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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到了 2009 年底，“全面推动中

央企业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提
法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中心任务提
得也非常清晰：“做强主业增实力”。

2010年底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
议上，在肯定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取
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国务院国资委
主任王勇指出，央企运行质量不高、
后劲不足的问题还很突出。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缺
乏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
企业集团，没有有影响力的国际知
名品牌，在国际标准和竞争规则的
制定中影响力小。二是国有资本分
布面仍然过宽、过散。三是中央企业
普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重要产业
对外技术依赖度比较高，不少核心
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科技创新尚未
成为央企发展的支撑。四是一些企
业集团管控能力弱，缺乏对重要子
企业和境外资产的有效监控和管
理。五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公司制股
份制改革相对滞后，公司治理结构

还不完善。
此时，由“做大做强”向“做强做

优”的战略转变开始出台。
王勇指出，在做强做优的基础

上，要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一项长期
性、战略性的目标任务，要实现这一
目标，必须把着力点始终放在做强
做优、提升综合素质和主业核心竞
争力上。

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中央企业的聚焦就是这样变得越来
越清晰。

中央企业发展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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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中央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和平发展的当今世界，国家
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突出表现为
大企业的竞争。国际金融危机波澜
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
“竞赛”就已悄然在大企业涌动：美
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 GDP 的 3%，
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
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
来”；欧盟宣布投资 1050亿欧元发
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
和核能技术……这些发生在大企业
中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的前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危机
时代”的国家经济力量对比，重构全
球的经济政治版图。

此时此刻，中国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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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
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国中
央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
优势。

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更加深
切地体会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程度。中央企业必须在转变发展方
式、做强做优方面做更多努力。这些
努力包括：完善公司治理，为中央企
业开展国际经营提供坚实的体制保
障；制订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构
建切合企业实际的国际竞争环境;加
强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培育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
名品牌; 切实提升国际经营能力,把
员工队伍素质提高到国际水平；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中国企业的
良好国际形象。

企业追求的目标越高，进步得
就越快。我国的中央企业就整体而

言，和世界一流的企业还有相当的
差距，但是我们有一部分企业在有
些领域、在个别的方面，已经接近或
者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中央企
业自身有这样的愿景、发展的渴望，
所以有些中央企业在数年前就提出
打造世界级的企业发展目标。

中央企业用经营业绩同样给出
了“目标可以实现”的明确回答。截
至 2010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
达 24.3万亿元，营业收入 16.7万亿
元，实现净利润 8490亿元，上缴税
金 1.3万亿元。2010年《财富》杂志
公布的世界 500强中，30家中央企
业入围。

在国际化经营上，中央企业“走
出去”也积累了经验。据国资委 2010
年底公布的数据，央企在走出去进
行跨国经营的国内企业中的比重占
到 70%，共有海外企业和机构 5900
多家，资产总额超过 4万亿元，接近
央企总资产的 1/5，实现利润占央企
利润总额的 1/3。
国际争夺未来的“竞赛”

进入 21世纪，构成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
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都发生了重
要变化。央企将面临新的道路选择。

西方的 IBM、通用电气等，都有
着共同的成长路径：技术—产品—
工艺—组织—产业，到成为支持国
家经济的中流砥柱。这些企业留给
国家的不仅仅是金钱财富与荣耀权
力，更重要的是留下成长的经验、做
大做强的秘诀，这也是西方国家经
过金融危机摧毁败而不倒的奥妙。

然而，此时中央企业的未来之
路，却显得异常艰难。

央企面临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
“风险之路”。美国金融危机并没有
远去，欧盟危机接踵而至，全球经济
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国际市
场需求短期内甚至会相对收缩。那
种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大进大
出”的传统发展方式，不仅会加大风
险，而且在未来难以持续。

央企面临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
撑的“负重之路”。中国的人均资源
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
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些资源性产业相当程度上又集
中在央企。如果沿袭“暴饮暴食”型
的发展方式，“碳排放”将成为无法
挥散的忧虑。

央企面临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
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工

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
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
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
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果不能形成以
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
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
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土
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
已经向企业一次次提出风险的警
告。

中国央企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
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
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
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
为 4%。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
竞争性也不允许中国的企业这样走
下去。

中国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做强
做优、加快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正是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
洞察而作出的抉择。

开局宏图的展示

万事开头难。对于培育世界一
流企业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的重大课
题，开好头极为不易。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中央企业
已经在迈向世界一流的伟大进程中
取得了一个好的开端。

令人鼓舞和感叹不已的是，当
新的目标提出时，一个缜密的思想
体系同时面世。一座思想大厦便耸
立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一大目标、五大战略、
三大保障”。“一大目标”就是做强做
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五大战略”就是
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强企、“走
出去”与和谐发展。“三大保障”，改
革是动力保障，国资监管是体制保
障，党的建设是组织保障。此时，我
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一个屋顶就是
“一大目标”，它的五根柱子就是“五
大战略”，下面“三大保障”是一个庞
大的底座。

几乎在同时，我们看到了“四强
四优”的标准，这是对所有的中央企
业提出的要求。自主创新能力，风险
管控能力，人才、资源配置能力，这
是“四强”；“四优”是业绩、公司治
理、布局结构、社会形象。在“四强四
优”的基础之上，提出来培育世界一
流企业。做强做优的内涵就是“四强
四优”，在这个基础上，具备条件的
企业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

这是一个宏伟的运筹，一个成
熟的谋划，一个高明的设计。

紧接着，在航空航天、石油、石
化、煤炭、电力、电信、冶金、航空、海
运、建筑、商贸物流、重大装备、电子
信息等行业和领域出现了第一批先
锋队伍。

没有几个月，一个新的标准体
系出现了。国资委确立了 13项世界
一流企业应具备的共性要素，组织
了各界专家成立课题组，研究制订
《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素指引》
等文件，就 13项共性要素全面开展
对标分析。

这 13项要素包括：建立起规范
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主业突出，具
有较强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

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优
势；国际化经营与运作能力较强，跨
国指数较高；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具
有合理的经济规模与较强的盈利能

力；内部改革适应国际竞争要求，激
励约束机制健全；集中有效的集团
管控模式；风险管理体系完善，拥有
较强风险管控能力；管理信息化处
于较高水平；重视领导力建设，建立
起学习型组织；具有先进独特的企
业文化和较强的社会责任。

2011年 10月，在对标过程中，
我们也出现了自己的标准。由哈佛
大学教授和研究员联合撰写的“中
国建材：推动中国水泥产业发展”案
例正式出版，中国建材在中国水泥
行业的并购整合经验进入美国哈佛
大学商学院的案例库。这件事意味
着什么？

中国建材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的代表收录为哈佛商学院案例，
成为其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积极执行
国家产业政策、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的范例，打开了世界经济学人了解
中国中央企业市场化运行方式和中
国市场化进程的窗口。现在，我们中
央企业已经开始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和商业经验。

“对标”热词的流行

一个新的目标出现后，就像一
面大旗集合起一支支冲锋陷阵的雄
师。中国石化、中国国电、中国移动、
中国一汽、中粮集团、国机集团、宝
钢集团、中国铝业等中央企业纷纷
在各自行业与领域确立相对应的发
展目标与规划。

宝钢集团以建设世界一流的钢
铁企业为“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坚
持“精品+规模”的战略思想，在技术
领先的基础上，发展服务先行的制
造业，打造数字化宝钢，成为绿色产
业链的先驱者，发挥产融结合优势，
走出一条有宝钢特色的经营之路，
不断推动公司由优秀走向卓越。

中国铝业持续推进成本领先战
略，实现持续性的降本增效，巩固控
亏增盈的基础。同时，通过巩固和推
进各项改革，为公司的结构调整和
战略转型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东风汽车确立了“国内最强、国
际一流”汽车制造商的目标，努力实
现经营规模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上向 500万辆迈进，经营质
量保持行业领先。

神华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煤炭综合能源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超过半数的中
央企业已经明确提出把“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作为
“十二五”时期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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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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中央企业发展自身的必然

需要。

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程度。中国大企业要把握全球经

济发展趋势，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

企业。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央企业必须在转变发展方

式、做强做优方面做更多努力。

走向世界一流
中央企业做强做优、提升国际竞争力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