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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改革”是

国有企业发展的关键

词。国有企业改革经过

顶层设计开局、试点突

破先行、全面落地铺开

等多个阶段，国有企业

改革的实际成效已不断

显现。2017年，面对着

艰巨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国有企业改革应该

如何迈出更具实质性的

步伐，考验着“操盘手”

的智慧和勇气。

7大领域
混合所有制试点迈出“实质性步伐”

2016年12月1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

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

信、军工等七大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国家发改委会同国资委等部

门在上述七大领域选择了 7 家企业或项目，开展第一批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目前，正在组织审议批复试点方案，其中4个已经批复实

施。

点评：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
突破口。而之所以突出混改，主要是因为其对形成国企市场化经营机
制、促进产权多样化等具有“牵引作用”。“突破口”并不意味着混合所
有制改革会在2017年大面积铺开，国企改革还是以试点的形式推进，
成熟一家推进一家，仍“稳”字当头。

18.7万亿元
中央企业效益恢复性增长的目标初步实现

2016年12月9日，国务院国资委在媒体通气会上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6年1月至10月份，中央企业克服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波动、政策

性让利因素较多等不利影响，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8.7万亿元，同比增

长1.2%，扭转了连续18个月的下滑局面；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0231.4

亿元，同比增长0.5%，初步实现了效益恢复性增长的目标。

点评：随着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生根，改革增活力、强动力、释
红利的积极作用有效发挥，中央企业效益恢复性增长的目标初步实
现，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被激发出来，经营指标明显改善。对于2017
年的国企改革，核心目标依旧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扣住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

30省
超30个省份为国企改革“冲锋陷阵”

随着国企改革配套方案接连下发，地方国资国企改革进程也在

持续加快。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多个省份制定了国企改革细化方

案，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上海、重庆、江西、广东等省市的国企改革

更是全面加速，成为地方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其中，上海提出建立

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广东、河南等省份明确提出员工持股

试点。

点评：随着地方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一些走在前面的地方
国企改革有望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样本”，为其他还在改革中
摸索前行的地方国企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345户
国资委设立去产能目标

2016年8月，国资委设立了去产能的时间表，决定中央企业要用

两年时间压减10%左右的过剩产能，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345户大中

型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作为国企改革重点，国资委对煤炭、钢铁等

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实施试点，并建立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对

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要求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

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

点评：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治理僵尸企业又是
重中之重。作为产能过剩的“重灾区”，钢铁、煤炭企业去产能的过程
也是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时机。在资本市场上，可以通过并购
重组来完成产能出清，2017年，钢铁、煤炭类国企改革进程将会明显
提速。

102家
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数量降至102家

2016年，央企间重组整合不断。中国港中旅集团与中国国旅集团

发布公告称实施战略重组；国资委称组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中粮

集团与中国中纺集团实施战略重组；中国建材与中国中材实施重组；

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实施重组；中储粮与中储棉实施重组；中国恒天

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签署重组协议。由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

数量已经降至102家。

点评：央企重组有三大目标，一是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做大做强
做优，二是通过结构优化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三是央企通过自
身的组合来实现提质增效与稳定增长。对于中央企业来说，2017年
将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年头，兼并重组仍然会是“重头
戏”。

21项
国资委取消下放21项监管事项

2016年6月30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与体制改革情况的

报告称，在加快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方面，国务院国资委大力

推进简政放权，全面清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取消下放21项监管事项，

宣布废止和失效33件规范性文件；各省级国资委共取消下放462项审

批事项。

点评：此举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国资委通过简政放权将以
落实出资人职责为目标，通过取消和减少一批审批事项和流程，进一
步扫清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制度性障碍，把国有企业经营
和管理的自主权交还给企业，从而真正实现出资人职责，切实落实企
业自主经营权。

200只
搭建“双创”平台，建立产业基金

2016年5月2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鼓励中央企业设立创新投资基金，支持大企业互联

网“双创”平台建设。这一年，中央企业在推动创新驱动、搭建“双创”

平台、建立产业基金推动结构调整等方面不断发力。数据显示，目前

中央企业发起和参与的基金超过200只，总规模超过6000亿元。

点评：当下，国有企业“双创”已成燎原之势，国有企业先天的资
源、技术优势，不仅能大幅提升“双创”的效率，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
也为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创造条件。但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要让创新创业主体有敢于闯荡、勇于尝试、百炼成钢的历练。

3—4层
管理层级压缩

2016年5月18日，《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瘦身健体工作方案》审议通

过。该文件中称，2016年会选择一批中央企业启动压缩管理层级和压

减法人层级、法人单位试点，力争用三年时间，使多数中央企业管理层

级控制在3—4层以下，法人单位减少20%左右。

点评：目前中央企业的管理层级仍比较多，大部分都有四五级，最
多的甚至达到9级。央企管理层级过多，不仅会导致企业机构臃肿、管
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增加，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必须要
对这些央企进行“瘦身健体”，更多地引入现代化公司管理的手段和模
式，让央企未来的发展方向更专注于“主业”。

10项
改革落实计划首度披露

2016年2月25日，国务院国资委首度披露“十项改革试点”落实计

划。包括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

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兼并重

组，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国有企

业信息公开工作，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

点评：目前各大央企都在进行各项试点，实际上每个样本企业的
改革并非孤本，即便该央企只是作为市场化选聘或薪酬体制改革的试
点，仍然需要董事会职能改革和分类改革等方面来配合，不管是宏观
的分类试点、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微观上的市场化选聘、薪酬改革
等，只有系统地推进才能获得改革的成功。

36个
“1+N”文件体系基本形成

自《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以来，国务院国有企

业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17次领导小组会议和多次专题会议，研究确

立了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作为“1”，在国企改革中发挥引领作用；制定“N”个配套文件，强化各项

改革之间的协同配合。据梳理，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36个配套

文件。

点评：“1+N”文件体系不断完善，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
向，确立了原则，明确了路径，强化了措施。过去一年，各省区市和全
国中央企业，都成立了改革领导机构。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顶层
结构设计，共制定出台国有企业改革文件394件。国企改革的“路线
图”和“施工图”逐渐清晰。

本报记者 赵玲玲

数 说
国 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