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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资报道 重点

无话语权

中国PTA受制国际PX

十八大以来央企多位高管落马

能源领域成反腐主阵地

（上接G1版）

华润被查绝不是个例，检察机关今年初曾表示，将重点

查办铁路、电力、石油、电讯等垄断行业的案件。而事实证

明，这些行业也有高管落马。4月15日，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

长郝卫平被查，仅仅2天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于

2014年4月17日晚18时30分宣布宋林接受调查的消息。 而此

前一直有人举报其在山西的煤矿收购中存在问题。山西的煤

矿交易涉及山西当地企业， 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2

月落马，4月中国科协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接

受调查。郝卫平被查的同时，能源系统也有多名官员被查。煤

电一体，中国的煤炭60%以上用于发电，两个领域相关性很

强。有消息称，反腐风暴正刮向煤电领域。

今年3月， 陕西省能源局副局长闫征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陕西煤田地质集团副总经理崔忠省、郑煤集

团董事长孟中泽、榆林能源董事长王荣泽、安徽煤田地质局

原副局长丁宝军、河南义马煤业集团董事长武予鲁等都在被

调查名单上。

电力系统的反复也在今年初就现出端倪，今年2月，广东

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这是电网

企业今年确认被调查的第一人。一封从2009年坚持至吴周春

落马前夕的举报信说，吴周春等人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多年来索要和收取了数额巨大的贿赂。 举报者向媒体表示，

一些涉及吴周春案件的南方电网系统人员尚未被调查。

吴周春案在南方电网引起了震动。 之前曾有媒体曝出，

南方电网系统已经退休的高层及现任高层数次遭到举报。在

吴被宣布调查的当天，南方电网召开会议称，南网反腐形势

严峻复杂。

专家称反腐不伤央企本身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做

好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指示， 要求中央企

业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构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精神，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切实担负起企业党风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对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张毅指出，要按照王岐山同志的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精

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任务的部署上来。抓好国资

委和中央企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体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

摇；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必须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

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

心宏观战略部前部长赵晓日前撰文表示，国企发生腐败来自

于与公权力的密切关系。此外，国企垄断性带来腐败。在缺

乏制度制约的情形下，寻租机会必然演变成寻租现实。

4月24日，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要明确反腐并不是反企业，更不是反央企，也

不是反央企制度，是对央企中存在的腐败分子，特别是高管

中腐败分子的清查，这样的反腐犹如去掉央企身上的跗骨之

蛆，对于央企的发展不会有任何阻碍，只有益处。

李锦表示，对于央企的反腐要从制度入手，不能仅靠人

去管人，最重要的是要靠制度去管人，央企的发展有其特殊

性，在经营上要符合市场规律，市场说了算。还应建立长效

监控机制， 同时政府还要按照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划予

以指导和监管。

自十八大尤其是2014年以来，中

国的国有企业俨然成为反腐的主战

场，多位高管纷纷落马。而此前，一些

外企在中国频频遭遇“行贿门”。

那么，近年来国际上对企业的反

腐形势又是如何？对中国又有哪些值

得借鉴的地方？ 对此，《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了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

究所所长王志乐。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近几年来

国际和国内对企业反腐的力度如何，

二者之间有何联系？

王志乐： 国际上是从2008年以

来，加大了企业反腐的力度，标志性

事件是西门子腐败案。西门子在若干

国家用行贿的方法打开市场，被美国

执法当局抓到了， 经过两年的沟通，

最后达成了和解，2008年12月18日，

西门子被罚款16亿美元。 此后的5年

间， 国际上加大了对企业腐败的打

压。 美国在2010年出台了新的法律，

鼓励反腐败举报， 一旦举报成功，以

罚款的10%—30%奖励举报人， 这力

度还是很大的。英国2011年出台了反

贿赂法，把企业反腐上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 企业没有防止贿赂也会遭处

罚，而且要求对企业的供应商出事都

要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本身一直是反对腐败的，十

八大后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反

腐的外部环境大大改善，中央那么多

的制度规定，控制住党员干部，实际

上使得企业经营环境更好了，过去的

很多腐败实际上是索贿来的，官员不

廉洁，就很难保证大环境廉洁。比如

说中石油，领导层有4、5个，司局级有

10来个因为腐败被抓的，又比如最近

华润的宋林， 今年以来就10多个，这

样一个局面，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对国

企腐败，外企腐败、民企腐败都是一

视同仁的，跟国际上大环境也是契合

的。

《中国企业报》：据了解，中石油、

华润等央企一把手都在腐败上出了

问题，这些披露出的几宗案子给我们

带来哪些启示？反映了央企自身存在

的哪些问题？

王志乐：我个人认为，首先，企业

缺乏系统、完善的制度。这制度并不

是一点都没有， 我调查的过程中发

现，很多公司是有制度的，比如说请

客送礼，大家都反对，但具体到底是

怎么规定和执行的？没有，形同虚设。

其次，运行机制、管控机制缺乏。实际

上，国企、民企、外企都是有制度的，

但我感觉他们普遍缺了一个东西，就

是保障制度的运行不够，也就是说机

制缺失，比如考核干部的时候不看合

规性而只看业绩。然后就是举报机制

不完善，如果举报机制畅通的话对想

干坏事的人是一个震慑；另外查处机

制也不完善。 这几个机制普遍有问

题。包括对一把手的考核的合规性是

不够的，只看结果和业绩，不看过程，

这就有很大风险；最后，公司治理机

制不完善。 比如说董事会的组成、高

官成员的构成、股东大会等等公司的

权力来源及其管理也就是说责、 权、

利的匹配没有一套制约。

我感觉现在央企面临的一个很

大的问题是：集团那部分没有现代公

司化。下面的公司上市了，但集团还

是行政化的，组织任免干部的。缺乏

现代企业的要求，这甚至会影响其上

市公司的市场化。这样一来，公司治

理不解决， 主要领导带头不合规，约

束一把手就成了一句空话。要解决这

个问题， 一是怎么样加大打击力度，

再一个就要堵漏， 强化现代公司治

理，约束决策层、领导层。

《中国企业报》：怎么才能堵这个

漏洞呢？ 公司治理谈了这么多年，为

什么还是没有起色呢？

王志乐： 这就得从制度建立、问

题导向上想办法。 问题怎么发生的？

就要看制度上有哪些漏洞，运行机制

有什么问题， 公司治理怎么来约束。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

运行，到公司治理的强化，持之以恒

的坚持， 才有可能形成企业的规范

化。

我个人认为，公司治理难有起色

根本上还是制度设计上有问题。现在

还依然是行政配置国企的领导，还

没有市场化。 非市场化的各种资源

垄断和配置，握着垄断资源，去进行

权钱交易，就不会去正规经营。事实

上， 你可以把董事会的成员作为出

资方国资的代表，由政府来派，但董

事会应该可以选聘职业经理人。职

业经理人不是官员， 董事会对其考

核应该是合规业绩考核， 达标后工

资应该市场化。 但现在官和企业混

在一块，导致中国的国企政企、官企

不分，由此导致利益输送，导致系统

性腐败。

本报记者 王敏

国企防系统性腐败

关键在制度设计

论道

十八大以来，国企反腐动作不断。

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本月 17 日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中纪委调

查，成为国企重拳反腐中又一落马者。

巧合的是， 中纪委在这一天召开

会议， 国务院国资委被确定为反腐查

案的八个改革试点之一， 上级纪委在

此后将主导试点单位腐败案件的查

处。为此，中纪委在机构改革中重新组

建了第四纪检监察室， 专门负责对国

企的监督和腐败案件查办。 国务院国

资委近日也传出消息，下月开始，央企

纪委书记必须专职反腐， 不得再分管

其它业务。这意味着，在未来国企反腐

中， 纪委部门被期待扮演更加重要的

角色。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针

对国企的反腐力度持续加压。 中纪委频

频出手，一大批国企高管因贪腐被中纪

委约谈、调查。 仅三月份以来，已陆续有

十几位厅局级以上国企高管因腐败被

查。更早前，中石油王永春、李华林、冉新

权、蒋洁敏、王道富等多名高管先后被调

查、免职。 同属央企的中国移动、中国出

版集团去年以来亦有多名高管被查。 随

着各级纪委的频繁出击，长期以来备受

争议的纪委部门在民众中的声望也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 在为纪委部门的高效反腐

叫好的同时， 另一层深深的忧虑也不

时涌上我的心头。 毕竟纪委部门反腐

重在事后惩治， 即使贪腐者在事后锒

铛入狱也无法完全挽回其给国民经济

造成的损失。曾有专家测算，中国从上

世纪 90年代以来，每年由于腐败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 9875 亿—

12570 亿之间， 大体相当于 GDP 的

13.2—16.8%之间。 而全年挽救回来的

经济损失只有几十亿元， 这还不包括

在查处案件中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

力的花费。

事实上， 让我更为担心的还不只

是这点。近两年来，国企腐败窝案有扩

大趋势， 其中不但有关乎国家能源安

全战略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承

担着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大型国有粮

食企业之一的中粮集团也榜上有名。

这很难让人不质疑， 国企贪腐何以如

此严重？ 是不是我们国企预防腐败的

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毕竟，在某种意义

上， 纪委部门查处越多的国企腐败案

件，就越意味着制度约束的失效。

几年前， 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

届政府间国际反腐倡廉论坛曾发现，

90％的腐败行为都与“腐败机会”有

关。换言之，腐败实际上就是拥有了公

共权力的意志薄弱者利用“腐败机

会”， 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找租金，

实现权钱交易。事实上，梳理近年来国

企高管腐败案亦不难发现， 腐败机会

的易得， 制度约束的失效正是导致其

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企

改革启动以来， 各级部门都相当重视

预防国企腐败。但时至今日，与成熟商

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相比，

不少国企乃至一些央企在现代企业治

理结构上都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 由

于没有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企业进行管理和经营，

企业内部制衡机制尚未有效形成。 一

些企业一把手只手遮天， 很容易利用

手中权力以权谋私，最后走上贪污腐败

之路。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绝对权力意

味着绝对腐败。任何的个人都是靠不住

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如何在新一轮

国资国企改革中真正把国企反腐败与

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同步考虑、同步部

署、同步实施”，在制度设计上把导致腐

败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从根源上杜

绝一把手只手遮天、集体腐败案件的发

生，或许是我们在为纪委部门叫好的同

时，更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事实告诉我们，要遏止国企腐败滋

生蔓延的势头，防止腐败带来的严重后

果， 必须在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 必须着力治本，

有效地加强制度建设。 尤其，今年作为

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元年，新旧体制

交替，往往容易导致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模糊、乏力，国资国企面临的腐败风险

比以往更大，制度问题更须注意。 纪委

高效快速反腐固然大快人心，但其背后

折射出的国企预防腐败的机制缺位问

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系媒体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博士生）

反腐风暴折射国企防腐机制缺位

孟书强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

（上接G1版）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瑞哲表示，PTA的原料PX，

去年国内没有一个项目落地， 现在国内产能依然停留在2012

年的775万吨水平上。按目前态势发展，到2015年，中国PX对外

依存度将会超过70%以上，进而造成中国纺织产业链不配套，

形成平稳运行压力。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认为， 如果至2015年没有新增PX

项目，预计2015年国内PX产量只能达到800万吨，供需缺口将

达到1400万吨。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现有PX生产企业13家，其中

11家与炼油装置一体化运作，2家为独立PX生产企业。 主要分

布在全国10个省市，这13家企业中有7家分布在沿海，6家分布

在内地。与国内景象截然不同的是，近些年来，国外PX新建项

目诸多，都欲抢占先机，争夺中国市场那部分缺口。到2016年

计划内的国外新装置产能共计1100多万吨。其中，韩国四家企

业SK-JX、SKG、GS、 三星道达尔分别计划扩建产能100元/吨、

130元/吨、100元/吨、100元/吨。

虽然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PX产能， 但同时因为目前仍然

需要进口50%的PX，且这部分进口的量多数来自于日本、韩国

等地。对此，陈冬燕表示，“在议价权方面，中国一直处于弱势的

局面，中国PTA企业的成本被这些PX企业掌控着。日、韩等国的

生产企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市场PTA工厂的生产成本。”

江苏一家生产PTA的企业相关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目前，公司生产原料PX主要依靠进口。“这很危险，说明中国

没有定价权。如果遇到问题，下游企业都将面临危机。”

PTA行业目前正经历着水深火热， 大多数企业面临亏损。

对于目前PTA产业链而言， 自身的行业洗牌固然十分重要，但

是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制于原料PX价格的影响， 因此占据上游

优势是必然发展方向。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毛加祥认为， 要更多从

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 竞争力的角度来看PX问题。“首先是国

家需要，这个链条补上，整个产业链就打通了”。

王志乐

新加坡PX项目如何赢得信任

PX,也就是对二甲苯,可燃,低毒,

有刺激性 ,可用于化工和制药。但在

新加坡炼化设施集中的裕廊岛,当地

民众对于岛上的PX项目并不惊慌,更

未见有人出来抗议。不仅如此 ,新加

坡裕廊芳烃公司的芳烃类产品产能

为每年150万吨 , 其中包括80万吨对

二甲苯。那么 ,新加坡的PX项目怎样

做到让民众放心?政府和化工企业又

是如何赢得公众信任的呢?

作为全球最大的炼油中心之一 ,

其西北部的裕廊岛有过不止一个PX

项目。 该岛与新加坡主岛相距不到2

公里 ,离居民区不远。面积仅为32平

方公里的小岛上,聚集了90多家顶级

化工厂,包括埃克森美孚、雪弗龙、壳

牌等巨头。

裕廊岛的化工业之所以赢得当

地民众信任,首先得益于其严格细致

的环保措施。当地环保部门对发展规

划进行集中控制,保证“环保考量”渗

透到相关设施的土地使用规划、开发

过程和建筑物管控等各个阶段。不合

标准,不能通过审核。

记者曾参观当地一间从事电子

器材贵金属材料回收的厂家,深感当

地有害气体浓度监控系统十分完善。

该公司一名高管说,废气废水排放要

达到监管标准,一旦出事,就有可能被

罚关门。为了确保符合标准 ,公司在

排放的废水到达终端排放口之前,又

安装了一道自己的监控设施,以确保

排放不会超标。

强制推行风险控制的标准化流

程的做法 ,值得学习。化工企业被强

制提交量化风险分析报告,列明化学

品的使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所有可

能存在的危险和风险 ,等等。风险分

析不仅涵盖化工厂本身,而且还针对

周边地区。不仅如此 ,相关部门会仔

细筛查所有新工业发展规划。这些都

让公众更加放心。

此外,新加坡将公众质询纳入土

地规划的意见决策,进一步促进监督,

提高透明度。 严格的规划也功不可

没,政府将炼化企业集中在裕廊岛,就

是为了集中控制污染。当然 ,平时的

科普宣传必不可少。

当地民众对新加坡的PX项目如

此放心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巨大的

环保考量、强力的污染惩戒措施以及

严苛的风险控制流程使企业在制造

污染的路上望而却步,最初的规划布

局为日后打好“底子”,日常的科普宣

传为公众答疑释惑,公众质询则使得

任何“猫腻”都逃不过老百姓雪亮的

眼睛。 新加坡公众对于PX项目的信

任 ,便在这一点一滴、长年累月中逐

渐建立。

（文章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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