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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资报道 重点

11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为中墨关系发展定方向、绘蓝图，决定打造“一二三”合

作新格局，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上接G01版）

李锦认为， 国资国企改革由四

个部门分头出面，管人、管事、管资

产、管项目四驾马车并行齐驱，分工

合作，这样划分有利于其专业性。目

前只是分工合作的方式， 但是最终

的改革还是需要一个大的方案来加

以平衡。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此次国

企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设在了国

资委，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

资委处在一个牵头部门的地位。

国有资产流失

的红线不能触碰

据了解，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

方案即将出台， 而且此方案出台将

会为改革确立一个底线，“国有资产

不流失”是改革的一条红线，明确了

改革的标准， 有利于国企改革的出

台。 国有资产流失在国企改革中是

一条底线，如何防止，需要在政策上

有明确的规定， 尤其是在容易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的灰色地带， 把标准

以及底线定下， 使得国有资产改革

在规定的渠道里运行， 这方面也是

考虑到90年代后期改制过程中国有

资产流失的经验教训而做出的，所

以作为一种底线是一种有利于国企

改革的保障。

就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正

在抓紧制定国企改革总体方案的同

时，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的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地起

草中， 并可能先于国企改革顶层设

计方案在近期出台。据了解，此方案

将围绕改革中最容易出现的国有资

产流失范围、环节划定标准，完善国

企产权， 保障国资底线等问题来加

以制定。如果此方案出台，将会为国

企改革确立一个底线， 明确了改革

的标准，将有利于国企改革的出台。

对此，包括李锦在内的多位国资

专家对记者表示，国有资产流失在国

企改革中是一条红线， 如何防止，需

要吸取90年代后期改制过程中出现

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教训，在政策上有

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在容易造成国有

资产流失的灰色地带，把标准以及底

线划定明确，使得国有资产改革在规

定的渠道里运行，最大程度上为国资

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上接G01版）

为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黄

淑和明确提出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未

来五年（2015—2019年） 的总体目

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中央企业改革

发展中心任务， 按照全面推进法治

央企建设的总体要求， 力争再通过

五年努力， 进一步深化企业法律风

险防范机制、 法律顾问制度和法律

工作体系建设， 进一步提升合规管

理能力和依法治企能力， 中央企业

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的法律顾问队

伍全面实现专职化， 法律人员配备

比例接近国际同行业标准， 全部中

央企业法制工作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1/3以上企业力争进入世界先进

行列，努力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做

强做优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和

保障。根据上述总体目标，未来五年

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五项重点任

务： 一是继续推动企业法律风险防

范机制建设再深化； 二是继续推动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再深化；三

是继续推动企业法律工作体系建设

再深化； 四是努力实现企业合规管

理能力再提升； 五是努力实现依法

治企能力再提升。

国务院法制办、 人社部、 司法

部、 全国人大法工委、 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普法办等

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会议，各

中央企业分管法律工作的负责人和

总法律顾问参加了会议。

国企改革明确部委分工

防国有资产流失成底线

中墨联合体

将继续参与墨西哥高铁招标

国资一周要闻

（2014.11.07—11.13）

1. 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11 月 7 日，据《经济参考报》消息，国务院国有企业

改革领导小组近日正式成立。 国企改革中央层面已经基本确

立各部委的职能和分工，目前包括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和

人社部等部委正在积极推进和制定相应的改革方案，预计最

快于明年上半年出台。

点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并由副总理挂帅，意味着

本轮国资改革再次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国务院层面领导小组

的成立无疑更利于在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找到突破口，形成

改革最大公约数。

2.国企薪酬改革方案公布在即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综合《华夏时报》、《第一财经日报》消息，《中央管

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已经在较大范围传达。

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有望于今年年底前正式公布。 改革

的具体细则现已基本成形， 为确定明年国企高管薪酬提供

依据。 另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6 日在北京召开。 副总理马凯出

席会议并讲话。

点评：种种迹象显示，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落地已为

时不远。 如何让其在落地之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赢得国企

高管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改革的路才刚刚启程。

3.墨西哥撤销中国高铁投标项目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中国铁建和中国南车 11 月 9 日晚间发布公告，确

认墨西哥突然取消中国高铁投标项目。公告称，墨西哥时间 3

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宣布中国铁建与中国南车及 4 家墨

西哥本土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

铁路项目。 墨西哥时间 6 日 23 时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发布

了取消该项目中标结果的消息，并决定重启投标程序。 因时

差原因，公司于北京时间 8 日凌晨得到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

对取消该项目中标结果的确认。

点评：项目夭折的消息传来，让人惊愕。 做好准备，重新

踏上征程，凭借中国高铁的实力和声誉，相信他们在不久的

将来定能再一次站立在世界的中央，让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4.�广东国资国企改革细则出炉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南方日报》消息，11 月 11 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

通过官网发布《关于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

广东将区别省属国企管理级次和功能定位， 分类推进改

革。 其中，省属国企集团，具备条件的改组成为国有资本运

营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二级及以下企业， 围绕资产增量

率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探索以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量部

分作为企业负责人激励来源的激励机制。 广东希望通过此

轮改革，到 2020 年，推动形成 15 家左右营业收入或资产超

千亿元的大型骨干企业集团， 准公共性企业基础设施项目

实现混合持股， 二级及以下竞争性企业基本发展成为混合

所有制企业， 并形成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和国有资本投资公

司。

点评：广东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细

想一下，实属情理之中。 期待广东改革经验为全国层面的国

企改革助力。

5.广西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意见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新华网 11 月 12 日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近日印

发《关于全面深化我区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明确 2020 年

前全面完成各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和事业单位与所属企业

脱钩；2020 年前自治区本级各集团公司力争拥有 1 家以上上

市公司，2015 年前构筑全区统一的产权市场。 推动国有资本

产业集中度达到 80%左右；2017 年前自治区本级国资监管

机构直接监管的集团公司重组整合至 20 户左右，2020 年前

全区打造 20 户营业收入过百亿元的优势国有企业，打造 3—

5 户营业收入过千亿元的强优国有企业，培育 3—5 户跨国经

营的大型国有企业等。

点评：广西与东盟接壤，具备突出的地缘优势，把广西建

设成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更需要推动

国资国企在开放合作中积极有为。

6.黑龙江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人民日报》11 月 7 日消息，《黑龙江省全面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日前出台。《意见》明确将企业分为竞

争、功能和公益三类，实施分类监管、分类指导、分类考核。 以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突破口，全面深化国企改革。 同时，坚

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全省各级国有资

源、国有资产的梳理分类，着眼于驻省央企、省属企业、市属

企业三个层级国有资产的整合重组，推进除金融、文化资产

外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

点评：黑龙江国资体型庞大，作为老工业基地，历史遗留

问题也相对较多。 混合所有制改革或许是突破当前局面的重

要契机。

（点评人：孟书强）

据了解，突然“爽约”的墨西哥

高铁招标预计在 11 月末重启。 墨西

哥交通部长埃斯帕萨表示， 重启的

竞标将开放 6 个月， 以便其他欲参

与的竞标方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标

书。

此前， 在墨西哥总统宣布中国

企业中标其高铁项目仅 4 天后，又

亲自宣布撤销这一结果并决定重启

投标程序。 对此，舆论一时哗然。 虽

然媒体猜测中方会得到应得的赔

偿，但中方底牌尽显。

项目取消“情非得已”

目前公开披露的“爽约”原因，

一是墨西哥总统面临的国内政治压

力， 二是此项目的融资方式跟国际

惯例不符。

据接近墨方的内部人士向《中

国企业报》 记者透露，APEC 会议期

间，墨西哥交通部长、墨西哥国家投

资贸易署规划发展司司长专程陪同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来到了北

京并就高铁事项与中国领导人及有

关方面进行了沟通， 与中方公司组

成招标联合体的墨西哥第一大和第

三大建筑公司负责人也在这期间专

程飞到北京， 与中方代表公司中铁

建等面对面进行了沟通和协商。 墨

方公司表示， 取消合同是总统迫于

国内政治压力而“情非得已”，重启

招标后还将联合中铁建、 中国南车

等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标。

墨方表示，实际上，中国这次参

与竞标的报价已经很低了。 国际上

修一公里高铁是 0.5 亿美元， 中方

这次中标的报价是 0.2 亿美元。 但

是，由于墨西哥国内的政治原因，反

对派议员认为， 中墨联合体中墨方

参与竞标的第一大建筑公司和第三

大建筑公司的负责人， 与前总统和

现任总统关系密切， 从而使墨西哥

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次高

铁中标项目被突然取消， 并不是一

个经济问题， 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

因素。

同时，据接近墨西哥方面的内部

人士透露，美国方面对中国这种由国

家信用做担保的融资方式也提出了

质疑，觉得跟世界上通行的预期收益

融资担保方式不同，美国的意见多多

少少会影响墨西哥的决策。

中墨联合体还会一起竞标

据相关人士透露， 中铁建 2013

年就开始准备了招投标， 前期工作

做得很扎实。 APEC 会议期间，中铁

建等与墨方专程抵京的第一和第三

大建筑公司进行了面对面沟通交

流， 初步决定中墨联合体还是一起

去竞标。

中国南车首席专家杨颖透露，

我国轨道交通 90%都是自主制造，

在运输方面， 车辆的安全性得到了

长期的验证， 国内每年采购的高速

列车、地铁车辆数量，占到世界一半

以上，市场需求巨大。

在回答有关墨西哥取消中国高

铁中标订单的问题时，杨颖表示，国

内高铁的性价比比国外高出很多，

同样的指标要求下， 在中国做至少

比国外差 1/3 甚至一半，“有时候国

外不理解，说我们低价，实际上我们

国外拿的单比国内拿的价格还要

好， 国内 100 万美元的车我们都能

做， 为什么国外 130 万美元不能做

呢？ ”杨颖表示，国内的高铁装备和

技术，在过去十几年中，通过国内市

场的演练和验证， 其装备水平已经

达到了国际较高水平。 所以，对中国

高铁重新参与墨西哥高铁招标项

目，很有信心。

据记者了解， 中国拥有世界上

最先进的修高铁用的盾构机， 这种

盾构机是钻山洞必备的工具。

11 日下午， 李克强总理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时表

示，中国高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性价比高，运营经验丰富，两国就此

开展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不久前，中

墨企业联合体按照墨方招标程序，

凭借自身竞争力， 成功中标墨西哥

城至克雷塔罗市高铁项目， 这一结

果完全是公正合法的。 我们对墨政

府此后撤销招标结果感到遗憾。 中

国政府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墨

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希望墨

政府能够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推动

相关合作早日取得实质性成果。

央企走出去还需考虑周全

央企走出去一直是个众说纷纭

的话题。 在这方面交的学费已经不

少， 是否继续交下去取决于央企自

身的成长。

在被问及央企走出去需要注意

些什么时， 不少专家还是依旧强调

了属地化、市场化等等。 跨国公司的

本土化原则对走出国门的央企来说

同样适用， 但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像墨西哥高铁这样公开

宣布竞标成功还遭取消的例子少之

又少， 央企在国内已经习惯了的做

事风格， 在国外就面临着巨大的风

险和挑战。

中国工业节能基金合伙人王永

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非国企

化应是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核心。

他说，很多民企虽然经常受挫，但逐

步都发展成了国际企业团队， 规则

都很国际化。 而有些国企出海这么

多年， 离开国家生存就出问题。 另

外，王永春表示，国企离开国家信用

就没法活的思路必须改变， 不会采

用灵活的商业融资行为不能不说是

一大缺陷， 而常常采用国家信用做

担保难免不会遭到诟病。

11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同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举

行会谈。 两国元首为中墨关系发展

定方向、绘蓝图，决定打造“一二三”

合作新格局， 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紧扣两国

发展战略契合点，制定务实管用、有

针对性的行动计划，打造“一二三”

合作新格局，即以金融合作为引擎，

以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主线， 以基础

设施、能源、高技术合作为重点。 培

尼亚表示， 非常欢迎中国企业积极

参与墨西哥改革， 特别是基础设施

建设，希望尽快启动墨中投资基金。

这似乎也预示着， 高铁项目重启只

是一个小插曲， 并不会影响中墨两

国的长远发展。

国资委力推1/3以上央企

法制工作进入世界先列

本报记者 王敏

央企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