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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地理的基本要素是空间，时代的基本要素是背
景，矛盾的基本要素在自身。

这句话看似平常，仔细琢磨却并不简单。面对走过10年历程的新国企，我
们该从何处去寻找历史的时间流变，又向何处确定国企的空间方位？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百余年的实业救国、六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脱
胎换骨、二十年的市场变迁、十年的转弱为强……过去和现在，如何集合那万
千点滴，在百转千回中寻找国有企业顽强生长的脉络？
古老文明的荣耀、“中央帝国”的迷梦、实业救国的尝试“巨龙腾飞”的辉

煌……中国与世界，如何统揽这神州巨变，在跌宕起伏的背景呈现一个国家
国有企业波澜壮阔的转身？
这正是考察中国国企问题的复杂性。已过去的10年，不过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文明古国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片段，却承载起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转乾坤
的“历史单元”，标注了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空间坐标”。这
10年关乎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古老国度坚守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10年检验
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可能。这两大课题，恰与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两大历史使命相呼应，与中国共产党人
90年不变的治国理想相契合———

就让我们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条主线，梳理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由此
来看中国国企改天换地的贡献，看10年沧桑巨变的意义。

国有企业：改变历史的十年

短短10年，中国共产党将一个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改变为举世争雄的
“中央企业”。今日世界，“中央企业”已经不可或缺，“中央企业因素”日益举足
轻重。尽管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发展与改革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处。然而伟大
的中国与伟大的国有企业紧紧相连，是伟大的党领导国企，国企支撑伟大的
国家。

马克思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
不同的结果。在人类现代化的这幕长剧中，中国国企改变了“剧情”，走出不同
于欧美，也不同于苏俄的国企发展道路。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
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时候，在迎接国资委成立10周年的时刻，在
迎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周年的时刻，中国国企可以证明：

历史正在改变中国国企的命运，国企也在改变中国历史的命运。

（上接特刊第一版）

考量一个国家企业的发展，可以从四个角度透视：历史、
地理、时代与矛盾。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还没有远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成立了对社会主义
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封锁者宣称，“共产党政府
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这是新中国诞生时
严酷的国际环境。

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7%，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
业。毛泽东感叹：“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辆
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是共和国起步时面临的贫寒“家底”。

新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国营经济体制，便是在这种时候诞生的。

解析这一奇迹的根源，不仅是专家研究的学术范畴，更是我们走向未来
的现实需要。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在果断实行全面改革方面，邓小

平同志说过几句振聋发聩的话，“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
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企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

的阶段。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为国有企业公司化改组提供了法
律依据。这是我国企业制度的一次深刻变革。

1994年11月，原国家经贸委提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
意见》，强调要把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三改一
加强”，并首次提出了“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在100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

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推动所有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
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诸城改革引起全国———尤其是经济理论界的学者
们的关注。同时，一个叫陈光的市委书记被称为“陈卖光”，成为政治新星。从那时
起，县以下不再有国有企业。

紧接着，是1998年到2000年国企改革脱困攻坚的3年战役。从当时的报道可见
那时国企的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
5.8万户国有企业中，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豫，其中国有大中型企
业增长30.4豫。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末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国企改革，对
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难啃的骨头”。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
式。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化全面创新时期，新型的政企关系趋于清晰，实际操作过
程表现出的是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全面退出的完成。

一个重大决策产生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指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随之，一个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纪元开始了。这时候人们拼命地咀
嚼“国资”这两个字的含义，从“国营”、“国有”到“国资”，主题词三次变化展示
着国企改革从前60年走到前30年、再走到前10年的脉络。

从那时到现在，岁月的脚步已经走过10个年头。“中央企业”，“中国道
路”。全世界都在适应这个重新走向舞台中央的大国，希望从它的足迹里，解
读这条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

又一个重大决策产生了。党的十六大之后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了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决定设立特设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从法律
上明确了国资委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国资委的成立，是一种全新的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同时也代表着改革理
念的重塑。国资委的成立犹如一场春雨，并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企业
面临着巨大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是一场及时雨，标志着中国国有资产管
理体系正在开始一轮更趋完善的改革，国有企业将以更强劲的实力、更雄健
的姿态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一个重要时刻到来。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京

城西南的宝塔式高楼挂牌成立，标志着管理196户中央企业7万多亿国有资产
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国资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
化，隔开了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的层面
责任清晰了。

国资委成立之初，各界对于这个新的国务院特设机构还有诸多不解。国
有企业能否搞好，当时很多人心里没底。

刚走过“三年脱困”的国有企业，其状况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
分。是按照以往“九龙治水”、“五龙治水”式的保留政府对企业的“婆婆”式的
绝对控制，还是将国有资产进一步私有化、全盘托付给市场，仿效东欧？

不管采取哪一种思路，绝对不能忘记的是，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要在这一基本原则下盘活国有企业，实现保值增值。显然，这
两条路都行不通。

当时新上任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不止一次地回忆说：“总理对我有两句
话———你的工作‘极具探索性、极具挑战性’，我自己加上了‘极具风险性’。”

随之，国务院国资委共制订发布了国有企业战略规划、企业改制、产权转
让、资产评估、业绩考核、财务监督等19个规章和104个规范性文件，地方国资
委制定了16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做到了监管国有资产有法可依，
国有企业改制、国有经济调整规范进行。

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诸如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冶金、机械等行业集中。一批长期亏
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推进，央企股份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到“十
一五”末，央企中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70%，一批大型国企先后在境内外
资本市场上市。目前央企资产总额的52援88%、净资产的68援05%、营业收入的
59援65%都在上市公司。

宝钢集团率先建立董事会试点，这一事件被称为“国资委成立后最大的
新闻”。目前，已有32家央企开展了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董事会工作，外部董事
占半数以上。

2002年到2011年间，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由196家减少到118家。数量在
减少，总量却在不断扩大，综合实力、影响力、控制力大大增强。

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24.3万亿元，向着做大的方向不断挺
进。

央企的营业收入从2002年的3.3万亿元增至2011年的20.2万亿元，增长6
倍多。

实现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989亿元，上缴税
金从2914亿元增加到超过1.7万亿元，为国家财政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很多民众对国企严重亏损的艰难记忆尚未消退，国企已经鹞子大翻身，
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结构布局初步完成，而且成绩斐然。在2003年
国资委成立的时候，主要分布在21个大的板块或行业，经过10年，85%的国有
资产集中在了8大行业，比如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军工、航天航
空、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国有资本的布局和结构更加合理。

从孱弱走向强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创新……10年，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
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史册上自强不息的传奇。它将几代人的迷茫和彷徨、亏
损与困难，甩到了身后，也将西方敌对势力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的国企
封锁和围堵、对一种新兴制度的质疑和敌视，甩到了身后。

1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国有企业、中华民族的命运，乃至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随着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大批跨国公司
涌入中国，正在改写国际分工深化的新格局。我国国有企业原有的经济优势
受到了强烈冲击与严峻挑战，大型国有企业不仅要在国内与跨国公司抗衡，
而且要“走出去”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融入世界经
济主流”。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欧洲的
世界近代史，都是以西方国家企业发展的现代化节点作为时间标志。在这个
时间体系里，中国是一个落后者。到了这时候，中国国有企业出击了。

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国企”最为清晰的时空坐标。以2002年为节点，这个
时段中国共产党决心把满目疮痍的国有企业 , 变成了一个前途光明的新国
企，同时把一个刚刚摆脱虚弱的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
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看到了“四强四优”的标准，这是国资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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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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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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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令人目眩的举动背后，是我国产业体系的日趋完整、产业结构的不断
升级和企业科技投入水平及研发能力的显著增强，是我国企业群体崛起的
内生动力在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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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达到4万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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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的火种，正在绽放最激情最绚烂的烈焰。2002年至2011年，进入世界
500强的中央企业从6家增加到38家。另有数据显示，在绩效指标方面，中国已
有1/3的行业领先企业赶上或超过世界企业500强。

中国迈开奋进的脚步，在“中央企业”跳跃的数字中迈开奋进的脚步。世
界从“中央企业”铿锵的报时声中，感受青春中国的辉煌奇迹。

当今天的人们探询中国现代化动力，寻找“中国奇迹”发展秘籍时，往往
容易陷入矛盾和纠结之中。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历史改变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变了中国历史。
有人分析，“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但选择市场体制的发

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有人解释，是“中国
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吃苦耐劳”。但历史上中国人民历来勤劳，为什么只
有在这新中国的10年造就了最快的速度？有人认为，是“变革推动了发展”。但
从拉美到前苏联，选择变革的国家不为少数，结局却是政治动荡甚至国家解
体，为什么独有中国能在平稳中推动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

这不能不归结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不能不归结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开辟了国资国企建设的新局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人能

把亿万人民的迫切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创新认识，凝聚为国家
意志。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是中国共产党从深刻历史教训中寻找到的正确
答案。俄罗斯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
有了，导致整个工业体系的分崩离析 ,工业基础至今未能恢复。中国共产党十
六大确立国有资产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如果说20年前的党的十四大确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一场伟大变革的开始，10年前的党的十六大确
立国有资产体制改革便是这场改革的深化。

10年来，执政党永不停滞地开拓创新，启动了国资国企工作的新局面。

在这块曾被称为“停滞的帝国”的土地上，奔驰的时间划出一道人类发展
的炫目曲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
10.9%；六七十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8%以上，新加坡1968—
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10.1%。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却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飞
翔了整整30年。在刚刚过去的10年，中国速度变得更为稳健，国力更为强大。

当速度变快时，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能够解释这
样的观感：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憩的瞬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再不是负债累累、困难重重，如今的国有企业已是行业的排头兵、国民经
济的支柱力量。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完成宏观调控目标、承担各种急难险重
任务等方面，国有企业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
同比下降30.8%，但上缴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大部分中
央企业在严峻的形势下，承诺并切实做到了“企业不裁员，员工基本收入有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企业2009年主动招收应届毕业生20多万人，比2008年增长7%。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说：“可以说，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
稳定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又稳定了世界经济。”

不可想象，如果不是国企，在关系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
领域仍然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如果不是国有企业维护国家经济、科技、国
防安全的基础，社会主义步伐怎会这么坚强有力；如果不是国企保证国家财政
收入和民生建设的支撑，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怎能在近十年得到高速发展。

回首10年历程，一个主题格外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企业始终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一个路径相当鲜明：中国国企坚定地把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视作走向复兴的路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曾经被抛在这个过程之外。如
何应对市场经济，怎样实现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最终因
素，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必然会引起原有利益结构的调
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要把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从计划经济的轨
道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所包含的困难是极其巨大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垄断
因素还没有离去，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薪酬制度又开始侵入国企的肌体。

成功回答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命题，这
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国有企业发展面对巨大的利益冲突，在国内表现
为社会利益分配，在国外表现为西方经济与政治势力的联合攻击。当这种图
谋转化为舆论，有时表现得异常对立，风险也异常的大，“国进民退”等伪命题
的出现便是证明。

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适当的“冲突”常常是社会有
活力的表征。在国有企业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旦被正视，就会
成为寻找出路的压力、催生变革的动力。这种正视，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
是正确认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二是准确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路径。这些
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的宽容。

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
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现代化孕育着
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1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却经历了
痛苦卓绝的探索，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非议四起的历程。这种探索包括国际
国内的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包括舆论上的对立。

60年。诞生了新中国国营经济体制。

2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
标确立后创造的奇迹，足以让历史学家着迷。

10年。国有企业的巨大变化在这一刻重新开始。

中国国企从国资委建立，一路走到今日，所取得的成就
如斯璀璨！

面对走过10年历程的中国国有企业，我们该向何处确定
地理的空间方位？

中国历史改变了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改变了中国历史。

我们仍然面对风险，国人不解骤然而起。

伟大的中国与伟大的国企紧紧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