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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打好改革组合拳
          推动国有资产监管提质增效
四川省成都市财政局｜四川省成都市财政局｜杨雅寒  滕明洋杨雅寒  滕明洋

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财政局

坚持以预算绩效改革为导向和统

揽，相继实施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全覆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滚动式分配、经营性国有资产

集中式监管等国有资产监管改革组

合拳，对国有资本收、支、管实行

全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国资监管

质效，促进了国资保值增值。2023

年 10 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

市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披露显示全市国有企业

资产总额达 5.1 万亿元（不含金融类

企业），比 2018 年度首次报告增长

121.74%。

创新三条增收路径，推进经营预

算收入全覆盖管理改革

紧紧围绕“扩范围、扩来源、扩

规模”三条增收路径探索创新，全面

实施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管

理改革，不断做大财政“蛋糕”。

一是聚焦“扩范围”，推进上缴

主体覆盖全部企业。创新市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全覆盖制度机

制，按照“有企业，必纳入 ；有资本，

必问效”的原则，对上缴单位范围进

行重塑扩充，由市国资委监管企业

逐步扩大到市级企业化管理事业单

位以及市级部门（事业单位）出资兴

办的国有企业。2023 年，市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涉及 29 个部门 213 户

一级市属国有企业，比改革前上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企业增加

近 200 户。

二是聚焦“扩来源”，提高国有

资本收益缴纳基数。建立健全市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体系，

将收益来源由原先的主要由国有独

资企业的利润收入扩大到股利股息

收入、产权转让净收入、企业清算

收入以及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023 年，市级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收

入股利股息收入、产权转让收入和

其他收入等 12.7 亿元，做到了应收

尽收，充分支撑了市级国有资本收

入来源。

三是聚焦“扩规模”，提高国有

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不断完善市级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机

制，逐年将市级竞争类、功能类国

有独资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从 15% 逐

年提高到 30%，不断扩大收入规模。

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规模达到 12.7 亿元（不含上年结

余和上级补助收入），比改革前增加

9.3 亿元，增长 273.53%，由市国资

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

上缴利润收入贡献度高达 96.3%，切

实提升了国有资本监管绩效。

建立三项赋能机制，推进经营预

算支出滚动式分配改革

积极探索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三年支出滚动规划，将各类支出

分项编入滚动规划中，原则上未纳

入滚动规划的项目不予安排预算，

并进一步创新资本赋能、发展赋能

及共享赋能三项机制，不断优化市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

一是建立资本赋能机制，不断

增强国有企业造血功能。转变支持

方式，将常态化补充国有企业资本

金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配的重

要方向，持续增强企业造血功能和

市场化融资能力。2021—2023 年，市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市属国有

企业资本金共计 41.26 元，为国有企

业持续注入新动能，助力市属国企

成都兴城集团成功迈入世界 500 强。

二是建立发展赋能机制，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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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发挥财政

资金导向作用，优化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结构，重点引导国有资本

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领

域，足额安排国企改革成本支出，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提升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2021—2023 年，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用于国

有经济结构调整、前瞻战略性产业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支持科技

进步等 4 项支出达 36.3 亿元，为国

企改革发展不断增加新活力。

三是建立共享赋能机制，有力

促进国资成果全民共享。建立国有

资本经营收益与一般公共预算、社

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统筹使用机制，

逐步将市级国资经营预算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的比例提高到 30%，推进

国有资本划转补充社会保险基金工

作，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2021—

2023 年，市级国资经营预算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累积达 10.23 亿元 ；按

照 国 家 政 策，全 市 已 划 转 66 户 企

业 10% 的国有股权补充社保基金，

涉 及 股 权 总 额 107.44 亿 元，其 中，

2023 年度上缴股权收益 3.36 亿元，

有力保证了社保基金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

实施三大攻坚行动，推进经营国

有资产集中式监管改革

有序实施专项清理、分类甄别

及统一监管三大攻坚行动，全面推

动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

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不断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

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

一是实施专项清理行动，全面

摸清资产家底。制定“政企分开、政

资分开、分类施策、稳妥推进”的

专项清理方案，采取单位自查、市

财政会同市国资委核实等措施，推

动全市 105 个市级部门全面摸清所

办企业资产状况、债权债务、人员

情况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其中，市

级 27 个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经营

性国有资产应纳入集中统一监管范

围，涉及资产总额达 370.57 亿元。

二是实施分类甄别行动，因企

施策处置资产。按照“产业相近、优

势互补 ；逐一甄别、分类处置”和“一

企一策”的原则，将市级党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逐户甄别为脱

钩划转、部分划转、维持现行、市场

化处置四种类型，并指导有关部门

制定每户企业处置方案。通过甄别，

采取脱钩划转方式处置企业 41 家、

部分划转方式处置企业 48 家、维持

现行管理体制的特殊企业 34 家、市

场化方式处置企业 74 家，充分实现

集中管理、规模效应。

三是实施统一监管行动，持续

提高监管质效。健全制度体系，制

定 集 中 统 一 监 管 工 作 方 案，配 套

制定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法律尽

职调查报告等 6 套指导样本。明确

监管职责，强化职能部门、出资人

代表机构、监督部门、承接企业等

相关主体职责，形成集中统一监管

合力。加强政策保障，制定人员安

置、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支持措

施，稳步推进国资国企集中监管改

革，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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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中国财政》第 8

期30页文章题目应为《2024年

“国家账本”：提升预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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