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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国资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
定不移贯彻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八大经
济区”和“十大工程”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国有企
业深化改革，为提高全省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
及助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日前记者就黑龙江省国企重点领域改革发
展问题，采访了黑龙江省省长助理、省国资委主
任赵杰。

记者：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国企活力？

赵杰：黑龙江省国企改革关键在于提高企
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省国企改革重点
要推动国有资本向企业研发、营销、资本运作、
集成服务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集
聚；推进国有资产向企业的核心业务集聚，提升
规模经济水平和集成服务能力，优化公司治理
结构和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实现国企分配多元
化和管理市场化。

记者：怎样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赵杰：黑龙江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化
工等传统产业占有较大比重。调整经济结构、转
变发展方式，必须促进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低
能耗、低污染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国有
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要加快以企业为主体产
学研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加强技术集成
和商业模式创新，使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中形

成可持续的技术改造、创新和应用体系，不断增
强国企发展动力。我们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
深度融合，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

记者：如何围绕全省经济工作重点加大国

企改革力度？

赵杰：我们要不断深化国企改革，走一条符
合黑龙江实际的国有经济发展道路，一以贯之
地推进全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发展战
略，助力构建以“十大重点产业”为主体的现代
产业体系，做足改造提升文章，通过推进国有经
营性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兼并重组上市、合资合
作、相互参股等多种途径，优化国有资源配置，
提高科技含量和增加产品附加值等措施，增强
国有经济市场竞争力。同时大力扶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速发展，逐步释放老工业基地潜能，增
强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记者：黑龙江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

国企改革取得哪些重大进展和成效？

赵杰：黑龙江国企改革近十年来，展开推进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
主体的国企改革攻坚战。改革促进企业资产保
值增值。“十一五”期间，出资企业年均收入、利
润、税金实现成倍增长，分别提高 1.2倍、2.3倍、
1.8 倍。其中，总资产、净资产分别达到 1122 亿
元和 323 亿元，比“十一五”初增长 55.2%和
69.1%。改革卸掉历史包袱。国家下达黑龙江省
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 246 户，已破产终结或基
本终结 223 户，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近 100
亿元，安置职工 48 万人，偿还历史拖欠职工工
资 130 亿元。全省改革重组取得重大突破。“十
一五”期间，成立了龙煤控股集团；建工集团与
路桥集团整合重组为建设集团；外贸集团引进
国内最大的食品企业光明食品集团，实现控股
天正粮油公司，为外贸集团实现战略转型奠定
基础；龙煤控股集团、建设集团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结构调整成效初显。重组整合的 2 户资
产、收入双超百亿元的企业，其资产总量占到全
部出资企业资产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率先落实
了省委、省政府打造百亿元大企业的工作部署；

加快成长的 2 户收入超 10 亿元的企业，其资产
总量占全部出资企业资产总量的 13%以上。目
前，又有 3 户企业年实现利润跨上亿元大台阶。
建设集团、辰能集团、中盟集团等非煤企业逐渐
发展壮大，利润贡献率由 10%提高到 42%，收
入贡献率由 34%提高到 39%。

截 至 2012 年 底 ，全 省 已 完 成 改 制 企 业
3500 多户，占全部应改制企业 98%以上。已完
成改制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占 3%，国有参
股、混合所有及国有全部退出占 97%；已完成改
制的 197 户大中型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占
11%，国有参股、混合所有及国有资本全部退出
占 89%。为推进国企改革，全省采取挂账处理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约 16 亿元。改革难度较大的哈
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市（地）基本
完成或全面完成改制任务。

记者：2012 年国务院国资委率先在黑龙江

省开展央企分离移交“三供一业”试点工作，当

前工作进展情况如何？

赵杰：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开展央企
分离移交办社会职能工作。目前，在分离移交

“三供一业”任务的25户央企中，有20户已经完
成供热、物业和供水移交工作，预计所需费用40
亿元，实际已支付 8 亿元；完成分离移交供水面
积 821.98万平方米，占在哈央企 90.4%；完成移
交 供 热 面 积 832.94 万 平 方 米 ，占 在 哈 央 企
80.4%；完成物业移交面积 673.03 万平方米，占
在哈央企的 77.8%。全省“三供一业”移交工作，
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高度赞扬，其他很多省
市纷纷到黑龙江学习工作经验。

记者：今后黑龙江省国企深化改革的重点

有哪些？

赵杰：虽然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因素影响，
但 2012 年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却依然实现上交
税金 57.8 亿元，为全省财政收入作出很大贡
献。大项目投资累计完成 174.1 亿元，同比增长
0.3%。其中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104.5 亿元，同比
增长 37%，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62.5%。开复工产
业项目 33 个，占全部开复工项目的 67%。新开
工产业项目 7 个，占全部新开工项目的 70%。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产业项目投资的 12.5%，
同比增长 81%。

我们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解决当前
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首先要深刻领会
十八大报告关于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论
述的精神实质，坚持创新发展方式。运用现代
资本运作理念和方式，在国际范围整合生产
要素资源，培育和打造国内一流的大企业集
团。其次是深刻领会十八大报告关于要毫不
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论述的精神实质，
坚持推行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全省企业产权多
元化进程。加速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
资本证券化，加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核心业
务整体上市进程。积极推进龙煤股份、辰能集
团在主板上市；推进工大环保股份、中古节能
股份在创业板上市；对具备上市潜力的其他省
市出资企业进行重点上市培育。三是深刻领会
十八大关于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论述的
精神实质，坚持科技先导，大力推进全省创新
型企业建设，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人才强企战略，全
面加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力争在一些
关键领域取得显著技术突破，培育一批高附加
值产品，打造一批国内知名品牌，并向国际化
品牌看齐。四是深刻领会十八大关于推进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论述的精神实质，坚持转型升
级，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立足出资
企业产业、技术、人力基础，强力实施转型升级
战略、项目带动战略，通过建设一批具有长远
发展潜力的龙头项目，推动优势资源向主导产
业集中，形成产业规模效益和集聚功能。

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以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强化监管
服务，督促出资企业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整合
重组步伐；突出结构调整，加大项目建设推进
力度；深化创新驱动，增强转型升级动力；加
强管理提升，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坚
决完成好全省出资企业确定的发展目标努力
奋进。

重大项目建设成效卓著

近五年来，黑龙江省国资委带领出资企业
紧紧围绕“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累计
完成投资 569 亿元，年均增长 46%。龙煤控股
集团投资近 700 亿元，建设 30 多个大项目，成
为东部煤电化基地建设的主力军；省投资总公
司代省政府出资的全省第一条城市地铁——哈
尔滨地铁 1 号线、哈齐客运专线，铁路集团参股
投资承建并投入运营的宾西铁路等项目为全省
现代交通网络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航运集团投
资建设的同江港、黑河港是黑龙江界河的重要
港口、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两个港口改扩建完
工，新增通过能力 183 万吨，年通过能力达到
348.1万吨。

全省新建 1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2个院
士工作站，获得专利 47 项，中盟龙新化工丙酮
氰醇生产技术开创向央企转让技术先河；龙兴
集团投资开发的图瓦铅锌矿、下列宁斯克耶木
材加工园区、阿马扎尔 60 万吨林浆一体化等项
目成为东北亚经济贸易开发区、哈牡绥东对俄
贸易加工区重要支点。

在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中，中盟集团龙新
化工依托自有先进技术和大庆的资源，投建的
5 万吨甲基丙烯酸甲酯和 5 万吨丙酮氰醇项目
已建成投产，规划建设的丙烯酸系列酯化工园
区已获省政府正式批复，园区规划建成后年销

售收入可达 80亿元。
“这些大项目不仅在‘八大经济区’、‘十大

工程’战略中发挥了主导和引领作用，同时也提
升企业综合竞争力。”黑龙江省省长助理、省国
资委主任赵杰告诉记者。

深化改革实现新跨越

组建龙煤集团可谓黑龙江国企深化改革的
典型例子。

2004 年底，龙煤集团正式成立，整合了鸡
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重点煤炭企业优
良 资 产 ，同 时 引 进 鞍 钢 、华 能 等 优 势 企 业 。
2008 年，通过划转龙煤集团、四个矿业集团和
省煤机 6 户企业国有股权，组建了龙煤控股集
团，为龙煤集团上市奠定了体制基础。2009 年
4 月，龙煤股份成立，引进了鞍钢、华能、宁波港
等 7 家战略投资者，通过转让股权和增资扩股
等方式共筹资 51 亿元，其中现金 22 亿元，影响
股改上市的采矿权处置等大部分核心工作基本
完成。2012 年，龙煤集团利税 35.4 亿元，全省
工业企业利税 50强排名第二。

近年来，黑龙江省加大国企重组整合力
度。除成立龙煤控股集团外，还将建工集团与
路桥集团整合重组为建设集团；对粮油集团资
产进行资本运作成立了新良粮油集团；外贸集
团引进光明食品集团，实现控股天正粮油公司；
推进哈药集团以哈药股份为平台收购三精制
药、生物制药等医药板块，通过资产重组推进主

营业务整体上市；整合哈尔滨市工业资产成立
工业投资集团，为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
聚搭建了新平台。同时推进大庆市工商业投资
公司与工商业担保公司、公路客运枢纽站和客
运集团业务合并和资本重组。全省进一步优化
布局调整结构。重组整合2户资产、收入双超百
亿的省出资企业，其资产总量占到全部资产总
量三分之二以上，率先落实了省委、省政府打造
百亿元大企业的部署。建设集团、辰能集团、中
盟集团等非煤企业利润贡献率由 10%提高到
42%，收入贡献率由34%提高到39%。

全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哈药集团组
建“哈药集团药物研究院”。省建设集团和龙煤
集团成为全省第一批院士工作站，与有关院校、
企业和有关机构的创新联盟已经形成。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黑龙江省铁路集团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实例
颇具代表性。

黑龙江省地方铁路局，2001 年改制为铁路
集团。共有各级子企业 13 户，职工 3000 人，
2010 年资产总额 12.3 亿元。2006 年底，改制
为由省国资委控股的国有控股公司。公司注册
资 本 35908 万 元 ，省 国 资 委 占 注 册 资 本 的
80.76%；哈尔滨铁路局占 10.11%；中国铁路建
设投资公司占 9.13%。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
亿元、利润总额 0.2亿元。

黑龙江积极推动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

国企改革。改革使 223 户劣势国有企业实现破
产终结或基本终结，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00 多亿元，安置职工 48 万人。73 户国有大中
型 企 业 实 施 主 辅 分 离 ，183 万 职 工 实 施“ 并
轨”。偿还历史拖欠职工工资 130 亿元。企业
多年积累的不良债务、办社会和冗员“三大”历
史包袱得到有效处置。改革盘活了存量国有资
产。全省累计筹措改革调整资金 500 多亿元，
累计盘活国有资产 500 多亿元，化解不良债务
1000多亿元。

一批处于劣势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先后
从 14 个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所占比重已由
2002 年 50%以上降至 30%左右。国有经济总
体呈现户数减少、资产总量增加、质量提高、效
益改善的新特征。

绘就“十二五”发展蓝图

黑龙江省制定出台了《省国资委出资企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十二五”末，省
国资委出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由 2010 年末的
500亿元达到1200亿元，年均增长19%，翻一番
以上；利润总额由2010年末的20亿元达到40亿
元，年均增长15%，翻一番以上；大项目投资额由

“十一五”期间300亿元达到900亿元，年均增长
25%，翻一番以上。实缴税金由 2010 年末的
58.1 亿元达到 2015 年末的 88 亿元，年均增长
8.5%以上，确保对全省财税收入贡献位居第三
位。科技创新投入由占销售收入比重1%左右提
高到3%以上，科技贡献率、科技成果转化率显著
提高，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资本证券
化率由不足10%提高到20%以上，国有资本有进
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完善。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企业初步形成主业突
出，上下游产业多元发展的格局。

同时，省国资委还将推进实现“四大板块”、
“五大战略”、“五项保障”发展战略目标。

“四大板块”，即“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建筑
施工、现代服务业”四个产业板块。“五大战略”，
即转型升级战略、科技创新战略、大项目带动战
略、对外合作战略、人才强企战略。“五项保障”，
即加强规划组织实施，明确企业发展战略定位
和发展方向；加大调结构转方式力度，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发挥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引导
和带动作用；加强企业管理，全面开展出资企业
管理提升活动，提高出资企业管理水平，向管理
要效益；落实监管制度，加强国资监管法规体系
建设，加强监事会监督工作，大力推进产权市场
向基础性资本市场方向发展；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加强民主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

西林钢铁集团是黑龙江省 10 个改制
试点企业之一,于 2005 年 11 月 30 日成功
改制，由国有独资企业转为国有资本全部
退出的民营企业。

改制后的西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七
年来，西钢集团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6.5 亿元、工业总产值 374 亿元、生铁产量
798.7 万吨、钢产量 1046.3 万吨、钢材产量
1002.1 万吨、销售收入 420.3 亿元、上缴税
金 21.7 亿元，分别是“十五”期间的 3.6 倍、
3.7 倍、3.4 倍、2.3 倍、2.4 倍、4.1 倍和 2.98
倍。2011 年，员工人均年收入 3.07 万元，
是改制初的 2.8 倍。近七年来，西钢的技
改投资额度，新形成的生产能力超过了过
去四十年的总和。

一个个数字诠释着改制后企业快速发
展的巨大成果，一个个数字诠释着 7 年来
员工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变。和谐钢城、幸
福钢城已经不是梦想。

2008 年，西钢对浩良河水泥厂实施整
合，同时相继完成了对区域内水泥产业的
系统整合。2009 年 4 月，西钢启动了浩水
二线扩改工程，生产能力达到 300万吨，进
入了黑龙江省水泥企业的前三名之列。
2010 年 5 月，西钢集团以租赁的方式整合
呼钢（哈尔滨特殊钢厂），利用呼钢良好的
地理优势建设一个集废钢集散、钢铁产品
仓储库、铸造件的加工销售基地、物流配送
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产供销贸易体。

西钢先后完成国家科研成果攻关项目
15 项，获得专利 7项，实现了专利“零”的突
破。西钢被命名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
时，先后淘汰落后产能100万吨。能源消耗
指标明显下降，吨钢新水消耗 2.72吨，同比

“十五”期间降幅达 82%；企业综合能耗与
“十五”期间相比吨钢降低了112千克标煤。

西钢集团对俄采购矿产资源量不断加
大，2012 年贸易额预计完成 32080 万美
元，矿粉、球团预计进货量 272 万吨，其中：
满洲里口岸进货量 230 万吨，绥芬河口岸
进货量 42 万吨。2011 年灯塔矿业出矿能
力达到 270 万吨。翠宏山铁多金属矿顺利
投产后，每年能为企业提供 100 万到 120
万吨矿粉，使西钢矿粉自给能力提高到
55%到 60%。预计 2013 年末，西钢集团的
各项装备及工艺水平将达到最佳匹配，西
钢集团将具备 600万吨的产钢能力。

到“十二五”末，西钢将建设成为具备
棒材、线材及矿用钢等多品种产品的龙江
钢铁生产基地，力争实现年产钢能力 1000
万吨，员工年人均收入比“十一五”期间人
均收入再翻一番，为推动黑龙江省经济增
长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西钢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
记苗青远说：按照西钢“千万吨”发展规划，
到“十三五”的末期，把西钢将建设成为具
备棒材、线材及矿用钢等多品种产业格局，
西钢将力争实现年产钢能力 1500万吨，员
工的年人均收入争取比“十一五”期间人均
收入再翻一番，西钢发展必将再跃上一个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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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十年改革 迸发经济活力
——黑龙江省国资委推进国企改革综述

西钢集团改制

“化 蛹 为 蝶”

从 2003 年至今，新一轮国企改革已

走过 10 年。黑龙江省国资委积极推进

国企重点领域改革，团结带领企业广大

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全省“八大经济区”、

“十大工程”发展战略和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主题主线，在成本上

升、融资困难、效益下滑、利润空间遭受

挤压的多重不利因素下，积极推进国企

改革发展，着力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圆满地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2013年，又是黑龙江省国企改革生机

勃发之年。一批改制新企业应运而生，一

群大项目投建领军翘楚，一系列将上市公

司活力四射。回眸历程，豪情倍增。黑龙江

省国资委将继续肩负提高全省经济运行

质量和效益的神圣使命，一路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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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前身是
哈尔滨国企老厂。早在“一五”、“二五”
时期，按照“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
厂区家属区建立供水、供热、供电、物业
等 7 个主体企业，共服务居民 38123 户，
面积 237万平方米。

自建成以来，“三供一业”基本没有
进行过改造，设备老化，居民饮水水质
差，供电系统运行不稳定。同时，受企
业办社会的制约和拖累，导致企业亏损
加剧，管理混乱，业绩下滑，不良资产
增多，发展举步维艰。

2012 年 6 月 28 日，黑龙江省国资委
组织在哈尔滨召开 《驻黑龙江省中央企业
分离移交“三供一业”工作会议》，国家
先期借资 3 亿元，支持哈电集团“三供一
业”移交启动工作。哈尔滨市政府也给予
1600 万元资金支持。到 2012 年 8 月，哈
电集团公司家属区“三供一业”全部签订
移交协议并支付了首付款，移交总费用
10.58亿元。

哈电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宫晶堃
说，分离移交，包袱变财富。移交后大
大 改 善 家 属 区 面 貌 ， 让 居 民 吃 上 放 心
水，用上安全电，住上暖房子，实现安
居乐业，更能够精干企业主业，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

哈电集团

甩掉包袱
收获财富

图为西钢集团的连轧生产线图为西钢集团的连轧生产线。（。（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