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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500强公布：中国企业数量首超美国 

近日，《财富》杂志 2019年世界 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129家

中国企业上榜，数量上首超美国。本次榜单中，在互联网、工程、汽

车、房地产等领域，上榜中企数量均超越美企。华为、京东、腾讯、

阿里巴巴等中企排名均有大幅进步。首入榜单的小米则“横空出世”，

成为本次最年轻的全球 500强企业。 

具体来看，上榜的中企中，有 119 家来自内地和香港地区，10

家来自中国台湾省，总计 82 家国企上榜。全球 500 强中美企数目则

为 121家。 

相比去年榜单，今年共有 13 家新晋中企，占新上榜和重新上榜

企业（25 家）的 50%以上。这 13 家首次上榜的中国公司分别是：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中车集团、青山控股集团、金川集团、珠海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海螺集团、华夏保险、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山

西焦煤集团、小米集团、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第 414位）和小米集团（第 468位）均为首次上榜。而

成立 9年的小米则是 2019年世界 500强中最年轻的公司。 

横向对比发现，中美两国企业均集中在能源矿业、商业贸易、银

行、保险、航空和防务 5个产业。但是，中国有数量众多的金属制品、

工程建筑、汽车和房地产，上榜美国企业在这些产业或者没有，或者

极少。同时，上榜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大公司中有一批与保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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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等有关的产业。此外，全球范围内上榜的互联网公司共 7家，中

国就拥有 4家：京东（第 139位）、腾讯（第 237位）、阿里巴巴（182

位）、小米。 

从营收表现来看，今年上榜 500 家公司的总营业收入近 32.7 万

亿美元，同比增加 8.9%；总利润再创纪录达到 2.15万亿美元，同比

增加 14.5%；净利润率则达到 6.6%，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12.1%，都超

过了去年。其中，上榜中企营收占全部 500 家企业总营收的 25.6%，

略低于美企的 28.8%。利润榜前 10 位的四家中国公司仍然是工建农

中四大银行。 

纵向分布来看，全球 500强前 50，美企依旧居多。在最后 50名

的排名中，中企数量第一，其中 6家为新晋企业。《财富》尤其指出，

排名靠后的中企近年来名次进步迅速，“这正如它们的国家（中国）

一样，抱有志向且发展火热”。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公司在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

上已经扭转了近年来的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此外与世界 500 强相比，

2018年，中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与净资产两项指标也与世界 500

强上榜企业数值基本持平；与传统经济大国的上榜企业相比，上榜中

国企业在销售规模和资产规模已经不输日本、英国、法国与德国企业。 

除此以外，2 年前还没有一家中企位列全球半导体企业 20 强，

如今已有中企挤入前 15，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早已感到一丝

危机，并于今年 4 月上书美国国会。报告指出，自 2004 年起，中国

每年科工专业本科毕业生就已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科工领域学术论

文数量方面，中国也在 2016 年首次超过了美国。如此情境下，SIA

要求国会批钱大力发展美国半导体产业。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特斯拉事故报告：自动驾驶下每 370万英里一起事故 

7月 18日，特斯拉官方公布了 2019年第二季度安全报告。根据

特斯拉统计的事故数据，Autopilot系统看起来比人类驾驶员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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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第二季度中，在驾驶员使用自动驾驶功能的情况下，特斯

拉汽车平均行驶每 370 万英里会有一起事故。在没有使用自动驾驶，

但是具备主动安全功能的情况下，平均每 2109万英里会有一起事故。

没有使用自动驾驶也没有主动安全功能的情况下，每 141万英里会有

一次事故。 

作为对比，特斯拉还引用了特斯拉发布第二季度自动驾驶事故报

告，表示在美国平均每 498000英里就会有一次事故。从 2018年开始，

特斯拉开始每季度公布一次安全报告。从 2018 年第三季度开始，在

使用自动驾驶功能的情况下，过去三个季度，平均发生一起事故的里

程数分别是 344 万、291 万、287 万英里。这个数据始终远超过驾驶

员没有使用自动驾驶功能的情况。 

本次安全报告中，特斯拉还首次公布了车辆火灾数据。但是特斯

拉特别说明，因为火灾事件极为罕见，每增加一起都代表发生频率大

大增加。所以特斯拉没有按照季度进行公布，选择每年发布一次报告。 

这份报告数据显示，从 2012到 2018年，每行驶 1.7亿英里，大

约有一辆特斯拉发生火灾。作为对比，美国国家消防协会和美国交通

部的数据显示，在美国，车辆平均每行驶 1900 万英里就会发生火灾

事故。 

特斯拉特别指出，特斯拉所统计的起火事件包括了因结构、纵火

和其他与车辆无关因素引发的起火，这些事件占特斯拉起火事件的

15%左右。 

（产业所 苏楠 整理） 

全国已有 230万用户完成携号转网 

国新办 7 月 23 日举行的上半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介绍，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信息通信业发展势

头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工业生产保持基本稳定。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处于全年增速预期目标区间；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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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

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 3 个百分点。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3.1%，

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 10.1 个百分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的工业新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信息通信业对经济社会支撑作用加大。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电

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25.7%。6月 6日正式发放了 5G牌照。移动网络

流量平均资费和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持续降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实现业务收入增长 16%。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介绍携号转网时表示，为了落

实好携号转网工作，今年两会后，工信部第一时间组织三家基础电信

企业和中国铁塔公司制定了系统建设改造联调联测提供服务三阶段

的工作时间表，部署在全国推进携号转网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

序地推动，五个试点的省市共计完成了 230 万用户携网工作。“随着

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升级，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手机号码已

不仅是通信服务的用户标识，而且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的互联网服务

中，成为网络空间用户的“身份证”。 

而针对“携号转网”全面铺开还需要妥善应对数据量庞大、涉及

面甚广的两大调整。一是对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网络和运营系统进行

必要改造。二是要对银行、保险、证券以及互联网企业等第三方平台

进行同步改造，各行各业应用系统协同配合，确保用户“携号转网”

后的使用体验。 

下一步，工信部还将进一步从四个方面保障“携号转网”的顺利

实施。一是在全国系统建设改造完成后，组织开展全国联调联测工作，

确保系统运行符合规范要求。二是制定管理办法，目前，已经起草完

成了“携号转网”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携号转网”的服务办理

条件、业务流程、服务规范等内容，近期将会按程序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三是要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共同推进银行、保

险、证券以及互联网企业等第三方平台进行同步改造，确保用户“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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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转网”后的业务体验。四是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确保健康有序的市

场竞争环境。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中国科研人员发布新型基因编辑技术 

北京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在线

发表研究论文，首次报道了一种新型的核糖核酸（RNA）单碱基编辑

技术。利用该技术，研究人员在一系列疾病相关基因转录本中实现了

高效、精准的编辑。该技术的建立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疾病治疗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工具。 

据了解，近年来，以 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在生

物医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即利用细菌特有的免疫系统及一

种名为 Cas9 的酶对目标细胞 DNA 序列进行修改，以期实现对由基因

缺陷所引起的疾病的有效治疗。 

课题组专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

新中心研究员魏文胜介绍，虽然这项技术影响深远，但目前存在的一

系列问题使其在临床治疗应用中遭遇瓶颈，例如由蛋白过表达引起的

DNA/RNA水平的脱靶效应，由外源蛋白表达引起的机体免疫反应及损

伤等。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当前的基因编辑体系依赖于外源编辑酶或

效应蛋白的表达。为此，亟须建立新型基因编辑工具，特别是摆脱传

统技术依赖于外源蛋白表达的桎梏。 

RNA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以及部分病毒、类病毒中的遗传信息载体。

魏文胜课题组在研究中首次发现，只需转入一条特殊设计的“向导”

RNA，就能够通过招募细胞内源的蛋白对目标 RNA 上特定的腺苷酸产

生高效精准的编辑，并不需要引入任何外源效应蛋白。这种新型 RNA

编辑技术被命名为 LEAPER。 

深入研究表明，LEAPER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对 RNA 分子上绝

大多数的腺苷酸位点进行精准编辑。在人的肺脏成纤维细胞、支气管

上皮细胞及 T细胞中，LEAPER的编辑效率最高可达 80%，显示出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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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疾病治疗中巨大的应用前景。此技术的高效、精准的特性也在一

些应用尝试中得到充分验证。例如，研究人员利用此技术成功修复了

来源于 IH 型粘多糖病病人的缺陷细胞，为成功修复致病突变提供了

一种手段。 

课题组表示，LEAPER 充分利用了细胞中天然存在的机制：仅用

一条 RNA就实现了精确高效的 RNA单碱基编辑，从而避免了任何由于

表达外源效应蛋白而引起的各种潜在问题，因而是一种较为安全的基

因编辑工具。 

“这种新型的基因编辑技术在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中显示出可

观的优势与潜能，同时也为发展基于细胞内源机制的基因编辑技术指

明了方向。”魏文胜说。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从产品设计到真实世界试验，AI医疗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当前，NLP、深度学习、大数据挖掘三大人工智能技术分支在医

疗、安防、金融、无人驾驶等领域广泛应用，不少技术已经实现商用，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近日，在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的

CCF-GAIR 大会上，众人则把眼光聚焦到了医疗人工智能下的影像分

支。 

哪些因素在制约 AI发展？ 

影像数据的获取与处理难度制约着病理人工智能的发展。腾讯

AI Lab AI+医疗专家研究员姚建华表示：“病理诊断是诊疗流程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中国的病理医生极其缺乏。而医学影像的标记

不同与无人驾驶数据的标记，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来完成这项工作。

因此可供 AI 训练的训练数据成本更高，标注更困难，因而更难以取

得。”相比之下，眼科 AI、放射科 AI的发展速度便要迅速许多。 

其次是算法，姚建华表示：“我们常常需要识别病理图像中一些

非常细微的组织的变化。过去在自然图像中应用比较成功的算法，往

往在病理图像中达不到相应的效果。同时，为了消除不同病理切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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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偏差；制作病理预后预测模型；预测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我们还

需要对算法进行更精确的修改”。 

从论文到临床，产品终究是要落地医院 

当完成训练阶段，人工智能产品终究需要进入真实世界，但这也

是许多 AI 产品水土不服的地方。“许多 AI 已经可以在实验中将 AUC

提升到 99%的水平，远超过病理医生，但在实际之中，这个数字是没

有意义的，实验室水平不等于真实世界水平。”香港大学统计与精算

科学系主任尹国圣教授在演讲中谈到，“关键还在于如何在识别影像

过程中作出有效的判断”。 

所以，AI 进入医院的关键在于实现“切入医生痛点”与“满足

医生需求”两个方面。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梁长虹在演

讲中举了一个例子：医生的误诊率是 7.5%，AI的误诊率是 3.5%，而

“医生+AI”的误诊率为 1.5%。 

因此，AI 研究人员首先要与医生沟通，以辅助医生诊断出发，

了解医生操作需求进行产品设计；其次，打铁还需自身硬，AI 产品

还需按照 NMPA 规定临床标准推动临床研究；或以多中心研究等创新

的方式确保产品的品质。 

AI 企业如何构建壁垒 

在如今这个阶段，AI 企业应该如何构筑自己的壁垒呢？翼展医

疗集团 CMO高云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过去专精于人工智能影像数年的公司被新成立的初创企业赶

上，这已经不是特例。实际上，只要拥有优质的数据，很多企业都能

跑出相对理想的结果。但这个数字如何？医生并不关心。所以，数据

并不能成为企业的壁垒。”高云龙认为。 

“以翼展医疗集团为例，我们与移动、联通、电信、浪潮合作，

使用他们的云平台；我们自己处于中间层，开发 AI 应用的同时搭建

云 PACS；在云 PACS 之上我们合作了许多 AI 企业，他们用优秀的应

用为我们提供诊断支持。所以，就壁垒而言，我们想搭建的是一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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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生态圈，以共赢的方式创造 AI的未来。”简单的来说，高云龙眼中

看到的是一个各司其职的 AI生态，即平台厂商做云 PACS，软件厂商

做软件。这种情况下，参与的越多，AI 玩家越多，整个平台乃至行

业便愈发活跃。 

（产业所 陈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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