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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红伟

2014年对河南国企改革而言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一

年来，河南省立足河南实际，把深化改革与打造河南国企

升级版结合起来，全省国企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

顶层设计放首位

凡事谋定而后动。 河南省把做好深化国企改革的顶

层设计放在首要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立即着手研究

制定河南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先后赴上

海、北京、江苏、河北等先进地区考察学习，针对 17 个热

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撰写了 15 万字的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研究报告。 意见形成后，广泛征求社科界、政府部

门、企业的意见建议。 11 月 10 日，河南省进一步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意见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

同时，把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结合起来，以顶层设计

引导试点推进，以试点推进为政策制定提供新鲜经验。 选

取有代表性的 8 户省管企业作为第一批省级试点， 在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方面进行探

索。 目前，郑煤机集团已实现董事会市场化选聘经理层。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也在有序推进，未来，河南将把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打造成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结构的重要载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平台、以管

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抓手， 实现国有资本

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 使国资监管机构更好履行出资人

职责，企业经营自主权得到更好落实。

推动企业上市

河南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也实现了积极进展。 混

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不固步自封，也

不搞一刀切，不攀比、不一哄而起。 把企业上市作为发展混

合所有制的主要途径，推动企业采取首发、借壳、分拆等方

式,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 多渠

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有资本项目建设，今年 6 月，省国

资委向社会发布了第一批 40 个拟引入社会资本的投资项

目，投资额 576 亿元，涉及工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第二

批项目将于明年初发布。 企业内部制度改革方面，制定了

《省管企业内部改革总体方案》和人事、用工、分配三个专

项配套文件，指导企业开展自我诊断、对标管理，企业非生

产经营支出明显下降，企业职工干事创业热情明显提高。

河南：搞好顶层设计

推动企业上市

12月 18日，记者在安徽省国资委

采访时了解到，截至 11 月 30 日，全省

与央企合作累计签约项目 1641 个，投

资规模 30909.88 亿元； 累计开工项目

1181个，投资规模 19701.81 亿元；累计

实际完成投资 10903.31 亿元； 累计竣

工项目 658 个， 投资规模 5562.41 亿

元。 安徽省央企合作发展工作取得的

丰硕成果，为全省稳增长、转方式、调

结构提供了有力支撑， 促进了全省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合作向纵深推进

为了打造合作平台，六年来，安徽

省先后举办了 6 次与央企大型对接活

动。 这一系列活动得到了国务院国资

委和中央企业的大力支持， 主要领导

亲自赴会， 共同推动了安徽省与中央

企业发展合作共赢。 安徽省与央企对

接合作活动是近几年来主攻方向最明

确、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成果最显著

的招商活动，引起了强烈反响。 对接合

作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该省

与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全方位、宽

领域、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入发展。

主动衔接促项目落地

为了进一步规范央企合作工作，

安徽省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以省委、

省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的意见》，制

定了《安徽省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

作成果考核办法》、《安徽省与中央企

业合作发展项目省直接调度暂行办

法》等一系列文件。

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 安徽省主

动衔接，推动项目工作有效落实。 2009

年以来， 安徽省已累计向中央企业推

介了 4 批合作发展项目， 累计推介项

目总数达 2588 个， 累计投资规模达

46977亿元。新推介项目已在国务院国

资委“投资安徽”专栏和安徽省国资委

“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专栏

上向中央企业公开发布。

做好工业经济大文章

安徽省国资委央企合作处处长阚

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受经济下

行和市场需求普遍不足影响， 部分央企

投资信心不足；央企在新一轮改革中，战

略发展规划调整和投资规模收缩； 各省

普遍开展与央企合作发展工作， 竞争加

剧； 安徽省各市招商引资方法还比较传

统，创新思维、方式方法研究不够，难以

适应当前合作发展需要等原因， 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合作项目引进数量和质量。

阚立军说， 下一步安徽省将进一

步向产融结合等多种合作形式上延

伸，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具体

主要从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围绕

长江经济带，打造更新、更高的合作平

台。 二是进一步优化合作项目，提升项

目管理水平。 三是努力营造良好投资

氛围，创造奋勇争先的工作环境。 四是

加强项目督察管理， 确保项目工作落

到实处。 五是加大工作指导力度，推进

央企合作工作深入开展。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吴明 张骅

安徽：做好产融结合大文章

2014年， 厦门市国资国企在各大

榜单上相继发力， 多家企业的携手入

围引发人们的特别关注。 其中，建发集

团、国贸控股、象屿集团等 3 家国企继

续荣登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榜， 翔业

集团、 夏商集团等 8 家进入中国服务

企业 500 强，金龙汽车入选“中国制造

业企业 500强” 等。

数据的辉煌显得更为直观。 截至

2014年 10 月 31 日， 厦门市国资委监

管 19 家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4915 亿

元，同比增长 19%；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790 亿元，同比增长 14.8%；利润总额

80.4亿元，同比增长 18.5%。

“预计全年主要财务指标将实现

两位数以上增长， 增速远远超过央企

以及地方国企平均增长水平。 ”厦门市

国资委主任林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新突破：转型升级出效果

近日， 厦门市国资委制定出台了

《关于推动所出资企业培育发展新兴

产业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导和推动

厦门国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目的是加快

厦门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港务控股投

资设立了海润通资产管理公司；建发集

团设立了建发新兴产业投资公司。

目前，国有企业参股的银行有国际

银行、厦门农商行等 6 家；成立的资产

管理公司有象屿资产管理公司、海翼资

产管理公司等 4家；设立的基金有恒一

软件信息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达晨海峡

股权投资基金等 20多只； 参股的保险

公司包括君龙人寿、 富邦财险等 3 家；

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海翔、诚泰等 5

家；担保公司有厦门市担保、创程融资

担保公司等 6家；此外，还有星原、海翼

两家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吉象卡、 夏商

卡、一通卡等 3个第三方支付平台。

“这些金融和类金融产业已成为

国有企业不可或缺重要的经济增长

源。 ”林杰表示。

新思路：产城融合促发展

2015 年是厦门国资国企进入新一

轮改革创新发展的开局之年， 也是国

有企业“十二五”最后一年，厦门市国

资委的工作思路在林杰心中， 已经定

准方向。

围绕“服务大局、转型发展、锻造

一流”这一个核心目标，遵循“科学监

管、科学发展”两条主线，深入实施“改

革创新、转型升级、产城融合、产融结

合、国际化经营”五大发展战略，加快

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努力推动国

有企业科学发展、 创新发展、 跨越发

展。

“我们有信心打造一批中国一流

的国有企业，不断提升厦门国有经济

的影响力、带动力和辐射力，为海峡

西岸经济区和美丽厦门建设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林杰说。

厦门：转型升级创造两位数增长

本报记者 高建生

中国硅谷产业核心———京津科技谷

京津科技谷产业园创建于 2007 年 2 月，位于中国天津，是天津

市市级示范工业园区和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并于 2014 年被

评为国家天津滨海自主创新示范区分园。 园区规划面积 34 平方公

里，远景规划 100平方公里，其中一期 10.67 平方公里已全部开发完

毕，总投资约 300亿元。

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发展机遇， 依托地处京津冀中心节

点的独特区位，紧紧抓住京津之间的科技、教育、人才资源优势，以科

技型企业产业化为龙头，努力创建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打造中

国硅谷的产业核心。

依托园区地处京津冀金三角的区位优势和京津冀产业密集带、

资金密集带、科技密集带、人才密集带优势，京津科技谷作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示范区， 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同城发展叠加机遇，

确定把科技型企业产业化作为园区发展的总抓手，率先打破行政与

区域界限，对接资源要素，实现产业集群联动发展，力争经过 5—10

年的时间，建成中国大型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基地，进而带动京津

冀三地教育、科研同步发展，创造“产、学、研、人才、金融”五位一体

的创新发展模式，建成中国大型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基地和现代生

态型科技新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硅谷产业核心。

园区始终秉承打造“科技型企业成本洼地、服务高地”这一独特

理念，重点发展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制造四大产业，采

用“1+N+2”的创新发展模式，即在一个科技谷内建 N 个主题园，每

个主题园都围绕一个产业或相近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发展链条。已

初具规模的主题园有科技成果转化主题园、 高校院所产业化主题

园、新材料主题园、航空航天主题园、信息技术主题园、生物技术主

题园、高端制造主题园、文化创意主题园及综合行政会展中心。

园区地处京津之间的武清区，背靠天津、北京两个超大型城市，

100公里半径范围内聚集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南

开大学等中国重点高校 143所以及近千所的国家科研院所、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中心；500公里半径可辐射 47 座主要城市 3 亿人口，经

济辐射与带动能力优势明显。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为京津科技谷迎来难得的

战略机遇期。京津科技谷作为天津滨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一部

分和天津市的高新区，具有政策优势。 科技谷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双核三轴一带”的京津双核之间和京津塘发展主轴重要节点上，具

有区位优势。

武清区路网发达，在 1574平方公里范围内，6 条过境高速设有

12个出入口；园区内两条高速京沪高速（北京—上海）、112高速（首

都二机场—天津滨海新区） 横纵穿过园区设有出入口和互通立交，

园区距三个机场（首都国际机场、首都二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港口（天津港）均在 1小时车程范围内。特别是京津城际列车在武清

设有经停站，自武清至北京 20分钟，至天津 10分钟，节省了京津的

通勤时间。

园区坚持“田园里的都市，都市里的田园”的环境建设理念，努

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谐、 优美的生态环境。 园区整体绿化率达到

35%，全年空气 2级以上天数 290天，建设有高标准的景观河道、滨

河景观、城市家具与小品，使投资者在创业的同时享受快乐的生活。

7年以来，园区采取同步征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招商的

跨越式发展模式，以科技型企业产业化为龙头，以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的引进为重点，强力推进园区招商引资工作。截止到目前，

共引进企业 700余家，其中 90%为科技型企业。 中国钢研集团、中航

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工艺品集团、中冶集团、北京矿

冶设备研究院等一批国企、 央企、 院所产业化项目纷纷落户园区。

2014年，清华大学硅谷小镇项目、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项目相继

与园区签署合作协议，开创了园区与大学合作的新局面。 清华大学

硅谷小镇项目占地面积 2000 亩，建设包括总部经济、商业配套、研

发中心与产业中心在内的产学研一体化设施，加速大学科研成果产

业化步伐；河北工业大学一期利用园区加速器这一载体，建设总建

筑面积 2万平方米的 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同时启动其占地面积

1500亩的城市学院、附属中学、小学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技术、科教支撑。

发展定位

发展目标

发展模式（创新发展“1+N+2”发展模式）

地区区位

交通优势

生态环境建设

建设成就

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