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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

大多属传统产业，面临的发展压

力和挑战不容小视。”3月8日，全

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国资委主任

李明认为，面对复杂形势，既要

沉着应对，把问题和困难想得充

分一些，把措施和预案准备得充

足一些，积极做好应对困难和挑

战的准备；更要保持定力，看到

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抓住机

遇，敢于担当，在确保“稳”的基

础上，实现“进”的目标。

李明就安徽省国资委正在推

进的五大发展行动计划，阐述了

安徽省属企业的发展措施和行

动方略。

创新发展要有支撑。以大院

大所和省属企业战略联盟为抓

手，搭建对接平台，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提升质

量、塑造品牌和替代进口”为目

标，大规模、高起点实施新一轮技

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项目。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建立研发机

构，兼并收购具有核心技术的国

内外科技企业，引进国际创新团

队和领军人才，在关键技术领域

不断取得突破。积极开展“双创”

试点，加快科技园区和创新平台

建设，推进人才+资本、资本+技

术的深度融合。继续推进省属企

业“538 英才工程”，组织实施以

激励引领为导向的省属企业“双

十”创新计划。支持省属企业加

强平台载体建设，有计划分批次

引进企业改革发展急需的技术、

管理等领域的高端人才。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研究探索股权、

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提高科研

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学

习借鉴外省市的一些做法，在企

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增设科技

创新专项奖，对取得创新成果的

团队和个人实施专项奖励。同

时，大力推进质量安徽建设，深入

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

项行动。

协调发展要有突破。积极推

动省属企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

及产品购销合作，围绕做强做优

做大主业组建战略同盟、协调共

进发展。以提高企业内部资源

利用效率为重点，立足项目建

设，通过整合、归并、转让等方式

优化配置资源，不断提升企业内

部分工协作水平。积极参与长

三角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大对“一圈一带三区”的项目

布局和投资力度，发挥省属企业

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支

撑作用。完善省属企业“十三

五”规划重点项目与金融机构对

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企

业市场化融资，降低融资成本。

绿色发展要有进展。加大省

属企业实施清洁化生产、发展循

环经济考核力度，加大资源综合

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采煤

塌陷区治理力度，有序推进节能

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重

点项目建设。落实《中国制造

2025 安徽篇》，大力发展高端制

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品制

造。推动省属企业建立健全安

全生产六项机制，推动省属企业

绿色发展、安全发展。

开放发展要有高度。推动省

属企业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大力实施

“走出去”与“引进来”。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建立生产基

地、开发资源、承揽工程、并购重

组，或通过组建联盟等方式推进

国际化经营。积极探索以海螺

集团为依托，联合能源、原材料

和建筑施工等企业抱团“出海”，

打造省属企业东南亚产业板块、

海外皖企产业联盟。江汽大众

新能源汽车“一号工程”要取得

实质性进展。积极利用“长三

角”发达城市的资金、技术和人

才等资源，促进与沪苏浙产业一

体化发展。深化与央企合作，继

续落实“四个 2000 亿”年度目标

任务（全年新开工项目、实际完

成投资、新竣工项目、新签约项

目各 2000 亿元）。同时，要积极

与外资企业、其他地方大型国有

企业、知名民营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争取有新突破。

共享发展要有成果。推动省

属企业积极参与全省重大基础

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履

行省属企业的社会责任。按照

脱贫攻坚的部署，调动各方面的

资源，加大对联系帮扶地区的产

业扶持与智力扶持。积极参与

大别山革命老区、皖北地区、贫

困地区产业和项目帮扶。坚持

企业与职工共建共享，做到企业

负责人薪酬增长幅度不高于企

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推

进工资总额分类调控，优化企业

内部分配结构，努力使工资增长

向科技人员、管理骨干、产业工

人倾斜，使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为

企业创新和制度改革留有空间。

“2016 年吨煤成本同比下降

56元，减少成本支出39亿元。营

业收入605亿元，同比增加172亿

元。利润总额 10 亿元，同比减亏

增盈 30 亿元，提前一年实现扭亏

脱困目标。”3月8日，全国人大代

表、淮南矿业集团董事长孔祥喜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淮南矿业集团把应对市场变

化作为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推进

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

契机。

淮南煤矿 1897 年建矿，历史

上曾是全国五大煤矿之一。新世

纪以来，企业抓住宏观经济和煤

炭行业持续向好的机遇，加快建

设国家级新型能源基地，发展成

为以煤电能源为主、多产业协调

发 展 的 企 业 集 团 。 2012—2015

年，煤炭市场发生逆转，煤炭价格

大幅下降，企业经营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2015年亏损近20亿元。

孔祥喜说，去年国务院 7 号

文出台后，企业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拟退出李嘴孜、谢一、新庄孜、

潘一 4 对安全威胁大、长期亏损

矿井，共计退出产能 1420 万吨，

需分流安置职工 32325 人。这 4

对矿井 2015 年合计亏损 29.14 亿

元。化解过剩产能既是政治任

务，也是企业扭亏脱困的难得机

遇。4 对矿井全部退出后，本土

煤矿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将大大增

强。

截至目前，已完成李嘴孜和

谢一矿 420 万吨产能退出任务，

平稳分流安置 1.3 万人。淮南矿

业提出产能退出矿井人员分流安

置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统筹考虑

的思路，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和安

徽省政府的支持。

孔祥喜说，去年年底在党委

年度工作会议上，淮南矿业明确

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是：做强

做精能源主业，做特做大服务产

业，做好做优金融资本，以能源为

主轴、服务和金融为两翼，构建

“一轴两翼”协同发展，淮南、蒙

西、皖江、上海四大基地协同推进

的新格局，建成产业协同、产融结

合、创新驱动、治理科学的现代大

型能源综合服务集团，全国煤电

安全高效清洁利用示范基地。

孔祥喜认为，企业转型发展

必须有退有进，不能只退不进，淮

南矿业集团未来转型发展将从六

个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一是往煤电一体化发展。淮

南煤以动力煤为主，发展煤电一

体化是最佳选择。淮南矿业集团

煤电一体化发展，在行业中走在

前列，得到了国家部委的肯定，在

煤炭市场下行期间发挥了很好的

对冲作用。下一步重点是紧盯潘

集电厂核准工作，争取早日开工。

二是往西部地区发展。顺应

国家煤电建设重点西移，我们在

蒙西建有三对矿井 1200 万吨产

能，今年将正式投产。与蒙能集

团开展煤电项目合作，已参股 3

个电厂。未来根据国家政策形

势，适时扩大在西部的煤电规模。

三是往清洁能源发展。重点

发展天然气业务，与中海油、中石

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积极参

与省内天然气管网、天然气热电

联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建设。

同时利用矿区塌陷地、废弃工厂、

屋面发展光伏发电项目。下一步

将适时介入风电、水电、生物质发

电、综合智慧能源服务等领域。

四是往资源综合利用发展。

矿区煤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伴生

资源及副产品极为丰富。李国英

省长对淮南煤矿资源综合利用非

常重视，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我们积极谋划瓦斯气、煤矸石、煤

泥、粉煤灰、电厂温排水等伴生资

源及矿区塌陷地、塌陷水面综合

开发利用，变废为宝，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

五是往现代服务业发展。抓

住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引江济

淮工程机遇，发挥芜湖港作为安

徽省外贸主枢纽港的作用，积极

推进淮南港和合肥派河港建设，

形成连通长江黄金水道，衔接合

肥都市圈，辐射皖北及中原地区

的港口物流链。

六是往产融结合发展。企业

未来发展不可能还靠增加贷款和

发债，必须是“实业+金融资本”

的方式发展，借助金融资本运作

做强做优做大企业。一方面积极

拓展现有资本运作平台业务。另

一方面积极推进企业整体上市工

作。已经完成了上市方案编制工

作，近期上报省国资委及省政府，

争取在 2018 年完成集团公司整

体上市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李明：

安徽省属企业推进五大发展行动计划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张骅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矿业集团董事长孔祥喜：

淮南矿业改革创新打好脱困攻坚战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张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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