004 年海外上

市民营企业 

2005 年海外上市民营企

业 

中国香港 100 119 143 

美国 5 11 19 

总计 105 130 162 

 

出现这个现象很好地反映民营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的努力。企业在海外国际

证券市场中上市，不仅可以为企业筹集所需资金，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

为企业开拓国内和海外市场提供很多便利。海外上市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一个重

要选择，而且海外上市民营企业在上市民营企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我们对海

外上市民营企业与我国内地上市民营企业之间进行了一些比较。 

我们在表格中对比了内地上市民营企业和海外上市民营企业的绩效。由于在

海外上市企业的有些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我们只能比较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

和净资产收益率等几个方面。2004 年内地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4410 亿

元，平均每家企业 10.9 亿元， 而海外上市民营企业营收总额为 2250 亿元，平

均每家 14.5 亿元；在营收增长上，内地上市民营企业平均为 12％， 而海外上

市民营企业平均则高达 58％；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海外上市民营企业为 15.3%， 

而内地上市民营企业为 4.3%。可以看出，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在成长性和盈利

能力方面远远超过了内地民营上市企业。 

 

 内地上市民营企业 海外上市民营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亿元人民币） 4410 2250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人民币） 10.9 14.5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12％ 58％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 15.5％ 

 

为什么海外上市民营企业的绩效会好于内地上市的民营企业？可能的原因

有四个。 

首先，选择到海外上市说明民营企业对自己的实力和未来的成长有信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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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这些企业的进取精神； 

其次，海外上市有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为企业开拓国内和海外市场提供很

多便利；  

第三，海外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市场压力都高于内地证券市场，这就促使这些

企业专心于提高自身经营能力，培养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注重为投资者带来更多

回报。 

第四，国内上市民营企业的外部监管比较薄弱，公司治理又较不健全，因此

在完成了上市融资的目的后，没有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甚至使用一些操控手法

转移公司资源，造成企业绩效不佳，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小结与启示 

 

从现状和发展趋势看，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而且其重要性会越来越显著。同时市场对民营企业也是非常欢迎的，普遍认

为民营企业会有良好的走势。 

民营上市企业在 2005 年的整体表现比较好，但是也存在着诸如海外上市的

民营企业的绩效大大优于内地上市的民营企业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现

象中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一，上市为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但同时也使得企业必须承

担起对投资者的责任，为投资者带来回报。因此把自身经营管理搞好，提升核心

竞争力才是民营企业立身的根本。 

其次，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至关重要。良好的市场环境能够促使民营企业专

心于自身发展，并使得优秀企业被发现和认可，较差的企业被淘汰。这样才能保

障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有所作为。例如证券市场监管机

构可以通过改善证券市场环境，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来保证民营上市

企业的健康成长，并鼓励优秀的民营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为企业和投资者

带来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