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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资报道 综合

本报记者 谢育辰

用镜头讲述国企故事，用光影折

射改革进程。 1月 15日，第二届“新国

企·中国梦” 影像大赛颁奖仪式在京

举行。 本次大赛由国家网信办网络新

闻信息传播局和国务院国资委宣传

局共同指导，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和中国经济网联合主办，中央企业媒

体联盟协办。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本次颁奖

仪式邀请了近百位获奖者及所在企

业代表参加。 作为大赛评委组代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

长尹鸿对参赛作品进行了总体点

评。

大赛分为“国企肖像”、“国企印

象”和“国企故事”三个组别。 自 2014

年 9 月启动以来，全国国资系统和社

会各界人士踊跃投稿，短短两个月大

赛官网收到摄影作品近万幅、微视秒

拍作品百余部。 经过严谨的初评、复

评和网络投票评比，大赛评委会最终

确定了获奖作品名单。其中一等奖 12

个，二等奖 20 个，三等奖 40 个，还有

优秀奖及网络人气奖若干。

专家一致认为，本次大赛的获奖

作品，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

到了较高的水准，能够代表国企职工

的精神风貌和专业水平。《供水抢

修》、《来，老婆合张影》、《侧线在刀背

山上》等“国企肖像”组作品，抓住了

人物的真实表情， 具有视觉冲击力，

让人过目难忘。《在路上》、《使命》和

《“海洋石油”又钻新井》等“国企印

象”组作品，用强烈的色彩对比、干净

简洁的画面、独特震撼的视角给观众

留下了在艰难中奋进、在改革中创新

的国企印象。 而《洗槽女工》、《鏖战冰

雪保供电》、《沙漠里的“新铁人”》、

《背夹巡线队》、《神华百名矿工系

列》、《动车之歌》等作品，则为我们讲

述了在冰雪中奋战、 在沙漠中跋涉、

在危险中坚守的感人至深的国企故

事。

在随后举行的“视觉国企 光影中

国”传播创新论坛上，多位国企新闻

宣传部门负责人和中国政法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院长陆小华、中国传媒大

学新闻传播学部副部长王晓红、蓝色

光标品牌创构中心总经理王大为等

专业人士都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深入探讨媒体转型时代的企业视觉

传播策略。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

胡钰在讲话中指出， 国企要做大、做

优、做强，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既要

有好业绩，也要有好声音。 国企千万

职工是人才优势，一线鲜活的人物和

故事是内容优势， 通过挖掘和展示，

使我们的国企既能创造物质财富，也

能创造丰富的精神财富。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国有

企业肩负的使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大，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真

正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而成为一流企

业不但要有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还要有世界一流的品牌和影响。 对企

业来说， 好业绩是市场竞争能力，是

硬实力。 好声音是社会沟通能力，是

软实力。 好业绩加上好声音，才能是

好的形象。 加强国企形象建设，重点

任务就是加强企业对外传播的能力，

讲好企业故事，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

维。 当前的社会信息传播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 突出表现在内容影像化、平

台社交化和终端的移动化。 硅谷的科

技公司也认为，未来传统电视的影响

力会持续下降， 网络视频将是大趋

势。

在新形势下要充分认识国企做

好影像传播、新媒体传播的优势。

首先，国企有组织优势，国企系

统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组织起来就

可以高效完成各项任务。

其次，国企有人才优势，客观地

说， 许多国企干部职工素质非常好，

目前全国国企系统有数千万这样的

职工， 把这些优秀的人才聚集起来，

随时随地以影像的手段记录身边火

热的工作与生活，国企的影像传播就

有影响力、传播力。

另外，国企有内容优势，这一点

很重要，为什么有内容优势？ 国企有

很强的实力，大到干部，小到职工，

在我们的工作中，在一线调研中，我

深切地感受到在国企一线的工作

中，有大量鲜活、感人的例子，可惜

的是大多不为人所知， 而我们的工

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国企的这

些内容挖掘出来、展现出来、传播出

来， 让社会知晓国企不但创造丰富

的物质财富， 还在创造宝贵的精神

财富。

在今后的工作中，国务院国资委

新闻中心一如既往地得到了社会各

界、各个企业的支持，我们坚持广交

朋友、广搭平台，为树立国企好形象、

传播正能量不懈努力。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副主任）

第二届“新国企·中国梦”

影像大赛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胡钰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鲁扬

“好业绩加好声音”才是好形象

（上接G01版）

“如此一来， 会使得国企改革的资本迅速得到充实。过

去，部分国企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步履维艰，甚至难以生存，

而现在资本向其大量投入，会使其迅速壮大起来，这是集资

最好的办法。”李锦说，“在经济整体下滑的情况下，政府不会

向过去一样投资4万亿资金来进行推动。 在不能由政府投资

的情况下，由社会资本来进行投资，对于国企来说，是一个重

大的利好消息。而且国企由自己内生性增长转变为外生性的

增长，这样的刺激来得更快，更受政府的欢迎。”

扈志亮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改革的大方向为混合

所有制，而要实现混合所有制，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是首

要任务， 因此国有资本证券化会先于其他国企改革先行启

动，且其迫切性和可行性较强。将对整个国企改革起到明显

的带动作用，对释放整个经济活力，实现经济内生性增长十

分重要。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则认为，资产之于市场

是相对透明公平有规则的，通过国资证券化既能保持国有资

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又能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通过证

券化引进社会资本的效率更高、更加透明，即使有反对者，其

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十分强烈。多位国资委内部人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仅2014年一年，就有20多个省市先后出台了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的文件，2015年一季度， 国企改革顶层设

计方案出台的可能性极大。

国资证券化改革 国企要练好内功

平安证券认为，从各地目前已经公布的情况来看，各地

区提出的国资证券化比例目标一般均在50%以上，目前国资

证券化率只有这个目标不到一半的水平。地方国资争先恐后

提高国资证券化率，如按保守实现估算，至2015年末，全国地

方国资证券化规模将比目前增长5.3万亿元， 这个增加量相

当于截至2013年底A股总市值的22.3%，这不是个小数字。

“各地方国企率先启动国资证券化， 对证券化率的提高

是一件好事。但是国企自身的增长与效率的提高，必须要靠

内在驱动。练好内功，才是根本出路。一旦大量资本投入国

企，就有可能制造新的泡沫，股市热度一旦退去，对那些内功

差的国企来说，将会是又一场灾难。”李锦强调。

“对待国资证券化，我们既应该充满热情的欢迎，也应该

防止泡沫现象的出现。一般来说，国企股票的四个阶段，发行

阶段、注入阶段、膨胀阶段、泡沫阶段与消退阶段，有一个周

期规律，国企不要因为个别阶段的上涨而受到刺激，作出盲

目判断，为将来留下隐患。如果为了资本扩大而扩大，终究会

尝到苦果。”

扈志亮建议，实施国资证券化改革，第一，需要防范国有

资产的流失；第二，需要合理安排，按照资本市场现行法律法

规来操作，要避免过多的人为干预；第三，最终实现国资改革

提高效率和盈利能力的目标，有必要对国企公司治理体制进

行调整，同时改革人事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