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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转型升级

“升”是关键

中电国际转型升级：

清洁能源占比超过30％

10月21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第三季

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同比增长7.3%， 创近6年新

低。

一系列“微刺激”和“稳增长”政策推出后，中国经

济增速基本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经济正在进入转

型升级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对社会经济有着深远

影响的国有企业究竟该如何做，无疑是最受社会关注

的。

众所周知， 国企是由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

业，具有公益性和盈利性双重性质，起着调和国民经

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

级，国企责无旁贷。

改革开放以来， 国企有过数次转型升级的经历，

也得到了国家给予的多项政策支持。虽然很多企业最

终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的目标，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但在转型过程中也频频出现

国有资产流失、主营业务经营不善等问题。甚至一些

国企在转型之后不仅没有“升级”反而“降级”了。

国企改革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没有把握好“转”和“升”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

中过于重视“转”而忽视了“升”。

据了解，某钢企（地方国有企业）在八年前就提出

和制定了企业转型的重大构想。这期间，钢铁的价格

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变化，该钢企也不断调整企业发

展的思路和方案。然而，八年之后的今天，企业已经

“转型”了好几次，但是没有一次实现了“升级”，企业

利润额、主营业务收入、企业负债率等主要经营指标

均处于历史的低位，企业经营情况每况愈下。

其实像这样的国企还有很多。 一旦经营出现问

题，一些国企领导就寄希望于“转型”这剂灵丹妙药，

希望企业能实现“升级”，各项经营指标就能好转，政

绩就能出来。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企业综合实力原

地踏步甚至衰退。

殊不知，国企面临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大的课

题，不是一“转”了之，更重要的是要“升”。没有“升”的

“转”是不成功的“转”。转型只是企业发展的一种方

式，或者说是一种发展具体战术，如要实现“升级”，需

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

合理的“升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地推进企业

“转型”，如此，国企的“转型升级”这张答卷，才有可能

及格。

不断调整企业发展思路的“转型”并不是真正的

转型。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企业领导就跟风，是形式主

义在作祟。一旦受挫，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换一种

方式继续“转型”，原来的“升级”目标或放弃、或更改。

试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式转型，如何能够

实现升级？实际上，企业的转型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

规划、清晰的思路，还要有足够的信念和端正的态度

持续地推进。

相比于一些国企的转型升级，一些民营企业如华

为、阿里巴巴的转型升级或许更为成功。一方面是因

为这些企业有一批杰出的企业家，他们有灵敏的市场

嗅觉和卓越的商业头脑，总能走到同行的前列，先于

他们抓住商机；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升级”目标十

分清晰并持之以恒地为之付出。比如华为，就是要成

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并为这

个目标持续奋斗十几年。

我们总结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发现几乎都

一直坚持自己发展之始制定的企业使命或者发展目

标，没有哪家企业天天研究应该怎样“转型”的，相反，

他们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实现“升级”目标。

也许有人会说， 中国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

河”，国企的转型升级更是如此，适当的失败经历是可

以容忍的，毕竟，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国企改革的部

分失败经验是必要的，但是在失败之后，我们能不能

总结和思考并接受教训才是关键。希望国企多考虑一

下“转型”的目标是什么，并在遭遇挫折后不要停下持

续“升级”的脚步。

10月23日，为期四天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闭幕。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

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

产党全党的战略抉择。同一天，国务

院国资委网站刊登国资委副主任黄

淑和署名文章，主题是努力打造“法

治央企”的升级版。

黄淑和指出，打造“法治央企”是

中央企业做强做优的必由之路，对于

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进程

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和新形势对打

造“法治央企”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在

打造“法治央企”上努力取得新成效。

对于依法治企的重要意义，黄淑

和认为，依法治企是推行依法治国的

微观基础，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进程的必然要求，是中央企业深化改

革、做强做优的内生需要。

自2003年成立以来，国资委始终

立足于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大局，始终

将打造“法治央企”作为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积极指导推动

中央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竞争、依法

发展，不仅有力保障了中央企业稳健

发展，而且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的示

范带动效应。

据了解，十余年来，国资委按照

“建立机制、发挥作用、完善提高”的

总体思路，指导推动中央企业连续实

施法制工作三个“三年目标”，并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据国资委网站披

露的情况显示，央企70％的历史遗留

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已得到妥善解决，

避免和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10亿

元。

据黄淑和介绍，目前，中央企业

的依法经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特

别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央

企遵守东道国法律，充分履行社会责

任，自觉依法合规经营，为中国企业

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央企业的

依法治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成为重

要的软实力之一。 截至2013年底，已

有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集团依法开

展了规范董事会建设，企业法人治理

结构逐步建立， 中央企业全系统有

2560户企业建立了总法律顾问制度。

央企法治建设的专业队伍也在迅速

发展壮大。通过连续实施法制工作三

个“三年目标”，中央企业全系统培养

了一支2万余人的法律顾问队伍。在

央企带动下，国有企业从业的法律人

员超过10万人，其他所有制企业法律

人员队伍也得到快速发展。

上述成绩的取得是不易的，也是

几届国资委系统和中央企业共同努

力的结果。然而，时间似乎并没有给

国资委和央企丝毫松懈的机会，在三

中全会要求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背

景下，在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号角

的鼓舞下，能否进一步加快提高依法

治企的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摆在国

资委和央企面前的新问题。

对此，黄淑和强调，中央企业要

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部署要

求，以打造“法治央企”为抓手，找准

定位、主动作为，充分发挥企业法制

工作在服务改革、支撑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要更加全面地保障依法合规经

营， 切实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要

更加深入地服务企业改革发展，进一

步推动企业法制工作与改革发展各

项任务深度融合；更加有力强化法律

风险防范, 更加重视健全法律风险防

范机制。

（相关报道详见G02版）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

努力打造“法治央企”升级版

本报记者 任腾飞

10月15日下午， 中国电力国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国际”）在北京

举办企业成长报告会， 报告会对该公

司旗下企业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力”）香港上市十

周年以及公司创业、 治业和基业长青

进行了回顾、展望和期盼。从今年8月

份起，该报告会已在旗下9家基层单位

巡回开展。

报告会上，中电国际党组书记、董

事长李小琳致辞， 公司副总经理赵亚

洲、 部门负责人及基层企业代表作中

国电力辉煌十年回顾、 新能源开发利

用等专题报告。 现场全体与会人员共

同观看企业上市十周年宣传片。

中电国际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全资控股国有大型电力能源企业，旗

下中国电力2004年于香港上市。至

2014年十年间， 中国电力结合自身实

际，实施“四十字方针”管理战略，推进

“体制、机制、制度、企业文化”的管理

创新，坚持具有企业特色“静水深流”

文化引导，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截至2013年底， 中电国际装机容

量2450万千瓦，向国家上缴税收160亿

元。同时，该公司积极优化发展布局，

从单一火电发展成水、火、新能源并举

的格局，目前，清洁能源占比达30％，

新能源累计完成发电量近234亿千瓦

时，减少污染物排放超过2335万吨。

报告会上，李小琳向公司系统1.8

万多名职工为中国电力十年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致以敬意。她说，这次巡讲报

告会不仅是企业十年发展历程的一次

全面回顾，也是对中国电力企业、行业

发展的一次缩影回放。 通过对中国电

力“绿色能源”理念的延伸，李小琳向

公众阐述了企业“奉献绿色能源，服务

社会公众”价值理念，传达了“责任、诚

信、智慧、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各基层

单位选派的报告人也讲述了自己十年

间目睹的企业变化。

中电国际本部干部员工、退休老

领导、基层单位员工及劳模代表共400

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封面公司

近日， 国务院国资委举办了“2014

国企系列专题报道”第五期活动，邀请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延长石油”）总经理贺久长、山

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鲁恒升”）总经理常怀春就“国企

转型升级”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作为化

工与石油行业，也正在发生着一些新变

化。对此，贺久长与常怀春有着深刻的

共识。“企业经过长期的发展，资源的制

约这样一个问题愈来愈凸现，企业要继

续往前走，必须转型升级。”贺久长说。

常怀春也表示， 市场经济本来就

是过剩经济， 现在经济处于下行的阶

段，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明确，加之化

工企业的竞争对手来自于国内外，只

有通过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来提高自

己，才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石油化工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和支柱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中国已经建成了较为完整的石油和化

工产业体系， 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和竞

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取得

的成就也颇为瞩目。

以延长石油与华鲁恒升为例。据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延长石油始

创于1905年，1907年打成中国陆上第一

口油井，在100多年的勘探开发历程中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延长石油所开发

的主力油田， 是素有“磨刀石”、“青石

板”之称的特低渗透油田，勘探开发难

度极大。通过多年的勘探开发，延长石

油形成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勘探开

发技术体系，并在2007年一举跃入国家

千万吨级大油田行列。 延长石油现已

实现连续7年千万吨稳定产能，创造了

这类低品位油田开发的奇迹。

华鲁恒升也是我国成长较为迅速

的一家多业联产的新型煤化工企业，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下游市场

低迷的严峻形势下， 2013年实现营业

收入84.69亿元、净利润4.89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20.94%、8.41%。 是投资者公

认的最具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之一。

目前， 我国的石油化工行业产能

过剩情况比较严重， 同质化竞争导致

行业的发展阻力不断， 企业如何才能

在这样一种压力很大的竞争环境之下

生存，并且焕发活力呢？

常怀春介绍， 今年上半年华鲁恒

升销售额增长29%，净利润增长117%。

这是因为：首先，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一

直调整产品结构；第二，公司的技术比

较领先，能跟上世界潮流；第三，公司

管理非常严格， 能够以低成本实现高

利润。 常怀春认为要保持企业的竞争

力和活力，一是靠创新，特别是核心竞

争力的突破。 二是提高产品的技术水

平，争取达到世界一流。

贺久长则表示， 延长石油前几年

每年的科研经费只有几亿元， 后来提

高到40亿元、70亿元， 今年提高到80亿

元。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方面，公司也

下了不少功夫。 现在公司拥有一批能

够尽快产业化的技术， 转型升级有了

基础。此外，延长石油一方面积极向省

外、海外扩张，另一方面积极向天然气

和煤炭资源领域扩展， 走出了一条煤

油气综合发展之路。 （下转G03版）

能源国企以转型升级应对行业新常态

本报记者 赵玲玲

燕山石化加强产品质量源头控制

【图片新闻】

观察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4年10月20日—10月24日）

近日，燕山石化围

绕“加强产品质量源头

控 制 ” 活 动 这 一 主

题———推动三个转变，

建设质量强国，针对生

产实际积极开展从严

抓质量活动，各生产厂

层层落实责任，从源头

加强产品质量控制，确

保最终产品质量合格。

图为燕山石化炼

油一厂制氢装置员工

正在对装置过程气进

行取样分析。

胡庆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