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财政部公布2014年上半年全

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

况。数据显示，1—6月，国有企业累计

实现营业总收入233065.3亿元，同比增

长5.9%；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2211.1亿

元，同比增长8.9%。同时，近三分之一

的央企及近一半省份的地方国企利润

总额负增长或亏损。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理事长

彭剑彪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数据上看，相比过去几年，

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速有所减

缓。不过，由于今年初以来的一系列微

刺激政策发挥的效力， 中央企业上半

年累计实现利润增幅相较过往有所提

升。相信随着大环境的逐渐改善，以及

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 下半年的国企

利润增长有上升空间。

行业“冰火两重天”

煤炭钢铁成亏损重灾区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2万多亿元，同比增长约10%。

根据走势， 央企利润增速仍低于全国

工业企业平均水平。

“今年我们企业感觉到经营确实困

难。”一央企负责人表示，尽管经济部分

企稳，但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对于近三分

之二都存在产能过剩的央企而言， 随时

都面临着市场和经营环境恶化的风险。

此外，三角债、存货高企等问题也不容忽

视，再加上国有企业普遍包袱比较重，中

央企业现阶段的运行质量不容乐观。

彭剑彪指出，受到市场环境影响，

今年国有化工、煤炭、纺织等企业利润

降幅较大，国有钢铁、有色全行业仍处

于亏损状态， 而这些企业在央企利润

中占有较大比重。

以煤炭行业为例，2014年初至今，

全国煤市社会库存总量居高不下，煤

价持续下滑，行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

按照申银万国行业分类， 截至2014年

一季度末，41家煤炭类上市公司共计

实现营业收入1858.60亿元， 同比下滑

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84亿元，同比大幅下滑31%。

日前， 包括冀中能源在内的19家

煤炭类上市公司公布了2014年中报预

告，19家上市公司中，仅有兖州煤业预

计扭亏，永泰能源、四川圣达预计净利

润增长， 其余16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包括西山

煤电等在内的5家企业预计净利润将

下滑一半以上。

以钢铁行业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纳

入钢协统计的88家重点大中型钢厂中仍

有20多家亏损，亏损额达到约90亿元，从

最具代表性的产钢500万吨以上的钢厂

来看，1至6月份统计的企业利润为30余

亿元，销售利润率却不足0.4%。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徐莉颖最近

统计发现，2014年一季度，他们统计的35

家钢铁行业上市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同比

下降2.56%， 营业成本平均下降4.5%。与

2013年年度数据相比，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都出现大幅下降。

“目前，煤炭、钢铁等行业的下行趋

势明显，供给压力仍然严峻，传统消费淡

季来临，市场需求不旺，预计一段时间内

仍会处于震荡触底阶段。相较之下，国有

交通、建材、汽车、施工房地产等行业的

表现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其上半年利

润同比增幅较大， 稳定了央企整体的利

润增长。”彭剑彪说。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扈志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调结构、

促转型是我国产业政策的核心， 传统能

源化工行业受需求萎缩、 政策调控的影

响最大，国有企业营收状况表现不佳。而

汽车、建材、地产等领域有稳增长政策作

保， 企业日常经营并没有收到太大负面

冲击，利润增幅较大也在预期之中。

（下转G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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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国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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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国企利润同比增长8.9%

财务费用侵蚀近半利润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央企要勇于

向自身问题开刀

孟书强

观察

7月23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国

务院国资委获悉，根据《中央企业负责

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国资委令

第30号)，2013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结果获得审议通过。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等46家中央企业考核达到Ａ级，约占全

部中央企业的40％。

与往年情况类似，来自军工、商贸

和电力行业的中央企业入围Ａ级企业

的数量最多，其中，军工类企业包括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等9家， 电力类企业包括国家电

网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

其他中央企业则分别来自石油石化、汽

车、煤炭、建材等多个行业。

国资委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本次考

核结果与央企负责人薪酬及人事调整

均挂钩，目的在于调动其积极性，起到

激励和鞭策效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

国有资产监管，对提高国有资产监管能

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在去年年底召

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

作会议上，国资委总结了2013年中央企

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并分析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对业绩考核带来的新

变化，研究2014年业绩考核的新办法。

会上，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强调，中

央企业要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完善业绩考核

的基本遵循， 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

新， 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深化经济增加

值考核， 积极探索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相

适应的考核方式， 根据不同国有企业功

能完善分类考核， 完善与业绩考核紧密

挂钩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推动业绩考

核工作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2014年国资委将启动第五

任期考核办法的修订工作，重点是围绕

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管资本

为主深化经济增加值考核，创新激励约

束机制， 力争使考核办法更加完善、更

加定型。 （相关名单见G03版）

46 家央企获国资委

业绩考核 A 级

本报记者 任腾飞

2014 年将以管资本为

主深化经济增加值考核

年中时刻，又到了央企向全民交上半年答卷的时

候。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企累

计实现利润1.2万亿，同比增长8.9%，总体来看，利润增

速较去年同期提高近两个百分点。但还有近1/3的央企

和近一半省份的地方国企利润总额负增长或亏损。

应该说，这样的业绩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

外。说其在情理之中，是因为整体经济形势依然不乐

观，一些央企集中的行业整体不景气；近年来企业经

营管理成本也是高企不下；一些央企前些年一味追求

上规模，累积下的过剩产能尚未解决，这些不免都影

响了央企上半年的业绩单。说其在意料之外，是央企

的利润增速也在下滑，这对仍承担着保增长重任的央

企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最近，国资委在京举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

人培训班，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安排下半年工作。在

培训班上，国资委主任张毅强调，央企和地方国资要以

自我变革的勇气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简言

之，即央企要敢于和勇于向自我开刀。央企利润增幅明

显下滑，固然有外在经济形势和环境不佳的客观原因。

但究其根本， 解决部分央企亏损老大难还在于直面自

身问题。

就在十多天前，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四项改革”

试点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在央企开展“四项改革”试点

工作的各项情况。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组、混合所有

制经济试点、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

核及向央企派驻纪检组试点等一系列革自己命的举

措成为改革重点。国资委特意强调“四项改革”试点不

设时间批次和期限，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改革的深入，

将逐步转为日常改革推进工作。对于部分深陷亏损泥

潭的央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当然，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部分央企能否真正把这些改革

落在实处，理顺市场机制，释放企业内在活力，为企业

扭亏为盈，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趟出一条新路。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今年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但

现在来看，情况并没有预计的那么乐观。尽管一些央

企在政策驱动下，释放出部分“混合”的诚意，但直到

目前似乎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接招的民企屈指可

数。有舆论质疑央企是否趁“混合”的机会把“鸡肋”甩

给了民企，把“肥肉”留给了自己。更有民营企业家担

忧现在和央企“混合”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声称若

不能控股，绝不踏足“混合”领域一步。

实事求是地说，民营企业家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央企先天性国之长子的地位， 一些国企凭借政策优势

强行吞并民企的个案造成的后遗症， 都让民企在考虑

和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混合”时不得不三思后行。所谓

种好梧桐树，凤凰自然来。欲取得混合所有制更大范围

地铺开和更大程度的提升， 央企必须放下自己国之长

子的架子，勇于向自己开刀，放弃一些既得利益，健全现

代企业制度，确定合适的股权结构，在制度设计上确保

民营企业“混合”之后的话语权，让民企真心实意愿意和

央企“混合”，而不是仅有个别企业怀着一种“背靠大树

好乘凉”的心态和央企三心二意。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央

企的实力和民企的活力汇聚的企业竞争力， 并为那些

亏损的央企扭亏为盈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前些年央企的顺风顺水，也让一些央企习

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 在一味追求规模扩张的过程

中，缺乏风险意识，成本意识亦不足，导致央企当年超

常速的规模化发展成为今天的过剩产能以及高企不

下的企业经营管理成本。这也是今天一些央企持续亏

损的重要原因所在。如何根除这种家大业大，“多花点

不算花，少亏点不算亏”的思维，真正把成本降下来，

把效益提上去， 把企业目标真正转移到做强做优上

来， 关乎着央企能否在下半年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当然， 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让

一些央企管理层和员工不再像以前那么“舒服和随

意”。这意味着降低成本，提质增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

一个向自己开刀，刮骨疗毒的过程。

7月份即将过去，今年留给央企的时间已经不多。

如果上半年的严峻形势加之国资委的改革督促，使得

央企能真正认识到自身问题， 勇于向自身问题开刀，

这未尝不能成为央企的一次改革契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将

有实证样本可借鉴。

7 月 25 日，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

展研究会主办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暨《国民共进》新书发布座谈会”在

京召开。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企

研首席顾问邵宁，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

务副会长、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中国建材集团董

事长宋志平， 财政部和国资委相关负

责人，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企业界和

金融机构媒体结合中国建材集团的企

业实践，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国民共

进”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热烈研讨，并一

起见证新书发布。 会议由中企研副会

长、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曹江林主持。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的重要举措。 当前，各地国企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如火如荼， 但处在改革

攻坚期，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破题，而

中国建材作为国资委启动的发展混合

所制经济和董事会落实三项职权双试

点企业， 在此分享混合所有制经济经

验，为发展混合所制经济、促进国企改

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据宋志平介绍， 由中国管理界泰

斗、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同志题写

书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界泰斗

厉以宁先生亲自作序的《国民共进：宋

志平谈混合所有制》（以下简称“《国民

共进》”）一书，目前正式由企业管理出

版社出版发行。

同时， 在介绍中国建材集团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体会时， 宋志平谈

了三点体会： 一是混合所有制推动了企

业的所有者到位、 治理规范化和激励机

制到位；二是混合所有制是一把金钥匙，

解决了国有经济和市场接轨、 国有企业

深化改革、 社会资本进入国有企业部分

特定业务的途径和国进民退、 国退民进

的长期纷争四个难题； 三是发展混合所

有制要遵循“央企的实力 +民企的活力

=企业的竞争力”这一个公式和“规范运

作、互利共赢、互相尊重、长期合作”的十

六字原则，充分发挥双方优势，确保“混

合”成功。

厉以宁很赞同文集中提出的“国

企的实力 + 民企的活力 = 中国企业竞

争力”的公式。 他认为，“混合的好处不

仅能够将国企的实力和民企活力结合

起来，便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也便于中

国企业走出去。 混合所有制经济还能

够提供国企民企合作的平台， 使法人

治理结构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而且

能够放大和增加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

邵宁在会上说， 中国建材之所以

成功，具有几个基本前提，一是有正确

的战略；二是在战略的基础上，实现区

域化管理； 三是中国建材内部已经进

行了“央企市营”以及职业经理人的相

关改革，所以内部机制已经市场化。

紧接着，李德成说，中国建材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已形成经验，更

带动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控制力，而

且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同时，他还

说道， 中国建材既是推进混合所有制

经济改革的标杆型企业， 同时又是试

点企业， 说明国企改革的相关问题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下转 G04版）

中国建材：

混合所有制实证样本

本报记者 万斯琴

邵宁、李德成等研讨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国民共进”发展模式

《国民共进：宋志平谈混合所有制》以实录方式凸显可借鉴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