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国企
改革时，着重强调要增强各类所有制
经济活力，这给国企改革破冰指明了
方向。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主要思路
的国企改革就已成为热点话题。当前，
国务院国资委、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正
在紧锣密鼓地部署推进改革。

代表委员们表示，国企在改革中，
要突破思维定势，打破利益藩篱，积极
向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其他资本打开

大门，共同推动国企改革顺利进行。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黄兴

国表示，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
化改革，除少数承担政策性职能和特
殊目的的国有企业外，要逐步扩大国
企产权开放力度，为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作为民企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复
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对此深有体会：

“上海在国企改革方面非常规范，复星
本身也受益于这样的改革。我们曾参

与了上海豫园商场的改制，其利润已
经增长十几倍，也带动黄浦区国资委
的股份价值快速增长。”

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除了利用资金，关键还在于为国
企引入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全国政协
委员、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王计表示，
要打开大门欢迎民资和外资，看重他
们带来的机制创新和活力。郭广昌委
员也认为，改制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
发挥民营企业市场化的经营活力。

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一定要
注意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建议,推
行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明确目标和政策
界限,保护国企和非公产权。

找准深化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找准深化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国有企业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抓住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的契机，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在两会采访中，不少代表委员提
出，过去相当多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
源于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国有企业人
多，劳动力成本低。但是，现在企业的
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速度，同时我们的创新、技术
进步并没有相应的同步，导致有些国
有企业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当企业的各类成本都在上升时，如
何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代表委员
认为，方法之一就是向“微笑曲线”两端
要效益。所谓“微笑曲线”是指在产业
链中，研发、生产、流通诸环节的附加值
曲线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形态。在

“微笑曲线”中，一端是研发、设计，另一
端是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

“企业的出路在于价值转型。”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奚
国华说。目前，我国还未摆脱“世界工
厂”的地位，企业的精力还主要放在

“埋头做事”上，加工制造仍是我们在
世界分工中的主要角色，由于处在产
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
薄弱。如果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
必须向两端延伸——要么向上游端的
零件、材料、设备及科研延伸，要么向
下游营销端的销售、传播、网络及品牌
延伸。总体而言，愈向两边走，企业获

得的附加值就越多。
往上延伸，就是要在研发设计上

下功夫，“埋头做事”前要有自己的“思
路”和“工具”。比如在核电领域，王计
表示：“要让中国装备享誉世界，实现
中国核电走出去，必须推出有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装备。”目前，东方电气
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重大技术装备产品。

可喜的是，我国很多企业已经开
始注重研发和创新。根据调研，不少
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比例达到了 3%左右甚至更高。

向下延伸，就是要在市场营销上
下 功 夫 ，“ 埋 头 做 事 ”后 要 善 于“ 吆
喝”。国企长久以来给人的印象是服
务不好，营销不积极。目前，很多国企
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通过实施
营销手段改善服务赢得市场。

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国企
会不会受“欺负”？全国人大代表、河
北鹏远企业集团董事长朱立秋说，要
形成以法人治理为核心的利益共同
体，就不必再纠缠“国有”还是“民营”，

“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混合所有
制的建立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
依赖于完善且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
只有如此，才能打消非公经济话语权
缺失的顾虑，消除非公企业除了分红
外，“点头”“摇头”都不算的尴尬处境，
切实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

因此，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不

遗余力地推动国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
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公开透明。代表
委员们表示，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
企业制度，必须按照加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
济制度的要求，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主线。以完善
公司法人制度为基础，以产权明晰、权
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要
求，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
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
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通过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提高国有

企业发展质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
力、控制力、影响力。

这其中，“一企一策”成为国有企
业改革中议论的重点。全国政协委
员、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表示，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将尽可能做到“一企一
策”，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的比重，引
入多个战略投资者，不断完善治理结
构。民营企业最厉害的是机制灵活，
国有企业最大弊端就是机制不活。所
以要更多地引入战略投资机构，在现
代企业制度上要多下功夫，建立一套
完全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运行机制。

“国企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国企
自身要在运行机制上更加市场化，也可
以说，国企改革最大的压力还是国企本
身。”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说。

增添活力 创造条件发展混合所有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重工集团

董事长谭旭光——

靠改革赢得发展自信
本报记者 武 力 单保江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戌源在上海

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讲了这样一段话：“现

在国企改革既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

很大的压力。压力来自于社会，更主要来自

于我们自己怎样把国企搞好。”

陈戌源代表的这种压力不仅因为国企改

革任务本身的艰巨性，也源于国企在改革中

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重大。当前，我国已经进

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企改革作为经

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其成败直接关系到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关系到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活力。要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

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

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模式，使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只有不断增强国

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才能更好地

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稳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在这个过程中，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还要

加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抓住两个关

键环节。一个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

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个是深化

国企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而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实际上是把法人治

理结构真正完善的过程，其目的是多种资本

优势互补，融合发展，解决企业的内生动力和

科学治理，从而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国有企业只有在深化改革中完善自我,才

能更好地担当起社会责任。国企改革的终极

目标，是在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推动中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今后一个

时期，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

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使国有资本更好地服

务国家发展战略，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

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

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内生动力

向“微笑曲线”两端要效益提升竞争力

要在研发设计上下功夫，“埋头做事”前要有“思路”；要在市

场营销上下功夫，“埋头做事”后要善于“吆喝”

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发展质量，不

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要突破思维定势，打破利益藩篱，积极向包括民间资本在内

的其他资本打开大门，共同推进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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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内蒙古包头

钢铁（集团）公司厚板生

产线上工作。2013 年，拥

有 60 年历史的包钢（集

团）公司共产铁 963.53

万 吨 ，产 钢 1020.21 万

吨。在钢铁行业产能过

剩、市场消费能力走低

的大环境下，包钢集团

注重结构调整和清洁生

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在收获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焕发出可持续

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华社记者

张 领摄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瓮福集团

总经理助理金钢——

国企经营者要转换身份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不改革，国企寸步难行

全球布局拓展发展空间

深化改革巩固机制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谭旭光对政府工
作报告中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
提法感触颇深：“不改革，国企寸步难行！”

山东重工的旗舰企业潍柴集团，当年就是靠改革起死
回生的。这家有 60 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遇到 1998 年亚
洲金融风暴时，种种弊端暴露无遗，一度濒临破产。谭旭光
代表带领新班子彻底改革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实施
产权改革，打破单一国有资本构成格局，实现了投资主体多
元化，初步尝到了混合所有制的“甜头”。

2004 年，潍柴动力成功在香港上市，引进的海外股
东为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活力；引入当时国内装载机行业
最大的国有和民营企业，使发动机有了稳定的客户；联手
国内著名的专业投资公司参股，为以后的资本运作提供了
智力支持；2005 年之后，先后战略重组、吸收合并湘火
炬汽车集团，实现了潍柴动力国内 A 股再上市。现代企
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潍柴真正实现了向混合所有制要
活力，得动力。

谭旭光代表说，没有当年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就不会
有潍柴今天的发展。也正是靠改革，潍柴这样的国有企业
才能重新赢得发展的自信。

因为自信，企业敢于加快发展，主动调整结构。外部形
势好时，企业大刀阔斧，攻城略地。2004 年企业年销售收
入过百亿元，10 年后的今天已经超过千亿元，稳居行业龙
头地位。如今，结构调整已成为企业的“下意识”行为，提前
调整、主动调整永远是过程而不是结果。通过不断丰富产
品种类，拓展产业链，打造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使企业在更
大的全球金融风暴来袭之前，已经做好了从容应对市场巨
变的准备，继续实现稳步前行。

因为自信，企业善于在国际并购中抢抓机遇，拓展发展
空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潍柴大胆试水国际并
购，实现跨国经营。几年来，法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发动机企
业博杜安公司、全球顶级豪华游艇制造商意大利法拉帝集
团、全球第二大叉车制造商和液压技术的全球领先者德国
凯傲集团纷纷被纳入麾下。通过跨国并购，潍柴不但获取
了战略业务和核心技术，初步实现了由国内发展向全球布
局的跨越，还在与华尔街国际资本“大鳄”的正面博弈中熟
悉并掌握了其运作思维和方式，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的
全球认知度和美誉度。

还是因为自信，企业勇于整合全球资源，开展自主创
新。山东重工集团目前拥有发动机、变速箱、商用车、工程
机械等 4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有国内一流的发动机实
验中心和多个博士后工作站。在发达国家设立了研发中
心，建成了“五国十地”全球协同研发平台。在行业内率先
提出“以我为主，链合创新”的研发模式，联合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等 19 家单位，牵头成立了内燃机可靠性国际技术创新
联盟等多家战略联盟，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863 项目”、科
技支撑计划和科技攻关项目 20 多个，2013 年申请专利 932
项，获授权 546项⋯⋯

谭旭光代表告诉记者，国企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每一次改革的深化，都巩固和拓展了企业的新机制、新
理念，让企业的兴奋点更加集中到技术、人才上，集中到坚
持不懈打造核心竞争力上。“国有企业靠改革重新赢得发展
自信，并将发展自信内化为国有企业的发展自觉，促使我们
要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承担起更多责任。”

稳固国企“磐石”作用
李予阳

3 月 10 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入场前，辽宁营口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宝玉代表（左）、

辽宁营口市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常薇代表

（中）和辽宁华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姚庭财代表（右）就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国企经营者应积极转换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瓮福集团总经理助理金钢认为，在市场
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企负责人必须转换“官本位”
的经营者身份,经营决策应更多地考虑市场规律和出资人
的认可。“只有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更充分地激
发企业的活力和动力。”

金钢代表表示，国有企业改革在设计有效激励机制的
同时，还需要建立约束机制,通过企业股东或市场表现对企
业经营者作出适时、公正的奖惩,使企业经营者慎重考虑自
己的各项决定,以此来约束其行为。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选
拔方式也应向市场化配置方面转变,从以职务级别为中心
的党政干部管理方式,向以职位职责为中心的契约化管理
转变,评价方式应既重领导机关和群众认可,也要增加市场
和出资人认可度的权重。

本版编辑 李红光 张 双

于 泳 梁剑箫

国企改革要从三方面加快“发力”
本报记者 齐 慧 来 洁 亢 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