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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十八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拉开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大幕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国资国企改革的“四梁

八柱”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细化，各

项改革举措稳步落地、扎实推进。党

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历史坐标。如何在前五年

改革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在现代化经济体系框架下

夯实改革成果，以更加务实、高效、科

学的思路加快推进各项改革举措全面

落地开花，是下一步国资国企改革纵

深推进必须坚持的基本主线。

新时代新矛盾孕育国资国企新内涵

新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是有效应

对社会矛盾变化的根本。新时代、新

矛盾所要求的发展应当是一种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是中国经济跨越关口、升级发

展的迫切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

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有经济取得了

长足发展，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国有资

产存量。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

我国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比如资源

垄断、行政干预、结构不合理、效率偏

低等。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国有经济、

国有资产应当放在中国改革开放40

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

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和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相

比较改革开放前40年国资国企、国有

经济的内涵与发展，新时代对国资国

企、国有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孕

育了其新的内涵和改革发展使命。现

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

体系，更加强调产权平等保护基础上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自由流动。作为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国

有经济不再是躺在垄断资源和政府呵

护中发展，而是与非公有制经济公平

竞争，融合发展。国有企业与非国有

企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企业

的所有制性质逐渐淡化，而更加强调

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资本层面的

混合。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和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相适

应，国有经济的发展应当着眼于国有

资本布局优化和效用更好发挥继而做

好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

力提升的大文章，从传统的国有经济

结构调整转变为国有资本结构调整，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的发展应当减少行政直接干预、回

归市场主体进而着眼于全球竞争力提

升，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新发展理念开出国资国企改革良药方

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关系我国发展

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作为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突破点，国

资国企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成果，能否

支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之路，同

样取决于其沿着什么样的方向、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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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思路推进改革。新发展理念

为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开出了符合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良药

方，即要在产权平等保护基础上，以

更加开放、包容、公平、透明的市场机

制推动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合理布局，

继而发挥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更大经

济社会效应。在十九大开启的新征程

中，国资国企改革要围绕以下几项工

作而持续发力和深入推进：

一是继续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

理体系，着力推动国有资产报告制度

的落地实施。在分类管理基础上，进

一步理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经营

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资源

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重点推进国

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在资本所

有权、法人财产权、企业经营权相互

分离基础上推动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国有资本运营、企业生产经营的相互

分开，政府职能、市场功能按照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各自

归位，协调发力。进一步明确国资监

管机构的监管权责清单，尽快研究并

制定出台《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

例》，夯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

让企业回归生产经营主体。继续扩大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试点，尤

其是在既有间接授权试点基础上，积

极探索直接授权改革试点，赋予“两

类公司”更多资本投资运营自主权。

尽快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

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建立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统一价值管理与分类专

业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按照《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制度》的要求，着力推进国有资产报

告制度的实施，尽快研究并制定各项

制度规范和明确工作机制。

二是围绕“提质增效”推动国有

企业重组和央企股份制改革。国有企

业尤其是央企要始终围绕支撑经济高

质量增长和转型升级的主线在落实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中发挥先导性、领

军性作用。通过市场化机制推动的国

有资本高效流动和优化重组，推动国

有资本聚焦实体经济发展，向关系国

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

领域集中和倾斜。推动具备条件的国

有上市公司实施跨区域、跨级次并购

重组。加快推动央企尤其是央企集团

公司层面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国有企

业整体上市，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央企股权多元化改革。

三是着眼于资本混合而加大混

合所有制改革力度。混合所有制改革

是此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混合所

有制改革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即多种所有制经济形态

共生发展，意味着一些原来不向民资

外资开放的领域将以更加开放的格局

允许民资外资进入；微观层面体现为

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即鼓励发展民

资、外资、集体资本、国有资本交叉

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本质上看，

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要旨是打破传

统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惯性思维

而强调资本混合。这也是对长期以来

存在“国进民退”“民进国退”思维逻

辑的重新审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强

调的是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理

念，更为完善和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所催生的是一种各类资

本形态公平竞争、共生发展继而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改革

理念。国有资本不是简单的进退、规

模和比例问题，而是如何与各类所有

制资本形态通过资本混合构建共生发

展的命运共同体问题，是如何推动国

有资本做大影响力、做强竞争力、做

优资本布局、提高资本回报率继而提

升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抗风险能力的问题。下一步要在前期

三批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力

度和混合深度，全面推进中央地方国

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着手探索集团公

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研究“两

类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军

工领域混改要着眼军工资产证券化而

稳妥推进。当然，混改推进过程中要

跳出“一混就灵”的局限，按照“宜改

则改、宜控则控、宜参则参”的原则

推进。

四是定位于竞争力提升而完善现

代公司治理机制。随着中国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形成，国资国企改革将面临

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更为激烈

的竞争。定位于竞争力提升而打造全

球一流企业是中国在全面开放格局下

参与全球治理和资源要素配置的必然

要求。全面开放格局下的国际竞争是

一种层次更高、要求更严苛的竞争，

核心是治理能力的竞争、技术创新的

竞争、人力资本的竞争。因此，国资国

企改革的深化从微观层面应在完善现

代公司治理机制上下一番苦工。具体

而言要规范董事会建设，依法落实董

事会职责；激活企业经理层活力，引

入职业经理人市场化机制；加大企业

技术创新投入和研发力度；继续推动

企业瘦身健体改革，做强做优做大主

业；高度重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

债近百亿后的去杠杆、减负债改革。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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