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度民营上市企业绩效排名报告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济改革以来，民营经济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长

起来。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民营经济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2005 年初发布的“非公经济 36 条”既是对民营经济的

肯定，又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国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7 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内实有经济主体户数

3292.84万户，比上年增长6.44%, 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与个体工商户资金总额突破10万亿元，

达到 101223.92 亿元，同比增长 22.7%。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06 年度《民营经济发展

分析报告》,目前除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广义民营经济已经占我国 GDP 的 65%左右,经

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有 70%至 80%来自于民营经济。 

2007 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 年 1～11 月，规

模以上私营工业利润总额为 4000 亿元，同比增长 50.9%。同时，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大幅度

增加。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7 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 4771.5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36.5%；

个体户税收总额为 1484.2 亿元，同比增长 24.2%。2007 年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税收总额分别占

全国税收收总额 9.7%和 3.0%. 

在就业方面，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7)》, 2006 年

度扣除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就业人数后的广义民营经济就业人数达 37409 万人，占第二、第

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为 85.3%，其中城镇内资民营企业就业人数达 21880 万人，增长 5.7%，

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为 77.3%。城乡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数为 11746 万人，增长 14.9%。 

而在整个“十五”期间(2001-2005)，民营经济实现新增就业 5794 万人，年均增长 6.7%，占

城镇就业总数的比重由 68.1%上升到 76.3%，其中，城镇私营个体经济就业人员新增 2922

万人，到 2005 年年底达到 6326 万人，年均增长 13.3%。而在全国就业总量中，私营个体经

济就业人数从 2000 年的 7477 万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10725 万人，达到城乡就业总量的

14.1%，年均增长 7.58%。 

在投资方面，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城镇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即全部民营经济

固定投资总额达到５.６７万亿元，比２００６年同期增长３６.３％，高于全国平均增速９.

５个百分点，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５６.４％，比２００６年同期提高４个百

分点。 



民营企业对我们的出口创汇也贡献显著。２００７年全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３４６７

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２.７％，高于全国增长率１９.２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为１

６％，同比提高２.２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为２４７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５％，高于

全国１９.３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据科技部统计，截止到 2006 年底，全国民营

科技企业数量为 150595 家，比 2005 年增加 4.59％；长期职工总数达到 1389 万人，较 2005

年增长 14.60％；民营科技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75667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了 19.88％；2006

年全年总收入达到 76267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24.58％；实现工业增加值 15995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23.36％；实现净利润 4040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26.57％；科技活动经费为 1640

亿元，比 2005 年增加 33.33％。 2006 年度非公企业参与完成的项目占整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项目的 20%以上，200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中有 22.4%的项目有民营企业参与完成. 

 以上的数据从宏观上说明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贡献，那么 2007 年民营企业个体的表现

又是怎么样的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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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界定民营上市企业的标准是：非国有上市公司就可以被视为民营上市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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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在国内和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民营企业共有 848 家，

其中在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438 家，在香港特区联交所上市的有 196 家，在

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共 59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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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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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证券

交易所 

新加坡交

易所 

总计 



数量 438 196 59 16 139 848 

比重 51.65% 23.11% 6.96% 1.89% 16.39% 100.00%

 

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考察这些民营上市企业的绩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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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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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006 年到 200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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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指标反映了 2008 年 5 月 31 日市值。通过这个指标，我们可以

看出企业的在证券市场上的地位，也可以看出投资者对企业的评价。 

 

2007 年民营上市企业绩效概况 

 

2007 年民营上市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约为 12700 亿元人民币，平均营业收入总额约为

17.0 亿人民币。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40%。全部民营上市企业产生的净利润为 1230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为 1.65 亿人民币，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 5.9％。在社会贡

献方面，民营上市企业工资与税收支出的总额为 599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工资与税收

支出为 1.68 亿元人民币；根据 2007 年 5 月 30 日收盘价，民营上市企业的总市值 37800 亿

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市值 51.1 亿元人民币。 

 

                                                        
1 鉴于 ST 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我们的样本剔出了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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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外上市企业由于缺少数据，未参加本项排名。 
3 新加坡和伦敦上市企业由于缺少数据，未参加本项排名，海外上市企业市值按照当日人民币汇率进行调

整。 



 总额 平均 

营业收入（亿元人民币） 12700 17.0 

营业收入增长率（%） － 40％ 

净利润（亿元人民币） 1230 1.65 

资产收益率（%） － 5.90％ 

工资与税收支出（亿元人民币） 599 1.68 

市值（亿元人民币） 37800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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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沪深股市中其他上市公司共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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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 万亿元人民币的营

业收入，平均每家企业约 83 亿元，而民营上市企业的营业收入平均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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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低于民营上市企业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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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0 亿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为 9.20

亿人民币；，而民营上市企业尽管在利润总量指标上处于下风，但是在盈利能力上却超过了

国有上市企业，民营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5.9％和 14.3％，

高于国有上市企业的 5.4％和 10.9％。 

2007 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工资与税收支出为 10100 亿元，而在国内上市的民营企业支

出量为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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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平均值分别为 11.3％和

11.5％， 二者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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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0 12700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人民币） 83.0 17.0 

营业收入增长率 29％ 40％ 



净利润总额（亿元人民币） 9620 1230 

平均净利润（亿元人民币） 9.20 1.65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5.4％ 5.9％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14.3％ 

工资与税收总额（亿元人民币） 10100 599 

平均工资与税收（亿元人民币） 9.87 1.68 

工资与税收/营业收入 11.5％ 11.3％ 

总市值（万亿元人民币） 25.1 3.78 

平均市值（亿元人民币） 240 51.1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 2007 年民营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要好于国有上市公司。那

么民营企业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哪些方面还应该有所提高？我们进一步借助于杜邦

三项分解，对此进行考察。杜邦三项分解的具体做法是：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销售收益率（净利润/销售收入）×销售周转率(销售

收入/总资产)×财务杠杆（总资产/净资产） 

可以看出，民营上市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平均为 14.6％，而国有上市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平

均仅为 10.2％。这说明民营上市企业在运营能力方面远远超过了国有上市企业。分析其中的

原因，可能是民营企业在市场的把握和产品更新的速度、运营的效率上更好。在财务杠杆方

面，国有上市企业更多地使用了债务融资。在销售周转率上，民营上市企业要低于国有上市

企业。如果能够加快销售周转，那么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就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杜邦三项分解对比 

 A 股非民营企业 民营上市企业 

平均销售收益率（净利润/销售收入） 10.2％ 14.6％ 

平均销售周转率(销售收入/总资产) 78.3％ 69.6％ 

平均财务杠杆（总资产/净资产） 2.52 2.31 

 

海外上市与民营企业 

 



海外上市既是民营企业的一个融资选择，又是民营企业实现国际化的一个途径。从前两

年的比较看，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的绩效明显超过内地上市民营企业。我们继续比较了 2007

年度海外上市民营企业和内地民营企业的绩效。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内地上市民营企业的整体规模约和海外上市民营企业相当，2007

年海外上市企业的总营收约 6290 亿人民币，平均营收是 16.7 亿，而内地上市企业为 6390

亿，平均营收是 17.3 亿。在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方面，2007 内地上市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

增长率为 35.5％，而海外上市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45.5％，这说明海外上市民营企

业的成长性更高。在盈利能力方面，海外上市企业同样优于内地上市企业，2007 年海外上

市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为 7.1%，而内地上市企业是 5.0%，。 

从以上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继续保持高水准的表现。从这

个意义上将，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标杆。第二，内地上市

民营企业的资产质量有待提高。过去，优质民营企业更多选择海外上市，而内地上市的民营

企业上市后表现平平。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尤其是股改的完成，内地证券市场获

得了高速发展。这些变化推动内地上市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更多企业愿意将

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因此内地上市公司将会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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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0 6290 

平均营业收入（亿元人民币） 17.3 16.7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35.5％ 45.3％ 

平均资产收益率 5.0％ 7.1％ 

 

 

小结 

 

2007 年民营上市企业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成长性和盈利能力方面都优于国

有上市企业。我们认为，促使民营企业绩效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股改的完成。股改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原先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大股东做好企

业的意愿非常强烈。许多证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大股东把优质资产注入上市企业，甚至选择

将母公司整体注入而实现整体上市。 



对于民营企业，大股东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突出。因此如何有效促使

大股东专注于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而抑制其可能出现的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机会主义行为，应该是民营企业下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方面

的途径。一方面要尽可能紧密地地将大股东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捆绑起来，充分地激励大股

东搞好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对大股东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从目前的发展状态和趋势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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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上市企业如果能够继续其良好的表现，在证券市场中的比重

将越来越大，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