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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唱主角
科技创新是主旋律

322家，这是此次榜单中制造业企业
的数量。报告显示，制造业仍是民营企
业 500 强的主导产业，较上年增加 21
家。入选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资
产总额、纳税总额、就业人数等指标，均
较上年有不同程度增长。

入围500强榜单的制造业企业有着
结构性变化。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悄然从上年的第5名攀升到第2名。

主要从事微电子器件等生产的歌尔
股份有限公司，从上一年的第118名跃升
至第86名。“2022年，歌尔实现营业收入
1048.94 亿元，同比增长 34.10％。”歌尔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常刚说，增长数据
背后是企业对制造业的坚守和深耕。

“榜单体现出民营企业 500 强聚焦
主业、做精实业的特点。”在全国工商联

经济服务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罗力看
来，过去一年，民营企业500强研发投入
强度进一步提升，创新成果转化和品牌
建设进一步增强。

根据报告，企业认可的机遇来源首
先是科技创新。在473户参与调查的企
业中，有334家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机遇”
有明确认知，占比超过70％。

“民营企业只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市场
竞争中站稳脚跟。”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
丁世忠表示，安踏在全球设立5大研发中
心，每年创新投入20亿元。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
库理事长李志起认为，重点民营企业以
科技创新提升发展确定性，这与国家的
政策引导密不可分，也将对民营企业的
未来发展形成重要支撑。

服务社会发展
践行民企责任担当

科技创新，民营企业勇当先锋；吸纳
就业和服务民生，民营企业更是一马当
先。

报告显示，2022 年民营企业 500 强
吸 纳 就 业 总 数 1097.21 万 人 ，增 幅
0.28％。其中，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就
业人数位居榜首，达 57.01 万人，较上年
几乎翻了一倍；京东集团位居第二，达
53.63万人，较上年增长近四成。

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就业，一些企
业积极推动内部改革，创造更好的就业
环境和员工发展空间。例如位列榜单第
53位的传化集团，在2022年用于员工的
培训费用超过千万元，并通过建立员工
收入与企业效益增长联动机制，推出股
权、期权及合伙人机制，深化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
顺丰、百度、永辉超市、泰康保

险……这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
品牌，它们的归属企业也在此次榜单之
中。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
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贴近民生、更接“地
气”，对社会生活需求变化的“嗅觉”更加
灵敏，产品服务调整反应快、效率高。从
这次榜单可以看出，在吸纳就业和服务
民生方面，大型民营企业功不可没。

在乡村，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由全国
工商联牵头组织实施的“万企兴万村”行
动。在上榜企业中，投身乡村振兴的企
业达358家，其中参与促进产业兴旺带动
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成果改善民生保障
的企业占 500 强比例分别为 47.8％、
45％，还有不少企业也正在陆续加入。

“329 家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
动，47.20％的500强企业继续推进产业
帮扶项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国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德江说。

“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两年多来，
广大民营企业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探索
了多种有效新路径。“民营企业要进一步
展现责任担当、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开展
经营性合作、公益性帮扶，努力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再
创新业、再立新功。”中国民间商会副会
长夏华说。

融入新发展格局
谱写高质量篇章

当前，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提供了巨大机遇。从调查报告可以看
出，从转型升级到绿色发展，从乡村振兴

到“一带一路”建设，民营企业都在主动
出击，抢抓历史机遇。

“民营企业在转型发展上要先行先
试，为助力绿色低碳发展作出贡献。”信
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怀涛说，多
年来，集团从设备升级、智能化改造着
手，发展绿色能源，以创新激发动力活
力，走出了一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之
路。

在光伏企业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多项高效电池技术和产品已处于
开发、储备和中试阶段，公司正加快推进
以低成本实现产品商业化量产。隆基绿
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公司未来还将继
续转变发展方式，聚焦主业，做强实业，
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当前，民营企业更加积极融入我国
双循环格局构建，将企业发展与我国现
代产业体系建设更紧密结合。

“我们回归国内大市场，加大在新材
料、新能源、海洋领域的投资布局，相继
在江苏、内蒙古、四川等地投资建设14个
重点产业研发生产基地或海洋重型装备
生产项目。”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钱建林说，今年前8个月，集团总产值同
比实现两位数增长。

作为此次榜单中山东排名最高的民
营企业，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波表示，近年来，魏桥把握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契机，大力布局下游加工，建设魏
桥轻量化基地，带动形成新能源轻量化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我们要排除万难，以实际行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张
波说。

新华社济南9月14日电

立足实体经济 以创新应对挑战
——“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透视

九月的蓉城，秋高气爽，走进四川
省成都市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健康食
物与城市发展研讨会——为城市未来共
创健康食物方案”14日在此举行。与会
嘉宾汇聚一堂，聚焦城市环境对儿童青
少年超重和肥胖的影响，深入研讨展望
未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尤
其是儿童青少年人群超重肥胖患病率增
长较快，成为严重危害居民健康的公共
卫生问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数据显示，6 岁至 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
肥胖率高达 19.0％，意味着每五个儿童
青少年中约有一个超重肥胖，甚至在生
长发育过程中，存在“身高跑不过体重”
的现象。

“健康的食物和城市环境对于有效
遏制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促进儿
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意义深远。”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主任李宁表示。

儿童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

的全球性问题。国务院 2021 年 9 月印发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提出了“儿童超重、肥胖上升趋势得到有
效控制”的目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副代
表毕曼达表示：“每一名儿童都有权利获
取茁壮成长所需的多样化健康膳食。保
护儿童，为他们创造良好的食物环境，提
供易于获得、物美价廉、安全健康的食物
刻不容缓。”

从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 到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 －
2030年）》，从《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管理规定》到《儿童青少年肥胖防
控实施方案》，从 《营养与健康学校建
设指南》 到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

（2022）》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
列政策举措对儿童青少年合理膳食、营
养健康作出部署。

为“保持健康体重”，《健康中国行
动 （2019－2030 年）》 给儿童青少年

“开方把脉”：学会选择食物和合理搭配

食物的生活技能。每天吃早餐，合理选
择零食，在两餐之间可选择适量水果、
坚果或酸奶等食物作为零食。足量饮
水，首选白开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
料。自我监测身高、体重等生长发育指
标，及早发现、科学判断是否出现超
重、肥胖等健康问题。

多位与会专家呼吁，科学合理膳食
是最合算的超重、肥胖干预措施，积极倡
导减盐、减油、减糖的健康饮食和烹饪习
惯，家长要帮助孩子从小建立健康生活
理念，养成良好饮食运动习惯，管住嘴、
迈开腿。

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
测评估司副司长田建新表示，肥胖防控
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
要国际社会广泛合作、综合施策。下一
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不
断完善政策法规，丰富科普宣教形式和
内容，加强效果监测和评估，更好地推动
建立健康的食物环境，助力儿童青少年
健康成长。

来自成都的20岁学生胡清源在会上
分享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要更健康
的食物”公益倡导活动青年咨询工作坊
的讨论结果。据介绍，这次活动在北京和
成都邀请超过60名15岁至24岁的青年
参与。“我要更健康的食物”是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年轻人共同发起的一项倡
议，旨在改善亚太地区的食物环境，提升
公众意识。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合作实施了以城市为
主体的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当前，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正支持成都市营
造促进儿童健康饮食的学校、家庭、餐饮
和零售环境，旨在减少儿童接触到不健
康食品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营养素养，引
导儿童选择更健康的食品。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中国营养学会及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驻华办事处共同主办，成都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新华社成都9月14日电

如何破解“小胖墩”难题？
——来自健康食物与城市发展研讨会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温竞华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开雄 范思翔 陈灏 陈国峰 邵鲁文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力军。全国工商联12
日在山东济南发布的“2023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
《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调研分析报告》显示，民营企业
500强仍以制造业为主，第二
产业比重持续提升，前十大行
业分布稳中有变……这些“变”
与“不变”，折射出我国民营企
业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引人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