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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际竞争力单项指标评价法研究
———以美国、日本两国 500 强跨国公司为例的分析

王　东　彭胜文　王凯华

　　摘要 : 不同国家之间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目前企业

竞争力评价方法主要为单项指标评价法和综合指标体系评价法。采用较为简单的单项指

标评价法分析方法 ,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美国、日本两国在不同年份进入世界最大企

业中的数量、销售额以及在不同行业销售额中的比重为基础 ,运用翔实的数据分析比较两

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及其汽车制造行业企业竞争力的演变过程与原因。这样 ,既可

以简化分析 ,也可以从总体趋势上揭示企业整体绩效和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关键词 : 跨国公司 　国际竞争力 　行业 　销售额

一、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选择

对于国际竞争力概念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世界

经济论坛 1986 年发表的《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报告》

将国际竞争力定义为 :“企业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

境中比其国内外竞争者更有吸引力的价格、质量来

进行设计、生产并销售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

机会”;洛桑学院 1996 年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鉴》

指出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个公司在世界市场

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的财富的能力”。

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则引申了上述概念的含义 ,提

出了“企业竞争力”、“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概念 ,并且

在实践中更加侧重于行业比较和企业个体的对比。

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主要建立在哈佛商

学院波特教授的全球竞争力理论、罗伯特·索洛的长

期增长理论以及平衡计分法等理论的基础上 ,其中 ,

波特的全球竞争力理论占据着重要地位。

迈克尔·波特 (MichaelE.Porter ) 在分析国家、产

业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时认为 ,企业和国家更重要

的课题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生产率、创造新

的生产要素。效率与效能则是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

中心思考 ,解答了这些问题之后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有些国家能成功地发展出一些特定产业。①国内外

学者和机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与经济效率、企业

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学的关系的论述 ,特别强调了经

济学的“效率”概念在国际竞争力中所具有的本质和

基础的作用。国内知名竞争力研究学者金碚教授认

为 ,“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 ,竞争力的本质就

是经济效率或者生产率”,“在经济学意义上 ,无论如

何定义企业竞争力 ,都不会离开效率含义”。“在市

场经济中 ,企业竞争力最直观地表现为一个企业能

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消费者 (或者市场)提供产

品或服务 ,并且能够获得自身发展的能力或者综合

素质。”②学者们以波特的理论框架为基础 ,同时利

用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管理学理论以及

创新理论等进行充实和完善 ,相对完整地对国际竞

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和对评价结果进行深入

的解释。

目前企业竞争力评价方法主要为单项指标评价

法和综合指标体系评价法。

单项指标评价法是直接用某企业单项指标的报

告期数值与基准期数值对比 ,或用不同企业的同一

指标实际数值对比得出相应的结论。综合指标体系

评价法则是先对多项指标进行综合 ,形成一个综合

指标 ,然后根据综合指标数值得出相应的结论。③与

单项指标评价法相比 ,综合指标体系评价在方法上

要复杂得多。《财富》杂志刊登的评选世界最大 500

家公司中综合总体指标共有六项 :销售增长率、利润

额、利润增长率、销售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和最多

公司雇员额等。在这方面 ,我国专家学者也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

学者谢康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基本

内容为基础 ,设计了以“经济效率”为核心评估指标的

企业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 ,如表 1④。还有的学者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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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了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两大类 8 大要素 37项

指标 ,建立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如表 2。⑤

表 1 　　企业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
核心

评估指标
关键

评估指标
一类

评估指标 经济意义

经济效率类评
估指标 :
生产要素生产
率

经济增长率

边际收益率

经营管理

11科技创新
21成本核算
31市场结构
41品牌与信用
51生产规模

体现了企业内部
效率 ,反映了企业
经营管理能力。

制度环境

11公司治理结构
21企业文化
31税赋能力
41投资环境评估
51社会责任

体现了企业的环
境效率 ,反映了企
业制度创新和适
应环境的能力。

资本市场

11市场规模
21市盈率
31每股收益
41净资产倍率
51净现值

体现了企业的资
本效率 ,反映了企
业资本运作和资
源配置能力。

跨国经营

11国外销售额
21国外净资产值
31国外员工人数
41国外利润额
51出口额
61流入资本额
71吸收外资 - 对外投
资 - 投资比率

体现了企业开放
效率 ,反映了企业
国际化经营能力。

表 2 　　企业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

现
实
竞
争
力

潜
在
竞
争
力

规模要素 职工总数、资产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
产品竞争
力要素

产品合格率、产品质量价格比、单位物耗
率、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率、市场占有率

获利能力
要素

资金利税率、资本利润率、资本周转率、资
本增值率、销售利润率

社会效益
要素

社会贡献率、环境保护指数、合同履约力、
贷款履约力

组织管理
水平要素

经营管理水平、企业家素质、营销管理能
力、职工技术教育培训费占销售额比重、职
工中大学生所占比重、管理人员中管理专
业大学生所占比重、应用经济信息的总量
指标、经济信息的经济效益综合指标

研究与开发
能力要素

科技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职工中科
技开发人员所占的比重、新产品替代与开
发率、新产品产值率、技术进步项目收益率

财务状况
要素 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率、现金净流量比率

国际化水平
要素

企业境外公司数、企业境外公司职员数占总
数的比重、企业境外利润占总利润的比率

两者建立的指标体系都主要体现了以“效率”为

核心的思想。综合指标体系评价法的优点很多 ,主

要是其评价全面、具体、深入 ,但这种评价法的缺点

也很明显 ,即数据不容易采集、分析费时耗力。

本文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采用的一个相对

简单办法 ,即对美国《财富》( Fortune) 杂志公布的世

界和美国最大企业 (跨国公司) 的材料进行整理 ,主

要采用的指标是美国、日本两国在不同年份进入世

界最大企业中的数量、销售额以及在不同行业销售

额中的比重 ,来分析比较两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属性和因素可以表征为

企业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 ,这类指标可以选择能够

直接反映企业市场地位的数值。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额在行业销售额中的比重直接表明企业竞争的结

果 ,可以视为企业竞争力在目前的现实状况 ,因此 ,

可以最直观地反映当前企业竞争力的强弱。《财富》

杂志所公布的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在竞争最激烈的

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 ,它们的销售额等指标可以直

接反映两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而两国企业国

际竞争力的变化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国企

业的实力、地位 ,特别是企业绩效的变化。

下面利用《财富》杂志的数据 , ⑥比较分析从

1962年至 2004 年共四十多年之间 ,美国、日本两国

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相对变化。样本企业是从

《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大的企业中选择的。1982

年以前样本企业的总量是 483 家 ,以后的企业总量

则是 500 家。作者尽可能选取等量的样本企业 ,以

最大限度减少因样本数量不同而造成的系统误差。

所有的企业主要被分成 20 个不同产业 ,其中航空、

办公设备与计算机、电子电器、科研及照相器材、工

农业化工、医药日用化工、汽车及配件、石油等 8 个

行业被认为是高研究密度产业 ;工农业设备、船舶铁

路运输设备、橡胶、建材、金属制造及制品等 5 个行

业是中研究密度产业 ;纺织服装、纸木制品、出版印

刷、食品、饮料、烟草等 6 个行业是低研究密度产业。

归纳的数据主要包括 :美日两国不同年份在世界最

大企业中的数量、销售额及所占比重 ,在不同行业中

的数量、销售额及所占比重。这里要指出的是 ,用数

量和销售额的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 ,特别是如果仅采用上述 3 项指标中的一项进行

分析 ,得出的结果很可能会产生偏颇 ,但采用上述 3

项指标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既可以简化分析 ,又可以

通过美国、日本两国在世界最大跨国公司中数量与

销售额的变化 ,从总体趋势上体现美国、日本企业绩

效的变化情况。

二、美国、日本 500 强跨国
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比较

　　11 美国、日本在世界最大的 500 家跨国公司中

数量比较

从图 1 和表 3 中可以看到 ,1962 年美国在世界

最大的 483 家跨国公司中占 292 家 (占总量的

60.5% ) 。这个时期是美国跨国公司发展的最高潮

或“黄金时期”,以后逐渐减少。在 20 年后的 1982

年在世界最大的 500 家跨国公司中降至 213 家 (占

44.1% ) 。至 90 年代进一步下降 ,1995 年降至最低

点 ,在 500 家最大跨国公司中只占 153 家 (占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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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 。1997 年则回升到 175 家 (占 35% ) ,此后至

2002 年 ,美国入围全球 500 强企业的数量处于平稳

趋势 ,1999 年升至 179 家 (占 35.8% ) ,2002 年 192 家

(占38.4% ) ,2004 年为 175 家 (占 35% ) 。

　　表 3 　　1962-2004 年美国、日本企业在世界最大的样本企业中的数量、销售额及所占比重

年份 企业
总数

美 　国 日 　本

企业数量占总量( %) 企业数量占总量( %)
销售总额

(百万美元)

美 　国 日 　本

销售额
(百万美元) 占总额( %) 销售额

(百万美元) 占总额( %)

1962 483 292 60.5 29 6.0 299 668.0 202 515.0 67.6 10 643.0 3.6
1972 483 256 53.0 65 13.5 812 106.0 474 971.0 58.5 81 523.0 10.0
1982 483 213 44.1 79 16.4 2 850802.0 1 401707.0 49.2 246 158.0 12.1
1989 500 167 33.4 111 22.2 4 591154.0 1 714859.0 37.4 925 377.0 20.2
1993 500 159 31.8 135 27.0 5 402830.0 1 871487.0 34.6 1 375571.0 25.4
1995 500 153 30.6 141 28.2 11 378387.0 3 221391.2 28.3 3 984793.5 35.0
1997 500 175 35.0 112 22.4 11 453516.5 3 977510.9 34.7 3 984793.5 25.9
1999 500 179 35.8 107 21.4 12 695951.9 4 710576.2 37.1 2 930835.8 23.1
2002 500 192 38.4 88 17.6 13 729041.6 5 424942.2 39.5 2 473528.0 18.0
2003 500 189 37.8 82 16.4 14 873027.5 5 841439.4 39.3 2 180616.0 14.7
2004 500 175 35.0 81 16.2 16 798086.2 6 201034.4 36.9 2 392117.3 14.2

注 :1982年及以前年份样本企业总量为 483 家 ,以后为 500 家。
资料来源 :《财富》杂志有关各期。

　　注 :1982年及以前年份样本企业总量为 483 家 ,以后为
500 家。

资料来源 :《财富》杂志有关各期。

图 1 　1962-1997 年美国、日本企
业占世界最大样本企业的数量

日本企业 1962 年在 483 家跨国公司中占 29 家

(6.0% ) ,仅为美国的 10% 。1972年升至 69 家。1982

年在世界最大的 500 家跨国公司中达到 79 家 (占

15.8% ) ,1993年为 135 家 ,1995年达到最高峰的 141

家 (占世界最大 500家跨国公司的28.2% ) ,仅比美国

少 12 家。但 1997年下降至 112 家 (占22.4% ) ,并持

续下降至 2004年的 81家 (占16.2% ) 。

图 1 直观地反映出 ,从 1962 至 1995 的三十多年

的时间里 ,日本企业在全球 500 强中所占比例一直

处于上升状态 ,而美国在同一时期的比例却一直在

下降 ,而从 1995 到 2004 近 20 年的时间里 ,美国企业

在全球 500 强中占的比例略有上升 ,自 1995 年的

30.6% 到 2004 年的 35%, 而同一时期 ,日本企业所

占比例却明显下降 ,自 1995 年的 28.2% 到 2004 年

的 16.2%, 足足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

表3 销售额的情况反映了相同的相对变化。

1962年美国跨国企业的销售额达 2025.15 亿美元 ,占

世界 483家最大跨国公司销售总额的 69.6%, 是日本

跨国公司销售额的 19倍。198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销

售额为 14017.07 亿美元 ,但占 483 家跨国公司销售

总额的比重则降为49.2% ,日本跨国公司升至12.1% ;

1993年 ,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为18714.87 亿美元 ,占

500家世界最大企业销售额的34.6% ,日本企业销售

额为13755.71 亿美元 ,比重升至25.4% 。1995 年美国

跨国公司的销售额被日本超过 ,二者所占比重分别

是 28.3% 和 35% 。1996 年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又

重新超过日本 ,1997 年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为

39775.109 亿美元、占 34.7%, 日本则为 25.9% 。此

后 ,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处于稳定的上升阶段 ,1999

年升至 37.1%, 而日本跨国公司降至 23.1%; 到

2004年 ,美国跨国公司的销售额比例为 36.9%, 是

日本的 2.6 倍 ,而此时日本已经降至 14.2% 。20 世

纪 60 年代初 ,日本现代企业制度刚刚成型 ,那时日

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很弱 ;60 至 80 年

代 ,日本企业制度日趋成熟 ,其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

因此在很多产业中日本公司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跨国

企业。80 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跨国公司经过管理体

制等一系列改革 ,终于又在 90 年代重新崛起并保持

其优势至今。

21 美国、日本跨国公司在不同行业中的竞争地

位

由表 4 可见从 1962 年至 2003 年美国、日本最大

跨国公司在不同行业中销售额的变化情况。表 5 反

映了 1962 年至 2003 年美日最大跨国公司在不同行

业中数量的变化情况。

20 世纪 60 年代是美国跨国公司最兴盛的时

期。在所有 20 个行业中 ,只有在出版印刷业和其他

制造业中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占行业销售总额分别

是 39.5% 和 47.0%, 不足 50%, 其余 18 个行业均占

50% 以上。办公设备及计算机、科研及照相器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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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铁路运输设备 3 个行业中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占

行业总额的 90% 以上 ,占 80% ～89% 的行业有航

空、医药及日用化工、纸及木制品等 3 个行业 ;占

70%～79% 的有 5 个行业 ,占 60% ～69% 的 4 个行

业 ,占 50% ～59% 的 3 个行业。在所有行业中美国

跨国公司的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

战败后的日本全面吸收并不断改进西方先进技

术 ,大力引进西方资本 ,从而创造了长达四十余年的

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 1962 年在 8 个行业进入世

界最大的 483 家行列 ,工农业设备、纺织服装、电子

电器 3 个行业日本企业销售额分别占行业总额的

28.0% 、15.6% 和 12.4%; 其余汽车及配件、船舶铁

路及运输设备、金属制造及制品、食品和石油等 5 个

行业均占 10% 以下。虽处在高速增长的阶段 ,但那

时的日本企业对美国企业还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经过 10 年至 1972 年 ,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占

行业的比重只有饮食业和其他制造业增幅大 ,办公

设备及计算机、出版印刷 2 个行业略有增加 ,科研及

照相器材行业持平 ;其余 14 个行业均有所下降 ,特

别是船舶铁路运输设备由 1962 年的 93.7% 降至

41.7% ,建材业由 1962 年的 72.5% 降至 57.5%, 金

属制造及制品由 1962 年的 52.0% 降至 37.8%, 纺织

服装业由 61.6% 降至 43.8% 。日本企业则在除航

空、科研及照相器材、烟草业、其他制造业 4 个行业

外 ,均有企业进入世界最大的 483 家企业行列。只

有工农用设备行业的销售额占行业总额的比重下

降 ,其余行业销售额所占比重全部上升 ,特别是船舶

铁路运输设备、纺织服装、出版印刷、金属制造及制

品等 4 个行业销售额所占比重增幅最大。在船舶铁

路运输设备行业中日本企业的销售额超过了美国企

业。但总的来讲日本企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仍无法与

美国跨国企业相比 ,美国企业在所有行业中仍具有

非常大的优势。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经济处于

“滞胀”的境地 ,汽车和电子产品已经被日本挤得疲

惫不堪。80 年代后期 ,日本首次超越前苏联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到 1993 年 ,美国企业

与日本企业的相对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逆转。

日本企业在电子电器、工农用设备、橡胶、建材、金属

制造及制品、纺织服装、出版印刷、烟草和其他制造

业等 9 个产业中的销售额超过美国 ;在汽车及配件

行业中与美国持平。在各行业企业数量方面 ,日本

企业在汽车及配件、工农用设备、建材、金属制造、纺

织服装等 5 个产业超了美国企业 ,在电子电器、医药

日用化工、橡胶、饮料等产业中两国企业数量相当。

　　表 4 　　　1962-2003 年美国、日本企业在世界最大样本企业中各行业的销售额及所占比重

行业

( 百万美元 )
销售 额 年份 1962年 1972年

行业销
售总额

美国
销售额

占行
业( %)

日本
销售额

占行
业( %)

行业销
售总额

美国
销售额

占行
业( %)

同期
增减( %)

日本
销售额

占行
业( %)

同期增
减( %)

1 航空 12081 10615 87.9 0 0 20896 18010 86.2 -1 .7 0 0 0
2 办公设备、计算机 5 665 5 258 92.8 0 0 23 367 21 720 93.0 0.2 707 3.0 3.0
3 电子、电器 28 343 16 434 58.0 3 526 12.4 86 068 42 921 50.0 -8 .0 16 235 18.9 6.5
4 科研及照相器材 1 056 1 056 100 0 0 4 037 4 037 100 0 0 0 0
5 工农业化工 20 387 12 450 61.1 0 0 67 280 31 343 46.6 -14 .5 4 368 6.5 6.5
6 医药、日用化工 6 673 5 918 88.7 0 0 24 418 17 977 73.6 -15 .1 1 327 5.4 5.4
7 汽车及配件 42 767 30 964 72.4 1 876 4.4 121 638 72 914 60.0 -12 .4 16 268 13.4 9
8 工农用设备 13 583 9 196 67.7 381 28.0 29 832 18 591 62.3 -5 .4 1 801 6.1 -21 .9
9 船舶、铁路运输设备 3 779 3 542 93.7 237 6.3 8 076 3 371 41.7 -52 4 069 50.4 44.1
10橡胶 7 638 5 650 74.0 0 0 16 221 11 161 68.8 -5 .2 678 4.2 4.2
11建材 4 334 3 140 72.5 0 0 10 639 6 119 37.5 -35 604 5.7 5.7
12金属制造及制品 42 682 22 186 52.0 2 693 6.3 106 989 40 441 37.8 -14 .2 18 344 17.1 10.8
13纺织、服装 8 101 4 989 61.6 1 263 15.6 18 460 8 086 43.8 -17 .8 7 033 38.1 22.5
14纸、木制品 8 190 6 541 80.0 0 0 23 265 17 007 73.1 -6 .9 1 185 5.1 5.1
15出版、印刷 1 261 498 39.5 0 0 2 815 1 222 43.4 3.9 514 18.3 18.3
16食品 31 939 22 373 70.0 341 1.1 73 452 45 110 61.4 -8 .6 3 603 4.9 3.8
17饮料 3 246 1 744 53.7 0 0 12 200 8 354 68.5 14.8 813 6.7 6.7
18烟草 4 189 2 503 60.0 0 0 11 676 6 310 54.0 -6 0 0 0
19石油 46 811 34 199 73.1 326 0.7 126 532 85 729 67.8 -5 .3 3 947 3.1 2.4
20其他 6 943 3 259 47.0 0 0 24 245 14 547 60.0 13 0 0 0

合计 299 668 202 515 10 643 812 106 474 971 81 503

　　1995年日本企业销售额曾经超过了美国企业 ,但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的影响 ,1996-1997 年重新

被美国企业超过 (见表 4) 。引人注目的是 ,因为美国

企业制度的广泛适应性 ,使美国企业顺应了信息社会

的发展 ,在计算机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巨大进

步 ,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提高。从企业数量看 ,美国在

航空、计算机、照相器材、工农业化工、医药日用化工、

纸木制品、食品、饮料、石油等行业 ,特别是在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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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中均领先于日本企业。而日本

企业制度面临新的环境则暴露出其固有的局限性 ,导

致其企业竞争力不断滑坡 ,并且有重新被美国企业进

一步“甩开”的趋势。到 2003年 ,同美国相比 ,无论是

在 500强中的销售总额还是在航空、计算机、化学品、

工农用设备、食品、饮料、石油等方面都已经相去甚

远。但是 ,在电子、电器、出版印刷行业中 ,日本仍然

保持了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所建立的领先优势。

美国企业始终在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中保持优势 ,在航

空、办公设备及计算机、科研及照相器材、工农业化

工、医药及日用化工、石油等产业中的销售额超过日

本 ,仅在电子电器行业中的销售额落后于日本企业 ,

在汽车及配件业中与日本企业持平。而日本则采取

从中、低研究密度产业中取得突破 ,在 60 至 70 年代

集中支持造船、钢铁、机械制造、纺织服装等产业的生

产和出口。然后在电子电器、汽车、工农业化工、办公

设备及计算机等高研究密度产业中与美国竞争 ,并在

电子电器、汽车等领域取得了竞争优势。但日本的技

术进步大部分是建立在模仿创新的基础上 ,它通过不

断复制美国的技术去追赶美国 ,并很快在钢铁、汽车、

电子、数控机床等方面赶超上了美国企业。而 90 年

代美国进入了“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 ,创新技术

使美国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产业进一步领先 ,日本企

业模仿创新则陷入了被动局面。

　　续表 41962-2003 年美国、日本企业在世界最大样本企业中各行业的销售额及所占比重

行业

( 百万美元)
销售额 年份 1982年 1993年

行业销
售总额

美国
销售额

占行
业( %)

同期
增减( %)

日本
销售额

占行
业( %)

同期
增减( %)

行业销
售总额

美国
销售额

占行
业( %)

同期
增减( %)

日本
销售额

占行
业( %)

同期增
减( %)

1 航空 84 839 70 844 8315 -2 170 0 0 0 153 994 116445 7516 -7 190 0 0 0
2 办公设备、计算机 84 858 78 870 9219 -0 110 3 519 411 1110 248 574 134 084 5319 -39 100 104 025 4118 37170
3 电子、电器 265 250 98 822 3713 -12 170 68 763 2519 7100 755 841 167 703 2212 -15 110 297 982 3914 13150
4 科研及照相器材 14 817 12 486 8413 -15 170 2 331 1517 15170 92 747 72 893 7816 -5 170 14 123 1512 -0 150
5 工农业化工 202 729 72 849 3519 -10 170 21 505 1016 4110 396 187 102 753 2718 -8 110 72 798 20 9140
6 医药、日用化工 77 881 63 201 8112 7160 2 126 217 -2 170 242 874 127 326 5214 -28 180 3 620 1419 12120
7 汽车及配件 318 479 124 272 3910 -21 100 80 114 2512 11180 931 931 311 625 3314 -5 160 315 073 3318 8160
8 工农用设备 97 656 43 133 4412 -18 110 15 779 1612 10110 208 469 49 931 24 -20 120 82 727 3917 23150
9 船舶、铁路运输设备 16 362 2 202 1315 -28 120 4 164 2514 -25100 13 255 0 0 -13 150 0 0 -25140
10橡胶 34 896 19 592 5611 -12 170 2 860 812 4100 71 320 17 899 25 -31 110 22 501 3115 23130
11建材 28 432 6 410 2215 -15 100 2 522 819 3120 105 281 14 314 1316 -8 190 27 751 2614 17150
12金属制造及制品 267 868 81 256 3013 -7 150 56 935 2113 4120 428 756 43 274 1011 -20 120 139 407 3215 11120
13纺织、服装 28 990 9 936 3413 -9 150 11 065 3812 0110 57 322 13 312 2312 -11 110 27 736 4814 10120
14纸、木制品 48 763 35 645 7311 0100 7 132 1416 9150 131 882 76 877 5813 -14 180 19 297 1416 0100
15出版、印刷 17 256 5 764 3314 -10 100 4 744 2715 9120 76 278 14 708 1913 -14 110 20 717 2712 -0 130
16食品 203 784 112 272 5511 -6 130 11 967 519 1100 416 058 186 346 4418 -10 130 60 841 1416 8170
17饮料 39 016 20 022 5113 -17 120 2 177 516 -1 110 138 812 55 948 4013 -11 100 23 163 1617 11110
18烟草 48 910 24 034 4911 -4 190 0 0 0100 40 327 26 439 6516 16150 10 150 2512 25120
19石油 12 449 504 413 5513 -12 150 45 169 510 1190 867 782 339 610 3911 -16 120 84 844 918 4180
20其他 57 567 15 684 2712 -32 180 3 286 517 5170 15 233 15 233 0 0 -5 170

合计 2 850802 1 401707 346158 5 402830 1 871487 1 375571

2002年 2003年
1 航空 102546 44890 4318 -31180 17099 1617 16170 276650 199878 7212 28140 0 0 -16170
2 办公设备、计算机 289965 203469 7012 16130 86 496 2918 -12100 328836 230771 7010 -0 120 98 065 2918 0100
3 电子、电器 623787 63 811 1012 -12 100 350690 5612 16180 686040 62 976 912 -1 100 386986 5614 0120
4 科研及照相器材 33 405 12 841 3814 -40 120 20 564 6116 46140 35 984 13 317 3710 -1 140 22 667 6310 1140
5 工农业化工 139325 52 131 3714 15 490 1111 189546 60 362 3118 28 143 1418
6 医药、日用化工 321265 211944 6610 0 0 301446 173986 5717 0 0
7 汽车及配件 1 394008 455117 3216 -0 180 392029 2811 -5 170 1 538270 459097 2918 -2 180 440915 2817 0160
8 工农用设备 120520 34 099 2813 4130 31 461 2611 -13160 118125 38 298 3214 4110 21 012 1718 -8 130
9 船舶、铁路运输设备 94 062 12 491 1313 13130 42 940 4517 45170 116480 12 792 1110 -2 130 46 250 3917 -6 100
10橡胶 706176 0 0 543424 7710 199101 0 0 95 580 4810
11建材 53 063 0 0 -13 160 10 628 2010 -6 140 61141 0 0 0100 0 0 -20100
12金属制造及制品 141518 20 618 1416 4150 42 480 3010 -2 150 179277 21 728 1211 -2 150 47 803 2617 -3 130
13纺织、服装 24 449 0 0 -23 120 0 0 -48140 240214 106465 4413 44130 0 0 0100
14纸、木制品 78 853 48 247 6112 2190 0 0 -14160 90 342 65 307 7213 11110 0 0 0100
15出版、印刷 33 510 0 0 -19 130 21 015 6217 35150 38 265 0 0 0100 23 474 6113 -1 140
16食品 246995 131265 5311 8130 0 0 -14160 77 602 77 602 100 46190 0 0 0100
17饮料 63 235 50 019 7911 38180 0 0 -16170 64 059 52 521 8210 2190 0 0 0100
18烟草 96 617 62 182 6414 -1 120 16 475 1711 -8 110 60 704 60 704 6118 -2 160 17 881 1812 1110
19石油 1 276237 411821 213 -6 180 72 442 517 -4 110 540732 540732 3213 0100 74 474 414 -1 130
20其他 7 889506 3 609997 4518 810295 1013 10130 9 730213 3 664903 3717 -8 110 877366 910 -1 130

合计 137290425 424942 2 473528 148730275 841439 2 180616

　　20世纪 90 年代后至今 ,日本企业在 500强中鲜

有出色表现 ,无论在高科研密度的办公设备、计算机

(1993年有 6 家 ,1997年有 3 家 ,2003年有 4 家) 、电子

电器 (1993年有 15家 ,1997年到 2003年均只有 9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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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化工 (1993年有 12 家 ,1997年只有 2 家) 、医药

及日用化工 (1993年有 8 家 ,1997年 0 家) 、汽车及其

配件 (1989年、1993年有 18 家 ,1997年只有 9 家) ,还

是在中低科研密度行业都明显下降 ,仅在世纪之交 ,

高科研密度的汽车及其配件有小幅度回升 ,2002年和

2003年都分别有 11 家企业进入 500 强的行列 ,科研

及照相器材行业取代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表 5 　　1962-2003 年美国、日本企业在世
界最大样本企业中各行业的数量

行业

企业数目
年份 1962年 1972年 1982年 1989年

行
业

美
国

日
本

行
业

美
国

日
本

行
业

美
国

日
本

行
业

美
国

日
本

1 航空 15 12 0 14 11 0 17 12 0 17 11 0
2 办公设备 8 7 0 10 8 1 12 10 1 18 10 3
3 电子电器 43 20 7 39 17 9 41 16 10 46 16 15
4 照相器材 1 1 0 2 2 0 3 2 1 7 4 2
5 工农业化工 33 20 0 42 22 5 44 19 8 49 16 9
6 医药日用化工 19 16 0 23 15 2 24 18 1 26 14 4
7 汽车及配件 39 18 6 39 16 8 36 9 13 42 7 18
8 工农用设备 38 26 2 26 14 2 30 13 5 24 8 6
9 船舶铁路设备 7 6 1 8 3 4 5 1 2 4 1 1
10 橡胶 9 5 0 8 5 1 9 5 1 8 2 3
11 建材 13 10 0 12 8 1 10 3 1 16 3 3
12 金属制品 88 37 6 80 29 12 66 20 11 56 11 13
13 纺织、服装 24 15 5 20 9 8 12 4 5 14 5 6
14 纸、木制品 22 16 0 21 14 2 17 11 4 28 14 5
15 出版、印刷 5 2 0 5 2 1 7 2 2 12 4 2
16 食品 53 42 1 53 35 4 49 27 4 46 20 10
17 饮料 10 5 0 12 7 1 10 4 1 17 4 2
18 烟草 9 5 0 8 5 0 7 3 1 5 2 1
19 石油 36 24 1 40 22 4 71 30 7 52 15 7
20 其他 11 5 0 21 21 0 13 4 2 1 0 1

合计 483292 29 483256 65 483213 79 500167 111

1993年 1997年 2002年 2003年
1 航空 15 10 0 17 10 1 12 8 0 11 7 0
2 办公设备 18 10 6 11 8 3 9 5 4 9 5 4
3 电子电器 44 15 15 27 8 9 18 3 9 18 3 9
4 照相器材 10 6 2 3 2 1 2 1 1 2 1 1
5 工农业化工 43 13 12 16 4 2 6 2 1 18 2 2
6 医药日用化工 36 14 8 13 8 0 14 9 0 12 7 0
7 汽车及配件 43 8 18 25 5 9 32 8 11 32 7 11
8 工农用设备 26 7 10 8 2 2 6 2 2 5 2 1
9 船舶铁路 3 0 0 26 2 4 6 4 0 6 1 3
10 橡胶 11 3 3 3 1 1 16 0 9 10 0 5
11 建材 21 4 5 12 1 8 3 0 1 3 0 0
12 金属制品 53 9 17 16 2 7 8 1 2 9 1 2
13 纺织、服装 12 3 6 0 0 0 10 4 0 11 7 0
14 纸、木制品 23 12 3 6 4 1 4 3 0 5 3 0
15 出版、印刷 12 4 2 4 0 2 3 0 2 3 0 2
16 食品 47 19 11 41 17 4 3 3 0 3 3 0
17 饮料 18 4 4 5 4 0 4 3 0 4 3 0
18 烟草 5 3 3 3 1 1 3 1 1 3 1 1
19 石油 50 15 8 37 14 5 26 7 4 32 7 4
20 其他 4 0 4 224 82 42 315128 41 304139 37

合计 500159135500175112500192 88 500189 82

注 : ①1982年以前样本总量为 483 家 ,以后为 500 家 ; ②
该续表对行业分类因《财富》杂志分类的微小变化与原表个
别项目不同。

资料来源 :《财富》杂志有关各期。

通过以上介绍 ,勾画出了从 1962 年至今美、日

两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情况。我们清楚地看

到 ,1962 年到 1993 年的 30 年间 ,是美国企业竞争力

的显著下降阶段 ,这段时间里 ,进入世界最大企业的

美国企业总数从 1962 年的 292 家下降到 1993 年的

159 家 ,而这段时间却是日本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世

界最大企业的日本企业数目从 29 家增加到 135 家 ,

增加了近 4 倍 ,而 1993 年以后的情况又恰恰相反 ,

美国、日本企业在各个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在总

体趋势上也符合这一规律。

三、美国、日本汽车工业
国际竞争力的演变过程

　　从表 4 可以看出 ,在 1962-2003 年这段时期

内 ,在大部分行业中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在行业销

售额中的比重都处于连续的下降状态 ,而从 1962 年

到 20 世纪末的日本 ,情况则恰好相反。本文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汽车行业来分析一下该行业美国、日本

跨国公司市场竞争力的演变过程。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 ,是汽车行业开拓时代 ,美

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汽车 (福特

制)的国家。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初是其黄金发展

时期 ,1962 年美国该行业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全球

483家大公司总销售额的 7214%, 拥有绝对的霸主

地位。70 年代 ,受石油危机的影响 ,美国汽车耗油

的缺点直接导致了市场份额的下降 ,1972 年该比重

下降到 60%,1982 年该数字仅为 39% 。

比起美国来 ,日本的汽车生产起步较晚。1962

年 ,日本该行业跨国公司的销售额仅占全球 483 家

大公司总销售额的 414%,1972 年该数字上升了 3

倍之多 (1314% )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

之后 ,经济省油的日本小型汽车崛起。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 ,日本汽车大举打入美国市场 ,势如破竹 ,给

美国汽车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1982 年日本该行

业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全球 500 强总销售额的比重

达到 2512%, 而美国下降至 39% 。1993 年 ,该数字

变为日本占 3318%, 美国占 3314%, 日本取代了美

国一贯的霸主地位。

再让我们看一下日本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过

程 :

1930-1950 年是日本汽车工业的生产摸索时

期。

1937 年 8 月丰田汽车公司成立。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汽车工业形成完整体系。

1961 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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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超过法国居第 4 位。

1966 年超过英国升为第 3 位。

1968 年追上原西德居世界第 2 位。

1970 年日本汽车出口量为 109 万辆。

1974 年汽车出口量超过原西德 ,并一直居世界

第 1 位。

1980年汽车出口量增到 597 万辆 ,其中出口美

国 340 万辆 ; 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达

3410% (包括美国、日本合资建厂生产的轿车 ,该数

字为 3910% ) 。

1980 年日本汽车产量达 1104 万辆 ,成为“世界

第一”(包括非 500 强公司的数据) ,占世界汽车总产

量的 30% 以上 ,超越了美国保持了多年的汽车第一

大生产国的地位。

1981年出口 605 万辆 ,占日本总产量的 54%,

其中美国是日本汽车最大的海外市场。

1990 年日本以 134868 万辆的汽车产量创出历

史新高。⑦

日本汽车行业的起步落后于美国半个世纪之多

(亨利·福特 1907 年发明 T 型车及首创流水线生产

方式 ,而 1930-1950 年间日本汽车工业刚刚处于生

产摸索时期) ,是什么使日本的汽车行业在很短时间

里追赶并超越美国的呢 ? 这里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

有国际的外部环境因素 ,但更加重要的是日本的企

业制度和不断创新的精神等等。

11 精细的市场研究

1957 年日本丰田公司进军美国 ,1960 年在美国

市场遭遇重创 ,进军美国的计划暂时搁置。此后 ,丰

田公司对美国市场进行了近 5 年的较为精细的研

究 ,最终 ,丰田制造出了适应美国需求的轿车 ———可

乐娜并获得巨大成功。

21 不断创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

日本的汽车工业是从学习美国开始的 ,但不同

的是 ,日本在学习的基础上 ,进行了艰苦的创新和改

进工作 ,日本汽车企业每年的技术开发费投入约占

年销售额的 3% ～5%, 数额高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美

元。

20 世纪 50 年代 ,日本以在美国遭到冷落的爱

德华兹·戴明博士在质量管理中引入统计学的理论

为基础 ,发明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并一丝不

苟的应用于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循环 ,获得了较

大成功。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日本汽车工业凭借着

对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对产品和质量精益求精的精神

开始了它的夺霸之旅 ,并最终超越了一贯的霸主美

国。

美国政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将重点放在产

业政策方面 ,全面改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 ,加快制

造系统的改进 ,励精图治 ,1994 年美国全国汽车生

产数量再次超过了日本。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日

本经济走向了衰落 ,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企业制度未

能跟上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没有跟上时代

的步伐等。

以上通过美国、日本两国不同年份在世界最大

企业中的数量、销售额及所占比重 ,在不同行业中的

数量、销售额及所占比重这 3 项指标分析了两国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清楚地知道 ,企业国际竞争

力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国内不同的通货膨

胀率、汇率的变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内外不同因

素的影响 ,但我们认为运用上述单项指标评价法 ,既

可以简化分析 ,又可以从总体趋势上体现不同国家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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