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企改革“落地年”步入二季

度， 逐渐成为A股主流的各大央企，一

次又一次地为甚嚣尘上的“央企合并

潮”提供佐证。

中国电建公告称， 公司拟向大股

东电建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中国水电

顾问集团、北京设计院等8家公司100%

股权，资产预估值合计为168.3亿元。重

组完成后，公司合计占有我国约80%的

水电设计市场份额。

无独有偶，有媒体报道称，另一支

央企大军保利集团也正在与中纺集团

商谈两大集团的整合事宜， 目前基本

达成的一致意见是， 将中纺集团并入

保利集团， 预计下半年将进入实质性

的合并阶段。对此，中纺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确实有意向，正在谈”，但并没

有透露更多细节。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彭

剑彪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电建的重组路径为同类合

并的方式， 即按照业务相近、 优势互

补、 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

来进行合并重组。 其重组的目的是促

进各种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做

大企业规模、做强企业优势。而保利与

中纺的整合， 则意味着非同类合并的

新合并形式的出现， 相信以后可能还

会出现更多重组方式。”

谁是下一个“南北车”？

随着南北车合并案的推出， 今年

以来， 有关央企合并重组的消息屡见

报端，谁会成为下一个“南北车”更是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诸多猜想。

有国资专家指出，央企合并的逻

辑，一是加快发展的需要，二是一致

对外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需

求，或者需求不紧迫，央企合并的动

力就不强。无疑，“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的提出，为此提供了强大的“驱动

力”。

“从目前已经确认的南北车、中电

投与国家核电的合并重组来看， 本轮

央企合并重组的瞄准对象并非那些产

能过剩的行业、企业，而是对具有战略

重要性行业中的巨头央企同类之间进

行强强联合， 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其

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扫清障碍。”彭剑

彪指出，“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大背景

下，作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代表，高

铁以及核电的合并重组， 无疑充当了

急先锋的角色。”

（下转G02版）

“一带一路”

助推央企重组步伐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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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勇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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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重组应是

一个有序的系统工程

观察

今年以来，央企合并重组传闻接二连三，并不断发

酵升温，一度传出“数量或将减至40家”的报道。虽然近

日国资委发表声明称央企重组的高潮以及减至40家的

说法在当下这一时期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却并没有否

认央企兼并重组的方向，A股“中国”概念股的行情似乎

也并未受此影响，上涨势头仍然“生猛”。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 央企合并重组的传言

似乎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又强烈地冲击过人们的耳膜。

继南北车合并之后， 关于央企强强联合的传言不绝于

耳：中石化与中石油、中国中铁与中国铁建、中国移动

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宝钢与武钢等多家央企巨头

纷纷传出合并消息， 惹得各大央企不断地发布公告否

认传闻，一向鲜少“发声”的央企似乎也从来没有如此

“高调”过。

风起于青萍之末。近半年来，一系列关于国企改革

的重要文件或讲话相继出台， 为央企的合并重组传言

提供了助力。

以去年年底国资委主任张毅在中央企业、 地方国

资委负责人会议的讲话为例， 会议强调要把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积极参加国际竞争，尤其是高铁、特高压、核

电、4D网络、建筑等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与核心竞争

力相呼应国际化，给人一种想象的空间。而在今年的两

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尤其强调

油气的体制改革，并将石化、石油等行业的体制改革明

确地写到政府工作报告中，人们对于中石油、中石化的

合并传闻与这种背景不无关系。

国资委工作会议、 全国两会等几个重要会议中所

释放出的政策性信号，以及国家的政策战略指向，为央

企合并重组的这种猜想提供了支持， 继而这些偶然出

现的信息迅速地被发酵被扩大。 加之由于没有相应的

政府部门出来明确否认，企业自身否认声明不够权威，

使得越否认信息越被传播。可以说，正是由于国家的发

展战略尤其是政策导向使得人们感到央企合并重组潮

越来越近，尽管消息的准确性受到质疑，但是人们的期

待却有其合理性。此外，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没

有出台， 也是使得人们想象力不断发酵的一个重要因

素。

其实，在央企合并的背后，政府的驱动力虽然是必

不可少的原因之一，但是与央企自身的发展、市场的需

求、 产业的演进阶段甚至企业竞争对手变化等诸多因

素都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国家“正规军”，央企的每一个

动作都必须从其地位与使命来加以考虑， 尤其是对于

合并重组这样牵扯复杂利益的大动作来说， 势必有其

内在的逻辑。

首先，长久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

位置，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行业，中国企业的产业集

中度偏低， 整体实力不强。 要想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位

置，则需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品牌”来获得

研发和销售优势。

对此，国资委强调，对于专业化板块的整合，要深入

挖掘内部协同效应；要沿产业链方向整合，要推动资源

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高端布局； 要切实推进重组后

整合，实现1+1>2。而合并同类项以及强强联合的方式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整合之后，不但会带动中国整体工

业化水平，推动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还会减少我国企

业之间的内耗，避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产生恶性

竞争。尤其是在“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背

景下，央企应通过强强联合重组，增强国际竞争力。

近期南北车合并成“中国中车” 就是一个典型案

例。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在业务上高度重合，此前已经

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高铁制造商， 在海外业务拓展

中屡屡出现恶性竞争， 与国家鼓励高铁走出去的目标

相悖，合并之后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

（下转G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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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集团“华龙一号”

签订两个出口合同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

号”首个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

5号核电机组5月7日正式开工建设，

标志着中国核电建设新时代的到来，

推进中国核电“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集团总经理钱智民透露，“华龙

一号” 已经签订2个出口合同，5个合

作框架协议。

我国掌握油气田旋转导向

钻井、随钻测井技术

中国海油公司自主研发的旋转

导向系统Welleader、 随钻测井系统

Drilog近期联袂完成渤海某井的海上

作业。这标志着我国在油气田定向钻

井、随钻测井技术领域打破了国际垄

断，可自主完成海上“丛式井”和复杂

油气层的开采需求，有望大幅降低国

内油气田开发综合成本。

中粮集团减持

中粮生化1.14%股权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对旗下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减持。公告称，控股股东大耀香

港（中粮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累计

减持股权1.14%。 中粮集团并未披露

减持的目的。此前中粮集团已经对旗

下的中粮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粮

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减持。

东航第一季度

实现利润总额20.90亿

近日，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根

据国内会计准则， 公司第一季度实现

利润总额20.90亿元， 同比减亏增盈

22.72亿元。目前，东航航线网络通达

177个国家和地区的1052个目的地。到

2015年底， 东航运营飞机将超过550

架，旅客运输量将突破9000万人次。

速览

央企合并存多种形式 大规模重组不会马上出现

央企换帅

技术型趋势明显

王利博制图

（相关报道详见G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