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经济运行情况近日出炉。财政部公布数

据显示，1—6月， 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利润总额达12332.9亿元，同比下降

0.1%。其中，中央企业8724.3亿元，同比

下降3.1%；地方国有企业3608.6亿元，同

比增长8.2%。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

主任吴金希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国企的利润总

额下滑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

趋势， 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半

年的业绩表现符合预期。从行业来看，

由于产业环境不同， 集中在传统行业

的国企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变化的影

响。

地方国企总体向好

央企表现差强人意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利润降幅

持续放缓，6月的降幅比1—5月（-3.3%）

收窄3.2个百分点，长远来看，顺着6月份

的趋势， 国有企业营收进一步向好发

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

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认为，国企的利

润总额数据之所以向好，一方面是企业

的营业成本在下降。1月至6月， 国有企

业营业总成本211173亿元， 同比下降

5.3%。国际原油、大宗商品的价格低迷

也是企业降低成本的有利因素；另一方

面，经过较长的低迷期，市场出清作用

也在慢慢显现。有些企业已经被市场淘

汰停产，有利于行业中运转企业利润的

改善。

此前，上海、深圳、甘肃等地方国资

委陆续发布了当地企业上半年经济运

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市属国

企累计实现营收 612.14亿元， 增长

33.38%； 利润总额240.53亿元， 增长

99.19%，接近翻一番。上海国资委系统

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9438.76亿元，利润

总额588.26亿元，分别增长12.4%。

由于地区不同，国有企业竞争力存

在差异， 国企利润的差距也会比较悬

殊。吴金希分析表示，上海、深圳地区的

国有企业的利润相对较好， 而甘肃、东

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则会随着地方经济

的萧条而边缘化，因此有待扭转。但是

总体来看， 地方国企的表现呈增长趋

势，值得期待。

而对比地方国企的业绩表现，央企

的运行情况则落了“下风”。 有舆论认

为， 中央企业的利润总额只有8724.3亿

元，同比下降3.1%，而负债总额度却高

达366132.2亿元，同比增长8.8%，业绩表

现不如预期。

“多数央企集中在利润率较低的传

统行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加

之宏观经济增长放缓是造成中央企业

利润上涨幅度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位

不愿具名的国资专家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稳增长、促

改革，国资委继前期部署中央企业开展

增收节支工作之后，近日又印发了通知

进行治理亏损。随着国家层面逐渐释放

的多项改革举措的逐步落实到位，相信

局面会逐步扭转。”

（下转G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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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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国企“做大”

为什么会成为话题

观察

22日，2015年世界500强名单出炉，中国共有106家

企业入围， 连续5年成为除美国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上榜企业持续增多、排名普遍提升，说明中国企业

在做“大”的方面仍保持着高歌猛进的良好势头。这使

人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

动摇的论述。

最近，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强调，“坚持把

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把做大放到什么位置，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

戏， 而是国企价值观转变的重要体现。 任何口号的提

出，作为一种政策导向，都有其特定时代背景和前提假

设。

国企早期发展的目标一直是做大做强做优。后来，

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再强调单纯的做大规模，更加侧重

发展质量，于是一度去掉了“做大”这个提法，如在2013

年底召开的国资委年度工作会议上的提法是“不断推

进企业做强做优”。到了2014年底的国资委年度工作会

议，口径微调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事物发展总是与各种矛盾相伴相生的， 面对新的

情况，自然需要提出新的要求。习总书记在最新的表态

中把“做大”重新放在了首位，表明做大国企是为了适

应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需要， 是下一步国企改革与

发展基调的主旋律。

事实上，做大是前提，做强做优是目的。只有做大，

国企才能真正拥有市场资源的支配权与话语权， 实现

做强做优。国企做大可以降低企业的单位成本，从而形

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经济

模式，才能赢取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

同时， 做大与做强做优是国企发展由低到高的要

求，而做大目前仍是主要矛盾，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争取向做强做优发展。央企产业集中度不高、核心竞争

力与国际同行业的大型企业存在一定差距、 存在恶性

竞争或者严重产能过剩的外向型行业， 央企出现重组

整合的急迫需要。现实让我们清醒，不把企业做大，何

谈做强做优？ 南车北车合并就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增

强我们的竞争实力，形成更大、更充分的话语权。

但必须意识到，做大并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事物

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去我们理解的做大，是在传统工

业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这种单纯的做大本质上是一种

外延型扩张，表现为投入物质化，利润短期化，片面强

调物质资源投入， 粗放经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资源浪

费，使国企患上了组织僵化的工业病和大企业病。

现在所提的做大，是在信息化大潮与“互联网+”的

大背景下提出的，这与过去有着本质不同。国企改革就

是要打破粗放的扩张模式，通过优化企业生产方式、企

业制度、资产管理，求得以智慧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和可

持续发展的长期效益，优化企业的“大经营模式”。

因此， 这种做大在内涵上已经包括了做强做优的

客观诉求。例如，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习近平就提

出“三个有利于”，其中要求“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

能”就体现出了“做大”国企的新要求。“放大国有资本

功能”指的是通过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国企的价值

力、竞争力与控制力，使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放大国有

资本功能的重要方式是通过混合所有制， 在竞争性国

企中引入民间资本， 用少量的国有资本和尽可能多的

民营企业合作，而国企又处于相对控股的地位。中国建

材吸收70%以上的民营资本参与，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

的水泥企业，在国内外两个市场形成控制力，就是实现

了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因此，在近一段时间内，做大

国企是做强做优的基础和必经之路。

怎么才能做大？

首先是要重视公司治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此

基础上抓两大法宝，一个是兼并重组，另一个是混合所

有制。2015年将是国资国企改革逐步落地的一年，央企

整合是其中重要一环，混合所有制也是急迫需要。

如今， 中国企业正在迎来与全球企业接轨的重组

时期，兼并、分立、剥离等各类重组动作的频率都会升

高。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国家战略、市场规律双

轮驱动下，具备竞争对手国际化、产业发展有潜力等条

件的央企之间的强强联合将会适时出现。

二是，在做强与做优融入到做大的过程中，不能把

央企做大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合并。 目前已有的央企合

并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 做大与做强做优必须同时

进行，否则就走上了粗放扩张的老路。做大不能只考虑

效率价值而忽略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 因此需要兼顾

社会效益， 只有把国企整体的效益做大， 才是真正做

大。

三是要扫清妨害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做优的各种路

障。一方面，要防止改革后发劣势效应显现，扼杀国有

企业改革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要防止“国企通病”和

“大企业病”在中国国企身上再次发作。如果体制、机制

不改，积习难除，长此以往，必然积重难返。

张力文

中广核红沿河核电站

6号机组开建

7月24日， 红沿河核电站6号机组

正式开工建设， 这是3月29日5号机组

开工之后， 红沿河核电站年内开工的

第二台核电机组。至此，中国广核集团

在建的核电机组数增加至13台， 继续

保持全球最大核电建造商的地位。

红沿河核电5号机组于今年3月29

日开工， 是此前15个月内我国开工的

首台核电机组， 标志着我国核电发展

的正式重启，目前5号机组正处于工程

土建高峰期。

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第一座大型商

用核电站，红沿河核电站建设6台百万

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1、2号机组已

分别于2013年6月6日、2014年5月13日

投入商业运行，3号机组于2015年3月

23日首次并网发电，4号机组即将装载

核燃料。截至7月24日，中广核在运和

具备商运条件的核电机组13台， 装机

容量1380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13台，

装机容量1557万千瓦。

上海第一皮鞋厂

成立六十年

7月15日，来自安徽省十几个地级

市的几十个经销部门负责人汇集安徽

合肥， 参加一年一度的上海第一皮鞋

厂“登云”牌皮鞋年度订货会。这家走

过60个春秋的老牌国有企业在新时

期，继续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

1956年， 新中国第一双皮鞋诞生

在上海第一皮鞋厂。改革开放以来，上

海第一皮鞋厂更是走在了中国鞋业市

场的最前沿，其“登云”牌皮鞋曾经风

靡全国， 成为那个时期不可磨灭的时

尚记忆。国企平台、过硬品质，并没有

让上海第一皮鞋厂的“登云”牌头脑发

热，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不断席卷，

“登云”人开始了重新的品牌塑造和全

新的市场定位，“占三四线市场， 分二

三线份额，造纯一流品质”上海第一皮

鞋厂安徽大区负责人武春光， 为“登

云” 牌皮鞋的全新战略给出了吻合市

场需求的定义。

（张 博）

速览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国企半年考：中央降，地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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