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国企改革重点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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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 刘金贺 

 

国企改革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然而鉴于在历经数十年的改革后

国企在我国经济中重要地位依然牢固，当下进行的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

就成为公众和社会瞩目的焦点。去年年中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方案”），

标志着我国国企改革在经历了 40 余年改革的风风雨雨后，重新掀开了新的

一页。 

本轮国企改革从时间跨度上，包含了“十三五”的收尾之年和“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具有继往开来的韵味；同时在我国国企改革走过了 40 多

年的历程之后，国企改革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跨越的机遇；从空间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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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国际产业、贸易、金融等领域的重组以及以中美贸

易战为标志的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都对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到四梁八柱

作用的国有企业在未来引领方向、作用和定位等诸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过往历次的国企改革相比，新一轮国企改革从改革的目标、对象、

效果的评级指标、改革的机制和模式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大

公国际认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改革重点由注重个体企业效率提升，转向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服务于国内双循环发展布局。 

截止到目前的国企改革，着眼点大都放在提升企业的经营和市场效率

上，尽管这同当时国企改革的主体特征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然而改革进

入到现在时，改革的主体和国企的体量、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通盘考虑国企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整体定位，而不是以提升单个企业

经营效率为目标。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为核心，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为重点。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涉及到众多国企的资产变化与业务调

整。以往的国企改革，着眼于单个企业的市场化效率提升，而对单个企业

在整体产业链中的作用定位模糊，对产业链内企业的总体布局缺少制度性

安排。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与业务监管，造成了很多企业定位不清，重复发

展的问题。十四五规划中重点提出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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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撑作用”体现了两层含义，一是国企改革的主线是在国有企业自身

所有制性质不变的基础上壮大国有企业，二是强调了经济总体的“布局和

结构”优化调整。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在近年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情况下作出的重要战略转变，新格局下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

及产业结构均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来讲，随着终端市场由国际向国内的

转移，要求我们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对产业链整合和重组的方向和重点给予

充分的考虑。 

强调国企分类改革，兼顾市场和社会效益。 

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和以“抓大放小”为主线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当

前国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从数量上的占比已经大为缩小，然而与此同时，

剩余国企无论从体量还是从在经济中的地位，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

于国企的定位，中央在有关会议和文件中有着明确的指引，这些指引也应

成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重要指针。剩余大型国企的改革不是以往中

小型国企市场化改革的翻版，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展开。就其特征而言，

如果说过往的国企改革着眼于市场化效率的提升的话，本轮国企改革的重

点则在于兼顾大型国企的重新定位。由于所处行业性质的不同，针对不同

类型的国企需要因企施策，不存在统一的改革模板。 

国企分类的标准除了行业的性质外，还应从企业改革所产生的市场效

益和社会效益两个维度评估国企改革的效果，这同以往单一从市场效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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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评估改革效果的评价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依据对国企的分类，从而科学

采用“市场效率优先”还是“社会效益优先”，并依据企业的性质兼顾二

者之间的平衡，是国企分类改革进行的基础。 

改革机制由“行政化”向“市场化”转变。 

改革机制上，同以往历次国企改革的政府主导与行政推动不同，本轮

改革着眼于由以往“管企业”向“管资本”的监管思路转变，通过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实现政府和国企的分隔，通过市场化的资本运作实现国企

结构的调整优化。本轮国企改革这些新标准、新机制的出现，对于顶层设

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年行动方案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为核心，以推进国有经

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为重点，以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为指引。推进三年

行动方案目标落地实施的关键在于建立市场化的产权交易平台，使之成为

整合国企之间、国企和非国企之间产权交易的通道。近年来，各级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是我国国企改革新的尝试，是转变以往行政

干预式调控模式进而实现国有资产优化重组的重要抓手，未来可以在构建

国企产权和资本交易平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企混改等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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