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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企为什么这样“红”》到《国
企十宗罪》，再到《国企十四宗罪》，妖
魔化央企一度甚嚣尘上。

甚至中石油登顶英国《金融时
报》“全球 500强”排行榜的榜首，但国
内大多媒体及专家的反应，意料之中
的无人叫好，反倒是一片讥讽之声。
实际上，当前社会公众和一些媒体对
央企、对垄断、对“国进民退”、央企地
王等问题的认知，与央企的实际情况
存在着较大的“误会”。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副教授、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唐远清博士表示，央企亟待加强舆情
应对的能力，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
“事实上，由于央企目前在舆情

应对上的不足，使得央企的社会形象
与其实力、地位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央企继续
发展壮大的不利因素，这需要引起央
企的高度重视。”唐远清表示。

垄断之辩

央企正在面临一个尴尬局面：若
亏损，公众会嘲笑你管理僵化落后；
如盈利，公众则会批评你行业垄断。
多年前，国资委前任主任李荣融曾感
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

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
你们还是骂呢？”

虽然央企这几年的经营绩效明
显提高，但有一些学者认为，绩效提
高的原因并非源自企业效率的提高，
而主要来源于央企的垄断地位，这不
利于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深
化改革需要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

不过，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
明确表示，中央企业并不存在垄断，
只有个别带有垄断色彩的企业。“垄
断问题非常容易讲，我们内部真正经
营具有垄断色彩的，最典型是七家企
业，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和三个电信。他认为，中央企业
不都是垄断企业，垄断企业是少数，
竞争性的是大多数。而且竞争性企业
这几年发展速度要更快。
“国有企业要有新的发展，每年

都需要新的投入，如果财政不拨款就
应该用企业的利润留成。很多人现在
认为国企截留利润用来给高管和员
工发工资了，其实企业利润和企业工
资是不搭界的，是两条线，关于国企
高管的工资，国资委是有严格规定
的。最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明白就在
那里嚷嚷，很让人费解。”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对媒体
表示，“有学者说国家给国有银行注
资那么多，国有银行利润竟然一分钱
不上缴，这不是事实，我们工行每年

现金利润上缴 50%，所以说许多地方
都被外界所误解了。”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北
京大学教授张春晓表示，“因为市场
经济一直是动态，中央企业在市场经
济中，是顺应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对
中央企业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张春晓表示，“投资空间是相对
的，国有企业的发展，从静态看好像
是挤占了民间投资，但是从动态看不
仅不会缩小投资空间，相反因为市场
的需求而扩大了投资空间。分析我国
行业的产业链，基本是混合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局面。”

进退之辩

社会上有不少人将国有企业的
发展壮大，特别是一些兼并、收购和
重组的事件说成是“国进民退”，认为
这是与“民”争利。
在“国进民退”争论中，山西煤矿

重组被作为重要案例证明。
但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

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
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
“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
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强做大。在产
煤大县柳林，8个整合主体中，有 7个
是民营企业；在吕梁市，民营企业占整
合主体的 60%，产能也将占到 60%。

而对于中粮入主蒙牛一事，国务
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均认为，
“中粮入股蒙牛和国有企业炒地皮是
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不能混为一
谈。从实际效果说，中粮入股帮助蒙
牛解决了资金困难。中粮入股蒙牛不
是以大吃小，是大帮小，国帮民，这是
值得鼓励的事情。一些媒体把这也归
于‘国进民退’，这是混淆了概念，不
是一回事，这是中粮和牛根生‘自由
恋爱’的结果。”

实际上，早在 1999 年党的十五
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提出了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
重要方针，即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
所为有所不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国”与“民”、“公”与“私”
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此进彼
退、相互排挤的关系。

专家表示，“国退民进”也好，“国
进民退”也好，都是不科学的提法与
概念。企业进退涨落是市场竞争的结
果，争论谁进谁退没有意义，用所有
制来硬套，更没有意义。最好的做法，
还是研究一下如何保持和改善平等
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市场环
境，无论是从现实，还是长远来看，这
一点对国民经济与企业发展可能更
有意义。

本报记者 陈昌成

国资委对所属七大行业中的企
业提出的要求是，这七大领域要拥有
一批对行业发展有较强影响力和带
动力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中石油石
化、电信、电力、冶金、航运、建筑等行
业的重要骨干企业要发展成为世界
一流企业。当前央企在这些领域的发
展也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
企业，像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
油，对石油石化行业已经具有了绝对
控制力。

将央企做大做强的目标在国资
委的《中央企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
要》征求意见稿中做了充分体现，其
中重申了“四个集中”，即推动国有资
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国有
经济具有竞争优势、未来可能形成主
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
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向
企业主业集中，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
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此前，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
央企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2005 年—2010 年，央企资产总额由
10.5万亿元增长到 24.3万亿元，年均
增长 18.2%；营业收入由 6.79万亿元
增 加 到 16.7 万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19.7%；实现净利润由 4642.7亿元增
加到 8489.8亿元，年均增长 12.8%；上
缴税金由 5779.9亿元增加到 1.3万亿
元，年均增长 17.6%。
安全的控制力

“国有大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
支柱，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力
量”，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曾经
这样表示，“国有经济控制力不但要
有‘量’的保证，还要有‘质’的优化。
在当前跨国巨头全面进入、民营经济
异军突起的新时期，无论从国有经济
的布局范围，还是从国有经济的活力
和实力来看，都必须进一步增强国有
经济的控制力。”
央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其现实

意义就是要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所
谓的国家经济安全，其实质是指整个

经济的稳定性。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
发展迅猛，但其增长却是来源于一些
相当不稳定的外来因素，比如外国经
济增长所产生的需求、对某些特殊产
品的一次性强劲需求等，那么该地区
的经济便是相当脆弱的，它的增长很
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可
分为两方面，一个是来自国家外部的
威胁，另一个就是国家内部的经济运
行是否健康，市场体系是否完善，资
源配置是否合理。央企对经济命脉的
控制力，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的保卫上
就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经济的国
际竞争力。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又
来自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建
立一批集中的央企对国民经济的推
动作用不言而喻。

实际上，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
安全的战略领域和市场竞争激烈的
高科技领域，国外企业不会转让其核
心技术。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坚持以
我为主的自主创新方针，带头在原始
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中争取新的突破，带头开发和掌握
主导产品核心技术，争取接近和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创新的影响力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占
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自然应该成
为国家创新体系主体中的领军者。

目前，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已经处
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并在这些行业
和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从国内来看，
国有企业必须集中力量在上述行业
和领域里取得科技创新突破，才能有
能力“提纲挈领”地带动中国企业在
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整体推进。从国际
上看，中国企业整体上在核心技术方
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大多还处于产业
链低端，这是掣肘中国企业品牌国际
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有责任
在这一方面谋求突破，做出表率。

国有企业之所以要一马当先，是
因为国有企业拥有历史形成的主导
地位，也拥有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
国有企业一马当先，不但是其自身做
强做优的需要，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需要，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
要。

近年来，围绕着加快培育发展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
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央企以及国有
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工作取得了明
显的进展，央企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提高，正在逐步成为创新主体。

数据显示，目前中央企业拥有各
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机构 476家，拥有
技术创新活动人员 27.6万人，绝大多
数企业都建立了国家级研发机构或
企业研究院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09年，中央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总额
为 2633亿元，2006年至 2009年年均
增幅达到 28.5%。

此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
丹华指出，中央企业要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加强改进
科技管理，科技产出成效显著，自主
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技术创新体系
不断完善，科技研发能力逐步增强，
科技管理水平稳步提升，科技产出成
果丰硕。

榜样的带动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人们没有忘记，在 2003年非典

疫情突然爆发时，一些企业乘机哄抬
物价，一度人心恐慌，是谁在关键时
刻发挥了畅通物流、平抑物价作用；
电力短缺，拉闸限电，个别发电厂乘
机向政府要挟涨价，是谁千方百计多
发电，迎峰度夏保发电，最大限度地
缓解全国缺电状况，是国有企业。这
就是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先进性的现
实解释。

实际上，国有企业领导者是最早
意识到责任和使命的。在奉献是光荣
的时代，步鑫生因为工作忙而放弃了
钓鱼的嗜好；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
泽普则钓了鱼之后就跟企业家朋友
们“忏悔”———这是我思考的一种方
式。

与民营企业相比较，竞争性领域
国有企业、中央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
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约束与监督。一个
私营企业，即使它处于垄断地位，企
业主即使年收入一亿元，买了五辆跑
车，天天泡在私人会所，而且这些“享
受”最后也变成了消费者的“成本”，
但因为它是私营企业，社会可能对这
种现象不置一词。但国有企业存在的
最终目标是更好实现全社会福利最
大化，所以，社会无法接受国有企业
管理层“高薪酬，高消费”。

国有企业、中央企业更要承担社
会责任。特别是当前涉及社会慈善、
食品安全、物价稳定、环境保护等方
面，要为全社会各类企业做出榜样。
国有企业要想赢得全社会认可，也必
须接受这一现实。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
企业自然应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主体中的领军者

强国之基

不认真地科学对待，央企舆论之“惑”就
有可能演变成舆论之“祸”

本报记者 陈昌成

舆论之惑

“强国动力”封面秀

在本报独立策划的大型
“强国动力”系列报道中，《走
中国特色国企发展道路》、《国
有化力量》、《世界百强梦想》、
《保持国企先进性》等重磅文
章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在
此，本版从上述文章中节选部
分观点和论述形成《强国之
基》、《舆论之惑》两篇文章，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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