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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你们助力！”3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勇在国务院国资委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召开的中央企业

援青工作座谈会上说。

据悉，此次央企援青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是为贯彻落实中

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对口支援西藏青海工作座谈会精

神，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做好援青

工作。

事实上，国务院国资委高度重视援青工作，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援青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组织指导中央企业认真做好援青工作，积极参与青海省经济社

会建设，不断深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

王勇指出，中央企业在涉及民生事务的电力、通讯、油气供

给，粮、油、棉、盐保障等方面长期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和服

务作用。2012年，中央企业在青海累计投资电力、水利、通信、能

源、矿产、旅游等各类项目584个，完成投资228.7亿元；承接铁

路、公路、基建、通信、水利水电、资源勘探等各类项目48个，完

成合同额49.2亿元。

在2012年，中央企业在青海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抗灾救灾、人才培训、无偿捐赠、定点扶贫等各类援助帮扶工

作，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1.7亿元。

此外，为帮助青海等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国务院

国资委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民委，于2012

年6月和2013年1月两次举办中央企业面向西藏青海新疆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有关中央企业提供了近7600个就业岗

位，为三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和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广阔

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央企业第一时间

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54亿元。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

和中国电建4家中央企业全力以赴参与玉树灾后恢复重建，承

担计划内重建项目340个，完成投资128.63亿元，实际完工项目

288个。

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指出，中央第五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对口援青重大部署以来，在国务院国资委

协调指导下，13家援青中央企业讲政治、顾大局、做奉献，对促

进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改善青海基础设施和人

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

强卫提出，希望进一步加大中央企业对口援青工作以及援

受双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力度，一是希望中央企业不断拓宽支援

领域，推进援青工作向纵深发展；二是希望中央企业注重发挥

人才科技优势，强化智力援青工作；三是希望深化经济合作，提

升产业援青的层次和水平；四是希望抓好藏区规划项目实施，

推进藏区跨越式发展。

强卫表示，青海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中央企业在青创业发

展，共同凝聚起推动青海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此次会议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骆惠宁主持，青海省常

务副省长徐福顺出席会议并介绍了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以及对口援青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

华、姜志刚，副秘书长郭建新，青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齐玉等

出席会议。

中国石油、神华集团、中国移动、中国中铁4家中央企业分

别介绍交流了开展援青工作的经验做法和下一步工作部署安

排。

本报记者 张晨璐

援资、援智、援建
央企多渠道助力援青工作

本报记者 万斯琴

辉煌十年系列报道之二·国企改革篇

十年沉淀走春秋

从 2003年至今，国资委成立 10
年，国企改革也已走过 10年。

10年沉淀，国资委沿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方向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

革，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兼容并

举，共同发展。全流通改革、公司制股

份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产权

多元化改革……改革，为国有企业发

展注入生命活力。

改革硕果累累。从 2002 年至
2011 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由
8.53万亿元增加到 39.2万亿元，年均
增长 18.5%；实现利润由 3786.3 亿元
增 加 到 2.58 万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23.8%；上缴税金由 6960.4亿元增加
到 3.45万亿元，年均增长 19.5%。

从 2002年至 2012年，国务院国
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营业收入由

3.36万亿元增加到 22.5万亿元；实现
净利润由 1622.3亿元增加到 1.3万亿
元；上缴税金由 2926.8 亿元增加到
1.9万亿元。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控制力、影响力。”这为今后国企改革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说，

“国有企业改革将根据十八大报告的

要求，不断调整，向经济安全和民生上

集中，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更加市场

化，不断增加活力、影响力。”

可见，未来几年，将是国企改革

生机勃发之年，更是改革永不停步之

年。

摸索出“原创”的改革经验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也是国

企最大的红利。实践证明，有企业制度

的改革，才有国企巨大红利的释放。深

化国企改革，就是让国企创造改革红

利。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做

强做优、世界一流都需要国企通过进

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善。”国务院国资

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说。

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的道路上

摸索出了“原创”的经验。

然而，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国民经

济微观主体的改造是没有成功经验

可以借鉴的。

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可供参照

的国际标准来指导各国政府对其行

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状况进行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善。

正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

“在并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

下，我国的国企改革发展走出了自己

的道路，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取得了巨大成就。”

事实上，国有企业能否健康、科

学地发展，关系到能否全面推进中国

经济系统建设的成败。

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三分开”、“三

统一”、“三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国有企业发

展的体制性障碍。

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国企改
革进入了由出资人推动的新阶段，体

制机制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国

有企业的活力。

10年间的发展，国有企业在体制
上与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合，活力和竞

争力不断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

地位和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

虽然，每一项改革实践都会受到

国内外市场以及舆论的关注。虽然，

央企十年发展之路曲折，但央企同时

也获得了真正地成长，尤其是在国民

经济中经济脊梁的作用愈发显得无

可替代。

这些年，一大批中央企业为适应

市场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实际，不断

推进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整体素

质和竞争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首先，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在世界 500强企
业中，国有企业从 2003年的 12家，上
升到 2012年的 54家，其中中央企业
从 2003年的 6家，上升到 2012年的
43家。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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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权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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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中央企业

在载人航天、载人深潜、4G标准等方面
和领域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升级和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截止到 2011年底，中央企业
累计拥有有效专利 14万多项，其中有
效发明专利占总量的 28.3%。

目前，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

结构布局初步完成。在 2003年国资
委成立之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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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G03版）

国资预读

从 月 日到 月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名人大代

表与 名政协委员，聚集一堂，探讨春天里的“中国

梦”。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舞台，见证大国崛起，更待

民族复兴。

在五千多名代表、委员中，也有众多来自国有企

业的熟悉身影：傅成玉、刘明忠、才让、刘建忠、马泽

华、周吉平、罗涛……他们身上寄托了千万国有企业职

工的民情民意，也凝聚了国有企业辉煌成就。

本刊和中国国资新闻网派出多名记者，深入大

会，将及时报道他们的睿智灼见，传递大会声音，齐心

共铸“美丽中国”。

中国石化三十年 G05

河南油田：

高效·生态·人性化 G06

胜利油田：

实现中国原油总量的 20% G07

贵州电网
助力贵州经济 G10

王建强：

十年磨一剑 G12

http://www.guozi.zqcn.com.cn
mailto:E-mail:gzbd_20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