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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委员

王 勇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联办单位：中央企业媒体联盟《中国企业报》 顾问：厉以宁

7月15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

“四项改革”试点新闻发布会，通报在

中央企业开展“四项改革”试点工作的

有关情况。 发布会由国务院国资委宣

传局局长卢卫东主持， 国资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研究局

局长彭华岗通报了在中央企业开展

“四项改革” 试点工作的各项情况，并

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悉，根据试点工作需要，国资委

此次改革选择了6家中央企业作为改

革试点企业。其中，在国家开发投资公

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改组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在中国医药集团

总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 在新兴际

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

集团公司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

员选聘、 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

点； 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

企业中选择2到3家开展派驻纪检组试

点。

据彭华岗介绍， 此番试点将因企

制宜实行“一企一策”，由企业提出试

点方案， 牵头厅局与试点企业进行对

接，确保可操作、能落实、有突破、出经

验，对企业的方案经专项小组研究后，

提交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审议， 成熟

一个，审议一个，实施一个。为了抓好

试点工作，国资委专门成立4个专项小

组。由国资委改革局、产权局、改组局

和国资委纪委具体负责， 分管委领导

担任专项小组组长。

“四项改革”试点的目标是各方关

注的重点。彭华岗表示，开展“四项改

革”试点，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一起

结合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

神， 共同探索改革实践的具体举措，

不是搞“盆景”， 也不是搞政策“洼

地”， 目的是要试出新体制、 新机制、

新模式， 并将实现四点目标： 探索以

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体

制模式； 探索多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

股、 相互融合的有效途径； 探索完善

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

机制； 探索对国企负责人重点监督的

纪检监察方式。

据了解，“四项改革”试点将按照以

下步骤有序推进：统一领导、分工负责；

因企制宜、一企一策；加强指导、大胆实

践；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梯次展开、逐

步推广。

“要通过试点， 发现问题、 解决问

题，总结经验、完善措施，努力推出一批

可推广、 可复制的有效做法和典型经

验， 为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强

有力的实践支撑。”彭华岗说。

国资委启动“四项改革”

六家央企进入试点名单

本报记者 赵玲玲 王敏

国资委“四项改革”

直面硬骨头

孟书强

观察

十八届三中全会过去八个月之后，中央层面的国

资国企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5日下午， 国务院

国资委吹响“四项改革”试点工作的号角。根据试点改

革方案，国投、中粮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中国医

药、中国建材进行混合所有制试点，中国医药、中国建

材、新兴际华、中国节能环保公司开展董事会职权改

革试点。同时，国资委还将选择2到3家央企开展派驻

纪检组的改革试点工作。

熟悉国企的人不难发现，这四项改革针对的正是

当前国企中存在几个最为难啃的“硬骨头”：国企一家

独大、大而不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纪律监

督体制不尽健全，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影响国企当前

和未来发展最为严重的障碍。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尽快

得到有效解决，国企未来面临的不仅仅是声誉和业绩

受损的问题，而是能否在更为全面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生存与立足的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革的起源。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国资国企改革正是在各种问题的倒逼下

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化。随着市场经

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当年一些国企发展的动力已经成

为如今国企发展的阻力。以问题为导向，找准这些阻

力，承认这些阻力，直面这些阻力，便成为新一轮全面

国资国企改革的首要前提。“四项改革”试点正是在找

准、承认并直面这些影响国资国企当前发展的阻力和

弊端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自2003年国资委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

资人职责、对中央企业进行监管以来， 各级国资委牢

牢把握出资人职责定位，和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一起

创造了中国国企速度。从2002年到2013年央企资产总

额年均增15.6%， 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由6家增至47

家。当然，扩大规模毕竟只是手段，促进国资保值增值

才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

模式，提升国有资本的运营收益，便成为解决当前国

企大而不强的问题的必然路径。

十余年来，国企规模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伴随而

来的不仅是大而不强的问题，国企一家独大的问题也

备受社会关注，甚至成为一些民营企业心中的不小的

伤痛。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在一些领域形成自然垄断

和行政垄断，民营资本不得门而入；一方面一些和国

企混合的民企在混合中丧失了话语权，几乎完全成为

陪衬。 这些都让一些民企对国企乃至对体制多有抱

怨。直面并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

制经济，不仅关系到激活民资活力，做优国资国企，也

关系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自上世纪90年代那轮国企改革以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便是所有国企的目标和追求。 二十年过去，国

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成绩斐然，但距离完善的现

代企业制度仍然有不小差距。 缺少职业经理人制度，

行政任命管理人员过多，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

机制亦未真正形成；规范的董事会建设仍处于探索之

中，内部制衡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仍

不同程度存在。 这些都是影响国企健康发展的阻碍。

国资委决定对央企开展董事会职权改革试点，正是对

根治这些弊端的尝试和努力。

内部制衡机制的缺失也造成了国企高管腐败屡治

屡犯的顽疾。十八大以来，国企一度成为反腐的主战场。

据公开资料披露，十八大以来，国企系统因各类违纪而

“落马”的高管已超过５０人，其中，2014年以来就达到

４０人。 一些国企高管集体腐败的窝案甚至招致外界

对国企体制的抨击。在这个意义上，在制度设计和执行

中，形成更为完善的制衡和监督体制，不仅关系到国企

自身改革发展，亦关系到人们对公有制经济的信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改革不可能

完全是一帆风顺的，在6家企业进行“四项改革”试点

正是为了少走弯路，规避风险。目前，国资委已经找准

并直面影响国企发展的阻力和弊端，顶层设计与试点

改革的“摸石过河”也在同步推进。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资国企必将在全面深化改

革过程中焕发别样光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近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中国石

化集团新闻处获悉， 国土资源部油气储

量评审办公室组织专家组， 对中国石化

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焦页1-焦页3

井区五峰组-龙马溪组一段的探明地质

储量进行了评审。

经评审认定， 涪陵页岩气田是典型

的优质海相页岩气， 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1067.5亿立方米。 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大

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 拉开我国页岩气

商业开发的序幕。

据了解， 涪陵页岩气田主体位于重

庆市涪陵区焦石镇， 属山地-丘陵地貌。

此次中国石化提交的探明储量区为涪陵

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的一部分， 探明含

气面积106.45平方千米。“随着该气田勘

探开发的深入推进， 中国石化将持续向

国家提交页岩气探明储量。”中石化新闻

发言人吕大鹏告诉记者。

资料显示，2014年4月17日， 国土资

源部颁布了我国首个页岩气储量行业标

准《页岩气资源 ／储量计算与评价技术规

范》，并于6月1日起实施。

国土资源部油气储量评审办主任吴

国干告诉记者，这次评审是我国页岩气勘

探开发历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标志性事件。即首次开创性地应用我国自

己制定的首个页岩气行业规范标准及地

质资料，评审出我国首个优质大型页岩气

田。为今后页岩气评价技术规范的不断丰

富和完善，及下一步国内页岩气资源的评

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对我国实现页

岩气的商业化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此次评审专家组在前期现场

调研的基础上，严格审查相关资料，充分

讨论各方观点，最终对涪陵页岩气做出了

客观科学的认定。油气地质专家查全衡也

表示，涪陵页岩气田是一个富集高产的典

型页岩气田，具有较好的商业开发前景。

今年3月份，中国石化曾宣布将分两

期在2017年建成国内首个百亿方页岩气

田———涪陵页岩气田。 目前， 一期50亿

方/年产能建设已全面展开，进展顺利。

中国首个大型

页岩气田诞生

本报记者 丁国明

近日，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关于

“四项改革” 试点企业的第一批名单，

宣布将在所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开展涉

及国资监管、混合所有制、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 纪检监察等内容的四项改革

试点。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社会各界对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 尤其是顶层设计

的期望值很高。 国资委密集召开了多

次会议研究讨论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从会议释放出的信息来看， 国资委层

面对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十分重

视，态度坚决，改革意愿强烈，改革思

路和路径日渐清晰， 顶层设计不久后

将会浮出水面。

“顶层设计”出台

需多方协作

今年以来， 各个地方的国企改革

指导意见纷纷出台， 改革进程不断加

快，中央企业也跃跃欲试。而备受关注

的国资改革“顶层设计” 迟迟没有推

出。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半年

国资委就已经在研究深化国企改革意

见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

了，并且已经进行了十多次的修改。意

见征求稿曾多次下发和各省市国资

委、中央企业和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事实上有关省市出台的改革方案中大

部分参考了我们的意见征求稿。 但是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是国家大事， 国资

委一家是不可能决定的， 需要各个部

门协调一致、 中央审批后才能实施。”

彭建国说。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

示，改革之所以会有很多问题，意见难

以统一， 主要是由于存在三个方面的

矛盾。首先，是央企内部与民资外部之

间的矛盾。从内部来说，很多央企甚至

会担心改革会把改革前的一些利益改

掉了， 因此改革动力不足； 从外部来

说， 民营企业普遍急切地希望进入垄

断领域， 但是到底让出哪一块搞混合

所有制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其次，是中

央与地方上下之间的矛盾。下面很急，

十余个省份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

案，企业也很急，但是上面由于综合考

虑，方案迟迟没有拿出。再次，是各个

部委之间的左右矛盾。 国企改革的方

案不仅牵涉到国资委， 混合所有制的

问题牵涉到发改委， 董事会的管理资

本问题牵涉到财政部， 董事会干部的

任命牵涉到中组部， 左右各个部委之

间都有自己的考量。 这些矛盾交相重

叠，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形成结论。

彭建国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完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要深化国企改

革， 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

表，对加快推进改革义不容辞，责无旁

贷；从国有企业来说，不光是改革的对

象，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应增强改革

的主动性；从当前形势看，我们面临经

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国有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体制性、 机制性问

题，只有改革才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根本

办法，不能拖、不能等，否则会丧失改革

的良机。 只要我们按照三中全会精神，

以法律为依据，顺应改革大方向，改革

大胆试点探索就不会有问题。

“总体上说，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

一致的，具体到操作层面，到底哪个方

案对，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试点最能够说明问题。”彭建国说。

竞争性央企

首先“摸石过河”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国资

委此次选择的国投、中粮、国药、中建

材、中节能、新兴际华这六家试点企业

都是市场竞争性企业， 而垄断性央企

并未划入试点范围。

（下转G02版）

本报记者 赵玲玲 任腾飞

国企改革试点：

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相结合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