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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资委由管资产向管

资本的职能转变终于要变成现

实。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

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下称《方

案》），明确要求调整优化国资

监管职能，改进监管方式手段，

着力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

国有企业活力。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

主任、企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缪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与过去出台的

指导性意见相比，此次出台的

是可操作性的方案，并明确了

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监管权力

和责任清单，这意味着国资委

的职能以管资本为主由规划阶

段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也标

志着国资监管改革向前迈进了

很重要的一步。

权力“让渡”
管资本阶段到来
《方案》对下一步国资监管

改革方向提出具体要求，包括

完善规划投资监管，加强国有

资产监督，坚持出资人管理和

监督的有机统一，取消、下放、

授权工作事项43项等内容。

“这 43 项实际上就是国资

委的放权清单，而这也是此番

《方案》的最大亮点。”缪荣认

为，“以让权放权为主要标志，

一方面意味着国资委对经营权

的放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

资委对所有权的加强，管资本

阶段即将到来。”

《方案》提出，科学界定国

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国

务院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直属特

设机构，根据授权代表国务院

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专司国

有资产监管，不行使社会公共

管理职能，不干预企业依法行

使自主经营权。

“过去国资监管存在越位、

缺位、错位等问题。”资深国资

专家李锦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国资委长期把所有权、

经营权、分配权一把抓，在本应

属于企业的经营权领域干预太

多，影响了企业发展。此次《方

案》明确了国资委的定位问题，

意味着国企改革将要重点解决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开、出资人代表与职

业经理人分开这四大国企改革

的核心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国资

专家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此次《方案》的一大令人意

外之处便是央企的经理层聘任

不再由国务院国资委负责，而

是由企业自身决定。

“虽然《方案》强调授权事

项将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授予

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企业，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

业，其他逐步推开，但是即使是

试点也是很大的进步。”缪荣

称，“过去试点里仅仅出现新兴

际华聘任过总经理，现在也已

经扩大到神华、五矿等其他大

型央企，如果能在试点基础上

继续扩大推广，对国企改革的

推动作用将会更大。”

国资委职能转变
“磨”好“两把刀”
《方案》强调，坚持试点先

行，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分类放

权、分步实施，确保放得下、接

得住、管得好。要积极适应职

能转变要求，及时清理完善涉

及的国有资产监管法规和政策

文件。

对此，李锦认为，要全面实

现由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职能转

变的路途还很遥远。“《方案》强

调要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

好，谁来接这个权力呢？显然

放权的接收者是投资经营公

司，但是现在投资经营公司一

个都没有成立，只有个别试

点。此外，方案还明确要分类

放权，但是现在国资委对国有

企业还没有进行分类，因此，国

资委的权力下放还需要一个过

程，起码三五年之内权力还会

在国资委手里”。

在李锦看来，《方案》的出

台意味着投资公司的试点步伐

要加快了，让人在期待之余不

免仍有两重顾虑。“一方面，《方

案》的初衷是建立国资委—投

资经营公司—央企的三层框

架，但是中间这个框架还没有

建立起来，谁来管这个事？除

了国资委放权的程度，放权的

时间以及中间接收权力的平台

能否接收起来外，不免有另一

重顾虑，那就是投资经营公司

成立之后是否会成为‘第二个

国资委’，把国资委的权力接收

过来后不给企业放下去”？

李锦认为，国资监督管理

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切开所

有权与经营权，实现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职业经理人和出资

人代表分开。政府必须拿起

“两把刀”，切断与企业的脐带。

“第一把‘刀’，是用来切开

国资委与企业的联系，这把刀

就是投资经营公司；而另一把

‘刀’，是用来切开董事长与总

经理的关系。目前国企高层权

力太大，党组书记、董事长和职

业经理人混在一起，纪检组长

也是内部产生的。因此，要有

一把‘刀’从制度上将其切开，

将经营权更多地下放给总经

理。”李锦称，“根据此次方案可

以看出，目前两把‘刀’的形态

已经完成了。”

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

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加强

企业党建，是推动国有企业深

化改革的坚强保证；把加强党

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

来，是国企党建制度设计上的

重大创新。如何从先进性教

育、学习实践活动、群众路线实

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今天

的“两学一做”，无不有一个主

题作为载体来开展。《中国企业

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中国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西安分公司进

行了采访。

深化思想认识
中储粮西安分公司总经理

季云告诉记者，目前，中储粮

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西安

分公司”）按照总公司的统一

部署，结合陕西自身的特点，

从跟上节奏、找准定位和补足

短板三个方面体现追赶超越

的要求。

季云介绍称，在领导的配

备上，西安分公司坚持“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党政一肩挑，责

任渗透。按照总公司“党建与

纪检工作31条重点任务”要求，

各直属库必须成立党办，配备

党务专干。西安分公司要求此

项工作中心库7月1日前，直属

库年底前配备到位，以着力解

决“四化”问题。现在西安分公

司 69 个基层党支部基本按分

库、科室要求设置到位，各单位

配齐了党办主任，有两家单位

已配备了专职党办主任，下一

步关键是规范活动的问题。

季云认为，一是要有效发挥

好西安分公司党组织领导核心

作用，将党组（党委）研究讨论作

为重大决策前置程序，行使对重

大问题的决策权，保证党组织意

图得到体现。二是有效发挥好

政治核心作用，建强辖区党组

织。西安分公司辖区直属库负

责人，原则上实行党政“一肩

挑”，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专职党

委副书记，并将党组织体系向基

层延伸好。三是发挥好基层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建工作
融入企业实际
在季云看来，如果不结合

实际，不体现为企业发展的成

果，党建工作就会变成真务虚，

假务实。

（下转G04版）

本报记者 刘剑波

中储粮西安分公司党建助力“追赶超越”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向管资本转型
国资委“亮”出43项放权清单

（上接G01版）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电网在

国际标准上重点抓了三件事：一是使中

国的标准与有关国家实现互认。二是力

争把公司基于先进技术制定的标准，与

国际标准对接，提升国内标准与国际标

准的一致性。现在中国在电工领域，与

国际标准的一致性水平达到了 80%左

右。三是国家电网公司在政府的支持

下，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推动

中国标准更多地向国际标准转化。

“近年来，公司在 IEC（国际电工委

员会）发起成立了5个技术标准委员会，

数目不算少，而且都负责秘书处工作。

同时，我们参与IEC工作的专家超过300

人次，推动我国成为IEC常任理事国。”

舒印彪表示，标准“走出去”，在国家电网

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了明

显推动作用，不仅提升了海外电网投资

和运营水平，还促进了电网互联互通和

中国装备“走出去”。

中国移动董事长尚冰也表示，在全

球4G技术发展过程中间，中国主导推动

的 TD-LTE 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电联确

定的全球4G国际标准之一。

“我们积极推动TD-LTE在全球的

部署应用，让世界共享中国的创新成

果。我们牵头发起成立 TD-LTE 国际

产业合作平台 GTI（TD-LTE 全球发展

倡议），已汇聚全球127家运营商成员以

及130多家的设备制造商和终端厂商合

作伙伴。”尚冰说。

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在“一带一路”沿

线 21 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 39 张 TD-

LTE商用网络。TD-LTE技术在全球的

商用部署，不仅提升了当地移动通信服

务和信息化水平，也有效地拉动了当地

数字经济的发展。

红利将不断释放

央企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项目众

多，这些项目的建设和完成，促进了当地

经济社会的发展，红利也不断在释放。

中国石油副总经理、中国石油股份

公司总裁汪东进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中国石油秉承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深化油气合作，促进互联互通，

取得一系列新进展。目前中国石油与

“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进行50个项

目合作，促进了相关国家的油气供应和

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中国石油积极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从西北、东北、西南和东部逐步建

成了中亚、中俄、中缅及海上等四大油气

运输通道，初步形成了联通中外、贯穿惠

及多国的油气供应和市场网络。

中国石油公益事业的投入和发展几

乎涵盖了所有项目所在国，直接受益人

数达 200 多万人。在缅甸，中国石油基

础设施援助项目177项，新建改建72所

学校、30 所医院以及电力设施、道路桥

梁、供水设施等。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刘起涛表示，自“走出去”到现在，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交建旗下的

公司大概修建了 10320 公里的公路、95

个深水码头、10座机场、152座大桥以及

2080公里的铁路。

“蒙内铁路是我们两年半以前正式

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全长 480 公里。我

们雇佣了当地的劳动力3.7万人。”刘起

涛说道，“同时，这条铁路建成以后，将东

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到它的首都内罗

毕，运输物流成本降低40%，运量从原来

不足100万吨最终提升到2000万吨，将

有效疏解蒙巴萨作为东非第一大港的物

流运输，同时给东非这几个国家提供一

个便捷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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