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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委员 王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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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我国工业正处

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当前要着力稳定工业增长，提高企业

效益，特别提到要“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

场，加大支持国企解决历史包袱”。积极落实会议精神，勿让

“僵尸企业”继续影响经济健康运行，对促进国有企业挖潜增

效、优化产业结构，显得重要而迫切。

大量存在的国有“僵尸企业”，严重制约着国有经济布局

和结构调整,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它们大多依附于国有企业集团身上，和集团主业没有关联，

造成集团组织体系臃肿和复杂化。而且，“僵尸企业”资产质

量不高，经营难以为继，年年亏损，成为国有企业集团数不清

的“出血点”，影响了国有经济整体的经营效率。特别是这些

“僵尸企业”资金“体外循环”长期靠借贷度日，甚至不惜从事

一些违规违法经营活动,不仅成为国有企业集团主要的风险

源，而且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败坏了国有企业的形象。还有

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空壳企业”、“皮包公司”等，

它们中大多数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其设立时的特殊使命，同

样面临着关闭或转型的问题。

“僵尸企业”的成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改制成因。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盛行的模式之一，

就是部分改制而非整体改制。“固化存量、优化增量”，将优

质资产剥离出去成立新公司，将劣质资产留在存续企业

内。改革步子走得越快的行业、地区和企业，存续企业的比

例就越大。“僵尸企业”的行业和地域分布特点说明了“僵尸

企业”形成的历史负债因素。传统工业制造行业、商贸服务

业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行业，因而“僵尸企业”相对

比较多；广东、天津、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僵尸企业”遗留

较多，是因为这些行业和地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

但由于当时政策不配套、改制不规范等因素，导致出现较多

“僵尸企业”。因此，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只要还以“固化存

量、优化增量”思想继续，就会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僵尸企

业”，而这些新“僵尸企业”成因依然是改制存续，成为典型

的“改革不彻底的产物”。

二是历史成因。如一些公司按当时政策或专项工作需

要设立的临时性公司，是在完成使命或部分完成使命，或政

策变更后遗留下来的企业。如上世纪80年代“全民下海”经

商潮中很多机关单位办的一些“皮包公司”，政策改变后停止

运作。还有部分行业的小企业，受结构调整政策、产业政策

改变影响，企业政策补贴不到位，企业难以转型，持续经营困

难而成为“僵尸企业”。还有些行业，诸如“小玻璃、小煤炭、

小水泥、小化工、小造纸”等“五小”企业、纺织压锭企业、高污

染高能耗企业等，由于企业规模小、人员多，没有资金和项目

安置职工，停止生产后无法实施改制和关闭破产。

三是企业自身经营机制原因。有的企业经营业务面窄，

主营业务不强，产品老化，技术落后，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发

展资金短缺，长期以来产品无市场、经营无利润，经营困难，

连年亏损，积重难返，造成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被迫停

产。如“三线地区”、老工业基地的一些老国有企业由于技术

改造长期不足，历史欠账太多，转型升级缓慢，改制成本难以

支付，地方政府也无力承担，只能想方设法维系企业继续生

存。还有一些企业管理混乱，投资、对外担保失控，造成长期

的巨额亏损，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致使单位债务纠纷接连不

断，公司资产随时面临着法院的强制执行，且涉诉案件执行

时间较长，无法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成为“僵尸企业”。

由于“僵尸企业”本身只剩下一个“壳”，且形成时间较

长，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清理起来难度相当大。

一是资产变现困难，债务负担沉重，难以足额支付改革

成本。由于“僵尸企业”长期以来处于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

状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放任自流，企业少量存量资产几乎

消耗殆尽，甚至片瓦不存。

二是历史欠账较多，资金缺口较大。大部分“僵尸企业”

资产质量不高，金融债务负担沉重，资产抵押、质押限制难以

解除。很多“僵尸企业”改制资金缺口较大，造成企业改制方

案不能完全兑现，特别是社保欠账较多，直接影响改制企业

职工的切身利益。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相应的改制资金

难以足额筹集并拨付到位，延缓了“僵尸企业”的改革进程。

三是遗留问题众多，清算注销困难。部分“僵尸企业”企

业老体、新体并存，老体承接了大量的呆坏账和不良资产以

及其他社会事务和责任，并且不断产生费用。在清算、注销

时，许多债权、债务需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处置周期较长，

导致老体难以注销。

四是职工安置较难，稳定压力上升。随着企业改革的深

入，大批职工身份被置换，由“企业人”变成“社会人”。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职工安置成本越来越高，规定安置的项目越

来越多，费用标准越来越高，如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的经济补

偿金，补缴长期拖欠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

业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工伤保险金、补充医疗保险、离退休

医疗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费用，补发长期拖欠职工的基本生

活费、住房补贴、独生子女费等，偿还集资款、抵押金等，地方

政府和企业均无力承受。 （下转G03版）

为了对第二届“国企好新闻”优秀

作品进行推介表彰，探讨如何实现企

媒战略合作共赢，建立互信互谅的良

性互动关系，近日，国务院国资新闻中

心、中央企业媒体联盟、《中国企业报》

集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国有企业形象建设研究院联合

在京举办第二届“国企好新闻”优秀作

品交流会暨2015“企媒关系”研讨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翟惠生，经济日报原总

编辑、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冯

并，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

国资委宣传局副局长毛一翔，新闻中

心副主任胡钰，21 世纪经济报道总编

辑郭亦乐，《中国企业报》集团社长吴

昀国以及其他中央企业领导、中央企

业媒体联盟理事、“国企好新闻”获奖

作者、各大媒体及相关社会机构的嘉

宾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

毛一翔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资

国企改革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抓发

展、促改革、反腐、严监督、强党建的任

务十分繁重，迫切需要新闻宣传工作

助力完成好攻坚任务。历年来，广大

新闻干线的同志们奋勇拼搏、改革创

新，使国企新闻宣传工作得到了加强

和提高，传播了国企正能量。推介国

企好新闻活动，正是建立客观报道国

资国企激励机制的有利尝试，它发挥

着优秀新闻作品的四大作用，推动了

全社会关心支持国企改革发展。

毛一翔介绍，此次国企好新闻评

选得到了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地

方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和参

与。大赛共收到235家单位的1700件

作品，并评选出获奖作品 135 件，集中

展示了新闻战线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

展的报道成果，并为国企改革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舆论支撑。

“国有企业新闻宣传工作顺利地

推广，范围宽，对从业人员的政治性、

政策性、专业性、群众性有很高的要

求。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归根到底要

依靠人才，靠队伍。我们要关心爱护

国有企业新闻工作者，推介表彰国企

好新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努力营造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范围，让新

闻工作者的创新才能充分施展，创造

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成果得到尊重，为

提高国有企业宣传水平提供坚实的保

障。”毛一翔称。

王利明指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国

家战略全面布局的今天，本届“国企好

新闻”交流会，着力于大局，开展以国

企正能量为主题的国企评选活动，是

改善和创新国企新闻传播工作，助力

国有企业打造卓越平台体系的重要举

措。

翟惠生认为，所谓“好”新闻，一

是要讲历史感，二是要讲文化感，三是

要讲科学感。此外，还要经得住考验，

不是被报道方说你好就好，也不是批

评方说你不好就不好，应该是客观辩

证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谈到企媒关系，翟惠生指出企业

与媒体两者应该互相转换角色，相互

融合。比如说，让做国资国企的记者

走进企业，去某一个企业实习；国资委

宣传局的人，去媒体体验一个月，角色

相互转换后就会知道，如何应对媒体，

如何处理新闻事件。如此，企媒关系

就能搞好了，能够朝着有利的关系去

转化。

在会议的推介环节，消息类、通讯

类、评论类、系列报道、广播电视类、摄

影类、双微类的“国企好新闻”的作者

分别做了创作分享，并举行了各个奖

项的一、二、三等奖颁奖仪式。中宣部

新闻阅评组成员徐九武、清华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教授王君超、中国新闻奖

专家委员会成员徐华西、中国传媒大

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赵淑萍、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殷强、国资委

新闻中心网络处处长闫永等多位评委

对获奖作品进行了精彩点评。

会议最后，各央企代表、地方国企

代表以及媒体代表就“新常态下，如何

树立企媒新型互动关系”的主题展开

对话。

本报记者 赵玲玲

王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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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中国中铁发布公告（临

2015-066 号），公开披露工业板块与中

铁二局重大资产置换的有关信息。

12 月 2 日，中国中铁与中铁二局签

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约定中国中铁以持有的中铁山

桥、中铁宝桥、中铁科工、中铁装备4家

子公司100%股权的等额部分（合计交易

价格暂定为115.46亿元）置换中铁二局

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交易价格暂定

为72.40亿元），并以差额部分认购中铁

二局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发行价格为每

股11.68元，预计发行数量约3.69亿股。

其中，中铁二局拟向不超过10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资规模不超过60亿元，拟用于满足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补充流动资金及

支付本次重组相关税费等。上述交易完

成后，中铁二局总股本预计增加至23.42

亿 股 ，其 中 二 局 集 团 持 股 比 例 将 由

48.08%降至29.96%，仍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及控股股东；中国中铁预计持有公司

股份3.97亿股，持股比例为16.95%。

中铁二局此次拟注入的资产为中国

中铁工业制造板块的核心企业：中铁山

桥、中铁宝桥、中铁科工和中铁装备公

司。其中，中铁山桥是集设计、制造、施

工与服务一体化的综合型现代大型企业

集团，其100%股权预估值为38.94亿元；

中铁宝桥主营业务为铁路道岔及配件制

造与销售、桥梁钢结构和建筑钢结构产

品的制造与安装，其100%股权预估值为

38.92亿元；中铁科工系国内专门从事工

程机械研制、钢桥梁钢结构产品研制的

科技型企业，其100%股权预估值为8.26

亿元；中铁装备则主营盾构及系列隧道

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组装调试等，其

100%股权预估值为29.34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中铁高端装

备研发制造和技术服务为主的综合性工

业制造和技术服务业务板块将整合到中

铁二局，中铁二局盈利能力及发展空间将

得到有效提升；传统基建建设、房地产开

发和物资销售业务整合到中国中铁，将增

强中国中铁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中国中铁与中铁二局
资产置换达115亿元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