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营收超38万亿元

本报记者 杨烨

9月7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2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38.32万亿元，同比增长9.13%。 19家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超3000亿元，其中京东集团以9515.92亿元的营业收入规模首次位居

民营企业500强榜首。

专家表示，从报告公布的一组组数字可以看到，我国民营企业经营规模正迈上新台阶，在保持较快发展的同时，创新驱动力持续增强，给我国经济注入活力和信心。

整体规模稳步提升

一年一度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被看作是最全面反映民营企业发展状况的窗口。2022年榜单排名是以2021年企业营业收入为依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介绍，今年是全国工商联连续组织开展的第24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8602家年营

业收入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

虽然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但我国头部民营企业的整体规模仍然保持稳定提升的态势。 《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2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28.66亿元；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125.72亿元，

比上年增加25.21亿元；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301.16亿元，比上年减少21.61亿元。

其中，19家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超3000亿元，京东集团（9515.92亿元）、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8364.05亿元）、恒力集团有限公司（7323.45亿元）、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7227.54亿元）、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6368.07亿元）5家企业营业收入超

过6000亿元。

京东集团以9515.92亿元的营业收入规模首次位居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并连续两年位居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首。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首位。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以1.95万亿元的规模位居民营企业500强资产总额榜首。

共有28家民营企业500强入围世界500强。

六成500强企业为制造业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规模能够保持增长的势头，500强入围门槛实现较大幅度提高非常不容易，可以反映出民营经济发展的韧性。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企业规模稳步提升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持续优化。 从民营企业500强产业分布情况看，第二产业比重显著提高。 《分析报告》显示，第二产业入围企业342家，较上年增加23家，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分别增长3.92%和13.16%。

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制造业企业达到301家，较上年增加24家，占比超六成，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民营企业500强前十大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综合、建筑业继续位居前列。

民营企业成研发创新主力军

科技企业核心竞争力就是产品和技术，只有持续健康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才是确保技术创新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榜单来看，作为科研成果产出大户，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研发创新的主力军。

《分析报告》显示，在研发投入方面，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5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38.58%，同比增长23.14%。 其中，华为以1427亿元研发费用居榜首，研发费用投入强度达到22.41%；排名第二的阿里巴巴研发

投入为578亿元，投入强度达6.91%；腾讯研发费用519亿元，位居第三，研发费用投入强度达9.26%。

据统计，研发投入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份额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出中国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转化进步轨迹。报告显示，民营企业500强中，有406家企业的关键技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制，426家企业通过自筹资金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民营企业500强中，80%以

上的企业从不同层面已实施或计划实施数字化转型，79.2%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实施绿色低碳发展。 民营企业500强有效专利数量较上年增长53.60%，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较上年增长25.38%。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传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看，总体上民营企业韧性较强；从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制造业转型步伐较快；在技术创新方面，头部企业仍然走在前列，敢于投入，勇于创新，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

在孙传旺看来，虽然受到疫情冲击和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但头部企业的表现体现了稳经济政策的成效。 在各项产业改革政策的支持下，民营经济的韧性将进一步凸显，民营企业的活力将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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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生产促发展

四川上市公司抗疫中显担当

●本报记者 康曦

9月7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四川

证监局获悉， 自成都发生疫情以来，在

四川证监局指导和推动下，四川上市公

司在防控疫情的同时， 抓生产促进发

展，硅宝科技、苑东生物等启动闭环管

理，保障生产顺利进行。四川公用事业、

零售等行业上市公司充分发挥民生服

务“顶梁柱”作用，全力调度资源，确保

重点防疫物资24小时充足供应。

守护城市“生命线”

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决定，自9月1日18时起，全体

居民原则居家。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重

点保供企业，红旗连锁高度重视，加大

门店补货数量和频次，充分保障米、面、

油、蛋等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满足市

民需求。

红旗连锁董事长曹世如表示：“公

司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重要生活必

需品等商品储备，通过红旗云大数据平

台，实时监测商品销售数据，及时与供

应商联系，加大采购量，保障上游供应

链货源充足； 公司配送中心24小时待

命，全力保障门店商品配送；红旗连锁

所有门店正常营业， 并做到延时服务，

所售商品做到不断货、不涨价，后续供

应充足稳定，重要生活必需品库存应急

保供30天以上。 ”

兴蓉环境子公司排水公司开启全面

闭环管理运行模式。目前，排水公司监测

站和成都市第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再生水厂等厂区已经采取封闭运行措

施，确保稳定生产；子公司再生能源公司

也落实闭环作业管理， 当好一般医疗废

弃物应急协同处置后备军， 对入厂、卸

料、 入炉焚烧等生活垃圾处置全流程进

行严格管控， 保障生活垃圾安全有序处

置； 子公司自来水公司对自来水厂实施

封闭管理，严密监测供水水质，密切关注

用水需求，守护供水安全线。

西昌电力各发电厂、变电站、营业

所全部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 保障医

院、检测点、公安卡口等用电。成都燃气

应急抢险、服务热线24小时畅通，13个

天然气输气场站和4个CNG加气站保

证24小时值守。

新华文轩多次针对“课前到书”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截至8月31日，2022

年秋季中小学教材已全部送达四川省

内各学校，这标志着新华文轩2022秋季

“课前到书” 工作任务画上了圆满句

号。 公司已连续44年完成了 “课前到

书”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 有19家上市公司

在确保市民的水电气供应稳定、市场物

价平稳、物资充足、运输通畅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多措并举保生产

疫情期间，四川上市公司在保生产

方面交出了亮丽的答卷。

为使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工作效率

不降低，硅宝科技总部、子公司硅宝新

材和拓利科技三个地方驻厂的人数均

过半。 同时，硅宝科技各个岗位的员工

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客户公

司实际情况。

作为四川省参控股装机规模最大

的水电上市公司，川投能源锚定全年目

标任务不放松。公司子公司攀水电公司

采用“白天夜晚两班倒、人员休息设备

不休” 的方式保证在建工程银江水电

站二期和银江大桥如期进行施工；子公

司交大光芒保障常益长RTU项目、昌

景黄高铁项目调试进度有序推进。

苑东生物自9月1日起， 公司高新

园区和生物城园区分头启动闭环生产，

以保障园区的生产、研发顺利进行。

中密控股行政总监夏瑜表示，自8

月31日起公司一线员工与部分管理人

员住进工厂实行闭环生产。中密控股本

次闭环生产到岗一线员工240人左右，

加班加点生产， 做到设备不停人轮换，

闭环期间公司产品发货量超过1600

套。 夏瑜表示，为保证生产订单顺利交

付， 公司已提前采购了大量原材料、仪

器仪表、发货遮雨棚等。

医改取得显著成效

国家卫健委：中医药服务体系向优质高效迈进

●本报记者 傅苏颖

9月7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

绍，这十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

深化、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

题加速破解的十年。 历史性地全面破

除以药补医的旧体制，持续推进“以

治病为中心” 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的转变，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推动

中医药走向世界， 中医药已传播至

196个国家和地区。

李斌称，总的来说，这十年是我国

卫生健康事业进步最大、 老百姓健康

获得感不断增强的十年。 人均预期寿

命从74.8岁增长到78.2岁， 这是一个

历史性的跃升。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超13.6亿人

李斌表示，这十年，覆盖城乡的医

疗卫生服务三级网络不断健全，90%

的家庭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

疗点。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增加到

685种，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3.6亿人，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

总费用比例降至27.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司

负责人朱洪彪表示， 医改是个世界性

难题，尤其像我国有着14亿多人口的

发展中大国，改革的难度更大，也更为

艰巨和复杂。近十年，国家卫健委抓试

点示范， 抓重点难点突破， 抓统筹协

调，抓督导评价，总结推广以三明为代

表的典型地区的医改经验， 推动医改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努力解决群众看

病就医难题，医改取得显著成效。

朱洪彪称，首先，群众看病难问题

有效缓解。 设置了12个专业类别的国

家医学中心，建设50个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 组建各种形式的医联体1.5万

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2021年，

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专科的跨

省就医较2019年下降了9.3%，就医秩

序更趋合理。

其次，群众看病贵问题得以减轻。

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

基本医疗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推进国

家组织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已

经开展的7批集采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超过50%， 两批耗材集采平均降价超

过80%，开展药品谈判议价工作，平均

降价超过50%。

最后， 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导向

更加突出。以大健康理念为引领，把预

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

任人” 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加强重

大疾病防治和慢性病健康管理， 改革

完善疾控体系， 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开展医养结合，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方式和工作模式不断创新。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国情、充分

发挥制度优势， 继续探索用中国式办

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 朱洪

彪表示。

中医药已传播至

196个国家和地区

李斌介绍，这十年，是中医药守正

创新、传承发展，让更多群众方便看中

医、放心用中药的十年。 加快建设优质

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显著提升， 中医药服务更公平、

更可及、更便利。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秦怀金

介绍， 中药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物质基础。在相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

中药的产业发展、中药的质量提升、中

药的科技创新等方面， 均呈现了良好

的发展态势。

秦怀金介绍，中药产业快速发展。

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等国家级平台， 持续深化产学研

合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

革委共同实施中药标准化项目， 加强

中药生产全过程质控； 中药制药装备

优化升级，促进产业智能、绿色发展。

目前，以中药农业为基础、中药商业为

纽带、 中药工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日

益完善，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全国医药

工业统计数据显示， 中药工业主营收

入由2012年的5156亿元增长到2021

年的近7000亿元。

秦怀金称，中药质量不断提升。完

成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摸清

了中药资源家底； 中药材野生变家种

及替代品研究取得突破， 生态种植加

快推广， 中药追溯系统应用范围不断

扩大。 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全国道地

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中药材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文件，共同加强

源头管理。 国家药监局2021年国家药

品抽检年度报告显示， 中药饮片抽检

总合格率达到98%。

中药科技创新不断深入。 秦怀金

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部等部门

持续加大中药的科技投入，加强道地药

材、中药炮制、质量保障、新药研发等方

面的研究；积极配合国家药监局改革完

善符合中医药规律的中药审评审批制

度，建立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

试验“三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进一

步激发了中药科技创新的活力。

秦怀金表示，下一步，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 围绕中

药种植、研发、生产、使用全过程，充分发

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 促进中药质量的

提升，深化循证研究，更好彰显中药临床

价值，满足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

需求上升 全国奶类产量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 高佳晨

9月5日-7日， 第十三届中国奶业

大会、2022中国奶业D20峰会暨2022

中国奶业展览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中

国证券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年全

国奶类产量3778万吨， 同比增长7%；

乳制品产量突破3000万吨。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奶业应该站在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多维度推动

改革、升级、创新。 龙头企业要充分发

挥担当引领作用，确保上游稳定发展，

同时不断提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加强

深加工技术攻关， 提升奶业核心竞争

力，加速中国奶业数字化转型。

人均消费量加速提升

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奶业协会名

誉会长高鸿宾在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

对 奶 制 品 的 需 求 大 幅 度 增 长 。

2019-2021年，全国人均奶制品消费量

分别为35.8公斤、38.3公斤、42.3公斤，

同比分别增长4.4%、7%、10.4%， 超过

近十年3.6%的平均增长速度。

需求上升带动产量增加。 高鸿宾

表示，相比2019年，2021年全国奶类产

量总量增加480万吨；2022年上半年全

国奶类产量总量同比增长8.4%；同时，

奶业企业效益不断增加，2021年全国

规模以上奶制品加工企业营收比2019

年增加740亿元，年均增长9%；今年上

半年， 全国34家奶制品上市公司中27

家营收同比大幅增长。

“奶业发展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

条是扩大规模、走外延式发展之路，这

是传统的路；一条是降本增效、转型升

级，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增加数量、

扩大规模是必要的，但是有限度。 发展

奶业只能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改变粗

放的生产形式，走以提高单产为主的降

本增效、科技创新之路。 ”高鸿宾表示。

奶业综合素质持续增强

中国奶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奶业质

量报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奶业

生产规模继续扩大， 规模养殖比例进一

步提升，技术创新稳步加快，种业阵型初

步形成，乳品质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国

产品牌美誉度和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

《报告》统计显示，2021年，全国

奶类产量3778万吨， 同比增长7%；乳

制品产量突破3000万吨， 是近三年产

量增幅最高的一年；奶业主产省生乳收

购平均价为4.29元/公斤，创历史新高。

根据公开数据，2019-2021年，全

国奶类产量分别为3297.6万吨、3530万

吨、3778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3.8% 、

7%、7%； 规模以上乳制品制造企业营

收分别为 3947 亿元 、4195.6 亿 元 、

4687.4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6.1% 、

6.2%、11.7%； 利润总额分别为235亿

元、394.9亿元、375.8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2.0%、6.1%、-4.8%。

质量及安全方面，2021年，我国乳

制品和生鲜乳抽检合格率均达到

99.9%，继续保持较高水准；乳蛋白、乳

脂肪的抽检平均值分别为 3.32% 、

3.83%，实现双增长；菌落总数、体细胞

抽检平均值优于欧盟标准；三聚氰胺等

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连续

13年保持100%。 全国4261个生鲜乳收

购站和5342辆运输车， 实现监管全覆

盖，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

规模化进程方面，2021年，全国存

栏1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达到70%，

同比提高2.8个百分点，规模牧场100%

实现机械化挤奶。此外，《报告》首次增

加了国产奶与进口奶比较评估，从安全

水平和质量水平两个维度，对巴氏杀菌

奶、UHT灭菌奶和婴幼儿配方奶粉进

行了全方位比较， 安全指标均符合我

国、美国及欧盟限量标准；国产奶的乳

铁蛋白、β-乳球蛋白、α-乳白蛋白、

糠氨酸和乳果糖等各项指标均优于进

口奶，民族奶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奶酪成为乳制品行业新增长点

中国奶业协会发布《奶酪创新发展

助力奶业竞争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提出到2025年全国

奶酪产量达到50万吨、全国奶酪零售市

场规模突破300亿元的发展总体目标。

为实现总体目标，《方案》 提出打

造优质奶源基地推动特色奶酪发展、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数字化转型升

级、推进品牌建设等重点任务。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我国奶酪市

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奶酪正在成为乳

制品行业新的增长点。 抓住这一重要突

破口，有利于完善调优乳品结构、拉动乳

品消费。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乳品消费

升级等多重利好因素， 我国奶酪行业将

迎来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面对新的历

史机遇， 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做优做强国

产奶酪，助力我国奶业竞争力提升。

中国民企500强总营收超38万亿元

整体规模稳步提升

一年一度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榜单被看作是最全面反映民营企业发

展状况的窗口。 2022年榜单排名是以

2021年企业营业收入为依据。 全国工

商联副主席黄荣介绍， 今年是全国工

商联连续组织开展的第24次上规模民

营企业调研，共有8602家年营业收入5

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

虽然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但

我国头部民营企业的整体规模仍然保

持稳定提升的态势。 《2022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民营

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263.67亿元，比

上年增加28.66亿元； 制造业民营企业

500强入围门槛达125.72亿元，比上年

增加25.21亿元； 服务业民营企业100

强入围门槛达301.16亿元， 比上年减

少21.61亿元。

其中，19家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超

3000亿元，京东集团（9515.92亿元）、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8364.05

亿元）、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7323.45

亿元）、 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7227.54亿元）、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6368.07亿元）5家企业营业收

入超过6000亿元。

京东集团以9515.92亿元的营业

收入规模首次位居民营企业500强榜

首， 并连续两年位居服务业民营企业

100强榜首。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制

造业民营企业500强首位。碧桂园控股

有限公司以1.95万亿元的规模位居民

营企业500强资产总额榜首。共有28家

民营企业500强入围世界500强。

六成500强企业为制造业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 中国民营企业规模能够保持增长

的势头，500强入围门槛实现较大幅度

提高非常不容易， 可以反映出民营经

济发展的韧性。”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李锦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在企业规模稳步提升的同时，产

业结构调整持续优化。从民营企业500

强产业分布情况看， 第二产业比重显

著提高。 《分析报告》显示，第二产业

入围企业342家， 较上年增加23家，营

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出现不同程度上

涨，分别增长3.92%和13.16%。

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制造业企

业达到301家，较上年增加24家，占比

超六成， 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民营企

业500强前十大行业中， 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综合、建筑业继续位

居前列。

民营企业成研发创新主力军

科技企业核心竞争力就是产品和

技术， 只有持续健康的研发投入和产

出， 才是确保技术创新竞争力的重要

途径。 从榜单来看，作为科研成果产出

大户，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研发创

新的主力军。

《分析报告》显示，在研发投入方

面， 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

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5万亿元，占全国

研发经费支出的38.58% ， 同比增长

23.14%。 其中，华为以1427亿元研发

费用居榜首， 研发费用投入强度达到

22.41%； 排名第二的阿里巴巴研发投

入为578亿元，投入强度达6.91%；腾讯

研发费用519亿元，位居第三，研发费

用投入强度达9.26%。

据统计， 研发投入排名前三的行

业分别为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以及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份额增加，在

一定程度上衡量出中国科研进展和科

技成果转化进步轨迹。 报告显示，民营

企业500强中， 有406家企业的关键技

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制，426家

企业通过自筹资金完成科技成果转

化。 民营企业500强中，80%以上的企

业从不同层面已实施或计划实施数字

化转型，79.2%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实

施绿色低碳发展。民营企业500强有效

专利数量较上年增长53.60%， 国内有

效商标注册量较上年增长25.38%。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传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民营企业的

经营情况来看， 总体上民营企业韧性

较强；从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制造业转

型步伐较快；在技术创新方面，头部企

业仍然走在前列， 敢于投入， 勇于创

新，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

在孙传旺看来，虽然受到疫情冲击

和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因

素影响，但头部企业的表现体现了稳经

济政策的成效。在各项产业改革政策的

支持下， 民营经济的韧性将进一步凸

显，民营企业的活力将稳定提升。

9月7日， 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发布2022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

告。 报告显示，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2021年的营

业收入总额达38.32万

亿元， 同比增长9.13%。

19家500强企业营业收

入超3000亿元， 其中京

东集团以9515.92亿元

的营业收入规模首次位

居民营企业500强榜首。

专家表示， 从报告

公布的一组组数字可以

看到， 我国民营企业经

营规模正迈上新台阶，

在保持较快发展的同

时， 创新驱动力持续增

强， 给我国经济注入活

力和信心。

●本报记者 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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