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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自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十二五”时期央企改革发展“做强做优中央企

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核心目标后，已有中国移动、中国石
油、中国石化、中国建材等超过半数中央企业表示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2011
年 7月 7日《财富》发布了 2011年“世界 500强”企业的最新排名。其中中央企业达
到 38家，与 2010年同比增加了 8家。地方国资委监管的企业有 6家，比上年增加 4
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分布在 20多个行业，其中涉及钢铁行业的有 10家，所占比重
接近 15%。

点评：打造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基本路径。目标的提出，
标志着中央企业由做大做强到做强做优，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央企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1、打造“世界一流”成国资委战略，38家央企进入“世界 500强”

新闻回放：2011年 9月 29日，“天宫一号”发射升空，11月 1日，“神八”发射升空。11
月 3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飞船在太空首次成功对接。11月 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
顺利完成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各研制单位颁发了 15项
专利证书。航天产业飞速发展，中国航天科工、中国航天科技、中国建材、中船重工以及多
家民企都参与其中，多家央企担纲主力。历时 10多年技术攻关，中国航天企业突破了一
大批关键技术，许多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点评：此次对接成功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
产品和航天技术的雄厚实力。标志着我国自主开发航天科技进步迅速，向航天强国迈出
一大步。

2、央企担纲主力，“天宫一号”
“神舟八号”发射并对接成功

新闻回放：2011年 6月 30日，总投资 2209.4 亿元的京沪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正式开通运
营，正线全长约 1318公里。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央企参与了京沪高铁的
建设。目前，中国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 8358公里，是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速度最高、运营里程
最长、在建规模最大、技术体系最全、集成能力最强的国家。12月 25日，中国南车时速超 500公
里高速试验列车下线，再创新的纪录。

点评：中国铁路博采世界先进技术，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铁技术体系。中国高铁及动车建设用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国外 10—20年
才能走完的道路，从追赶者变成引领者，且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化和产业化，发展成就具有标志
性意义。

3、中国南车等央企为高铁自主创新
达世界水平做出卓越贡献

新闻回放：2011年 8月 20日，国务院国资委组织 120家央企赴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中央企业援疆
推介会”，央企和自治区、兵团相关部门和企业签约近 90个项目，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达到了 7000多亿
元。去年一年，中央企业与河南、福建、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
市接连举办了一系列与央企对接的大型活动 ,效果明显。央企与地方经济对接的突出特点是多以产权
为纽带、对中小企业的并购重组,并带动了产业上下游的中小企业。

点评：“央地合作”是今年国企改革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一大热词。央企与地方企业取得双赢的同
时，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4、央企与地方企业合作效果明显，
国企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新闻回放：2011年 11月 6日中石油集团公司对外发布新闻表示，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了对中石油集团领
导的调整决定，中石油集团设立董事会。2011年 4月，中石化和中海油在调整一把手的时候就已经分别设立董
事会，并且完成了董事长、总经理分设的架构调整。至今，已有超过 3成央企完成了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同时，
北京市国资委进行了董事会工作报告制度试点，上海市国资委成立了外部董事资格认定委员会，江苏省国资
委建立外部董事制度试点的省属企业有所扩大，吉林省国资委进一步推进了二、三级企业的董事会建设工作。

点评：市场化改革是央企必由之路。央企董事会制度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举措。建
立央企董事会不仅是干部任用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央企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5、体制改革深化，超三成央企完成
现代企业董事会制度建设

新闻回放：2011年 11月 9日，国家发改委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调查直指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利用自身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行为。12月 2
日下午，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先后发布内容和措辞基本一致的声明，称已经向发改委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申请，
并表示将“认真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承诺 5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宽带价格下降 35%。

点评：《反垄断法》施行已 3年多。发改委对这两个大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引发社会关注。无论结果如何，它都会对于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纵深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央企纵深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6、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接受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引关注

新闻回放：2011年 9月 29日，随着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分离企业整体划转移交协议上的签字，两大电力辅业集团———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挂牌成立，这意味着电力体制改革迈出电网主辅分离改革的重要一步。电网主辅分离改革是
圆园园圆年国务院关于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 缘号文件明确的一项改革任务。这次将电网主辅分离改革与央企的布局结构调整相结
合，实施电力设计、施工一体化重组，是我国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改革重组后的两家新公司形成了完整业务链，总资产
和营业收入均超过千亿元。

点评：业务清晰是企业高效、快速发展的基础。历时多年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重组取得重大进展，通过组建两家新集团，专业
化分工以及适度竞争格局的形成，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电力行业健康发展。

7、两大电建央企成立实现电网主辅分离，电力改革再获突破

新闻回放：2011年 7月 29日，国资委召开了央企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启动会，央企分红权激励试点正式启动。国资委出台的《关于在
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中核工业、中航科技、中航科工、中航工业、中船重工、中国电子、中国节能环保、国
机集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等 13家央企将试点分红权激励。分红权激励广义上也是股权激励的一种，此次试点意味着停滞近 6年之久的
央企股权激励机制再度重启。国资委表示，分红权激励只对岗位不对人，此外，因央企股权激励尚存争议，暂时放弃实施。

点评：通过以经济利益核心的物质激励来实现对人力资本激励的重要形式，使得经营者、员工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的统一，使企业自身
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央企的市场化进程。

8、13家央企启动分红权激励试点，推动央企市场化进程

新闻回放：2011年 1月 4日，财政部正式发文，称将从 2011年起上调央企上缴红利比例五个百分点，具体收取比例分四类，为企业税后利润
的 15豫至 0豫。在国务院国资委 12月 19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今年 1至 11月，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8.4万亿
元，同比增长 22.6%；累计实现净利润 8317.9亿元，同比增长 3.6%；上缴税金 1.52万亿元，同比增长 24.8%，增速比营业收入高 2.2个百分点，比净
利润高 21.2个百分点。

点评：这是国家分配政策的重大调整,加大了央企的经营绩效与全民福祉挂钩的力度，泽被众生，可以更大限度地服务于充实公共财政、完善
公共服务。提高向所有权者分配收益的比例，意味着中央企业加大了向社会、国家提供回报的步伐。

9、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上调 5%,年度上缴税金同比增长 24.8%

新闻回放：国务院国资委 2011年 11月 11日宣布已有 75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占中央企业总数的六成多，同时要求
未完成报告的企业限时 2012年底完成。

点评：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是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央企业化解社会风险，推进社会管理
创新的努力。

10、75家央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占中央企业总数的六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