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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百强企业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徐国春 王当龄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加快实施大型企业集团发展战略推动下，2003 年江苏年产品销售收入排列前 100 户法人工业企业（以

下简称：百强企业）户均销售收入比 1998 年增长了 2.4 倍、户均利润总额增长了 2.16 倍，日趋成为江苏工业的脊梁，但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仍值得重视。

一、百强企业做大做强成效显著

1、规模越来越大

据工业年报统计，1998 年全省百强企业的户均销售收入为 16.08 亿元，比该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全省工

业）的年户均销售收入 0.41 亿元多 15.67 亿元。在百强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超过 50 亿元的企业共 5户，其中超过 100 亿元的

企业仅有 1户。2003 年百强企业的年户均销售收入已提高到 54.75 亿元，是全省工业平均水平 0.76 亿元的 72.04 倍，比 1998

年百强企业户均销售收入 16.08 亿元多 38.67 亿元、增长了 2.4 倍。2003 年全省百强企业之首的江苏省电力公司的年销售收入

达到 594.47 亿元，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年销售收入均超过 200 亿元，全省年销售收入超 50

亿元的企业已达到 34 户，其中超 100 亿元的企业有 9户。

从资产情况看，1998 年全省百强企业的户均资产规模为 18.91 亿元，比该年全省工业户均资产 0.51 亿元高出 18.4 亿元。

该年百强企业中，资产超过 50 亿元的企业 7户，其中超过 100 亿元的企业有 3户。2003 年，全省百强企业的户均资产规模已达

46.48 亿元，是全省工业户均资产 0.68 亿元的 68.35 倍，比 1998 年百强企业户均资产规模高出 27.57 亿元、增长了 1.46 倍。

2003 年全省百强企业中，江苏省电力公司的资产已达 949.07 亿元，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资产也超过 200 亿元，资产规

模超过 50 亿元的企业有 21 户，其中超过 100 亿元企业的已有 8户，百强企业资产增长之快、规模扩张之猛可见一斑。

2、实力越来越强

随着百强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经济实力也进一步增强。1998 年全省百强企业的现价产值占全省工业的 19.9%，2003 年全省

百强企业的现价产值已占全省工业的 27.5%；1998 年百强企业销售收入占全省工业的 21.8%，2003 年这一比重已提高到 30.4%。

全省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百强企业的支撑。2003 年，全省百强企业现价产值的增量

占全省工业增量的 35.7%，销售收入增量占全省工业增量的 44.4%，利润总额增量占全省工业增量的 31.8%，百强企业已成为全

省工业的脊梁。

百强企业的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3 年全省百强企业的成品钢材产量累计达 2129.06 万吨、占

全省工业的 74%,原煤产量 1633.6 万吨、占 59.2%,发电量 508.52 亿度、占 39.8%,汽车产量 15.15 万辆、占 71.3%,机制纸产量

153.4 万吨、占 63%，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 467.27 万部、占 90.6%，卷烟 132.55 万箱、占 100%。全省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特

别是一些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重要产品，百强企业占有很大的份额甚至处于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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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益越来越好

一是总资产贡献率提高。1998 年百强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 22.2%，2003 年提高到 26.5%，表明百强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

能力增强，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提高。

二是流动资金周转加快。1998 年百强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 1.88 次/年，2003 年加快到 2.84 次/年，说明百强企业的营

运能力不断增强，产品市场适应度、营销策略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

三是生产效率改善。1998 年百强企业人均完成销售收入 29.13 万元，2003 年达到 100.35 万元；1998 年百强企业人均实现

利润 1.35 万元，2003 年提高到 4.32 万元。

4、贡献越来越多

第一、上缴税金回报社会。百强企业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逐步提高的同时，也向国家和地方上缴了大量税金，

为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98 年全省百强企业上缴的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两者合称税金）80.45

亿元、占全省工业上缴税金的 23.7%，2003 年百强企业上缴的税金已达 223.92 亿元、占全省工业的 33.3%。

第二、筹措外资弥补不足。百强企业利用生产规模大、产品销路好、资信等级高的比较优势积极筹措外资，弥补了国内建

设资金的不足。1998 年百强企业利用境外资本 108.12 亿元、占全省工业境外资本的 15.5%，2003 年百强企业利用境外资本 244.09

亿元（其中港澳台资本 56.1 亿元，外商资本 187.99 亿元）、已占全省工业的 16.1%。

第三、出口创汇功不可没。近几年来，江苏外贸形势喜人,出口总额逐年增加，其中百强企业功不可没。1998 年百强企业的

出口交货值为 264.56 亿元、占全省工业的 18%，2003 年百强企业的出口交货值达到 1283.49 亿元、占全省工业的 35.6%。

二、百强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途径

1、国有、集体企业的不断改革，是做大做强的重要前提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

造成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因此，各级政府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熊猫电子集团公司曾

领导电子行业发展潮流,但在 1997-1998 年也陷入困境，企业出现巨额亏损。在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熊猫

电子集团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于 1999 年 8 月开始实施大规模资产重组，省、市政府共投资 2.5 亿元，使"熊猫"从单

一投资主体的国有独资企业改组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同年 11 月，熊猫电子集团公司又实施债转股，资产负债率

大幅下降，利息负担明显减轻，生产经营重现生机。

各地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大力推进企业制度创

新，加速转换经营机制，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统计资料显示，1998 年进入全省百强企业的国有工业有 31 户，到

2000 年底，中国石化金陵化工公司、熊猫电子集团公司、江苏锡钢集团公司等一批大型国有工业已改制为股份制公司，2003 年

进入全省百强企业的国有工业只有 16 户。与此同时，全省对集体工业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改制，进入全省百强企业的集

体工业从 1998 年的 21 户减少到 2003 年的 5户。改革后的国有、集体工业企业注入了法人资本、个人资本、外商资本，打破了

公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封闭格局，初步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近几年不

断推进国有、集体企业的改革，是全省工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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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资”工业的快速发展，是做大做强的主要力量

内资企业与境外企业合资、合作，境外资本直接在江苏建立独资企业，是引进资金、技术和品牌，壮大企业自身规模、提

升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一家地方小钢厂，1993 年 12 月与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合资后，

培育出了中国特钢行业第一品牌“兴澄牌”，一跃而为全国经营规模最大的特钢企业。2003 年，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拥

有资产 40.72 亿元，完成销售收入 58.39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68 亿元。近几年来，苏州市工业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生产速度

一直名列全省前茅，主要得益于“三资”工业特别是大型“三资”企业的快速发展。2003 年，全省百强企业中有 41 户"三资"

工业，其中苏州市就占据了 26 户，其完成销售收入 1306.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0.2%，创造利润总额 31.75 亿元、同比增长 39.1%。

2003 年新投产的仁宝资讯工业（昆山）有限公司、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资产规模分别达到 8.87 亿元和 16.47 亿元，全

年完成销售收入 35.4 亿元和 26.54 亿元。

全省百强企业中的“三资”工业由少到多、由小变大、由弱趋强：一是企业数量由 1998 年的 27 户增加到 2003 年的 41 户，

二是户均销售收入由 15.72 亿元增至 47.93 亿元，三是户均利润总额由 0.81 亿元增至 1.84 亿元。全省百强企业中的“三资”

工业户数在各种经济类型企业中最多，完成的现价产值、实现的销售收入、创造的利润总额分别占全省百强企业的 39.7%、36.6%

和 32.1%，其比重在各种经济类型企业中也是最高。

3、资产重组、兼并收购，是做大做强的有效手段

百强企业积极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资产重组。有的利用企业的优势和潜力，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资产重组，进行

强强联合，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有效积聚。有的通过品牌延伸、多元化经营、参股控股、技术及管理输出等多元手段，加速外

向拓展进程。有的通过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等方式扩大资金盘子，为进行控股、收购、兼并等扩张行为提供条件。江苏东风悦

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借助母公司在上交所上市的 A股募集资金近 12 亿元，先与韩国起亚实现技术合作，再与起亚、东风汽车公

司结盟，三方对悦达起亚进行资产重组，很快成为国内轿车行业中的新锐，2003 年江苏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的汽车产量达到

5.2 万辆。江苏锡钢集团公司与香港华润机械（集团）公司增资扩股实行资产重组，使公司主体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

管理得到有效嫁接，生产经营水平明显提高，公司迈上崭新的发展轨道。

兼并收购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加强企业在原有市场的竞争优势，可以利用被兼并企业的原有联系，较快地进入新的生

产领域，同时被兼并企业也可以摆脱面临的困境，盘活存量资产。近年来，红豆集团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管理优势和市场优

势，通过无形资产整合社会资源的方式，收购兼并了省内外的 150 多家企业，既使红豆集团在极少投资甚至不投资的情况下，

实行了快速扩张，又充分利用了当地廉价劳动力、电力、厂房、设施等生产要素齐全的有利条件，降低了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

这在当前宏观调控形势下，是实现企业扩张发展的一条捷径。

4、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是做大做强的有力保障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做大做强，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近年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与时俱进、

更新观念，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结合江苏实际，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大力支持企业进行资产重组、

开拓市场、上市融资和技术改造，在人才使用、经营者奖励等方面出台优惠激励政策，在出口退税、技改贴息、电费折让、地

方所得税返还上给予倾斜。各地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积极净化市场环境，建立和维护公平、公

正、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努力减轻企业负担，为百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

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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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强企业发展中的不足之处

1、横向比较，企业规模偏小

与 1998 年相比，2003 年江苏百强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增长了 1.46 倍、销售收入增长了 2.4 倍，企业规模无疑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但江苏省百强企业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2003 年世界最大的工业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营业额达 1867.63 亿美元，而江

苏最大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只有 594.47 亿元人民币，江苏百强企业所有销售收入的总和也只有通用汽车公司的 35.5%左右。2003

年全国以销售收入排序的前 100 户法人工业企业中，广东入围的企业有 19 户、山东有 11 户、辽宁有 10 户、上海有 10 户，江

苏只有 8户企业入围；江苏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企业仅 9家，而广东超百亿元的企业有 22 家、辽宁有 12 家、山东有 11 户、上

海有 11 家；江苏省电力公司的年销售收入为 594.47 亿元，也低于大庆油田有限公司的 855.52 亿元。

2、地区比较，企业分布不平衡

江苏地区之间经济基础、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梯度结构明显，百强企业的地区分布也不平衡。

2003 年，苏南五市共有百强企业 83 户，其中苏州、无锡、南京三市拥有 74 家。苏州、无锡两市在发展乡镇企业时积累了雄厚

的资金，又利用明显的区位优势主动接受上海经济的辐射，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新建、扩建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两市分别拥

有百强企业 37 户和 21 户。南京作为江苏的老工业基地，不少中央、省属企业在其落户，也拥有百强企业 16 户。苏中经济区域

只有三个省辖市，且工业结构总体以轻工业为主，大型企业较少，全区只有百强企业 8户。苏北五市的工业基础较差，近年来

虽有一些大企业成长较快，但进入全省百强的只有 9户企业，其中 2个省辖市仍是百强企业的空白。

3、技术创新投入不够，知名品牌不多

2003 年，江苏百强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 1.2%，技术创新投入不够。据有关资料介绍：经济发达国家这个比

例一般都在 5-10%，世界 500 强企业均超过 10%。国际企业界普遍认为，研究开发费用占主营业收入 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

占 2%仅够维持，不够 1%的企业则难以生存。在国内市场有影响、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不多。江苏百强企业原来的洗

衣机、家用空调、电冰箱、彩电等产品拥有不少名牌，在全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目前市场占有率比不上广东、山东、上

海等地的产品。江苏百强企业中汽车的竞争力虽逐年增强，但与上海、吉林、湖北等地的强势产品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

2003 年度全国评定最有价值的前 12 名品牌中，江苏百强企业的产品没有一席之地，表明江苏百强企业的品牌竞争力仍较弱。

4、经营管理水平存有差距，企业成长性不强

江苏百强企业的市场营销理念和方式仍较为落后。对市场调研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客户、对手和市场容量缺乏深入了解，

售后服务工作跟不上。企业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仍有差距，信息化管理手段、财务管理水平不高，对成本控制不严。同时很多

企业仍主要通过银行贷款扩大企业规模，运用资本市场的能力不强，无法形成自身内在的增长动力，企业发展的爆发力不足、

成长性不强。

四、提升百强企业竞争力的若干建议

1、统一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做大做强发展战略

百强企业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衡量江苏工业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做大做强重点骨干企

业，是增强江苏省工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富民强省，实现"两个率先"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六届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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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因此，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上来，牢固树立做大做强发展战略不动摇，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2、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体制创新步伐

目前百强企业中仍有部分企业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即使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前

要按照《公司法》和国家、省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权责，

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继续

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要把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作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事用工制度和分

配制度，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大技术开发、技术创新的力度，切实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世界

500 强经验显示：一个企业成功的过程，就是一个培育、保持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企业技术开发中心为

核心的技术创新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科研费用的投入，培养、引进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解决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产品质量、

企业管理、市场经销等方面所遇到的难题，确保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积极探索联合研发的各种方式，进一步扩大与技术力量雄

厚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合作，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提高企业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努力打造高知名度、高信誉度、高科技

含量、高市场占有率和高经济效益的名牌产品。

4、强化企业管理，建立高效运行的管理体制

企业做大做强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企业能否实行科学管理，是否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竞争、高效运行的企业管理体制。首先要

优化管理系统，形成一个职责明晰、决策快捷、反应灵敏的组织机构，提高企业运转效率。其次要强化营销管理，积极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重视市场营销能力的培育和增强，加快生产、营销、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建立以管理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

企业管理体系，创立卓越的企业文化。

5、坚持以人为本，培育高素质的经营者和职工隊伍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企业领导干部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积累新经验，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努

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快培养和大胆启用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高素质年轻优秀管理人才。多渠道提高员工素质，一

方面吸引大专院校、技工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前来就业，另一方面通过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讲课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职工的

文化、技术素质和知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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