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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是国资国企改革的落地

年。随着国企改革路径的逐渐清晰，各

地方国企改革动作频频。近日，广东、

上海等地纷纷出台国资证券化等改革

措施。 比如支持企业集团通过整体上

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提出国资证

券化率的目标等。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

长李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国资证券化是2015年国企改革

的第一个浪潮， 在中央有关顶层设计

没有出台的情况下， 在混合所有制的

存量资产改革难有大变化的情况下，

随着房地产市场资本加快向外流出，

国资证券化成为人们意料不到的一个

新潮流，也可以说是2015年国企改革的

开场大戏。

多省市纷纷确立

国资证券化目标

据了解，A股历史上有过两次与国

企改革相关的投资浪潮。 第一次是

1998年的重组股热潮；第二次是2007年

央企资产注入、整体上市行情。而目前

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资证券化改革

堪称是第三次与国企改革相关的投资

浪潮。

“2014年与2015年是国资证券化高

峰期，期间，各种社会资本尤其是以国

资为主的股市出现了一再涨停的局

面， 拉动了整个股市由2000点上升到

3400点，使得沉睡数年的股市突然兴奋

起来。”一位国资委内部人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据悉，在国资证券化率上，多地纷

纷确立了目标： 能整体上市的整体上

市，不能整体上市的则部分上市，或引

进外部投资者。如湖北省提出了到2020

年， 力争将全省国资证券化率提高到

50%。广东省的目标是70%，湖南省的

目标则是到2020年国资证券化率达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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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国资

证券化的根本途径是整体上市，通过上

市，促进国企改革，有利于提升国企杠

杆运用效率和盈利能力，促使其利润转

为留存收益快于负债扩张，降低企业负

债率。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负债率降低，

能够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更好地保障民

生需求。企业业绩的提升也有利于为地

方政府带来财税收入。

内外部双重因素

催热国资证券化

记者了解到， 此轮国企改革主要

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提高国企经

营效率。那么，在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总

文件尚未出台的情况下， 国资证券化

的提出对国企改革的整体推动有何影

响？ 又为何会先于其他国企改革先行

启动呢？

对此，李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

是因为顶层设计尚未出台， 二是混合

所有制的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陷于困

局， 这是此次国资证券化提出的内部

因素。 外部因素则是因为房地产市场

资本向外倾泻而出， 在没有其他产业

能够替代的情况下， 资本自然向股市

集中。

（下转G04版）

防止国企腐败和国资流失

需改革创新国资监管体制

依法治企专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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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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石化”事件：

不能让法治沦为看客

这两年，曾经关系“甜蜜”的央企和地方政府开始频

频在环境问题上产生纠葛。最近，兰州市与兰州石化的

“口水仗”再次引发了舆论极大关注。10日，兰州市有关

部门直指中石油兰州石化不履行社会责任，要求其向兰

州人民道歉。 兰州石化一些干部则辩解：“这是一种逼

宫，市政府就是想让兰州石化尽快搬迁到兰州新区去。”

11日，兰州石化又公开回应：“诚恳接受政府监管，宁停

装置不污染环境，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一向和睦的央企和地方双方不但“撕破了脸”，且你

来我往，口水不断。一时之间，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但反

过来想想，习惯于私下里协调解决矛盾的博弈双方能把

事情摆到桌面上来，未尝不是一种进步。遗憾的是，不管

是当事者，还是围观者，似乎都忘记了法律的存在。兰州

市要求兰州石化向兰州人民道歉，兰州石化先前则把矛

头指向了兰州市的动机。唯独没有人想起来法治。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中央也不断

强调在处理实际问题时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反观兰州石化事件，

政府一方首先想到的是， 通过媒体给兰州石化施加压

力， 施加压力的目的则是要兰州石化向兰州人民道歉。

唯独没有想过通过依法行政的途径来解决矛盾。兰州石

化有些人面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指责，首先想到的则是质

疑对方的动机。“论政而不诛心，辩之大道者也”。在强调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年代，遇到矛盾首先想到的仍然

是“诛心” ，不能说是莫大的遗憾。

更让人遗憾的是，事实上，这些年在面对这样那样

的矛盾时，不少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双方都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类似的处理方式。譬如河北武安一位地方官员因

央企污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直言：“这需要新闻媒体

加大监督力度，只有公开曝光后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关

注，问题才好解决。”不同于兰州市直接要求兰州石化道

歉，这一次被寄予厚望的是“上级领导的关注”。

没有变化的是，法治的身影依然缺席。不论是兰州

石化事件，还是武安的污染事件，央企和地方都各执一

词。若非实地调查，作为局外人，我们实难判断谁是谁

非。不论是沉浸在对央企跋扈的讨伐中，还是狂欢于对

兰州市政府的点赞中，对于事件本身的解决和更多类似

事件的合理解决都并无多少益处。或者说，这件事情的

意义被弱化了。

随着公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期待不断提高、地方政

府领导政绩考核方式不再唯GDP论和“史上最严环保法”

年初的正式实施，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之间因为环保发

生矛盾的概率不断增大。近些年，厦门、大连、宁波等多

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地方与央企在环保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 在一定意义

上，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

实事求是地说，随着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发生这

样那样的矛盾都不可避免。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处理矛

盾， 在于我们怎么在一起起的矛盾事件中吸取教训，找

到处理矛盾的最佳方式。让人遗憾的是，在法治成为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时候，矛盾的双方似乎还都习惯于

通过权力或舆论来解决矛盾。至少目前来看，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还没有成为矛盾双方的首要选择。

回到兰州石化事件上来，如果兰州石化起初就能够

严格依法依规，诚恳接受兰州市政府部门的监管，恐怕

也不至于逼得兰州市“冲冠一怒”，直接通过媒体要求其

向兰州人民道歉。另一方面，如果兰州市能够严格依法

行政，恐怕也不会给兰州石化部分中层干部所谓“逼宫”

的口实。正是法治思维的缺乏，让这一原本简单的事件

变得扑朔迷离。

依法治国，不仅是宏观的治国理念，更是处理和解

决社会具体矛盾的基本遵循。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所有

社会主体都应该依法行事， 其间的关系都可以依法协

调。在发生争议而不能协商解决时，央企可以起诉政府，

政府也可以起诉央企。只有让一切问题在法律框架下解

决，这才是处理政企矛盾时应有的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60

条”中，国企改革被置于优先序列。目

前，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

化国企改革”号角已经有一年多时间，

一年多来，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究竟取

得了哪些成效？ 如何有效遏制国有企

业腐败多发的问题？ 深化国企改革过

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企业报》记

者专访了国资国企问题专家、 国有重

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他告

诉记者，我国国有企业腐败原因复杂，

要认识到我国国有企业防腐反腐的长

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要

有效遏制国企腐败现象和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 必须改革和创新国有资产监

管体制。

1.国企成为腐败多发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以来，中央

加大了反腐败力度， 强调老虎苍蝇都

要打，中石油、中铝集团、华润集团等

一批中央企业的高管相继落马， 中央

企业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您如何看待

这个现象？

季晓南： 从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

包括中央企业已经披露的违法违纪案

件来看，在我国，国有企业确实如一些

人议论的那样成了腐败的高发区，有

些大型国企还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

式腐败”、“系统性腐败”， 出现这种现

象，制度和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由于“委托—

代理”关系的形成，出现了“内部人控

制”的问题，各种“寻租”问题的出现成

为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体制性现象。

由于法制不健全和诚信大面积缺失形

成的整体经商环境使得我国企业的腐

败现象容易多发。2004年，全球知名电

信服务供应商美国朗迅科技中国公司

“贿赂门”事件曝光，导致中国公司的

总裁、首席运营官、营销部高级主管和

一名财务经理辞职。值得注意的是，美

国朗迅科技在全球有 22个子公司 ，

2004年唯独中国公司发生了高层腐败

案。类似的“洋贿赂”近年来不断被爆

出，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对以葛

兰素史克为代表的外资药企涉嫌商业

贿赂的调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

“行贿受贿市场”较为广阔。对我国国

有企业而言，加强监管、遏制腐败、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任务更为艰巨、更

加繁重。 除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相应

带来的体制腐败外， 我国国有资产的

监管还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

战。

一个方面是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不

到位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

普遍不够健全使得腐败容易多发。十

六大以来， 国有企业积极推进股份制

改革，中央企业80%的资产已进入上市

公司；积极推进董事会建设，已有62家

中央企业建立了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

事会；积极推进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中

央企业普遍建立了内控制度。 但总的

看， 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在有效遏制

和减少腐败方面还存在相当差距，改

革还处于进行时。

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

一些行业和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及改

制重组频繁，由此带来的对外经营活

动剧增使得腐败容易多发。国有企业

的优势地位特别是由于一些国企处

于垄断地位带来的利润高企，使得一

些希望获取更多商机或更好效益的

厂商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有企业管

理人员，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使

得一些不法人员内外联手侵占国有

资产的机会大大增加，国有企业迅速

发展带来的大量招投标或物资采购

或资金使用等也使得腐败发生的概

率大大增加。

强调我国国有企业腐败原因复

杂，一方面，是要认识到我国国有企业

防腐反腐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防腐反腐要从多方面入手；另一方面，

是要认识到有效防范和遏制国有企业

腐败现象必须改革和创新国有资产监

管体制，着力从制度上防腐反腐。

（下转G02版）

本报记者 任腾飞 赵玲玲

观察

赵国宣

国资委召开2014年度

审计工作进点会议

2015年1月9日， 国资委召开2014

年度审计工作进点会议，国资委副主

任徐福顺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徐福顺指出，在审计署的大力支

持下，国资委全委各单位在配合审计

署预算执行情况审计以及其他专项

审计工作中，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按照审计工作安排，自2015年1月

上旬起， 对国资委2014年度预算执

行、其他财政收支和决算（草案）以及

参与分配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情况等进行审计，并对2015年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

此次审计不再是传统的财务收

支审计，而是增加了国家重大决策部

署和有关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等专项

情况审计，不仅仅是单纯的预算执行

和决算（草案）的审计，还有中央财政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情况以及国资委

履职情况的审计。

审计将通过回顾全年各项工作

的实施情况，对国资委落实中央要求

和部署，加强自身建设，完成国资监

管、国企改革及相关职能情况进行一

次全面检验和评价，具有点多、面广、

量大、程度深等特点。

徐福顺要求国资委各单位、各部

门要从推进依法治国和构建国家现

代治理体系的高度，认识和对待审计

工作，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积极配合

审计署做好审计工作。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财务审计工作，建立责任追究制

度，真正做到“凡事要有章可循，凡事

要有据可查，凡事要有人负责，凡事

要有人监督”， 不断提高财务资产管

理工作水平。

审计署企业审计司有关领导及

审计组成员参加会议，并就2014年度

审计工作进行了部署。

国资证券化提速

专家称国企将迎第三次投资潮

本报记者 赵玲玲

重点

国资国企问题专

家、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主席 季晓南

国资论道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