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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5 月 16 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中
国铝业公司西南铝业召开中央企业
强化基础管理工作现场会，推动中
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的深入开展，
引导企业积极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促进中央企业基础管理水平进一步
提高。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此

次现场会是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
的程序性动作之一，与此同时，“中
央企业盈利能力下滑”也是会议召
开的重要背景之一。
“今年的形势十分严峻，实现保

增长、保稳定的目标任务十分艰
巨。”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会上
表示，面对压力和挑战，中央企业必
须眼睛向内，将工作重点放在基础
管理上，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向管
理要效益。

现实需要

王勇指出，强化基础管理工作，
是开展管理提升活动的重要基础，
基础管理是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
的共性内容和重要支撑，是企业的
基本功，也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
重要标志。

但中央企业的基本功似乎并不
是很扎实。

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些企
业集团管控能力不强，集而不团，管
而不控；一些企业风险管理和内控
制度不健全，重大决策和投资失误
问题时有发生；一些企业管理粗放，
存在着大量跑冒滴漏，损失浪费现
象。
王勇指出，强化基础管理工作，

是中央企业应对当前严峻经济形
势，保增长、保稳定的现实需要。
数据显示，2012 年 1—4 月，中

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7691.3
亿元，同比增长 11.4%；上缴税费总
额 6954.9亿元，同比增长 24.5%。但
累计实现净利润 2533 亿元，同比下
降 13.2%，其中，4 月份当月实现净
利润 713.5 亿元，与 3月份环比下降
13.6%。
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

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下滑的企
业 62户，占全部中央企业的 53.5%，
经营亏损企业 20户，占 17.3%。
“在经济扩张时期，成本高低

对企业来说是挣多挣少的问题，而
在经济紧缩时期，成本高低对企业
来说是生死问题。”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前
形势下，所有中央企业必须高度重

视成本。

降本节流

“基础管理是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的保障和推手。”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中国黄金集团总经
理孙兆学表示，“十二五”时期，中国
黄金集团将持续加强基础管理，全面
提升管理水平，积极推进管理创新，
为打造世界一流矿业公司保驾护航。

那么，中央企业的基础管理从何
处入手？
“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是国资委

对中央企业强化基础管理的具体要
求，这也被定为此次现场会的主题。
“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是中央企

业强化基础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也是当前中央企业应对复杂多
变经济形势的一项重要工作。”王勇
要求，中央企业要紧紧围绕开源节
流、降本增效，在控本经营上下功夫，
切实加强基础管理，向管理要效益，
努力提高盈利能力。

王勇指出，“企业负责人要亲自
抓，定期听取工作汇报，掌握情况，解
决问题，扎实推进基础管理工作。”王
勇要求，中央企业要动员全集团各个
层级和每一名员工围绕开源节流、降
本增效，加强基础管理工作。

“紧一紧出把油，松一松漏把
米。”王勇表示，中央企业开源节流、
降本增效的潜力巨大。

一些中央企业的成功实践也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移动组织实施“一个中国移
动”工程，加强总部集中化管理，实现
网络建设、运营维护和企业管理集中
化，仅计费系统集中化一项每年就节
省各种成本超过 40亿元。

航天科技自 2004年开展成本工
程建设以来，共计完成 17105个成本
管控项目，取得直接经济效益 20.27
亿元。

王勇指出，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在降本增效中的作用，从研发、设计
源头上控制成本，加大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的引进力度，注重消化、吸
收、创新，通过技术攻关破解制约企
业发展瓶颈，提高经济效益。

据悉，此次强化基础管理现场会
是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的程序性
动作。会上，中国铝业、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中国兵器集团和新兴际华集团
交流了通过强化基础管理，实现开源
节流、降本增效的经验。

接下来，国资委还会以各种形式
向中央企业介绍、推荐好的经验和做
法。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对标先进
企业，找差距定措施。

作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集
团总公司（简称“国药集团”）的董事
长，宋志平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同
时担任中国两家中央企业董事长的
企业家。他创造性提出并实施“央企
市营”新模式，走了一条资本运营、联
合重组、管理整合和集成创新的成长
道路，在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带动民
营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深化我
国国有企业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
崭新的思路和重要的样本。

中国建材营业收入从十年前 20
多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近 2000 亿
元，进入世界五百强，国药集团营业
收入从 2008 年的 400 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250 亿元、2012 年预计达
到 1600亿元，也将进入世界五百强。
两家央企被誉为国资委系统充分竞
争领域中快速成长的典范，其成长历
程引起业界极大的关注，到底他们快
速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央企市营”模
式的内涵是什么？他们的实施路径是
什么？带着这些疑问，《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了宋志平。

勇担央企责任，
以市场化方式推进联合重组

“把央企放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
全球竞争的环境来看，央企在我国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
经济结构调整内在规律的需要。”

记者：你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
下，产业结构调整面临什么问题？
宋志平：从大环境来讲，近年来，

我国经济通过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从过去的粗放式、重视快速成长，向现
在集约化、重视效益的方向转变，这是
我国整个经济转型的核心。这个阶段，
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一方面是过剩，
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都过剩，国内中低
端的产品大量过剩，出口的价格也比
较低廉；另一方面是紧缺，一些高端的
产品要依靠进口。
温家宝总理在人代会工作报告

中专门讲到，对于汽车、钢铁、造船、
水泥等行业，要控制增量，优化存
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
中度和规模效益。经济的结构调整
归根结底需要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要注重高端化、科技创新和技术调
整。另外，要增加集中度，对组织结
构进行调整，尤其是原燃材料等行
业，例如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
汽车等制造工业现在面临大规模的
组织结构调整，这是我国在组织结
构调整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企业
来实现和完成，这是非常现实的问
题。但是由谁来把众多散、乱、差的
企业组织起来，这是我国整个组织
结构调整或者产业结构调整无法回
避的问题。
从行业环境看，无论是建材行

业，还是医药行业，都存在行业集中
度低的问题。全世界的水泥产业集中
度，前 10家占了 70%，而我国水泥行
业有几千家企业，“十五”期末前 10

家的集中度是 10%，“十一五”是
25%，2011年是 26%左右，到“十二
五”末按照我国工业规划要到 35%。
同样，医药行业也是如此，以医药销
售为例，美国的医药销售、分销、配送
由三家企业覆盖整个美国市场，而中
国的医药商有两万多家小药店。

记者：现在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
键时期，从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的实
践来看，央企在推进联合重组和调整
结构方面具备怎样的优势？

宋志平：央企具有得天独厚、其
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首先，央企会站在全国角度考虑
问题，具备跨区域经营的优势。多数央
企是由过去工业部、工业局改过来的，
很多干部过去是行业干部，对行业全
国的布局、全国的资源情况很了解，思
考问题时会站在全国的角度来考虑。

其次，我国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中，
科研院所和外贸资源留在了央企，构
成独特的优势。中国和美国、日本、德

国不同，美国的科研基本在大学，日本
和德国基本在企业和中央研究院。但
中国不是，过去两百多家部委直属院
所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现在这些
院所部委已经撤了，绝大多数的大院
大所都进入了央企。中国建材和国药
集团分别拥有我国最大的行业研究
院———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和
中国医药研究总院，拥有行业最好的
研发和技术，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此外，过去各部委的窗口公司、进
出口公司也在央企。这些公司有四五
十年的外贸积淀，对于构建央企国际
竞争力意义重大。

把央企放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
全球竞争的环境来看，央企在我国经
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
括引领地方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
义务。央企必然要自觉承担起历史的
责任，带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进行
组团式的竞争和抗争。

（下转特刊第二版）

“央企市营”：新思路 新实践 新样本

——一论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

坚持和完善我国
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创举王勇要求把止滑增利重点

放在基础管理上

1—4月央企净利润同比下降 13.2%

企业的思想解放、实践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变革的
先导，也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今年是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 周
年。“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
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回顾我国基本经济
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一种品质格外突出，那就是实事求是；
一个经验尤为珍贵，那就是实践创新。

今天，本报发表的对中国建材、国药集团董事长宋志
平的访谈，就“央企市营”模式进行剖析，这是坚持和完善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个范例回答了社会
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与道路问题，是一个
深层次的实践创新。

当今中国，有两大主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一
个是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是基本经济制度问
题，也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对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中国改革开放而
言，所有制问题既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
也是与改革发展实际紧密联系的实践问题。而市场经济体
制是基本目标问题，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问题。这两
个问题放在一起，其相融性便成为一大难题。中国当今关
于国企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矛盾与分歧，总与这一对
矛盾紧密相连。

中国建材提出“央企市营”模式，本质是讲的中央企业
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央企”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企业是
国家为主导的企业，“市营”，在于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确
定经营模式和经营方法。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世界性和
世纪性难题：一方面，超越发展阶段盲目追求社会主义所
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不仅没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再三遭遇困难和挫折；另一方面，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考虑国情，全面否定已有经济制度，
试图通过全盘西化在一夜之间向市场经济转变，最终导致
全面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正因如此，有人曾形象地把所有
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改革的结合比喻成中国经济改革的“珠
穆朗玛峰”。

历史走向非常明显。从 1992 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紧接着从党
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
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固定下来，到党的十六大强调两
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再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
出“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改
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党的所有制理论创新，不仅成功解
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世界性难题，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更让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创造
力得以充分体现。

今天，中国国有企业正按照这一发展规律，越来越多
地实践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广泛融合，创造出更多的
“中国特色”经验。“央企市营”模式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
生的一种新模式。

根据报道，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有五点内涵 ,其
中包括央企控股的多元化产权结构、规范的治理结构、职
业经理人制度、内部机制市场化和按照市场规则开展企业
经营。

这种模式的首要意义是摆脱了所有制的困惑，央企向
多元化的股份制迈进，向上市公众化迈进。通过引进战略
投资、社会资本投资，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化和产权多元
化。实践证明，多元化产权比单一化产权管理更科学、更
明晰。在中国建材、国药集团两家央企中，国资委分别持
有的股份不超过 50%，50%以上的资本由社会投资人和股
民组成，也就是说，这两家央企是一种新型所有制，是为国
为民盈利的央企。

所谓民营，便是这种模式按照市场规则开展企业经
营。这两家中央企业在市场上不向国家要一些高过国民待
遇的优惠条件，成功之处在于没有“等、靠、要”，而是迈开
双脚在市场里拼搏，从而赢得市场的尊重。

宋志平和中国建材央企民营的成功，在于突破了单一
的所有制结构，破除了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提出了
中央企业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开放理念，他
们在实践中将世界文明潮流与自身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将
现代化规律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一方面，大力推进国有
企业改制，积极寻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兼容的公有制
实现形式；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准入，在建材
和医药行业形成了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
相迸发的壮阔潮流。由此开创了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
涌流的崭新局面。

中国建材有个经典公式是“央企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
力等于企业的竞争力”。他们的产业链和服务领域，在外国
看来中国企业是一个组团，是一个集体参与竞争。然而在
实践中，他们任何一个劳动果实和服务都是混合的，可能
有央企，有民企，也可能有农民的。其实他们坚持和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道路的真谛，是实力加活力，这是最为通俗的
道理，也是最为重要的规律。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民营经济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基本经
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能够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正是国企与民企的努力，共同构
筑了经济巨龙腾飞的现实基础。中国建材、国药集团成功
带领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成功实践再次向我们昭示
了这一真理。

如果说理论的解释是枯燥的，那么中国建材“央企市
营”的实践则是生动的，他们的成功范例再次提醒我们：坚
持与完善国家经济制度是能够做到的，而且是做得很成功
的。他们的新探索还告诉我们，贯彻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是
一个伟大的创新过程。

———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访谈

中国建材山东枣庄水泥工业生态园区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 勇
2012年 5月9日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祝贺《中国国资报道》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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