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资 委 企 业 改 革 局 从 未 像 现 在 这

样 被 关 注 ，12 月 8 日 以 来 ，4 家 中 央 企

业 实 现 重 组 整 合 ，不 但 使 国 资 委 管 理

企 业 数 量 出 现 变 动 ，更 预 示 着 国 企 整

合 速 度 加 快 。“ 合 并 同 类 项 ”成 为 改 革

的 重 要 特 征。

3天，4家变2家

12 月 8 日，国资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整体并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成为其

全资子企业。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不再作为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这就意

味着中字头企业又减少了一家。

3 天之后的 11 日，国资委改革局发布

消息称，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实施重组，这预示着中国四大航运企业其

中的两家将合二为一。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国资委系统的

4 家航运企业中，最先传出合并声音的恰

恰是此次并未涉及的两家——中外运长

航集团和招商局集团。资料显示，这 4 家

央企占据着中国航运市场近半壁江山，全

球运力的 7%。

从目前来看，招商局和中外运之间的

合并同样不会遥远。

在世界十大航运公司排名上，合并之

前中国远洋和中海运分别排在第五和第

九位，尚不及台湾长荣海运的第四位，而

合并之后，排名上升，将有机会冲击行业

老大的位置，直接对丹麦的马士基等企业

发起挑战。

“合并同类项”

近一年以来，作为国企改革重要内容

的整合兼并，总体上是按照“合并同类项”

的模式进行。

最 先 进 行 合 并 的 是 铁 路 机 车 制 造

领 域 的 中 国 南 车 和 中 国 北 车 ，在 2014
年 最 后 时 刻 二 者 宣 布 合 并 成 为 中 车 集

团。而在合并之前，二者就已经是世界

轨道交通制造领域排名前两位的企业，

合并之后，成为行业巨无霸。因其在合

并前后股价的迅速上涨而被称为“ 中国

神车”。

“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展进程中，存在

着互相压价的情况，导致整个行业利润不

高。”工程院院士、铁路专家王梦恕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这也是下决心进行同类企业

合并的重要原因。

观察过去一年时间的几次合并，基本

上遵循的都是上述思路。中国冶金科工

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主营业务均为

金属与矿业；南北车均为机车制造、中远

与中海运均为海洋运输与物流等。包括

存在合并可能的几家钢铁企业，亦属于同

一产业领域。

唯一存在不同模式的是南光集团与

振 戎 的 合 并 。 前 者 业 务 主 要 是 消 费 品

贸 易、酒 店 旅 游、地 产 经 营 开 发 和 综 合

物流服务四大类，振戎公司主营业务为

原 油 进 口 业 务，主 营 业 务 外，公 司 还 涉

足 石 油 产 品 的 贸 易 业 务 及 其 他 产 品 的

进出口贸易等。双方虽存在交集，但彼

此影响不大。

央企数量进一步减少

11 月 25 日，国资委主任王勇发表了

《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调整》的文章，其

中指出将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

称“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以市场

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重组整合一批、创

新发展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国有企业，优

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

功能和效率。”

2014 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包括金融

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 102.1 万亿元，

净资产为 35.6 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2.5
万亿元，上交税金 3.8 万亿元，进入世界

500 强的 94 家大陆企业中有 84 家是国有

企业。

事实上，短时间内央企之间进行合

并，此前很少出现。在 2013 上半年曾经

出 现 类 似 合 并 潮 ，在 从 1 月 初 开 始 到 7
月中旬半年时间内，先后有彩虹集团公

司整体并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

国华粮物流集团并入中粮集团、中国二

重 整 体 产 权 无 偿 划 入 国 机 集 团 等 三 次

合 并 ，也 使 当 时 的 央 企 数 量 减 少 3 家 。

之后一直到去年年底南北车的合并，央

企合并又重新开闸。

而随着中远与中海运之间的合并，央

企数量变为了 107 家，离国资委原主任李

荣融未来央企 100 家左右合适的设想又

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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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提质增效对全国稳增长意

义重大。明后年目标是遏制住央企效益

下滑势头。”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

在国务院新闻办 11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说。他表示，综合分析研

判，未来两年的央企在改革发展上所面临

的形势更加艰巨、更加严峻。

“僵尸企业”是最大出血点

积极地推动兼并重组一批，强化管

理一批，淘汰落后一批，来加快处置“僵

尸企业”

2003 年到 2011 年，中央企业经历了

快速发展、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央企总资

产、营业收入、利润和税收年均分别增长

15.2%、17.4%、14.7%和 17.8%。但是进入

2012 年以后，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给央

企稳增长、增效益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

进入今年以来，各种周期性、结构性、突发

性的因素明显增多，且相互交织叠加，央

企稳增长、提效益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张喜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僵尸

企业’对于中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

央企业的提质增效确确实实是一个大的障

碍，也是当前的心头之患，同时是企业减利

的最大出血点，所以中央和国务院下决心

处理‘僵尸企业’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

“个人理解，‘僵尸企业’一般是指丧

失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必须

依赖非市场因素生存的企业，表现为已

停 产 或 者 是 半 停 产，连 年 亏 损、资 不 抵

债，主要靠政府补贴、银行续贷等方式维

持生产经营，甚至已经维持不下去的企

业。”张喜武说。

他表示，关于央企处置“僵尸企业”，

初步想法还是以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为

方向，坚持分类处置，因企施策，坚持市

场化改革方向，坚持企业为工作主体，坚

持 依 法 依 规，确 保 稳 定，立 足 于 优 化 存

量，拟采取深化改革、减员增效、清产核

资、债务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多

种措施，积极地推动兼并重组一批、强化

管 理 一 批、淘 汰 落 后 一 批，来 加 快 处 置

“僵尸企业”。

“中央企业中现在亏损企业的情况有

多种因素，有的是行业周期，还有一些是

政策性亏损，有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有

技术跟不上市场形势，还有内部管理的问

题。所以，在治理过程中我们要根据企业

的实际情况分类施策。”国资委总会计师

沈莹强调说，“对于扭亏无望，确实没有扭

亏希望的企业，要关闭退出。”

据介绍，国务院国资委将对持续亏损

3 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

式予以出清。到 2017 年，要实现经营性

亏损企业亏损额明显下降。

张喜武还表示，关于央企提质增效要

做好多项工作。例如，有效完善供给结

构，向做好增量要效益。加快资源优化配

置，向盘活存量要效益。所谓盘活存量是

目前中央企业 107 户、3.9 万个企业所有的

存量都要盘活。要逐步退出低效领域，向

主动减量要效益；大力推动“双创”工作，

向创新驱动要效益；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向开拓市场要效益，推动高铁、核电、

智能电网等全产业链“走出去”。

加快供给侧结构调整

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通过化解产

能过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举措来推进

国企改革，试点探路。吹风会上，国

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介绍说，明年有 10
项国企改革试点将全面展开。这 10 项改

革试点是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确

定的。具体内容是：一是落实董事会职权

的试点，有关文件专门讲要落实董事会重

大决策，选人用人和分配权利，而且特别

提出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都不

得干预，这项工作通过试点逐步推进。二

是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的试点。三是

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试点。四是企业

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的试点。五是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六是中央企

业兼并重组的试点。七是部分重要领域

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八是混合所有制

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九是国有企业信息

公开工作试点。十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2016 年，

全国全面推开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

理分离移交，启动剥离医院、教育等公共

服务机构试点。

据 介 绍 ，自 今 年 9 月 13 日《关 于 深

化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的 指 导 意 见》下 发 以

来，已 经 有 9 个 配 套 文 件 出 台 。 而 在 近

期，还将有 10 个文件陆续发布。

此外，有舆论认为，在供给侧改革过

程中，产能过剩以及结构调整矛盾集中在

国有企业。对此，张喜武表示，关于供给

侧结构的调整，主要还是通过化解产能过

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规模经济和

技术创新等方面来推进落地落实。

一是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加快经济结

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步伐，用新兴产业替

代，用技术改造和创新提升传统的产业水

平。对已经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

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逐步予以关闭，

或者是兼并重组，避免供给侧调整带来负

面冲击、负面影响。二是要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重新

组合，实现配置效率提高。三是发挥国有

企业技术创新主力军的作用，通过建立产

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

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国有企业创

新的作用。

编者按：今年以来，各种周期性、结构性、突发

性的因素明显增多，并且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给

央企稳增长、提效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未来

两年的央企在改革发展上所面临的形势更加艰巨

和严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日前在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从 9 月 13 日党中央、国

务 院 联 合 下 发《关 于 深 化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的 指 导 意

见》以 来 ，到 目 前 为 止 已 经 配 套 9 个 文 件 ，这 也 是

“1+N”里 的“N”，还 有 10 个 文 件 近 期 将 陆 续 发

布 。 据 悉，包 括 央 企 兼 并 重 组 等 十 项 改 革 试 点 工

作将在明年全面展开。

国企改革 10 项试点明年全面推开
加快处置“僵尸企业”

■ 李予阳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

进中央企业增效升级。会议明确，对持续

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

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

等 方 式 予 以“ 出 清”，清 理 处 置“ 僵 尸 企

业”，到 2017 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

损额显著下降。

对于“僵尸企业”，从供给侧来看，说

明其创新能力和自我输血能力严重下降；

从需求侧来看，其刺激有效需求的能力已

然不再，或者说其提供的产品服务已失去

足够的市场。一个被市场所抛弃的供给

侧，“出清”确有必要。正如业内专家指出

的，这是供给侧改革思路在国企领域的重

大部署。

央企是经济发展的“国家队”。正因

如此，其在所从事的领域往往处于垄断

地位，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来刺激其创

新活力。在这种情势下，创新的动力只

能来自于内部体制。然而，在缺乏严苛

的考核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下，

内 部 创 新 的 动 力 显 然 不 会 太 昂 扬 。 所

以，与其说市场抛弃了某家央企的产品

和服务，不如说是缺乏创新的内部管理

将其拖到了乏力的地步。

从这个意义出发，“出清制”出台，在

某种程度上将倒逼国企改革。事实上，为

促进央企提质增效，在政策层面并不仅仅

推出了“出清制”这个杀手锏，而是一揽子

改革措施综合施策。自今年 9 月《关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目前已有 9 个

配套文件发布，还有 10 个配套文件将陆续发布。同时，

国资委在央企开展的 10 项改革试点将于明年全面展

开。也就是说，对于经营性亏损央企，既限定了“出清”

时间，又给出了“复活”的政策出口与路径。只有这样，

央企的改革动力才能被激发出来，对激活“僵尸企业”才

有意义。

当然，考核亏损央企，必须按照“紧盯市场需求强化

创新”的原则，来防止其剑走偏锋。如果部分央企抛弃

自身主业、靠庞大体量进入非主业的低端竞争市场，既

干预了充分竞争市场，又将使自身的问题越积越深。所

以，以“出清制”倒逼央企增效升级，需要规范其在主业

上以创新激活需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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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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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农

·1978-1984年·
从国有国营到放权让利

改革开放后，为增强国有企业

的活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高

度集权的国有国营体制，赋予企业

一定的自主权。为此，以放权让利

为重点，开始调整国家和企业的责

权利关系，解决政企不分、以政代

企问题。

国家还以两步利改税政策对

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进行

了调整。所谓利改税，就是将国营

企 业 上 交 利 润 改 为 缴 纳 所 得 税。

第一步利改税仍采用税利两种形

式上交企业利润，第二步利改税，

将国营企业应当上缴国家财政的

收入，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

全的“以税代利”。

·1985-1992年·
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

人们在理论上开始认识到企

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开

的，在保持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可

以 将 企 业 的 经 营 权 下 放 给 企 业。

正是沿着这样的改革思路，中国开

始 探 索 多 种 形 式 的 经 营 责 任 制。

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承包经

营责任制被大多数企业所认同。

·1993-2002年·
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从 1994 年 开 始，国 务 院 选 择

了 100 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试点，加上各地方选择的试点

企 业，中 央 和 地 方 共 选 择 了 2500

多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

求进行试点。同时提出要抓好大

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

·2003-2013年·
股份制成为

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推

进是与建立和完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改革分不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指出“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在新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下，国有企业

改革进入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

代产权制度改革新阶段。

·2013年以来·
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新一

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新一轮

国企改革的特点是以实现国企功

能为导向的改革。

相 关 阅 读

国企改革“合并同类项”成新常态
■ 彭俊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