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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昨發佈了中國官方昨發佈了《《關於深關於深
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
見見》，》，至此至此，，指導和推動國企指導和推動國企
改革頂層設計正式出台改革頂層設計正式出台。。圖為圖為
中石油兩名職工正在工作中石油兩名職工正在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此次改革涉及逾此次改革涉及逾33,,000000萬名國企職工萬名國企職工。。圖為圖為
福州一名工人從央企駐地旁經過福州一名工人從央企駐地旁經過。。 中新社中新社

此次出台的《指導意見》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有關國企
改革的內容做了細化，長達20頁8大章節30項的篇

幅可謂「面面俱到」。
《指導意見》出台過程亦十分謹慎，先後提請國務院常

務會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
委會審議通過，並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公佈實施，
可見中央對這份文件的重視程度以及對國企改革的期待。

引入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
對於國企改革的方向，《指導意見》延續了十八屆三中

全會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指導思想，特
別強調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
規律，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堅持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相結合，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依
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的獨立市場主體。
在具體做法上，《指導意見》提出，要推動企業完善市

場化經營機制。推進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積極引入各類投
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大力推動國有企業改制上市；以推
進董事會建設為重點，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立企業
領導人員分類分層管理制度，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合理
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實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
企業薪酬分配制度；深化企業內部用人制度改革，建立能
上能下、能進能出的合理流動機制。

混改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
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指導意見》亦對實施措施進行細化，在穩步推進的同
時，強調要嚴防國有資產流失且不設改革時間表。《指導
意見》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標是促進國有企業
轉換經營機制，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
運行效率，實現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
同發展。堅持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不搞拉郎
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
《指導意見》同時鼓勵非國有資本投資主體通過出資入

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多種方式，參與
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
業。對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提出試點先行，健全審
核程序，規範操作流程，嚴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輸送。

國企兼併重組堅持市場導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導意見》公佈前，以南北車合併

為中車集團後就此拉開了國企兼併重組大幕，對於未來國
有企業整合路線圖，《指導意見》亦有強調將以管資本為
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
運營公司；優化國有資本佈局結構，堅持以市場為導向、
以企業為主體，緊緊圍繞服務國家戰略，優化國有資本重
點投資方向和領域。
財富證券分析師趙歡接受《經濟參考報》採訪時表示，

一旦監管體制改革取得突破，將對後續改革配套措施產生
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包括後期的混合所有制，國企資產
證券化，兼併重組、薪酬和績效考核改革以及市場化選聘
等多項改革。同時，國有資產證券化將提速，目前國有資
產資產證券化率只有30%不到，初步測算估計，未來幾年
內將有30萬億之巨的國有資產進入股市。

國企改革六大重點
■ 一是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將國有

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推動國有
企業同市場經濟深入融合，促進國有
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

■ 二是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公司制
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
構，建立企業領導人員分類分層管理
制度，實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
應的企業薪酬分配制度，深化企業內
部用人制度改革。

■ 三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
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
變、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推
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推進
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

■ 四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引入非國
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國有
資本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探
索實行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

■ 五是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強
化企業內部監督，建立健全高效協同
的外部監督機制，實施信息公開加強
社會監督，嚴格責任追究。

■ 六是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
導。貫徹全面從嚴治黨方針，充分發
揮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

■記者 羅洪嘯 整理

國企改革四亮點
■首提分類改革「對症下藥」

■各類經營性國企監管「集中
統一」

■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由
「快」轉「穩」

■國企重組整合奏響資本市場
「主旋律」

■中新社

改革開放後國企改革歷程
1.放權讓利，讓國企「活」起來

(1978年-1984年)
關鍵改革：打破政企不分，國營企業上
交利潤，繳納所得稅。

2. 政企分開與兩權分離
(1985年-1992年)

關鍵改革：所有權經營權分離，在保持
國家所有權的前提下，將經營權下放給
企業，探索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允
許國有企業破產。

3. 現代企業制度與抓大放小
(1993年-2002年)

關鍵改革：中央和地方開始進行建立現
代企業制度試點，並提出要抓好大的，
放活小的。1997年-2000年國有企業實
現三年脫困，止虧為盈。

4.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2003年-2013年)

關鍵改革：2003年4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
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產權制度改革
新階段。2004年啟動建立規範董事會試點
工作； 2006年出台《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
整及國有資產重組的指導意見》。

5. 國企改革新階段 （2013年以來）
關鍵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合所
有制改革，國資委啟動「四項改革」試
點工作。

■記者 羅洪嘯 整理

改革「頂層設計」公佈 業界料30萬億資產將入市
中央力推國企改制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羅洪嘯羅洪嘯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被視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綱領性文件的被視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綱領性文件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終於在昨終於在昨

日露出真容日露出真容。。這份長達這份長達2020頁的文件明確了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頁的文件明確了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並從分類改革並從分類改革、、國資管理體制國資管理體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防防

止國有資產流失等多個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止國有資產流失等多個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此番改革中央堅持市場化方向此番改革中央堅持市場化方向，，文件特別強調將積極引入各類投資者實現文件特別強調將積極引入各類投資者實現

股權多元化股權多元化，，大力推動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大力推動國有企業改制上市，，以期透過資本市場釋放國企改革紅利以期透過資本市場釋放國企改革紅利，，並到並到20202020年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年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

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有分析師預測有分析師預測，，此輪改革勢必掀起新一輪兼併重組潮此輪改革勢必掀起新一輪兼併重組潮，，將有至少將有至少3030萬億國有資產進入中國資本市場萬億國有資產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此次
出台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對
國有資產監管方式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國資委
將從以往的管人管事管資產向管資本轉型，建立
監管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實現以管企業為主向
管資本為主的轉變。同時將改變以往國有企業單
一的考核模式，而是將國有企業分為公益類和商
業類，並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
分類定責、分類考核。這一系列改革將涉及到15.5
萬戶國有企業和3,698.4萬個國企職工的未來。

設國有資本投資及運營公司
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是十八屆三

中全會對國有資產監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為
此，2014年財政部企業司專門更名為資產管理
司，推動國有資產監管職能轉變。此次《指導意
見》提出，將穩步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所屬企
業的國有資本納入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
體系。強調監管部門要重點管好國有資本佈局、

規範資本運作、提高資本回報、維護資本安全。
同時，《指導意見》提出將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
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
司，作為國有資本市場化運作的專業平台，依法自主
開展國有資本運作，對所出資企業行使股東職責，按
照責權對應原則切實承擔起保值增值責任。

國資委財政部監管上有分工
根據此次分類監管的改革要求，新推出的商業類

國有企業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以增強
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
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公益類國有企業以保障民
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
按照誰出資誰分類的原則，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
負責制定所出資企業的功能界定和分類方案，劃分
並動態調整本地國有企業功能類別。
有專家預測今後國資委和財政部在國有資產監

管上將有不同側重，以後國資委主導的國有資本
投資、運營公司將重在經營商業類國有企業，實

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公益
類國有企業資產則有可能劃歸

財政部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洪嘯 北
京報道）對於此次
《指導意見》的出

台，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諮詢部
部長、學術委員會委員張春曉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指導意見》的
出台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一脈相
承，強調了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屬
性。此次國企改革將是動態的，而
動態改革唯一不變的法則是市場需
要我們改什麼就改什麼，不會為了
改革而改革。國有企業兼併重組也

會堅持市場原則，任何重組都要有
利於諸如「一帶一路」、「自貿區
建設」等國家大戰略，提升國企的
全球化競爭力。

國企服務全民
對於《指導意見》為何昨日才

公佈， 張春曉表示，改革的成敗
在於細則，此次《指導意見》的
出台可謂不急不緩不驕不躁，中
國國企的改革和中國經濟命運緊
密相連，特別是涉及到微觀主體
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寧可調研準

確一點，試點精細一點，這樣出
台的方案才能指引國企改革。

分析此次改革的原因，張春曉強
調，國有企業服務全民是重要職能
之一，可是在各級巡視組進入國企
巡視的過程中發現了腐敗等一系列
問題，這些問題使國企的全民屬性
遭到了極大傷害，國有資產、國有
資源來之不易，因此迫切需要對國
有企業進行改革。

混改不能一刀切
十八屆三中全會頗受外界期待

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指導意見》
並未給出時間表，有分析認為混改
停擺。對此，張春曉並不認同。他
分析指出，《指導意見》中專門有
一個部分是講混改的，足見中央的
重視。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積極發
展，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
有序實施，再到《指導意見》中的
穩妥推進，都對混合所有制改革提
出了不同要求。混合所有制是取長
補短，混合後必須對國民經濟起正
向作用。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也應
該不拘一格，不能一刀切，同時要
吸取過往改革教訓，警惕打着混改
幌子來改變資產屬性造成國有資產
流失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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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改革以市場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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