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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背景 R E S E A R C H B A C K G R O U N D

PART ONE

本课题研究是对中国石油和化工500强发布活动的深度拓展与升级，在保留原有评价
体系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估标准

22年
从2003年开始至今

500强
化工500强发布活动

成果一

构建了石油和化工企业竞

争力评价指数体系

克服部分企业仍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

的问题
02

实现由“大”到“强”、由单一评价标准到综

合评价标准、由规模导向到高质量发展导向的

转变

01

22年来，活动为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营造了良

好氛围，记录并见证了企业壮大历程，推动行

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成果二

实现了从“规模导向”到“质量

导向”的评价标准转变

成果四

推动了行业整体评价体系

的完善

成果三

提出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建议

出发点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委托北京北大纵横管理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和《化工管理》杂志社，开展了“石油和

化工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数”的研究

课题情况

本课题研究历时半年，四易其稿，体系引入多元化指

标，全面评估企业运营效率、创新能力、国际化水平

和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表现，推动企业由注重规模扩

张向注重质量提升转变，从而引领整个行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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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建设 I N D IC A TOR S Y ST EM C ONS TR UCT ION

PART TWO

1. 建设思路：归纳——总结——验证

梳理关于企业“强”的研究认知

知名企业
排名评级

国家政策
导向要求

企业实践经验 学术理论界看法

归纳行业百强企业特征

行业百强企业的基本特征

石油和化工行业百强企业

行业百强企业的基本描述

突出
规模化能力

卓越
资产运营效率

顶尖
科技创新水平

出色
国际化布局

完善
发展可持续

在价值创造与市场占有方面实现行业领先，

对行业及产业链拥有显著影响力，整体运

营效率与风险防控表现出众，科技创新应

用与企业文化发展走在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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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建设 I N D IC A TOR S Y ST EM C ONS TR UCT ION

PART TWO

2. 知名企业排名评级

普氏全球能源企业排名

财富杂志500强

商业周刊50强

福布斯500强

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全球最佳雇主

标普/穆迪/惠誉

经营业绩

业务规模

运营能力与效率

企业品牌

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公司在前一个财务年度的总收入，这包括了公司的总销售额和其他业
务收入，比较重视企业规模，将利润、资产、股东权益、雇佣人数等作为参考指标

企业形象

市场增长率

根据企业最近12个月内和最近3年内的产品销量、纯利增幅、长期利润预期、股票预期及
债务比率等10项指标，对比过去三年中该公司资本的平均回报率和销售额增长速度。

综合考虑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其中销售收入是第一考量点；另外,《福布斯》
的500强排名不包括美国公司。

模型同时考虑主客观两方面的事实依据。客观的数据包括市场占有率、产品销售量以及利
润状况；主观判断是确定品牌强度。

评价依据主要是受访者给自己雇主的打分，涉及企业形象、经济影响、人才发展、性别平
等和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维度。

这三家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基本相似，主要考虑了债务负担、赤字和通货膨胀等因素。

根据各公司的四个关键财务指标：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投资回报率，并根据
标准普尔公司的特定公式计算出排名。

知名企业排名评级机构关于企业“强”的定位认识

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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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建设 I N D IC A TOR S Y ST EM C ONS TR UCT ION

PART TWO

3. 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

国际资源配备中占主导地位

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

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

权和影响力

三个
领军

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等效率指标领先

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

值等效益指标领先

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品质上

领先

三个
领先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履行社会责任

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形象

三个
典范

• 在“走出去”过程中，力所能及地支持所在国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树立良好
的海外形象

• 从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系统优化工艺路线，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持续减少污
染排放，提升安全环保水平，形成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产业发展方式

• 把企业发展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积极投身扶贫开发和社会公益慈善活动，让企业的
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 推进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大力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标准档次和品牌影响
力

• 推动企业理念、目标、制度、标准、经营、全方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生产
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企业兼并重组，全面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 在净资产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等关键绩效指标上领先，持续保持良好的业绩表
现

• 积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
产业标准的制定

• 加快融入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配置资源，
不断扩大海外经营规模，提高海外市场份额，优化全球布局结构

• 着力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努力突破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培育
能够支撑国家战略需求、引领未来科技变革方向、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创新力量

基本要求 详细解读 发展方向

构筑良好全球品牌形象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

实现产品与服务升级

保持关键绩效指标领先

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拓展行业影响与话语权

提升科研创新水平

进一步实现业务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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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4、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央企改革目标

具体表现

世界一流企业应当具备的13项要素

四强 四优

世界一流企业“四个特征”

• 自主创新能力强

• 资源配置能力强

• 风险管控能力强

• 人才队伍强

• 经营业绩优

• 公司治理优

• 布局结构优

• 企业形象优

• 主业突出，公司治理良好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

知名品牌

• 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

• 在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

平，形象良好，有一定的影响力

做优做强中央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 建立起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2 主业突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

3 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4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优势

5 国际化经营与运作能力较强，跨国指数较高

6 拥有国际知名品牌

7 具有合理的经济规模与较强的盈利能力

8 内部改革适应国际竞争要求，激励约束机制健全

9 集中有效的集团管控模式

10 风险管理体系完善，拥有较强风险管控能力

11 管理信息化处于较高水平

12 重视领导力建设，建立起学习型组织

13 具有先进独特的企业文化和较强的社会责任

主要关注点

组织管理

风险管理

人才激励

品牌影响力

国际化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

运营效率

治理结构

企业文化

企业管理

企业管控

规模化与经济效益

世界一流企业蓝图

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

品牌卓著、创新领先

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产品

品质

品牌

影响

科技

创新

治理

体系



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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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5. 高质量发展“一利五率”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1

2

4

3 营业收入利润率

5

6

全员劳动生产率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两利四率

利润总额

净资产收益率

营业现金比率

资产负债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一利五率

保 留

调 整

调 整

保 留

保 留

保 留

主要关注点

科研创新

运营管理效率

经营管理质量

风险控制

盈利能力

利润水平

坚
持
提
升

注重中央企业利润增长

注重盈利能力，投资回报，
收益水平

关注现金流，防止风险

避免盲目扩张

最大限度发挥广大员工的
价值创造能力

解决创新能力不足

调
整
优
化

首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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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6. 新质生产力

 更加注重提升增加值，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更加注重提升功能价值，更好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

 更加注重提升经济增加值，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质量；

 更加注重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加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

 更加注重提升品牌价值，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

展新质生产力。

•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 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 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

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 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国资央企要更加注重提升五个方面的价值
主要关注点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提高经营效率和质量

发展新质生产力

服务国家战略

经济效益增长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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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7. 企业实践认知

“一个强大的企业必
须有持续增长的收益
和利润，收益的增加
来自于源源不断的新
主意和产品创新，利
润的增长则来自于劳
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杰克·韦尔奇
通用电气前CEO

张瑞敏提出“人单合
一”模式，即企业的
每个员工必须与市场
需求直接对接，形成
独立的经营单位。这
一理念强调创新和客
户导向的重要性。

张瑞敏
海尔集团创始人

马化腾提出了“开放
生态”战略，认为企
业在互联网时代不能
孤军作战，而是要构
建一个合作共赢的生
态体系。通过建立平
台，腾讯推动了微信
生态、支付生态和云
计算业务的飞速发展。

马化腾
腾讯创始人

强调“客户第一、员
工第二、股东第三”
的经营理念。客户需
求的满足是企业成功
的核心，员工的创造
力和幸福感决定了公
司的竞争力，而股东
的利益应建立在前两
者的基础上。

马云 
阿里巴巴创始人

“公司运转依靠两个
轮子，一个轮子是商
业模式，一个轮子是
技术创新”

任正非
华为总裁

曹德旺注重“实业报
国”，提出企业必须
专注于主业并通过技
术升级保持竞争力。
他认为制造业的成功
离不开一线工人的劳
动效率和产品的技术
含量，强调通过产品
质量赢得市场。

曹德旺
福耀玻璃创始人

优秀的业绩表现 持续的技术创新
灵活的组织结构
客户至上创新思维

构建开放平台和合
作生态系统

客户导向、技术创
新和人才培养

技术创新
和工艺提升

卓越企业领导人对于企业实践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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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理论学术界看法

主要关注点

成本管理能力

管理者素质

价值管理能力

组织能力

资源管理能力

战略性资源

差异化能力

学派/期刊/机构 对于企业竞争力的看法

资源学派
资源学派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它以两个假设作为分析前提：
(1)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资源是异质的，所以某些企业因为拥有其他企业所缺乏的资源而获得竞
争优势;(2)这些资源在企业之间不能完全流动，所以异质性得以持续

能
力
学
派

能力学派认为，企业的专有能力、资产和独特机制是决定企业的基本因素。
• 早在1937年，哈耶克就提出对于企业来说，知识主要表现为能力的论断。
• 受Penrose(1959)的启发，Richardson(1972)首次使用“能力”概念来表示企业的知识、
经验和技能。

• Spender (1989)认为企业能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系列共同价值系统、管理者所拥有的独
立管理和诀窍，

• 而Alfred D. Chandler, JR.(1992)更为强调企业的组织能力。

哈耶克

Richardson

Alfred D. Chandler

Spender 

结构
学派

• 1980年代以来，Michael E. Porter相继提出了有关国家竞争力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
产业竞争力的“5种竞争作用力模型”、企业竞争力的“价值链”分析方法等理论观点，形
成了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理论体系。

• Michael E. Porter(1997)从产业角度入手研究企业的竞争优势，“一个企业的竞争战略目
标在于使公司在产业内处于最佳的定位，保卫自己，抗击五种竞争作用力，或根据自己的意
愿来影响这五种竞争力。”基于此，他提出了企业获得竞争力的三种基本战略：(1)总成本
领先战略;(2)差异化战略;(3)目标集聚战略。

Michael E. 
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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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本特征归纳

企业“强”的主要特征表现

企业“强”的初步描述

在价值创造与市场占有方面实

现行业领先，对行业及产业链

拥有显著影响力，整体运营效

率与风险防控表现出众，科技

创新应用与企业文化发展走在

行业前列。

知名企业排名评
级机构标准

企业实践认知

国家政策导向
要求

理论学术界研究

经营业绩

业务规模

运营能力与
效率

债务负担
强化企业社
会责任

提高可持续
发展水平

保持关键绩
效指标领先

提升企业经
营管理水平

提升科研创
新水平

进一步实现
业务国际化

风险管理

国际化能力

价值管理
能力

科技创新
能力

运营效率

企业管控

规模化与经
济效益

科研创新

运营管理
效率

经营管理
质量

风险控制

盈利能力

利润水平

发展战略新
兴产业

提高经营效
率和质量

发展新质生
产力

经济效益
增长

加强应用基
础研究和前
沿研究

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优秀的
业绩表现

持续的技术
创新

持续的风险
管理

充分的人才
管理

可持续发展
能力

卓越的运营
效率



第15页

指标体系建设 I N D IC A TOR S Y ST EM C ONS TR UCT ION

PART TWO

9. 石油化工百强企业应具备的特征

石油和化工行业五百强企业特征

具有足够规模的体量，对行业乃至全球经济具有

显著影响力

不断创造不俗的业绩和卓越的财务表现，并保持

在石油化工行业的领袖地位

比竞争对手更注重在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方面的

投入，具备更强技术创新能力

可持续发展根基稳定，具有优质的资产质量，更

加关注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市场多元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化布局，整

合全球资源，从而获得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业绩表现石油化工行业特点

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能源密集型

长产业链

高附加值

循环发展

国际化

可持续

规模化

高效能

强创新

经营业绩

业务规模

运营能力与
效率

债务负担

强化企业社
会责任

提高可持续
发展水平

保持关键绩
效指标领先

提升企业经
营管理水平

提升科研创
新水平

进一步实现
业务国际化

风险管理

国际化能力

可持续发展
能力

科技创新
能力

运营效率

企业管控

规模化与经
济效益

科研创新

运营管理
效率

经营管理
质量

风险控制

盈利能力

利润水平

发展战略新
兴产业

提高经营效
率和质量

发展新质生
产力

经济效益
增长

应用基础研
究前沿研究

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优秀的
业绩表现

持续的技术
创新

持续的风险
管理

充分的人才
管理

可持续发展
能力

卓越的运营
效率

企业“强”的主要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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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油化工行业百强指标体系

科学性原则

公平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

创新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

动态性原则

导向性原则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规模化
1 营收总额

2 利润总额

高效能

3 营收利润率

4 资产回报率

5 营业现金率

6 全员劳动生产率

强创新

7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8 专利数量

9 技术人员占比

国际化 10 跨国指数

可持续

11 资产负债率

12 ESG体系建设情况

13 能效使用情况

14 企业成长指数

否决性指标 重大安全环保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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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企业已有的统计数据，2024年度的评价将使用以下9个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规模化 1 营收总额

高效能

2 营收利润率

3 资产回报率

4 全员劳动生产率

强创新
5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6 技术人员占比

国际化 7 海外营收占比

可持续
8 资产负债率

9 企业成长指数

否决性指标 重大安全环保事故



PART THREE

指标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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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公式

。

企业综合得分=

规模系数×运营与发展质量得分

公平性科学性

合理性

多维性

立体性

要素 解释

规模系数
规模系数由企业营收规模确定，本研究按照企业2021-2023年平均营收总额数据，将企业分为七

个档，并按照一定计算方式确定不同档的规模系数。

运营质量与

发展得分

运营与发展质量得分由企业在高效能、强创新、国际化和可持续4个维度8个指标中2021-2023年

的平均数据决定。通过标准化赋分和权重分配，分别对营收利润率、资产回报率、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技术人员占比、全员劳动生产率、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指数和海外营收占比进行评价，并最

终汇总各指标的加权得分，形成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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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模系数确定方式

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市场中通常具有更多资源、品牌优势和更强的竞争力，为了科学合理地评估企业规模，并确保评价过程

的公平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制定了详细的规模档划分方法和相应的规模系数确定步骤。

通过这种方法，本研究可以将企业按营收范围划分为七个档，并赋予每个档不同的规模系数，以反映其在市场中的相对影

响力和资源掌控力。

根据企业2021-2023年平均营收总额，本研究将企业分为七个档，具体划分标准、企业数量以及规模系数如下：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第四档 第五档 第六档 第七档

营收范

围（亿

）

营收

≥10000

1000≤营收＜

10000

500≤营收＜

1000

100≤营收＜

500

50≤营收＜

100

10≤营收＜

50
营收＜10

企业

数量
2 6 9 70 71 281 -

规模

系数
10 8 6 4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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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赋分规则方式

a） 为了统一不同指标的量纲，科学体现指标内企业之间的量差，并使其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采用基

准值赋分处理不同指标。

b) 使用行业最高值作为基准，通过一定计算处理将企业的指标值标准化到一个百分制范围内，可以

方便地对不同企业在多个指标上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和比较，有利于量化分析和决策。

0 3  计算指标得分

资产负债率指标计算公式为：

资产负债率指标得分=100-100*（企

业资产负债率/行业最高值）

其他指标计算公式为：

企业指标得分=（企业指标值/行业基

准值）*100

0 2  确定行业基准值

选取行业内该指标的第一名的绝对值作

为基准值，对于第一名与第二名存在较

大差距的指标，将第一名赋100分，并

以第二名的绝对值作为行业基准值。

确保每个得分都是相对的、可比较的，

反映其相对于行业最高水平的相对位置

0 1  数据处理

对每个企业的每一指标，首先计算该指

标在过去三年的平均值。

通过计算三年平均值，可以减少单一年

度数据波动对结果的影响，使得评估结

果更具稳定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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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标权重确定方式

 为了进一步确保评价指数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本研究使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

定不同指标的权重。通过对各个指标的重

要性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分配合理的权

重，从而综合评估企业在各方面的综合表

现。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系统的、多标

准决策方法，用于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

性。依据对企业综合实力评估的要求，本

研究将对规模化以外的4个一级指标及其下

属的8个二级指标使用层次分析法（AHP）

对指标的权重进行分配。

营收利

润率

总资产

利润率

全员劳动

生产率

研发投

入强度

技术人

员占比
成长指数

资产负

债率

海外营

收占比

权

重
20% 15% 10% 15% 10% 10% 10% 10%

AHP的过程包括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建判断矩阵、计算特

征向量、计算权重、一致性检验。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获

得指标权重为：

A

B

C

D

E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计算特征向量

一致性检验

构建判断矩阵

计算权重



PART FOUR

后续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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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升石油和化工企业竞争力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评价结果
更具代表性和指导意义，建议开展以下务实的后续工作：

针对不同细分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

确保评价结果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动态调整指标，使用“跨国化指数”指标，引入创新类、ESG

类、新质生产力类相关指标，建立专家咨询机制

建立统一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收集的数

据进行深入分析。

定期公开评价标准和方法，组建由行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

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每年发布评价报告，详细介绍竞争力企业的评价过程、指标体

系和评价结果，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具有竞争力的优秀企业。

对入选企业进行长期跟踪和动态评估，建立企业反馈机制，听

取企业对评价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推进细分行业
竞争力评价

持续优化评价
指标体系

加强数据收集与
分析能力

加强评价过程的
透明度和公正性

加大宣传与
推广力度

建立长期跟踪和
评估机制

100%

0%

50%

科学、权威、全面

竞争力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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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纵横愿与《化工管理》杂志社携手，

为开创石油与化工行业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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