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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国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态势 

2008 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凡的一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及出口需求下滑影响，中国经

济增长速度在下半年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即使在这样非常不利的环境下，中国私营企业仍

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为中国经济抵御危机、保持平稳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毋庸置疑，

民营经济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供的数据，2008 年中国私营企业数量保持强劲增长的态

势。2008 年年底全国实有私营企业 657.42 万户（含分支机构，下同），比上年底增加 54.37

万户，增长 9.02%。实有注册资本 11.74 万亿元，比上年底增长 25.02%。其次，全国个体

工商户数量也有了大幅增长。截至 2008 年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 2917.33 万户，比上年

底增加 175.80 万户，增长 6.41%；实有资金数额 9005.97 亿元，比上年底增加 1655.18 亿

元，增长 22.52%。 

2008 年中国民营企业的销售额、利润、税收大幅度增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

显示，2008 年全国个体私营私营经济销售总额 9.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7%；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4.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3%。在利润、税收方面，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

营经济发展报告（2007~2008）》显示，截至 2008 年 11 月，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近 5495 亿元，同比增长 36.6%，高于全国 31.71 个百分点；完成税收总额

5454.61 亿元，同比增长 25%，高于全国 5.7 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8 年年底全国个体私营实有就业人数

为 1.37 亿人，比上年底增加 0.09 亿人，增长 7.3%，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18%，比上年底

的比重提高了约两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实有从业人员最多，为 8968.9 万人，比上年底增长

8.94%，占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数的 65.56%；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4477.27 万人，增长

3.96%，占 32.73%。 

2008 年民营经济部门投资高速增长，其中个私经济投资增长尤为强劲。《中国民营经

                                                        
1 本报告采用的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万德（WIND）公司数据库及万德公司专门为我们采集的数据，对此我

们深表感谢。宋渊洋为本报告提供了优秀的研究助理工作，对此我们表示感谢。当然，报告中可能存在的

错误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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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报告（2007~2008）》表明，2008 年 1-5 月，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投资额

23268.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3%，高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5.7 个百分点；个体私

营经济投资完成 7917.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4%。报告还显示，中国民营投资地区分

布趋于合理，向中西部转移步伐加快。 

在进出口方面，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2008 年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5400.2 亿美元，增

长 27.3%，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17.8%）将近 10 个百分点，占当年进出口总值的

21.1%。其中，出口 3807 亿美元，增长 27.9%，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 10.7 个百分点；进口

1593.2 亿美元，增长 25.7%。 

在科技创新方面，民营企业也有突出表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

2007 年大中型民营工业企业投入的 R&D 经费高达 1106.92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31.59%，

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经费投入总额的 52.40%。其中，民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达

到 27484 件，比上年增长 41.31%，占申请总数比例高达 76.19%，拥有发明专利数达到

29375 件，比上年增长 46.89%，占拥有发明专利总数的 67.29%。 

民营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贡献突出。据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统计，截至 2007 年 6 月，

民营企业向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累计捐赠财物金额为 1180 亿元。2007 年 1-6 月由民营

企业参加的光彩事业累计投资项目达 16244 个，同比增加 815 个；累计到位资金 1337.8 亿

元，同比增长 90.8 亿元；累计安置就业人员 492.9 万人，同比增加 13.1 万人；累计帮助脱

贫 787.6 万人，同比增加 17.8 万人。另外，来自《南方日报》的报道表明，汶川地震 800

亿元的捐赠中 60%来自民营企业。 

上述数据充分表明，民营部门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更加显著

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保持平稳发展的重要力量。下面我们将进一步

从企业层面分析民营部门的表现。我们分析的目标是中国的民营上市企业，它们的经营状

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的现状与前景。 

 

界定民营上市企业 

首先，本报告把所有非国有的农村和城镇经济实体，主要包括私营企业、集体所有企

业、私人股东或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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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界定为民营企业。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把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界定为经营活动主要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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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境内的所有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根据这一标准，本报告确认 2008 年在国内和香港、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的民营企业共有    

家，其中在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506 家，在香港特区联交所上市的有    176

家，在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共 82 家2。 

 

表 1  上市民营企业上市地点分布 
上市地点 我国内地 

（上海和深圳证交所）

香港特区 美国 
（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 

总计 

数量 506 176 82 764 
比重 66.23％ 23.04％ 10.73％ 100％ 

 

本报告将从五个方面来考察这些民营上市企业的绩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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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反映企业的规模，也反映了企业对总体经济的参与和

贡献。营收是世界最权威的《财富》杂志全球企业排名的依据性指标。我们本次民营上市

企业百强也以营业收入作为排名依据。 

第二，总资产收益率。该指标被用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 

第三，营业收入增长4，企业 2005 年到 2008 年三年的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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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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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是解决就业和上缴税费。本报告用企业工资支出总额和上缴税收额之和来衡量企业的社

会贡献。 

第五，市场价值。本报告用各家民营上市企业在 2009 年 5 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29

日）收市市值为该指标赋值。这个指标反映了各家民营上市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地位，也

可以视为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总体评价。 

 

                                                        
2 本年度排名工作没有计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根据统计数据，

2007 年底，中国民营企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16 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139 家。由于

这些民营上市企业的实力较其他几个市场的民营上市企业要弱，不计入这些企业对排名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3 鉴于 ST 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我们的样本剔除了 80 家 A 股 ST 企业。并且由于有些企业缺少部分相关数

据，计算各个指标时的企业数会相应有所变动。 
4 由于只有 18 家在美国上市的民营上市企业 2005 年营业收入数据，因此缺乏该数据的其他在美上市民营

企业没有参与该项排名。 
5 海外上市企业由于缺少数据，未参加本项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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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民营上市企业绩效 

2008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民营上市企业成长速度减慢，但降幅不大。2008 年，民营

上市企业总营业收入达到 16580.58 亿元，平均营业收入为 20.27 亿元，与 2007 年相比均有

一定增长。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 36.06%，与 2007 年相比下降了 8.3 个百分点。从

净利润来看，净利润总额为 1265.65 亿元，平均净利润为 1.54 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

7.54%，均有所下降。在社会贡献方面，与 2007 年相比有一定增长。2008 年，民营上市企

业工资与税收支出总额为 963.10 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工资与税收支出额为 1.65 亿元，高于

2007 年 830.89 亿元、1.43 亿元。根据 2009 年 5 月 29 日的收盘价，民营上市企业的总市值

为 34776.15 亿元，平均市值为 46.93 亿元（见表 1）。 

表 2  民营上市企业 2008 年绩效 

 2007 年 2008 年 

 平均 总额 平均 总额 

营业收入（亿元） 17.08 14330.48 20.27 16580.58 

营业收入增长率 44.36% — 36.06% — 

净利润（亿元） 1.99 1669.47 1.54 1265.65 

净资产收益率 14.20% — 7.54% — 

市值（亿元） 53.52 38160.63 46.93 34776.15 

工资与税收支出（亿元） 1.43 830.89 1.65 963.10 

注：工资与税收支出一项不包括香港、美国上市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数据缺乏。 

 

民营上市企业与 A 股国有上市企业绩效的对比 

我们将民营上市企业与 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进行对比。从规模来看，我国民营上市企

业还远小于非民营上市企业。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101.85 亿元，而民

营上市企业平均数仅为 20.70 亿元；非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净利润为 7.96 亿元，而民营上

市企业平均净利润为 1.57 亿元；非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市值为 187.90 亿元，而民营上市企

业平均市值为 48.60 亿元。 

虽然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但在增长率和盈利能力方面却超过了国有企业。从营业收入

增长率来看，2008 年民营上市企业的增长率高达 46.72%，高于非民营上市企业的增长率

17.74%。从平均总资产收益率来看，民营上市企业为 4.12%，而同期非民营上市企业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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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民营同样高于非民营，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 8.38%，非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数为 6.28%。 

2008 年，非民营上市企业的工资与税收总支出为 7150.45 亿元，而国内上市的民营上

市企业支出量为 1012.13 亿元，平均而言每个非民营上市企业支出的工资与税收为 7.59 亿

元，每个民营上市企业支出的工资与税收为 1.82 亿元。非民营上市企业的工资与税收无论

是总量还是平均数均明显高于民营上市企业。由于非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大，为排除企

业数量、规模的影响，使比较结果更准确，我们进一步使用工资与税收总额与营业收入之

比来衡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民营上市企业和国有上市企业的“工资与税收/营业收入”分

别为 13.79%、6.19%，从支付比例来看民营上市企业明显高于国有上市企业（见表 2）。 

表 3  民营与 A 股非民营企业 2008 年绩效比较 

  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 民营上市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亿元） 103379.52 16973.92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 101.85 20.70 
营业收入增长率 17.74% 46.72% 
净利润总额（亿元） 8110.41 1292.93 
平均净利润（亿元） 7.96 1.57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2.62% 4.12%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8% 8.38% 
总市值（09 年 5 月 29 日）（万亿元） 19.15 3.61 
平均市值（09 年 5 月 29 日）（亿元） 187.90 48.60 
税收与工资总额（亿元） 7150.45 1012.13 
平均税收与工资（亿元） 7.59 1.82 
工资与税收/营业收入 6.19% 13.79% 

注：涉及工资与税收的项目不包括香港、美国上市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数据缺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民营上市企业规模不及非民营上市企业，但盈利能力却

好于非民营上市企业。下面我们进一步通过杜邦三项分解来分析民营企业的优势来自于哪

些方面，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可以看出，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 4.34%，高

于非民营上市企业(4.15%)，而在平均销售周转率等方面略低于非民营上市企业。这说明民

营上市企业在运营能力方面超过了非民营上市企业。由于非民营上市企业能更好地运用债

务融资，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财务杠杆低于非民营上市企业。如果民营企业能加快销售周

转率，则其盈利能力会进一步提高（见表 3）。 

表 4   杜邦三项分解对比 

 A 股非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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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销售收益率（净利润/销售收入） 4.15% 4.34% 

平均销售周转率（销售收入/总资产） 74.56% 69.24% 

平均财务杠杆（总资产/净资产） 2.70 2.09 

 

海外上市与内地上市比较 

我们进一步比较海外上市民企和内地上市民企的绩效。首先，从规模来看，海外上市

的民企高于内地上市民企。从营业收入总额来看，海外上市民企为 7222.14 亿元，内地上

市民企为 9331.64 亿元，这与内地上市民企数量更多有关系。从平均营业收入来看，海外

上市民企为 30.47 亿元，远高于内地上市民企的 16.40 亿元。从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来看，

海外上市民企也远高于内地上市民企，分别为 51.25%，23.46%（见表 4）。以上分析表

明，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的民企更倾向于选择海外上市，而海外上市反过来又对这些企业

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海外上市民企是中国民营部门中的佼佼

者，也是其他民营企业的发展标杆。 

表 4  海外上市与内地上市民企 2008 绩效比较 

  海外 内地 

营业收入总额（亿元） 7222.14 9331.64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 30.47 16.40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51.25% 23.46%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4.35% 4.37% 

 

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 

比较 2008 年和 2007 年的经营业绩可以发现，尽管 2008 年民营上市企业和 A 股非民营

上市企业的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增长的势头有所放缓，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

营业收入增长率 2008 年较 2007 年下降了 8.3 个百分点，降幅为 18.61％；同期 A 股非民营

上市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了 11.52 个百分点，降幅为 39.72％。与 2007 年相

比，2008 年民营上市企业和 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的的平均净利润都出现了下降，分别下降

了 4.85％和 13.47％，而 2007 年两者的平均净利润分别增长了和 30.95％和 173％。显然，

从数据上看，民营上市企业和 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的盈利状况都受到了外部环境恶化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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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紧缩的不利影响，不过，在减少这一负面影响方面前者较后者的成效更为明显。 

2008 年海外上市民企和内地上市民企的平均营业收入相比于 2007 年尽管都继续维持

增长，但是，在增长速度方面，海外上市民企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还提高了 5.95 个百分

点，而内地上市民企则下降了 12.04 个百分点。不过，从资产收益情况来看，2008 年两者

都出现了下滑，但是海外上市民企的下降幅度较内地上市民企要更大。这说明，尽管前者

录得了更多的平均营收，但是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收益水平。 

 

小结 

2008 年，尽管受到了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整体上仍然

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从营业收入来看，大部分民营上市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不

过，这些企业的平均盈利能力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并没有提高。 

和往年的情况类似，尽管民营上市企业的营业规模仍然与 A 股非民营上市企业存在一

定差距，但是前者的盈利能力却要更好，如果民营上市企业能够进一步改善财务杠杆和销

售周转率，则其盈利能力还能比后者表现更好。另外，在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相比于内地

上市的民营企业总体上有更好的绩效表现。此外，我们发现，在减少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方面，民营上市企业相比于 A 股非民营企业有更好的表现。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民

营企业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成长和改革的深入，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必

将越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