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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一年，
也是中央企业重要的转折之年。

去年此时，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
议上，国资委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做
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国有企业，特
别是中央企业的重大变化。

一个国家，只有正确认识自己国
有企业的变化，才能在现实奔腾的浪
潮中把握方向；一个民族，只有正确理
解自己国有企业的道路，才能在不断
变幻的时代变革中走向进步。

一年来，国资委和中央企业是如
何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的？取得了
哪些经验？是怎样与国际标准对接的？
还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仅仅过去一年，一个新的局面就
出现在历史面前，我们该用什么样的
眼光看待它？

一条清晰的脉络

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抉择，始
于央企科学发展的要求，是在部分央
企国际竞争力初步形成的背景下产生
的。

从每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企业负
责人会议上的主题词，可以透露出国
资国企细微的变化脉络。

2009 年年底关于 2010 年国资监
管工作和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总体思
路，“全面推动中央企业不断提升国际
竞争力”，这是以往几年央企负责人会
议主题词中没有提到的。

2006 年底提出 2007 年的总体思
路中提到：突出主业、突出创新、突出
管理，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努力在股份制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取得
新进展，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方
面迈出新步伐，在自主创新和资源节
约方面做出新成绩。这时的工作思路
重点较多，说明要做的基础性事情也
很多。

2007 年底提出 2008 年的总体思
路中提到：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强化

管理，转变发展方式，完善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和制度，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新进展。这一次主
题词提到的重要任务显然比上一年要
显得集中。

2008 年底提出 2009 年的总体思

路中提到：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
制度，沉着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挺直
脊梁向前走，调整优化上水平。这一次
的表述更简单，主题是“挺直脊梁向前
走，调整优化上水平”。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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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经济工作六大目标中，
确定稳增长居首，“稳定增长”是首要的核心词。

何谓稳增长？全会公报有回答：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
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就是要保
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
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
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据此，我们可以从九个方面来
解读。

一解“稳增长”，经济困难之年，稳字当先。从外部来
看，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复苏放缓，世界经济前
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预计 2011年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为
负贡献。欧美贸易保护情绪上升，都给中国的调整增加难
度。从内部来看，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经济结构的调整依
然步履维艰，房地产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民间融资难
题依然待解，抑制通胀不可掉以轻心。

面对诸多复杂因素，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
注经济运行中蕴含的不协调、不平衡现象。中国经济发展
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要趋缓向稳。快
了便容易出事，猛刹车便容易出乱子，任何大起大落、上
蹦下跳的经济都要出问题，还是稳当一点好。

二解“稳增长”，六项重点工作，增长为首。明年中国
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
抓改革、促和谐。去年是把控通胀放在首位，今年稳增长
替代控物价，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谁
都能从自己身边的电荒、用工荒以及不断增长的能源需
求说明经济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中国经济如果增速太
低，对整个就业和社会稳定是不利的。太快了不行，慢了
更不行。

增长到什么程度？今年增长速度在 9.3%左右是可以
预期的。明年 GDP 增幅将放缓至 8.9%，CPI 预计上涨
4.6%，两大经济指标回落，但增长仍是主调。

三解“稳增长”，“保持”换成“促进”，显示主动。回顾
三年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词，便可得知真谛。2009年经济
工作会议给 2010年定调为：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会议给 2011年定调为：加强和
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2011年会议给
2012年定调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换成了“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去年讲健康，今年讲较快，身体有病了，便要讲健康，
身体康复了，便可以走快了。一个“促”字显出主动，有催
促、推动的意思。公报中，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
瞻性，“预调微调”等“热词”，都有“促进”的姿态。

四解“稳增长”，统筹兼顾各方，平稳运行。“稳”是指
导思想，也是运行状态。细解 2012年各项工作，稳增长，
就是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
经济平稳运行。控物价，也是为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
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调结构，是有扶有控，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仍是
为了一个稳字。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这三条是增长的
重点、动力与效果问题。这六条之间有统筹兼顾，互相促
进的关系。

五解“稳增长”，“减税”并非“增支”，调有侧重。今年
累计的财政盈余强劲，全国财政收入“超支”1万亿元已无
悬念。实施一定规模的减税有条件了。目前中国市场最为
关心的就是明年的货币政策的微调，当然微调并不意味
着简单的放松银根，而是运用信贷机构政策的辅助来帮
助实现总量稳健的政策。比如说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
力度，比如说减税，减轻企业负担，保障民生工程，都是财
税工作重点。

六解“稳增长”，强调实体经济，关注企业。公报中有
一层意思，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注重加强与产业政
策的协调和配合，充分体现分类指导、有扶有控，继续支
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
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眼
下，一部分企业生产遇到了困难，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幅回
落偏大。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投放力度，有利于缓解
实体经济的资金压力。

七解“稳增长”。调整货币投向，质量为重。什么是稳
健的货币政策，国家要保持 8%—9%的速度的货币供应，
重要的是确保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央企业。从投资看，我
们这几年来投资的高增长有不合理的因素，房地产泡沫
的压力便是证明。那么，经济稳定增长的新亮点在哪里？
房地产市场是明年宏观调控的难点。建设保障性住房，有
利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助推城镇化。中央企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主导地位，不能不保，这是有质量的增长。

八解“稳增长”，稳定增长联动，互相照应。公报上有
四个“稳”字并列，2012年，中国经济或将围绕四大“稳”字
展开：稳定的政策是杠杆，稳定物价是社会润滑剂，稳定
增长是根本，稳定形势是保障。这四个稳字，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互相联系，互相支撑。

九解“稳增长”，政界换届之秋，尤重政治。明年是实
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也是政界承前启后之时，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
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这个优异成绩既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

（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九解“稳增长”

东莞，“广东四小虎”之一，中国加
工制造业的代表。

历经多年高速发展，这座城市获得
太多的荣光。而今，它却面临着严峻挑
战。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深入东莞
一带进行实地调查，对多家大小制造企
业采访后发现，在当地企业生产经营形
势不容乐观的背后，出口市场低迷、招
工困难、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艰难求
生或外迁以及部分企业主动升级的链
条若隐若现……

综合各方信息，记者了解到，美国
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海啸，对我
国制造产业的影响至今未消。持续的欧
美市场消费低迷、订单下降令我国出口
遭受重创，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此
外，原材料、工资等企业经营成本快速
上涨，企业总体利润持续下降，诸多企
业处于微利，出现亏损甚至倒闭。

曾撑起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制
造业，期待浴火重生。

工业园大面积招商

冬日的东莞阳光暖照，厂房林立的
各大工业园区却显得萧条落寞，少了往
日的喧嚣与浮躁。

在经济发达的东莞，有松山湖、鹤
田厦、振安、大朗等多家工业园区。

12月 10日早上八点多，记者来到
东莞火车东站附近的常平镇土塘工业
园区，园区内一片冷清，只有一家名为
航天电子厂的厂区陆续有员工进入，多
家临街的商店关门闭户。

在宽敞漂亮的长安镇振安科技园
内，一家名为科士达印刷（东莞）有限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公司业务主要是面向国内和香港市
场，现在很不景气，订单很少，最近走了
不少员工。

无论是在常平镇还是长安镇、石
碣镇，在多家工业园区，记者都发现无
处不在的厂房招租广告。那些挂在几
十层高楼上醒目的横幅、高速公路户
外广告“大型工业园厂房出租”、“独院
厂院分租”、“长安企业总公司厂房宿
舍招租 面积 6000—18000 平方米”
……几里外都看得清楚。多家工业园
到处挂着横幅，都是低价大量厂房招
租的信息。

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厂房招租的信
息铺天盖地：东莞黄江镇 3600平方米
九成新电子厂房出租、虎门靠松岗
13320平方米全新独院厂房出售、塘厦
镇百万豪华装修厂房。高埗镇总面积
9000平方米，八成新，厂房二栋四层
7000平方米，宿舍一栋五层 2000 平方

米，办公室 800平方米有装修……
记者登录中工招商，东莞工业园厂

房招租信息方面，东莞当地各工业园都
有涉及：包括高埗镇、凤岗镇、塘厦镇、
石碣镇、寮步镇等多个城镇。
《中国企业报》记者以求租的名义打

通多家厂房招租的电话。当问及厂房出
租的原因时，有的表示原承租企业外迁
到东南亚或内迁到湖北、江西一带，还有
的干脆回答“现在生意不好做不干了”。

制造型企业阵痛

同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鞋企也在
经历出口“阵痛期”。

东莞一家鞋企总经理李经理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该公司产品主要销
往欧洲市场。“据我了解，沿海一带的制
鞋企业目前日子都不好过。如果跟去年
相比，今年销量起码减少一半以上。”

今年 7月，韩资企业东莞素艺玩具
厂倒闭。一个月前，东莞另一家企业定
佳制衣厂也遭遇相同命运。由于素艺玩
具厂和定佳纺织厂突然倒闭，社会对东
莞再次滑入经济寒冬担忧之声四起。
“东莞正在走向二次危机？”“东莞面临
第二次企业倒闭潮？”为此，东莞政府多
个相关部门在不同场合澄清，东莞企业
并未遭遇倒闭潮。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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