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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号“改革+科创”
从“中超杯”跨入“世界杯”

本报记者 赵玲玲

（上接G03版）

突出行业特色，铸就个性
鲜明的品牌文化

陕西省国资委注重把文化自信融

入行业管理，推动内容创新和手段创

新，形成具有行业特色和企业个性的文

化建设体系。延长石油集团“埋头苦

干”的企业文化精神薪火相传，油田股

份公司的党建文化走进央企课堂，受到

中央领导的肯定。

陕煤化集团紧紧围绕“一体多元，

彰显个性，和而不同，共存共荣”的“十

六字”文化建设方针，制定集团文化手

册，用制度整体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整

合，其所属黄陵矿业公司“5+5”岗位管

理文化，铜川矿业公司“三型六化”企业

品牌等各具特色。

陕西有色集团将“集而能团、和众

聚生”作为品牌文化哲学，提出了“让资

源更有价值”的品牌口号。西部机场集

团的《文化成就企业》，引导企业优化管

理方式、重塑管理流程、狠抓管理细节，

促进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

陕国投紧紧立足于为客户提供金

融服务的行业特色，成功打造了“受人

之托、诚信理财”为经营宗旨的诚信文

化，“陕国投”已成为中国信托业和资本

市场著名品牌。

高速集团“魅力石榴花”荣获“最美

中国路姐团队”称号。

陕西省属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全

面推进，有效促进了企业管理和文化建

设水平的全面提升，助力深化国企改革

稳步前行。

融入企业管理，用先进文
化带动企业创新发展

针对企业文化建设差异化的实际，

陕西省国资委紧扣企业生产经营实际，

指导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不断强化文化

建设的地位和作用，用先进的企业文化

来引领企业管理向纵深发展，把企业文

化有机地渗透到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

营、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延长石油的

“让每一滴油更有价值”的企业文化理

念；陕西能源集团的“君子文化”；陕建

集团开展的“贯标文化”；陕西地电集团

的“光谱文化”；西部机场集团把企业精

神和价值观融入到企业战略、安全、投

资等八大管理与控制体系之中，放大了

文化管理的作用，“十二五”期间，旅客

吞吐量突破 3000 万人次；陕汽集团践

行“德”文化，以“德”取胜，“德赢天下”，

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了巨大的上升通

道。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陕汽重卡销

售量突破了1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企业凝

聚力向心力。新形势下，陕西省国资委

坚持把握对象需求，用以人为本的文化

理念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企

业打造了一把开启“活力和谐之门”的

钥匙。

陕西省国资委机关把“八办”（今天

的事，今天办；重要的事，优先办；限时

的事，按时办；能办的事，马上办；困难

的事，努力办；琐碎的事，抽空办；分外

的事，协助办；所有的事，认真办）作风

贯穿于机关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陕药

集团立足“情”字做文章，编织了“把员

工的心当做企业的根”感情文化网络，

大力培育员工忠诚度；陕西燃气集团的

“幸福文化”，让员工在企业感受幸福；

中陕核集团的“核”文化；地矿总公司的

“三光荣”文化；榆林能源集团的“合创”

文化等都彰显了企业甘于寂寞、奉献社

会的时代责任。

（作者系陕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走进新国企

中国通号广州铁路调度指挥中心

国有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目前，我

国的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

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周志亮介绍道，为了贯彻落实

国企改革“1+N”系列文件精神，中

国通号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为重点，

采取了综合改革试点和专项改革

试点两种模式，为深化国企改革探

索出一条新路。

中国通号综合改革试点主要

将若干改革措施集中试点于一家

企业，采取“多科联合治疗”的方式

统筹解决国企长期以来积累的一

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国通号专

项改革试点主要针对特定领域、特

定环节存在的长期尚未解决的问

题和障碍，采取一对一的“专科专

项治疗”方式，分类因企施策，集中

力量对症下药，推出N个专项改革

试点工作，实现了企业存在什么问

题就改革什么问题，哪个环节有什

么障碍就解决什么障碍。

具体到实际，中国通号选择下

属一家处于完全市场竞争环境中

的传统国有企业——通号通信信

息集团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并

以“五步连贯走”的层层推进方式，

狠抓各项改革措施落地。

第一步，健全组织，解决谁抓

的问题。在集团公司层面由改革

办统筹协调改革工作，在试点企业

层面成立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的

改革领导小组，设置专职人员组成

公司改革办。

第二步，制订实施方案，解决抓

什么的问题。2016年初，研究制订

《通号通信信息集团综合改革试点

方案》。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将国家

出台的“1+N”系列文件中重要改革

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改革措施和任务

并进行细化分解，形成详细的工作

推进计划和任务分解表，落实到每

一个部门、每一个责任人。

第三步，选择重点改革领域，

解决怎么抓的问题。针对通号通

信信息集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

择了“规范董事会建设、市场化选

聘职业经理人、建立‘双创’机制、

试点混合所有制”等9个方面的重

点改革内容，具体包括明确了每一

项改革的推进方式及成果体现，充

分体现了深化国企改革的力度、深

度和广度。

第四步，建立全程跟踪督导机

制，解决抓的进度和效果问题。集

团公司改革办全过程参与、指导综

合改革试点企业的改革工作，切实

做到改革方向不偏、改革力度不

减、改革时间不滞后，每周召开一

次改革督办会议，定期研究改革中

的重大问题。

第五步，及时总结推广，解决

改革深化由点到面的问题。中国

通号把在综合改革试点中取得的

有益经验，对其他企业具有共性特

点和借鉴意义的改革措施进行全

面推广，如将规范董事会建设的做

法推广到其他企业，选聘职业经理

人经验做法被国务院国资委改革

办作为典型经验纳入首批编辑的

《国企改革怎么干》系列丛书。

周志亮表示，“‘十二五’期间，

中国通号积极深化国企改革，依靠

自主创新发展列控系统民族产业，

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突出成就。近

年来，中国通号各项经济指标均保

持30%以上增速和超过10%的净利

润。2015 年底，资产总额、净资产

总额分别是 2011 年的 3.0 倍和 3.8

倍，相当于 4 年内再造了 3 个中国

通号。”

高铁列控技术是高铁的“大脑

和中枢神经”，是中国高铁三大核

心技术之一，具有技术含量高、系

统复杂、掌握难度大等特点，一度

被全球极少数跨国公司垄断，成为

世界各国发展高铁的技术瓶颈。

作为保障国家轨道交通安全

运营的核心企业，中国通号在中国

高铁建设初期，迅速在全系统集聚

超过3000人的高端研发团队，坚持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路

径，通过 3 年顽强拼搏，实现了我

国高铁、地铁全套列车控制系统技

术的完全自主化和产品的100%国

产化，将轨道交通核心技术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里，从根本上保障了国

家铁路建设和运输安全，为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和高铁“走出去”

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中国通号董事长周志亮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近年来，中

国通号先后参与了京津城际、京沪

高铁、哈大高铁等国内全部重大高

铁建设项目，在时速300公里以上

高铁中，中国通号核心设备市场占

有率超过 90%。在国内城市轨道

交通市场，中国通号先后承揽了北

京、上海、广州等 20 多个城市的

100余项地铁项目，市场占有率达

到60%以上。

作为中国高铁“走出去”联盟

的重要一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

通号积极参与了印尼雅万高铁、中

泰铁路、匈塞铁路、莫斯科—喀山

高铁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铁

项目并取得积极进展，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高铁”靓丽的国家“名片”。

“中国通号世界领先的列控技

术为我国超过 2 万公里高铁提供

安全保障，建立完善了3万多个高

铁测试案例，超过国外巨头的总

和，是我国高铁建设运营的突出优

势和世界轨道交通行业的宝贵财

富，标志着我国高铁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谈

及此，周志亮显得颇为自豪。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目前在全球轨道交通列控系

统领域，主要供应商有中国通号、西

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日立等企

业，按照营业收入排名，中国通号排

列全球轨道控制系统供应商第一；

在技术层面，中国通号自主研发的

适用于时速300公里的高铁C3列控

系统，是目前世界上高铁应用等级

最高的列控系统，技术水平与西门

子、阿尔斯通等国际巨头处于同一

水平，实现了技术体系、支撑平台、

核心技术及集成技术“四大创新”。

同时，中国通号还拥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3个综合实验室、48个专

项实验室，建立完善了3万多个测

试案例，比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

迪的总和还要多，而这一切，都标

志着我国高铁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技术已经走在全球行业前列。

“中国通号作为中央企业中高

科技企业的代表，科技实力处于世

界一流水平，已经实现了从踢‘中

超杯’到踢‘世界杯’的华丽转身。”

国务院国资委张喜武副主任在中

国通号调研时这样评价道。

在中国，超过 90%
的高铁、超过 60%

的地铁线路由这家企业

提供核心控制系统和装

备；近年来，其以 30%的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
的净利润率昂首阔步，这

家企业就是国务院国资

委直接管理的中国铁路

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通号”)。

自主科技打造国家高铁“名片”

“改革+”探索出国企改革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