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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桑彤 潘清

■ 新华社记者 芮晓恒 张滨阳 许缘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
意见》近日发布，市场期盼已久的指
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终
于落地。

国有企业是A股上市公司的中
坚力量，市值占沪深两市总市值的半
壁江山之上。9月13日晚，中国中铁
和中铁二局加入停牌行列，宣布因筹
划重大资产整合事项停牌。目前A
股有逾40家央企上市公司处于停牌
状态，大多数停牌原因为正在筹划重
大事项。其中，中远、中海集团旗下
的中国远洋、中远航运、中海发展、
中海集运、中海科技5家上市公司8
月10日起停牌。

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朱振鑫指
出，本轮国企改革的一大优势是，资
本市场和金融工具比以往更完善，为
推动国资证券化创造了条件。国资证
券化一方面可以解决谁来买国有资
产、谁来盘活国有资产的问题，另一
方面可以通过公开市场的竞价和监
督促进政企分离，有效避免国有资产
流失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国企改革顶
层设计的出炉，本轮深化国企改革有
四大看点值得资本市场期待。

看点一：推动国企整合重组，重
点是在央企层面。

朱振鑫称，近期央企强强联合的
思路主要是针对龙头企业进行整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品

牌”，避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产生恶性竞争、自相残杀，拓展海外
市场、加快产能输出。未来央企整合
方向在推动附加值较高、对出口带动
作用较大、业务存在竞争性强的央企
进行合并同类项，中船工业＋中船重
工、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鞍钢＋
宝钢＋武钢等整合预期较强。

看点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仍是重
点。

除过去一直提到的引入非国有
资本参与国有企业外，广发证券分析
师陈果认为，此次混合所有制部分的
最大看点在于对国有资本入股非国
有企业的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
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
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
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
投资”。

作为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国巨石已被列入首批国企改革试
点企业名单，公司总裁张毓强介绍，
通过推行“央企市营”，央企和民企
合作，央企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力可
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看点三：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
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指导意见》提出，改组组建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
营模式。专家指出，这类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是做
股权或资本管理，通过股权的进退、
资本的流动，来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
增值。

近期上海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上
海国际集团就完成了国资运营“第一
单”——锦江航运与上港集团的战略
重组，上港集团也已将自己3.2％的
股份无偿划转给国际集团。为履行平
台功能，上海国际集团在2015年上
半年完成了集团层面的整合重组，涉
及 14 家公司和超 300 亿元存量资
产。

看点四：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试点值得期待。

陈果表示，在顶层设计方案出台
的过程中，已经基本解决了国企改革
中的分歧，后续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将
会更加顺利，资本市场不需要等待太
久。在国资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之后，
各地改革也会加速推进。

上半年一些地方国资改革已加
快推进，广东、上海、深圳等地改革
领跑全国。广东省面临国资体系资产
证券化率低，提高资产证券化率的诉
求比较强烈；上海作为地方国资重
镇，已先试先行。

9月11日，上海上市公司申达股
份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同日仪电电
子公告称，公司重组获上海国资委批
复，重组后仪电电子成为上海仪电智
慧城市核心战略实现的重要发展平
台。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党委副书记蔡小庆表示，混合所有制
健全了法人制度，使国企一股独大成
为了过去时。仪电将加强核心资产证
券化步伐，将证券化率从35％提升
到60％，为整体上市提供条件。

国泰君安分析师戴康认为，一些
自身经营较好的地方国企，有望在简
政放权后，积极参与市场化竞争，获
取外延式发展的机遇。在政策活力和

自身活力的双重激发下，一大批在市
场化竞争中留下的国企，将会开展广
泛的外延式扩张。

（新华社上海9月15日电）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出炉 资本市场期待四大看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
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开启国有
企业发展的新篇章。这也是中国国
企改革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受到海
外广泛关注。

从国际上看，不少发达国家也有
过国企改革问题，一些经验和教训值
得借鉴。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从总
体上仍有一些可以明确的原则和思
路。

首先，推动改革先要明确权责。
在新加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较大比重，经营管理效率较
高。其中，淡马锡控股公司在政企委
托代理机制的开拓实践上拥有成功

经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

策学院学者顾清扬告诉新华社记者，
淡马锡是新加坡的国有资本投资集
团，新加坡财政部拥有其 100％股
权。而淡马锡除直接拥有40多家公
司股权外，还通过其他投资方式控制
500多家公司。淡马锡在上层管理
上具有“政府－控股集团－企业”三
层模式的特点，这种安排一方面将政
府和被投资企业隔离开，尽量避免企
业经营导向受政府意志干扰，另一方
面通过股权收益及董事会监督下属

企业管理层，实现股东（国资）利益
最大化。

其次，改革实施要控好节奏。
英国的国企改革在节奏控制上

值得学习。自1979年以来，英国一
直遵循由浅入深、由边缘到核心的国
企改革次序，并坚持分阶段、分类
型、系统化、延续性改革思路。

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竞争性行业，
时间跨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涉
及航空、铁路、酒店、计算机等行业。
其中，业绩好的企业公开上市，业绩
不佳、不适合上市的企业则整体出售

给私人部门或转为职工内部持股。
第二阶段主要针对公用事业和

自然垄断行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
后期持续到90年代初期，涵盖电信、
石油、天然气行业以及钢铁、煤矿、
甚至供电等要害部门和企业。近年
邮政、金融等部门也在完全私有化或
股权多元化方面持续取得进展。

经过30多年改革，目前英国政
府控股或者持股的企业约20家，主
要集中于气象、航空等公共服务部
门，以及核能安全、中小企业金融服
务机构等私营部门无力或不愿参与

的领域。
再次，隐性担保必须谨慎防范。
在借鉴海外国企改革一些成功

做法的同时，也要注意吸取一些国家
国企改革不顺利的教训，例如隐性担
保问题就应尽量避免。

日本政府与大型企业间长期存
在“约定俗成的指导和保护关系”。
目前，日本财团中以三井、三菱、住
友、富士、劝银、三和等六大财团实
力最雄厚，它们与日本政府在多层级
保持共融互通，还通过组建联合会、
民间智囊、游说机构以及参与官方调
研项目等方式，对政府各项决策发挥
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形成所谓“企
业国家”的特殊形态。 这种政企关
系容易导致官商勾结、非法献金、政
府包庇企业、牺牲公众利益的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管窥国企改革海外经验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新时期国企改革指明
了道路和方向。面对国企改革重任，每个人都应
有热血担当精神，破除各种障碍和束缚，确保改
革扎实稳妥推进，如期实现2020年既定目标。

当前，国有企业既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压力，又面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转型升级的巨
大挑战，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迫切需
要通过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然而，无论是
地方党委政府，还是相关部门和国有企业，都存
在一些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有
的地方一味求稳，不愿触动固化的利益、改革创
新；有的企业内部出现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不落
实、老问题久拖不决、监管松散等情况。这些都
是缺乏担当精神的表现。

重大领域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面对困
难，只有敢于担当，才能有勇气、有动力去克服
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就需要始终坚持国企改
革的方向，坚决落实中央的各项部署，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更要敢啃“硬骨头”，能够
突破既得利益的桎梏、局部利益的狭隘、眼前利
益的诱惑；还要把握好国企改革总基调，扎实、
有序、稳妥推进，既革故鼎新又防控好风险，绝
不能脱离实际激进、冒进。

敢于担当也是所有国企职工都应拿出的精
神。每个人都是国企改革的受益者，理应共同承
担起推进改革的重任。只有人人参与，共同担
当，不计较一时利益得失，才能为国企改革创造
出良好环境。

血，总是热的。这是上世纪中国改革初期振
聋发聩的激情号角。如今，新的蓝图已经绘就，
新一代国企干部职工也应切实挑起改革重担，以
热血担当精神和扎实作风落实好国企改革的各
项任务，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
果。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以热血担当精神
为国企改革“开路”
■ 吕梦琦 王晓磊

新华社发（大巢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