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何 评 出 真 正 的
“5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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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尹晓冰）媒体经常试图通过排行榜的形式向公

众传递明星企业的发展动态，人们也常常津津乐道上榜者。比如美国财富

杂志每年都会发布世界范围内营业收入排前 500 名的企业名单，俗称世界

500 强排名。大家也常常因为这份榜单上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而感到振奋；

很多地方政府都把引入世界 500 强企业的投资列为招商引资工作的重点。

类似的，国内一些媒体也比照财富 500 强的排行榜排出所谓中国 500 强，

中国各行业 500 强等排行榜；上榜企业和所在地官员和公众也常常因此欢

欣鼓舞。 

一、众多上榜企业其实根本不强大 

可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不少上榜企业却经常出人意料地快速陷入

危机。比如，恒大集团 2020 年的营业收入是 5072 亿元人民币，位居财富

500 强第 152 位（2019 年排第 138 位）；可 2021 年该集团大量债务逾期，

大量已收款物业难以持续建设和按期交房，引发国内外对中国房地产行业

的忧虑，显然很难算一家真正强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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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安邦保险集团在 2017 年的财富 500 强排第 139 位，可后来

一年的结局和真实情况众所周知；显然也不是一家真正强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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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2017 年排名财富 500 强第 222 位的中国华信在 2018 年初就崩

溃。 

大量事实证明，相当数量的上榜企业实际上并不像媒体和大家所认为

的那样强大。 

又如 2015 年 7 月，海航集团首次上榜《财富》世界 500 强排第 464

位，2016 年排第 353 位。2017 年排《财富》世界 500 强第 170 位；可

2018 年出榜，随后陷入困境，至今已经难以自拔。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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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上榜企业是不是真正强的企业？这类排行榜可信度、科学性有多

高？说一个企业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评价一个企业强的客观标准有没有？

专业人士有责任帮助一般社会公众和政府官员准确看待这类排行榜，从而

避免贻笑大方和舆论误导。 

二、各种 500 强排名的几个误区 

从世界 500 强企业和中国 500 强企业上榜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些排名

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政策保护的垄断误区 

中国进入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排名居前 15 位的企业，除鸿海精

密和华为属于纯粹竞争性企业外，其他上榜企业都有垄断因素和政策保护

因素，从营业收入来看很大，但是不能就认为很强；比如排第 49 的华为净

利润超 90 亿元，而排第 2 的中国石化净利润才不到 6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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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毛利贸易的误区 

通过本质上的低毛利贸易增加营业收入，是目前国内很多企业提高行

业排名，提升在当地的 GDP 产值贡献，借以支撑庞大融资的常见会计手段。 

比如，江西铜业位列世界 500 强第 343 位，但从其控股上市公司 2020

年的年报看，公司年产电解铜 164.25 万吨，确实比铜陵有色的 142.20 万

吨和云南铜业的 130.9 万吨多一些，但是江西铜业营业收入高达 3185.63

亿元，比铜陵有色的 994.38 亿元和云南铜业的 882.39 亿元高出 20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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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令人匪夷所思。 

细看他们三家的年报可以发现，江西铜业一是通过低毛利贸易增加了

1547.8 亿元的营业收入，二是通过将自身出厂的电解铜先通过贸易销售出

去给第三方，再通过贸易买回来拉成铜杆线又增加了 588.9 亿元营业收入。

剔除这种会计操作，江西铜业的2020年的营业收入将缩减2000亿元以上，

那么其在世界 500 强的排名也将大幅度下滑。 

又例如，某省某集团透过资本市场债券募集书披露：2018-2020 年及 

2021 年 1-3 月，某物资贸易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88.08%、

85.77%、 79.01%和 75.09%，但是某物资贸易业务近三年及一期的毛利

率仅为 0.81%、 0.69%、0.44%和 0.31%。该集团因此以 2020 年营业收

入 1315 亿元位列中国 500 强第 189 位。 

实际情况是，2020 年该集团剔除低毛利贸易收入后实际收入仅 276

亿元；而且 2018-2020 年末，该集团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44.4 亿元、67.5

亿元和 92.9 亿元，截至 2021 年 3 月末，该集团应收账款余额已经突破 100

亿元；2018-2020年及2021年3月末，公司短期借款分别为85亿元、 91.4

亿元、121.4 亿元和 149.5 亿元，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10.29%、7.83%、

9.26%和 10.97%；另外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分别为 93 亿元、107

亿元、163 亿元和 214.6 亿元，占总负债的比例为 11.30%、9.20%、12.46%

和 15.75%，主要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其他流动负债分

别为 90.8 亿元、129. 8 亿元、115.7 亿元和 113 亿元，主要为公司已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