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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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态下企业家

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观察

在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如何实现战略突围，重点在

战略，而不在战术。

中国的大企业在走向国际的时候怎么做？笔者认

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应该以垄断为导向，而不是竞争。

垄断意味着，根据世界的规则我们有发言权去制定某

些东西，这就是战略层面上的。

中国的公司未来要通过不断地并购、兼并合并的

方式，争取在世界上的绝对垄断权，而垄断权在发言

权。如果没有定规则、定标准及认证别人的权力，便很

难走下去。

企业突破成长瓶颈是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我

国目前处于金融落后、技术落后的局面，更加不能掉

以轻心。围绕这些，企业需要做的则是努力往前跑。为

了不被从中作梗， 则需要在规则和知识产权方面加

强。

中国现在只是世界的组装厂，日本和美国某些行

业比我们要强得多，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技术和方法，

通过和日本、美国相关方面的比量，来制定切实可行

的方案。那么从战略层面思考，我们要想稳中求进，就

一定要落实在宏观层面。

而经济新常态下将会出现哪些问题，这是从成长

转向成熟的问题，也是由过去的春天和夏天，怎么做

到秋天的一种战略思考。 当我们的成长率下降的时

候，以7%为例，一个企业如果不维持14%到15%，那么

处境将比较困难。

目前环境式经济发展有三态， 第一是稳定态，第

二是动荡态，第三是混沌态。中国有较高的管理水平，

所以我们处于有限动荡态，即混沌态。混沌态的系统，

第一，肯定是开放性的，不能封闭，要不停地了解外部

的信息；第二，变化迅速；第三，不可预测，我们做预测

比较困难，只能一点点跟着往前跑。

混沌态的管理，像过去只讲金钱是不行的，第一，

我们要讲权力，一个企业是争权力的，不单单是挣钱，

制定规则， 设计标准， 这都是在降低不可预测性；第

二，广交朋友，缔结联盟，这是分散和共担风险；第三，

公开战略，隐蔽战术，这是应对捣乱者。所以围绕这些

点，最关键的在于布局，而不是格局。一个是做快、做

新、做局，做局对中国企业来讲越来越重要。

三流企业卖劳动，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

品牌，超一流企业卖全局。所以需要突破。

那么如何构建突破瓶颈的力量和能力。 首先是

“四分”：分钱，工资奖金；分红，利润分红；分权，企业

真正的命运一定是公司资产， 资产后面一定有负债。

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做实事、出业绩，带出人才队

伍，为人成事，建成共享平台；发扬企业文化。

其次是“四立”，立德、立言、立功、立制。制度跟不

上时，就是“马”的问题。何谓“四马”，第一“赛马”，怎

么使用的问题。第二“相马”，要有评价标准。第三“育

马”，培养人才。第四“杀马”，实在不行就忍痛除掉，因

为要达到目标，便顾不得其他。遇到这种情况则需要

“四换”：换规则、换脑袋、换人、“换己”，如果前边三种

都不能解决，不如换掉自己，不做组织的障碍。还有

“四转”：转型、转移、转交、转行。

组织要如何做，还有“四砍”的手段。第一，做CEO

的老板要砍掉手脚；第二，各部门的主管都要砍掉屁

股；第三，员工只管干活；第四，要砍掉情结，去掉杂

念，明确自己的使命。

作为企业家要牢记“四不”， 人想干什么那是希

望，人不干什么才是最难的事情。第一，有目标不放

弃。第二，有团队不抛弃。这两点是针对员工而言，不

是临时的做法，关键在于配合。第三，绝不能泄气。第

四，不能违纪，有规则，有底线，有原则。最后还要记住

四戒，保证自己，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5年5月18日—5月22日）

杨杜

中国石化与BP成立

船用燃料油合资公司

5月19日，中国石化燃料油销售有

限公司与BP在新加坡宣布共同组建

一家船用燃料油合资公司———BP中

国石化船用燃料油合资公司， 各占股

50%。 新公司将以双方现有燃料供应

网点及配套设施等资源为基础， 共同

拓展全球船用燃料油市场。 除在新加

坡提供相关燃料供应服务外， 还将在

全球其他重要的港口如阿联酋富查伊

拉、比利时安特卫普、荷兰鹿特丹、阿

姆斯特丹以及中国天津、青岛、上海、

宁波和深圳等地为客户提供相关服

务。

中国电信海南

建光网智能岛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杨杰

与海南省副省长李国梁日前在《海南

省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上签字。合作以建设

“光网智能岛”为核心，通过加快光纤

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

海南省信息化发展水平。2015—2017

年，政府、民资、中国电信三方合作，

确保在3年投入25亿元项目建设资

金，全力支持海南省“光网智能岛”建

设。与此同时，双方将在建设信息化

运营平台、 研究智能管道专题项目、

信息服务实体公司合作运营实践等

方面开展合作。

中远中海巨人联手

央企重组或再掀波浪

5月21日，中国远洋全资子公司中

远散货与中海发展签署《合资协议》，

双方将在新加坡共同投资成立中国矿

运有限公司， 专项从事铁矿石海上运

输及相关干散货业务，中远持股51%，

中海持股49%。公告一经发布，即激起

业内对央企重组的畅想， 受利好消息

影响，相关个股大幅上涨，中国远洋、

中海发展等9股涨停。

速览

沸沸扬扬热炒两年半的国企改革

顶层设计方案终于撩开面纱。

国务院日前批转发改委 《关于

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多项内容涉及

国资央企，包括制定中央企业结构调整

与重组方案，加快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和投资公司试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防止国资流失等。 值得注意的是，早前

提及的“1＋15”体系在《意见》中首次亮

相。 方案何以姗姗来迟？ 职工持股为何

榜上无名？方案能否在年底出台……多

个待解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菜单已经上桌

开饭还会远吗

国企改革提出顶层设计最早是由

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王勇，在 2012 年 12

月份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提出

的。2013 年上半年拿出了一份初稿，至

2015 年 3 月已修改十余次。期间，相关

工作一直在进行推进。

北师大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院长

徐文中笑言， 被这个消息吊足胃口的

媒体一直在追踪这个消息， 何时出台

常常成了“老记”们探寻的第一句话。

好饭不怕晚，现在菜单终于摆上“桌”

了，开饭的时间不会太晚了。

“此次发布的《意见》可能是顶层设

计中第一批方案，也是国资国企改革的

主要文件。 其中，分类改革是基础性文

件，国资体制、混合所有制以及投资运

营公司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而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产权保护与监管等文件

是保障性的内容。”徐文中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文件是一个

具有系统性与相关性的体系，而加强制

度建设、完善产权制度表明体制机制建

设的落脚点是在‘制度’上，此次《意见》

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到

了全面深化的新阶段。 ”

方案何以姗姗来迟？ 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副教授姜朋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改革是触动资源

和利益的一场变革。 各个部门的局部

利益显然是制订方案的参考要素。 平

衡利益， 统筹兼顾是方案出台前必须

做好的，何况这些方案内容相互交叉、

互为因果，其系统性、全面性、联动性

显而易见，加之目前是保增长、反腐败

以及深化改革三个焦点的聚集期，因

此《意见》出台的“迟”恰恰凸显了其背

后慎重的一面。

“谣言”变成现实

重组再次扑朔迷离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十八

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到的关于职工持

股的文件没有出现在《意见》中。

中铝青海分公司海源铝业公司的

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不

安，“职工持股反反复复多年了， 事实

上， 现在国企三四级公司很多已经开

始推行员工持股。 职工对这个问题期

待很高。 去年相关文件中也重点涉及

了相关内容，而此次《意见》中并没有

对此提及，有点不安。 ”

员工持股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几起几

伏。姜朋表示，“作为一种改革的工具，是

否用、何时用、怎么用、谁来用、用于谁，

都需要有明确的政策指引、 甚至是建章

立制，设定具体的制度安排才好。而政策

不明朗， 无疑会增加那些已经开始了的

职工持股实践的不确定性。 ”

除了员工持股，另一个引起社会各

界讨论的“重磅炸弹”便是央企重组。

（下转 G04 版）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出台

或拖至年底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员工持股最受争议

受“中粮集团为实现业务整合和

主要业务整体上市， 正考虑多种重组

方案”消息影响，近日中粮集团旗下股

票，除大悦城地产下跌1.51%外，其余

均全线大幅上涨。

随后中粮屯河公告称， 中粮集团

目前尚未筹划具体方案及时间表，但

整体上市是中粮的未来发展战略。

事实上， 关于中粮整体上市并非

空穴来风。 回顾近几年粮食行业兼并

重组， 重点大多是以中粮集团为主力

军的中央级粮食企业的整合。就在2014

年11月26日晚间，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

团公司整体并入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此前， 在国际粮食市场，2014年上

半年， 中粮集团连续发力收购荷兰

Nidera51%和来宝农业51%控股权，同

年7月，中粮集团被列为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的改革试点单位。此外，中粮还先

后并购了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

司、中谷粮油集团、华粮集团等。

中粮集团整体上市的优势是显而

易见的。“对于中粮而言实现整体上市，

一方面将极大地扩充体量，扩大规模，

同时整体上市有利于融资， 中粮在国

际市场上进行兼并重组急需资金支

持；另一方面，整体上市有利于引入外

部资本和管理， 从而利于提升中粮内

部管理水平，向专业化发展，增强核心

竞争力。”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郑宇洁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讲道。

目前来看， 中粮集团要实现整体

上市也非易事，从业务条线来看，公司

旗下业务条线多，涉及多个领域，而且

现在已经有5家香港上市公司和3家A

股上市公司。郑宇洁认为，“如果要整体

上市， 首先需要进行内部资源整合与

调整，对资产进行清查等；另一方面中

粮作为央企还需要得到国资委的同

意；最后，可能涉及组织框架调整以及

内部管理结构调整等。”

此前， 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曾表

示，中粮集团收购的尼德拉和来宝农业

两家海外粮食贸易企业将在三年内与

中粮全面整合，2019年上市。他表示，中

粮国际是一个合适的上市平台选项，

至于上市地点则优选香港。

中粮集团此前的并购举措，也曾被

解读为旨在为未来的整体上市做铺

垫。

此外，中粮集团官网消息显示，4月

19日至23日，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出

访瑞士，参加在洛桑举行的2015年大宗

商品全球峰会时表示， 拟打造一家拥

有国际化人才、 符合国际标准和产业

链支撑的全球化公司。宁高宁称，公司

未来将整合成一家全球性农业公司，

IPO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但整合尚

需时日。 这是近期中粮高层在公开场

合关于重组上市少有的表态。

频传并购重组

中粮海外资产四年后上市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中原石化获省节能减排竞赛先进

【图片新闻】

中原石化通过开展“比管

理创新、比技术进步、比职工

行动，降能耗、降排放”活动，

持续推进节能减排，日前荣获

河南省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竞

赛先进单位称号。中原石化历

来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积

极推进清洁生产，推广节能降

耗潜力大、示范带动性强的重

大节能技术。

图为管理有序的生产运

行装置 胡庆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