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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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不仅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首都

国企在‘十二五’期间切实转变发展理念

与方式，跨过一道道发展关卡，完成一次

次蜕变。”在“首都国企开放日”介绍会上，

北京国资委副巡视员荀永利这样讲道。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属

企业资产总额34123.9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5.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246.9亿元，增长16.4%。2015年全年，市

属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662.1亿元，同比

增长 4.2%；实现利润 572.1 亿元，同比增

长 2.2%；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分别高于

全国国企9.6%和8.9%；市属企业积极落

实承担的全市105项目重点任务，占全市

的近40%，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342亿元。

荀永利指出，“十二五”期间，国有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资

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比“十

二 五 ”期 初 增 长 了 105.2% 、56.5% 和

94.7%，2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17家企

业进入中国500强，圆满完成“十二五”规

划目标。

荀永利称，本次活动将以百姓喜闻

乐见的形式，用事实成果说话，讲好国企

故事，传播国企好声音，树立国企好形

象，将进一步增强普通群众对首都国企

的了解、认知、理解、热爱、支持，以及对

首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将为“十

三五”规划开局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

据悉，5月14日活动当天将有百余家

首都国企敞开大门，邀请市民走进企业，

亲身感受国企的巨大变化。日前，已有

49家集团企业，104家二级企业参加本次

活动，各家企业精心挑选了100条参观线

路供市民选择。

届时，广大市民可以在一轻集团参

观北冰洋汽水和小豆冰棍的制作流程并

现场饮用、品尝；在二商集团旗下的王致

和工厂，可以动手体验豆腐乳的点浆制

坯工艺；到北汽集团则可试驾百米只需3

秒的电动“超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在提案中

抛出一条重磅建议，我国先进的炼油

化工技术与装备“走出去”条件成熟，

应向国外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大力

推介，将其打造成继高铁与核电之后

的第三张“国家名片”。此番言论一

出，支持声与质疑声不断。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石化行业相

关人士处获悉，能源化工领域12名院

士和 5 名专家已联名上书中央，希望

能将中国炼化打造成为继高铁、核电

之后的第三张“国家名片”。

如此不谋而合的建议，似乎印证

了中国炼化确实已经具备与高铁、核

电相媲美的成熟条件，从而可踏上成

为第三张“国家名片”的辉煌之路。那

么中国炼化的实力怎样呢？

缘何称为第三张名片？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名片”，

比如说德国有啤酒和汽车，巴西有桑巴

和足球，而我们国家对外的“国家名

片”，有具有世界领先技术和价格优势

的高铁以及中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

技术——华龙一号，那么曹湘洪院士所

提的中国炼化到底有多少竞争力？

近年来，受国际油价影响，中国石

油石化行业经营遭遇严重亏损。然

而，石油炼化业务却取得了突出成绩，

以中国石化为例，仅其炼化工程板块

利润在2015年就实现了盈利33.18亿

元。

当下，我国已成为世界石化工业

大国，大部分石化产品产能位居世界

前列。2014年，我国炼油能力达到7.5

亿吨/年，约占全球总能力的15.6%，仅

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生产乙烯

能力 2043 万吨/年，约占全球总能力

的 13.1%，位居全球第二位；合成树

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产能合计占世

界总产能的35%，均位居世界第一位。

而在石化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我国科技人员坚持自主创新，石化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15年，中国石

化自主研发的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截至目

前，我国已掌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和

部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炼油、乙烯、

芳烃成套技术，有些技术及产品已出

口到国外，拥有依靠自主技术建设千

万吨级炼油厂、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和

百万吨级芳烃装置的能力；我国石化

装备制造企业已掌握炼油化工特种设

备制造技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

有为大型炼油、乙烯、芳烃等装置配套

制造重大装备的能力。

“走出去”
不再是小米加步枪？

举例来说，中国石化最重要业务

板块之一的中国石化炼化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炼化工

程”）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炼化工业发展

成长史最好的印证。中国炼化工程总

经理闫少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近60年的行业经验和专业技术的

持续创新使中国炼化工程已经成长为

中国市场规模最大、工程能力最强、技

术实力雄厚、人才优势明显的炼油、石

油化工和新型煤化工工程企业。“我国

炼油化工技术与装备完全具有‘走出

去’的实力。”

我国的石油炼化发展起步比较

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炼油工业逐步

恢复，扩建了原有老厂，到 1957 年原

油加工能力已达到 50 万吨。1960 年

以来，我国自力更生，突破国外技术封

锁，自主开发了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

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和炼油催化剂

5 个方面重大科技成果，被誉为炼油

业的“五朵金花”。一直到1979年，围

绕用好 1 亿吨原油，攻关形成了新型

催化裂化、常压渣油催化裂化、连续重

整、氢氟酸烷基化、相关催化剂、高档

润滑油等重大技术，在当时来讲有力

促进了炼油工业发展。2000年以来，

实施油品质量升级，以技术创新为支

撑，从相当于欧Ⅰ标准到国Ⅴ标准，用

十几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走过的

油品升级之路。

发展到今日，适逢国家推行“一带

一路”政策，能源领域合作又成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具合作基础且合

作前景广阔的领域。（下转G02版）

本报记者 丁国明蔡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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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首都国企
感受国企大变化

本报记者 赵玲玲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4月20日最新公布数据，我国今

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

化，实现了市场与税收的双赢。总体态势表明，我国国

民经济“十三五”期间开局良好，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

不容忽视。而搞好供给侧改革中的营改增政策实施，是

国民经济运行全局成败的关键之一。

从国民经济总体看，据权威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

GDP同比增长6.7%，好于预期。全国税收收入扣减出口退

税后，达到2.979万亿元，同比增长9.8%。一季度，第三产

业税收收入增长12%，占全部税收比重的56.5%。反映出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此外，小排量

汽车在减税政策拉动下一季度税收收入同口径上涨

5.3%。而去年这一数据仅为3.4%，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出

现较大回升。除了增速，税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积极变

化。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增长12%，促进了销售，使得汽车

行业整体税收增长较快，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一季度，

因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调

整减税约160亿元，促进了汽车销量增长。去年前三季

度汽车制造业税收下降1.5%，上述政策实施后的第四季

度税收增长6%，今年一季度增速继续回升到10.2%。4月

1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将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总

结为四个稳：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农业稳。

另从一季度作为国民经济风向标的中央企业看，各

中央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开局，效益取得了“开门红”。后

三个季度，继续加大一般性管理费用和非生产性开支的

削减力度，做好“僵尸企业”处置、化解煤炭钢铁过剩产

能、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专项工

作，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以增加国家税收，成为国民经

济运行中的重中之重。

企业特别是国企作为供给侧的中坚，是国家税收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自5月1日起，营改增政策就将全面

实施，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部分地方5月1日前

出现了搞运动式回溯性清税、甚至弄虚作假收过头税的

现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通知，针对目前

部分地方出现营业税、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等收入非正

常增长的情况，提出严禁提前征收，严禁运动式清理欠

税和补税，严禁5月1日前要求纳税人先缴或多缴等措

施。同时通知指出，5月1日后,试点纳税人纳入营改增

试点之日前发生的应税行为需要补缴税款的,应按照营

业税政策规定补缴营业税,由原主管地税机关负责相关

欠税的追缴工作,管户移交后的主管国税机关，应积极配

合做好清欠工作。

笔者认为，在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吃紧的当下，上述

税收乱象不足为奇。只有按照国家法律实行税收征管，

厘清和分担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责权利，依法治税才

是关键。

比如，5月1日营改增全面实施之后，房地产、建筑

业、生活服务业和金融业这4个行业，将不再由地税部门

负责征管营业税，而是由国税部门征收增值税。这是否

会对地方税收造成压力？

在体制上，增值税规定的是中央与地方七五二五分

成，即中央占75%，地方占25%。由于以前的营业税属于

纯地方税，营业税消失以后，短期内会影响地方的财力

水平。但从履行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说，地方以及各级政

府需要财力是为了正常地履行职能，而从中长期来看，

税制改革不仅要保障各级政府所需的财力，更要与中央

和地方各级职能的划分结合起来。随着中央和地方的

事权调整和改革，未来各级政府的财权和财力划分，非

常值得期待。

同时，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替

代。实施营改增以后，相应的配套措施都应该积极跟

上，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重新调整税收分享比

例，中央还可以增加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等。改革是

系统工程，营改增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只是改革的一

个阶段。今后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应该会不断地出台一

些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的措施。

此外，财政、税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对税收增幅明显异常的地区，在核算2016年中央与

地方增值税分配时，对超出合理增幅部分予以扣回。同

时，对发现的不应在2016年1至4月征收的收入，必须

立即退付给纳税人。

在全面实施营改增之前，一定要做好各项征管措

施，确保旧税制和新税制之间的无缝对接。虽然营改增

会带来减税效应，对纳税人来说是重大利好政策，但也

要充分评估改革对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做到精确化、

科学化地分析效果，并做好应对措施。

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逐步优化，政府职能要与

税制改革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财政支出侧和财政收入侧

实现联动。一方面财政支出的优化可以带动税制的改

革，另一方面税制改革也会促进整个财政支出结构和政

府职能的优化。

特约评论员 李宏

从一季度税收
看营改增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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