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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国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态势 

2010 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态势良好。作为中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活力，中国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更加举

足轻重的作用，为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数据，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840 万户，

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 74%。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投资规模

上，2010 年底，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 12 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 34.5%，

且在金融等国有资本长期占垄断地位的行业以及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规模显著增大。从税

收贡献来看，2010 年全年，个体私营企业缴纳税收总额超过 1.1 万亿元，过去五年年均增

速达 22.2%，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 2.0 和 12.7 个百分点。创造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

成为中国吸纳扩大社会就业的主渠道。2010 年底，中国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1.8 亿，较 2005 年底增加 6000 万人，相当于年均增加 1200 万人，年均增速超过 9%。对

外贸易方面，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10 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 7505.4 亿美

元，增长 47%，比当年全国进出口增速高出 12.3 个百分点，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主

体。 

2010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

“新 36 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明确指

出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

附加条件。和 2005 年出台的“36 条”相比，“新 36 条”政策进步明显，但由于根源上

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未解除，人们对“新 36 条”是否能落到实处还存有疑虑。但是，无论

如何，这一新政策的出台，都为民营经济进入重要行业和领域提供了契机。民营经济应当

努力借政策之力打开新局面，全方位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1本报告中样本企业的财务数据和市值数据由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 资讯）提供。数据处理和和分

析报告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完成。 



民营上市企业，作为诸多民营企业中规模较大、经营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在 2010

年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下面我们将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从企业层面分

析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以便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和前景有更详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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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所有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区分上市公司是否民营企业的一个重

要的依据就是看是否存在国有控股或国有法人控股，实际控制人不是国家或国有法人，我

们就将其归类为民营企业。其中有些控股股东是法人的企业比较容易产生误会，主要是由

于法人的属性比较复杂或容易引起误会。第一类是产权明晰，但常被误以为是国有企业的

企业，比如青岛海尔。其控股股东海尔集团是一家产权非常明确的集体所有企业，只是由

于规模庞大，常被误认为是国有企业。其次是一些村、镇所有的企业，比如南山铝业，它

们的控股股东是南山集团，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南山村委会。第三类是产权结构比较复

杂，但最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的企业，比如南钢股份。南钢股份控股股东是南京南钢

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京钢联尽管有国有股份，但实际上复星集团通过多重持股持有南京

钢联 60%的股份，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是南钢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基于以上对民营企业的界定，本报告对部分企业的性质判断可能会与外界认识有所出

入。有些外界可能认为是民营企业的，本报告以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的性质判断，并未

归入民营企业。比如联想集团，其控股股东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而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

股份结构中，国有性质的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36%，高于联

想控股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35%的持股比例和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的持股比

例。还有些外界通常不归入民营企业的公司，在本报告中纳入了民营企业的范围。比如中

国平安，该公司没有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但第一及第二大股东分别为汇丰控

股有限公司的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汇丰保险及汇丰银行，合计所持股份约占总股本的

16.13%，而国有法人持股，即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控股的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所持股份，仅占总股本的 6.3% 



根据这一标准，本报告确认 2010年在国内和香港、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的民营企业共

有 1502家2，其中在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1075 家，在香港特区联交所上

市的有 285 家，在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共 142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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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斯达克和纽约证交所） 

总计 

数量  1075  285  142  1502 

比重  71.57%  18.97%  9.45%  99.99%4 

 

本报告将从五个方面来考察这些民营上市企业的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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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运营能力。相比于净资产收益

率，总资产收益率消除了财务杠杆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因而可以更容易比较民营企业和非

民营企业在资产运营方面的效率。 

第三，营业收入增长，即企业 2007 年到 20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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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成长性，

对于非经常项目损益超过非经常项目前利润的公司，以及长期停牌的公司，我们予以了剔

除。 

                                                            

2 鉴于 ST 企业的非可持续发展状态，本报告没有将 ST 企业纳入样本。 
3 本报告没有将在除香港联交所、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外的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

纳入排行榜，因为这些民营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并且规模相对较小，基本都无法进入百强。根据以往的分析，不

将这些企业纳入排名不会对整个排名产生重大影响。 
4 由于数据四舍五入原因，比重总计未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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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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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民营上市企业绩效 

2010 年，样本中民营上市企业总营业收入达到 37220.94 亿元，平均营业收入为 25.37

亿元，比 2009 年分别增长了 73.65%和 11.13%。从 2007 年到 2010 年，样本民营上市企业

的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1.46%，较 2009 年 13.04%的营收增长率有很大增长。该指

标在继 2008 年小幅下挫和 2009 年大幅下滑后，终于有了大幅回升，这一方面因为经济形

势的好转，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年样本和以往相比，出现了更多高成长性创业板上市公司。

从净利润来看，由于样本中民营上市企业数量增加，样本民营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总额大幅

增加，达到 3910.80 亿元，但是平均净利润为 2.66 亿元，和 2009 年 2.54 亿元的平均净利

润相比，增加幅度不足 5%。简单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52%，与 2009 年相比也基本持

平。在社会贡献方面，  2010 年 A 股民营上市企业工资与税收支出总额为 2405.54 亿元，

平均每家企业工资与税收支出额为 2.24 亿元，与 2009 年 1444.89 亿元的工资与税收支出

总额、2.17 亿元的平均工资与税收支出额相比，略有增长。根据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收盘

价，民营上市企业的总市值为 99959.63 亿元，平均市值为 66.64 亿元（见表 2）。 

 

表 2  民营上市企业 2010 年绩效 

  2010年  2009年 

  平均 总额 平均 总额 

                                                            

5 香港和海外上市企业由于缺少数据，未参加本项排名。 



营业收入（亿元） 25.37  37220.94  22.83 21434.94 

营业收入增长率 21.46%   —  13.04% — 

净利润（亿元） 2.66  3910.80  2.54 2383.45 

简单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  8.18% — 

市值（亿元）
6
 66.64  99959.63  122.36 102296.74 

工资与税收支出（亿元） 2.24  2405.54  2.17 14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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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将民营上市企业与 A 股国有上市企业进行对比。从规模来看，我国民营上

市企业还远小于国有上市企业。A 股国有上市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147.02亿元，而民

营上市企业平均数仅为 25.37亿元，仅为国有上市企业的 17%；国有上市企业的平均净利

润为 14.04 亿元，而民营上市企业平均净利润为 2.66 亿元，不足国有上市企业的 1/5。国

有上市企业的平均市值为 190.01亿元，而民营上市企业平均市值为 66.64亿元。 

在盈利能力方面，2010 年民营上市企业和国有上市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基本相当，

分别为 14.11%和 14.77%，但民营上市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却是国有上市企业的两倍多。

这说明企业民营上市企业的财务杠杆远远小于国有上市企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营企业

比国有企业更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事实。 

2010年，国有上市企业的工资与税收总支出为 20777.38亿元，而同期民营上市企业

支出量为 2405.47 亿元，平均而言每个国有上市企业支出的工资与税收为 20.04亿元，每

个民营上市企业支出的工资与税收仅为 2.24 亿元。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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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有企业数量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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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今年排行榜中的市值引用的是 2011 年 6 月 30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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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13.63%（见表 3），这说明去除规模的影响，民营上市企业所做的社会贡献仍

落后于国有上市企业。 

 

表 3  民营与 A 股国有上市企业 2010 年绩效比较 

 A 股国有上市企业 民营上市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亿元） 152458.21 37220.94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 147.02 25.37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18.88% 21.46% 

净利润总额（亿元） 14560.42 3910.80 

平均净利润（亿元） 14.04 2.66 

加权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1.83% 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7% 14.11% 

市值总额（2011年 6月 30日）（亿元） 197040.69 99959.63 

平均市值（2011年 6月 30日）（亿元） 190.01 66.64 

工资和税收总额（亿元） 20777.38 2405.47 

平均工资和税收（亿元） 20.04 2.24 

工资和税收/营业总收入 13.63%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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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进一步通过杜邦三项分解来分析和对比民营上市企业和 A 股国有企业。可以

看出，民营上市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 10.77%，略高于国有上市企业的 9.55%，而在平

均销售周转率等方面，民营上市企业明显优于国有上市企业，这说明民营上市企业在运营

能力方面超过了国有上市企业。由于国有上市企业能更好地运用债务融资，民营上市企业

的平均财务杠杆远远低于国有上市企业（见表 4）。 

表 4   杜邦三项分解对比 



  A 股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平均销售收益率（净利润/销售收入） 9.55% 10.77% 

平均销售周转率（销售收入/总资产） 19.11% 34.05% 

平均财务杠杆（总资产/净资产） 8.09 3.88 

 

海外上市与内地上市民企比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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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上市民企的平均营业收入为 38.35 亿元，远高于内地上市

民企的 21.45 亿元，这反映出海外上市对于企业规模有更高的要求。海外上市民企营业收

入总额为 15148.85亿元，内地上市民企为 23033.25亿元，这主要是由于内地上市民企数

量更多造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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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20.42%（见表 5），但差距比去年有所缩小。从盈利能力来看，内地民营上市

企业也逊色于海外民营企业。2010 年内地民营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

分别为 3.15%和 12.80%，低于同期海外民营企业的 4.04%和 16.01%。 

表 5  海外上市与内地上市民企 2010 年绩效比较 

   海外上市公司  内地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总额（亿元）  15148.85 23033.25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  38.35 21.45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25.65% 20.42% 

加权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4.40% 3.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1% 12.80% 

                                                            

7 这里海外主要是指香港和美国资本市场。 



 

A 股创业板民企与主板和中小板民企比较 

      今年样本的一个显著变化是 A 股创业板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多，去年样本中为 52

家，今年新增 172家，达到 224家。由于作为新生力量的创业板民企从数量上已不容忽

视，下面将 A 股创业板民企与主板和中小板民企的绩效进行对比（见表 6），以获得对创

业板民企更深的了解。A 股创业板企业虽然在规模上还比较小，但是表现出了很高的成长

性，这从他们接近 40%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可见一斑。在盈利方面，创业板民企和主板

和中小板民企的加权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分别是 7.48%和 3.01%，说明创业板民企的运营能

力也远高于主板和中小板民企。但由于创业板民企规模小，更难以获得银行信贷的青睐，

所以其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远低于主板和中小板民企。在社会贡献方面，虽然创业板民

企的平均工资和税收较低，但是去除规模因素的影响，其工资和税收与营业总收入的比例

高于主板和中小板民企。 

表 6   A 股创业板与主板和中小企业板 2010 绩效比较 

 创业板民企 主板和中小板民企 

营业收入总额（亿元） 890.91  22142.33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 3.98  26.02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39.84%  19.84% 

净利润总额（亿元） 150.63  1928.80 

平均净利润（亿元） 0.67  2.27 

加权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7.48%  3.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3%  13.19% 

市值总额（2011年 6月 30日）（亿元） 6924.73 59963.23 

平均市值（2011年 6月 30日）（亿元） 30.91  70.11 

工资和税收总额（亿元） 121.69  2283.78 

平均工资和税收（亿元） 0.54 2.68 

工资和税收/营业总收入 13.66%  10.31% 
 



小结 

2010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整体上保持了平稳、甚至加速发展的态势。从营业收入来

看，民营上市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上市企业盈利水平的增长

却落后于营业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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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国有上市企业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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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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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创业板民企表现出比主板和中小板民企更高的成长性和更

优的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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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上市企业如果能够提高绩效，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其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也会

越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