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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国企网络舆情
（2012年 7月 23日—7月 29日）

黑龙江龙煤集团计划减员 1.2万
应对煤业危机引关注

事件概述：《中国经营报》7月 28日报道，黑龙江最大的国有
企业之一———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开始
总计 1.2万人的“减员计划”。《中国经营报》认为这一不得已的计
划源于煤炭行业当下的经营困境，折射出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的不
利。

网络舆情：作为全国特大型煤炭企业、黑龙江最大的国资企
业以及东北最大的煤炭企业，龙煤集团如此大规模的裁员计划，
一经报道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议论。网友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
在对煤炭行业的经营困局背景下国企是否应该大规模减员及如
何裁员的议论上。关于国企是否应该裁员，浙江宁波的网友“水中
的小小鱼儿”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私人企业可以减
员。但是作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在经营困难的时候把矛盾转嫁给
企业员工。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大量的失业人口。这时候
国有资本企业适度亏损经营，吸纳更多从私企失业的员工，比单
纯给失业人员救济金效果好。”《劳动报》副总编辑“天马义侠”则
想到了减员的程序问题，他说：“如此庞大的减员不知是否听取工
会的意见？不知是否通过了职代会审议？别把 1.2万员工失业当
小事，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有不少网友跳出龙煤集团本身
来讨论裁员和就业问题。广西网友“广西出版董编”不无担忧地
说：“就业乃民生之本。失业人员越多，社会问题越尖锐。”

点评：进入 2012年以来，煤炭行业的整体形势严峻，目前除
神华、中煤、山西焦煤集团等少数几个大型集团外，多数企业都处
于利润不高、微利的边缘。如何度过“寒冬”是整个煤炭行业面临
的问题。“减员”并不是民营和外资企业的“专利”，正在全面走向
市场的国有企业减员也无可厚非。但作为国企显然要考虑的不仅
有盈利问题，还有就业问题，这是其国企的性质所决定的。如何把
减员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是包括龙煤集团在内的国企都要时刻
考虑的。

三大油企海外频频出手
外媒高度关注中国油企挺进北美

事件概述：近日来，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频繁密集展开海
外收购业务。23日，中海油、中石化同日发力，以 166亿收购加拿
大两公司。25日，中石油收购了法国苏伊士环能集团卡塔尔海上
第 4区块 40%石油勘探开发权益，并获得卡塔尔能源和工业部正
式批准。

网络舆情：三大油企如此密集的海外收购业务，引起了外界
的高度关注，外媒纷纷讨论中国油企挺进北美的战略意义。美国
《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认为该收购案将标志着中国向北美大陆
油气田最野心勃勃的挺进。它将使中海油获得在改写能源市场格
局的技术领域中的关键角色，并为其打开与埃克森美孚等油气巨
头并肩经营北美油气田的大门。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指出，
需要重视的是战略方面的问题：中国将美洲视为做买卖以扩大并
保护其在全球能源游戏中份额的重要地方。报道称，中国在华盛
顿后院的庞大投资，不仅在东方的石油依赖率迅速上升之际为北
京提供了防范传统石油国家的战术手段，这种投资在战略上也有
重要意义。未来让北美成为中国的油池，这使“中美国”关系多出
了新倾向，而非涉及大量债务及更多贷款的那种关系。

点评：近来，关于国企海外业务的盈利能力引发了人们的高
度关注。三大油企频繁密集的开展海外收购业务，有利于减少蒙
受价格风险的次数、确保供应和能源多元化，避开过度对中东地
区石油的依赖。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风险控制，努力成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战略中的典范企业。

燕山石化旗下企业
河道上建厂被指妨碍泄洪

事件概述：一场特大暴雨，让位于北京西南角的房山区成了
重灾区。截止到 7月 26日晚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公布的数据，此次
暴雨造成北京 77人遇难，房山区就占了 38人。《中国经营报》日
前报道称，由于燕山石化旗下企业燕山合成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等几家企业厂房的挤占，现在的泄洪道变得很窄，这被怀疑是造
成此次泄洪不力的原因之一。

网络舆情：一场暴雨夺去这座国际都市 77条人命，灾后反思
正在逐步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不力被认为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
原因之一。和燕山合成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挤在一起的有多家厂
房，但因其国企背景，备受关注。一些网友想到了河道建设的重要
性。新浪网友“刘涛O”在微博上直言：“保命要紧的地方不能用作
他用。就像求生通道一样。”另外一些网友则想到了问责，网友“毛
孩帅帅的妈妈”留言说：“大灾过后确实应该追究一下相关的责任
部门是不是尽职尽责了。”网友“flypig1996”则想得更远，他说“如
果燕山石化在河道里建了厂，那我们在批评燕山石化在河道建厂
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追问到底是谁批准他们在河道里建厂的？”
此外，还有一些网友指出了现在各地河道不被重视的现状。网友
“陶海明”留言说：“北京天津河道阻塞相当严重，特别是城郊结合
部。”网友“夫子郝”认为，目前全国仍处于主汛期，建议“来一次河
湖滩涂行洪违章建筑清除。”

点评：大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如果我们不遵守，大自然
就会毫不犹疑的报复我们。河道建设是防洪泄洪的重中之重，事
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一些地方受经济利益驱使，往往会
随意增减一些泄洪河道的宽度。全国目前正处于主汛期，不妨像
网友建议的那样，来一次河湖滩涂行洪违章建筑清除，包括国企
在内的所有企业都要来查一查。

2011年度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出炉
引发热议

事件概述：日前，国资委公布了 2011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按照《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
法》，经严格审核，2011年纳入国资委考核范围的 118户中央企
业中，A级企业 46家，占全部中央企业的 38.98%；B级企业 55
家，占 46.61%；C级企业 13家，占 11.02%；D级企业 4家，占
3.39%。2011年中央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全年实现经济增
加值 4060亿元，增长 4.4%。

网络舆情：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是衡量央企发展的
重要指标之一，结果出炉后，在网上引起热烈议论。北京网友“轩逸
云瑶”说：“这个考核好像主要看利润。”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坦言：
“业绩考核结果公布，我也对央企领导业绩考核的压力有所听闻。
希望这种压力适当，驱使他们关注企业长久发展，而不是过度关
注短期效益。”连续 8年获 A的中国移动则通过官方微博向用户
表示谢意，“今天的中国移动，根源于 6亿多用户的支持和厚爱!我
们将继续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加贴心和方便的服务。”

点评：国资委公布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
既是对央企过去成绩的考核，也是对央企未来发展的鞭策。4成
企业获 A，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央企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当然也正如梅新育所说央企要“关注企业长久发展，而不是过度
关注短期效益”。

孟书强

“苛税猛于虎也！”这句话又再次
出现在了公众的视线，出现在了诸多
人的微博。

7 月 16日，财政部公布“2012 年
1—6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
济运行情况”称，国有企业应缴税费
16638.4亿元，同比增长 6.9%，6月比
5月环比增长 10.7%。中央企业累计
应缴税费 12627 亿元，同比增长 8%，
6月比 5月环比增长 7.7%。

但同时，记者从表上看到，1—6
月，国有企业已缴税费 18456.2亿元，
也远远高于同期国有企业累计实现
利润总额 10203.8亿元的规模。

半年报还显示，国有企业累计实
现利润同比下降 11.6%。对于这样一
个结果，在部分学者看来，把税费太
重看做是利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的利润已经很薄，相对税赋非常
之高。

“减税”之声不断

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也表达了
对目前企业税负太高的担忧。他表
示，为什么核心创意做不起来，关键
一点是企业税赋很高，在内部外部经
济低迷情况下，低水平的产能过剩。
他认为，减税不只结构性的，包括纳
税水平也要降低。

或许是对国企利润的增长“习以
为常”，所以此番的下降似乎成了“众
矢之的”。有说国企利润下降是核心
竞争能力不强的，有质疑说是“三公
消费”和各层级高管们的薪酬过高
的，也有说是暴露的是国企体制机制
和内部管理问题等等。

但是国企终究也是一个企业，对
于企业来说，就会有涨有跌，就会有
兴有衰，从这个角度看，利润的下降
就纯属正常了。当然，也必须充分认
识到，这是国企转型中必须面对的现
实。

事实上，我国经济早已是经济全
球化的一员，全球经济无论是发展还
是下降，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
分的国企很难独善其身，在宏观经济
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国企的盈利状
况也会难免受到影响。不可否认有的
行业还存在垄断性，但大多数央企是
处在竞争性行业内的，随着经济市场

环境恶化出现利润下滑在所难免。
国企利润下降 11%，是税费、材

料成本和宏观经济形势等原因共同
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看到了，“国有企
业 6 月比 5 月实现利润环比增长
10.6%，”出现向好企稳的曙光，这说
明开展管理增效活动取得了明显的
进展。
事实上，作为央企监管部门的国

务院国资委，对于上半年的利润下滑
是有预期的。

自去年 12月 28日，国资委副主
任黄淑和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工作会议上便明确表示，明年
上半年经济形势不乐观。全球经济将
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国内经
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央企
应当做好 3—5年“渡难关、过寒冬”的
应对准备。

3月 23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
央企开展管理提升活动视频会议。会
上，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示，“由于能
源、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多次加息
后企业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多数企业
成本压力增大，经济效益下滑，全年
经济效益保持增长任务十分艰巨。”

与社会的普遍期望相比，与应对
复杂市场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相
比，与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家整体
实力的要求相比，中央企业在管理上
还存在很大差距。

为此，国务院国资委的应对之策
是从今年 3月起，启动为期两年的管
理提升活动。

以期达到“稳中求进”的总体要
求，促进企业在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中
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和风险防控，降
本增效，夯实发展基础，提升发展质
量。

现行税制已严重影响
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

专家指出，面对下半年经济可能
继续低迷形势，央企除了积极应对外
部因素的影响外，更应把注意力和重
点放在从内部管理上，通过挖潜，降成
本，逐步实现国企利润的逆势上扬。

关于减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提高宏观调控
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将
减税政策继续实施和推进下去。

最近几年，政府财政收入和税收
收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
阻曾表示，不合理的税制已经严重影
响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

在辜胜阻看来，企业经营中还面
临着增值税税率偏高、不动产不能抵
扣等现实压力。从这个角度深究下
去，我们认为治理通胀需要减税让
利，而一段时间以来坚持的积极财政
政策，也不一定只意味着扩大政府的
开支和投资，同时也应该包含减税之
意。

据悉，财政政策欲在下半年稳增
长中发力。在 7 月 26日召开的全国
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财政部部长
谢旭人给下半年财政政策定了调。他
表示，下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通过结构性减税和清理行政
事业性收费等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
长，同时发挥财税政策调控优势，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

但在部分人看来，现在很多企业
已经被过重的税费压得难以喘气，真
正落实结构性减税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

税收成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本报记者 万斯琴

今年 1—6月，国企应缴税费 16638.4 亿元，同比增长6.9%，6月比 5月环比增长 10.7%

虽然对于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的
具体数额不得而知，但是，至少知道中
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的薪酬肯定又是
最高的。

7月 25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
2011 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结果，中国移动蝉联第一。在
2011 年纳入国资委考核范围的 118
户中央企业中，粤级企业 46家，占全
部中央企业的 38.98豫；月 级企业 55
家，占 46.61豫；悦 级企业 13 家，占
11.02豫；阅级企业 4家，占 3.39豫。

与往年公布的考核结果比较，中
国移动、中国石化和国家电网等 10余
家央企已经是蝉联 8 次获得 A 级水
平。

国资委依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
果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负
责人实施奖惩，并把经营业绩考核结
果作为企业负责人任免的重要依据。

目前，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分为
基薪和绩效薪金两个部分，绩效薪金
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绩效薪金=绩效
薪金基数伊绩效薪金倍数。换句话说就
是，此次经营业绩考核决定着央企负
责人薪酬的多寡。对于利润总额低于
上一年的企业，无论其考核结果处于
哪个级别，其绩效薪金倍数应当低于
上一年。

自 2010年在全部中央企业实施
“经济增加值（EVA）考核”，以引导央
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资本利用率，增
强价值创造能力以来，央企为增强市
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强化

管理，努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
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和困难，绝大多数
中央企业出色地完成了 2011年度的
经营业绩考核目标。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1 年 1—12
月 中 央 企 业 累 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02409.3亿元，同比增长 20.8%；应交
税费总额 16803.9 亿元，同比增长
19.7%；累计实现净利润 9173.3亿元，
同比增长 6.4%。值得一提的是，全年实
现经济增加值 4060亿元，增长 4.4%。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力军。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水平，既是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也是国
家综合实力的内在显示。

从公布的名单中看到，46家 粤 级
企业主要分布在军工（9 家）、商贸（7
家）、电力（6家）、交通运输和建筑（各

4家）、石油石化（3家），汽车、煤炭、建
材和机车制造（各 2家），房地产、通
信、有色金属、投资和旅游（各 1家）等
行业。

从 2003年以来，国资委先后颁布
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
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2 号、第 17
号）、《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
考核补充规定》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年
度经营业绩考核补充规定》，再加上修
订后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22
号）及其配套文件的出台和实施，对完
善国资监管，推动中央企业改革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系列的考核办法，是完善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履行出资人职责，确保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一项制度保证。

46家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达 A级
本报记者 万斯琴

中石化经营管理创新新路径

作为 2011 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 A 级排列第 3 的
中国石化，在创新经营方式上，从京V
油品置换成功，到产业援疆，动作频
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石化在经营
管理创新上的新路径。

全面完成京 V油品置换
“从 5 月 31 日加出第一枪京 V

油品，截至 7月 25日，中国石化北京
石油 583 座加油站的 1998 个油罐，
圆满完成京 V油品置换。”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油品销售事业部
主任翁亮然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北京市 5月 7日正式发布北京市
第五阶段车用汽油和车用柴油标准，
要求相关企业 8月 1日全面完成。
“为确保首都成品油市场稳定

供应，认真执行中国石化总部指定
的绿色环保发展战略，践行‘每一滴
油都是承诺’，引领油品质量升级，
加强油气治理，开展节能减排，以实
际行动推动首都绿色低碳发展。”翁
亮然说。
据翁亮然介绍，在置换期内，北

京石油累积清洗油库油罐 40 座，使
京 V油品罐容达到 30 万立方米，对
158公里输油管线全部进行了清洗。
专家表示，此次京标油品升级，

着眼点主要放在减排，特别是相比京
IV，京 V油品硫含量降低了 80%，全
面消除锰含量，这有助于保护汽车三
元催化器等器件，北京的空气质量和
人居环境将有很大改善。
按照北京市现有机动车在用量

500 万辆和新京标汽柴油 540 万吨
计算，京郁标准硫含量不大于 50mg/
kg（同 PPM），京 V 标准硫含量不大
于 10mg/kg, 硫含量降低了 80%，北
京市全年仅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可减
少 432 吨，按 365 天折算，每天可减
少 1.18吨。
目前，中国石化已基本形成包括

技术开发、工业生产和产品销售在内
的较为完整的低碳能源业务产业链。
“为确保京标 V 油品的正常生

产，我们将生产汽柴油的装置作为公
司的重点关键装置进行监护和维护。
同时，我们还进一步加强工艺技术管
理，从原油采购到产品出厂，高度重
视炼油全流程优化工作，不断优化调
和配方，严控各汽柴油组分馏出口质
量，以确保油品质量稳定。”燕山石化

副总工程师常江说。
此外，根据北京石油质检站的油

品抽检结果，置换后的京 V 油品质
量完全符合北京市相关标准。
据了解，下一步，在油品生产的

源头，中国石化燕山石化将增上第二
套汽油吸附脱硫装置（S-Zorb装置），
投产后，可以使京标 V汽油月产量
达到 20万吨以上。
援疆又辟新路

7月 26日，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路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在位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的塔河
炼化揭牌成立。两公司成立后，预计
每年将带动地方增收 25亿元左右。

中央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和推
动产业援疆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新疆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中国石化在‘十一五’投资 450

亿元的基础上，‘十二五’期间将在新
疆投资超过 1400亿元，用于勘探开
发、炼油化工、油品销售、煤化工和外
输天然气管道等领域的发展。”中石
化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说。

中国石化产业援疆又辟新路，开
创了央企在疆企业改制的先河，也创

造了资源开发更多惠及当地的新模
式。

据悉，两家公司是在去年 8月自
治区领导与中石化领导会谈时共同
商定成立的。塔河分公司位于新疆库
车县东城石化园区，是中国石化集团
在新疆唯一的炼化企业。
而新疆石油是中国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在疆的唯一成品油销售企业，
主要负责中国石化在新疆地区的成
品油销售与营销网络建设。
专家指出，由地方参股央企，成

立股份制公司共同进行资源开发，是
自治区和中石化合作推进资源开发
的创新之举，也是中石化创新在疆投
资模式，推进驻疆企业体制改革的突
破性举措，开辟了央企产业援疆的新
模式，对进一步增强新疆地方税收，
加快新疆石油化工行业发展、推动新
疆经济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中石化把在新疆的发展作为重

要战略。在新一轮援疆中，中石化将
继续加大在疆投资力度，特别是油气
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力争在‘十二
五’期间达到一千万吨产能，为新疆
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作出更大的贡献。”中石化集团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说。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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