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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起步之年，国资央企应助力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复苏，在兼顾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目标的前提下，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的步伐。

过去三年，国资国企改革经历了

大范围、深层次的优化调整，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监管体制更加

成熟定型，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

度改革在国资国企中破冰，混合所有

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国有经济布

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均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

《 中 央 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报 告

（2022）》显示，过去几年中，央企

深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在船舶、钢铁、能源、建筑、水运、

装备制造等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稀土、物

流、通信铁塔、油气管网、电气装备

等领域的资源整合也取得重要成果。

2023年是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的起步之年，国资央企应助

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扩大内需，推

动经济复苏。国资国企改革将在兼顾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目

标下持续推进，能源国企需用好“加

法”和“减法”，推动国有资本实现

优化。

在专业重组上做“减法”
专业化整合，是指企业通过资产

重组、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划

转、战略联盟等方式，打破企业边界，

将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专

业化整合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

构调整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国有资本和

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有力举措，也

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的有效路径。

国资国企的专业化整合和战略性

重组涉及产业高度重叠、资源分散、

资产情况错综复杂等问题，同时与产

业链发展趋势、全球经济形势、市场

规律变化、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等诸多

因素密不可分，应在聚焦主责主业的

同时，加速推进核心业务板块整合。

过去三年中，中央企业集团层面

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蹄疾步稳。

去年，共有37家中央企业25组专业化

整合项目分两批开展集中签约，整合

步伐明显加快。在能源领域，2019年

12月9日，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

限公司组建并实施专业化重组，通过

放开两端促进产业链上游资源供应和

下游销售市场公平竞争，提高油气资

源配置效率；2022年12月30日，中煤

集团与国家电投以煤电项目专业化整

合为契机加强全方位合作，煤炭和电

助推经济回暖
国企 ：以深化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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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岩，龙岩坑口电厂。发展坑口煤电一
体化是能源国有企业探索煤电联营的重要途
径，有利于提升煤电资源配置效率。

>>

力企业战略合作有利于中央能源企业

从应急性保供转变为通过股权合作、

整体开发实现体制性稳定性保供，有

助于供煤价格和供应渠道的长期稳

定；2023年1月14日，中国三峡集团

与中交集团成功开展水利电力建设资

源专业化整合项目的合作，双方将通

过水利电力建设资源整合，共同做强

清洁能源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资源

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效益的提升。

能源系统庞大复杂，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如何实现更好的融通，不同领

域的能源企业如何更好地合作发力，

是能源国企一直重点关注和发展的方

向，专业化整合重组可助力能源企业

优化业务结构。未来，推动能源国企

专业化重组和战略性整合需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统筹产业链资源配置。能源

国企需要在产业链核心环节、上游环

节、高附加值的环节发挥引领作用。

同时利用强大的资源整合协调能力，

应用数字技术，为产业链供应、资源

整合、集成发展贡献力量，促进生产

要素跨企业、跨行业、跨部门、跨区

域流动，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

二是统筹整个社会的资源。携手

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供应链合作单

过去三年中，中央企业集团

层面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

合蹄疾步稳。去年，共有37

家中央企业25组专业化整合

项目分两批开展集中签约，

整合步伐明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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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北，工人正将用于生物质发电的秸秆
投送到生产线。今年1月，国家电网、国家电
投正式交接了生物质发电项目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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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汇聚政产学研各方力量，开展联

合攻关，实现理论创新，加快对能源

领域复杂性、系统性问题的研究，规

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一系列战略部

署，合力推进能源革命、实现“双

碳”目标。

三是推动链长企业牵头建立产业

链协同发展高效机制。推动多元化的

合作和产业链资源共享开放，实现协

同效益的提高。从方式来讲，通过整

合、参股等方式打造产业链聚合优

势。链长企业可联合产业链其他企业

和外部合作单位组建产业联盟，探索

更加灵活创新的方式，打造开放、包

容、多元合作的生态圈。

发展要靠产业链，创新要落实到

发展上。能源国有企业作为创新策源

地，需要围绕产业链来部署创新链，

创新要服务于产业链升级。能源产业

转型升级，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实现

深度融合。同时，融合创新也是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能源国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深化

提升，补足产业短板，统筹资源配

置，引领创新融合，推动多元合作。

一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解决

“卡脖子”问题。制造业是立国之

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中最重

要、最基础的部分。在产业链供应链

升级方面，未来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

本稳定，甚至是稍微提升，巩固制造

业方面的优势，同时要促进制造业提

质增效，不断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相对完备的优势。

二是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在考虑满足其他条件下，把产业链关

键环节留在国内，有序进行产业链向

外转移，同时更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合作，以国际循环来提升国内大

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促进关键技术和

产品研究发展，拓展国际合作途径。

深化国际合作，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

量和配置的水平，增加我国在全球供

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

三是以企业为主体，促进点和链

协同。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中小

企业做专做精，发挥国有企业带动作

用和突出价值。国有企业要重点掌握

产业链供应链中战略性强、技术含量

高的关键环节。

四是促进产业链跨区域合作，加

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立足国内大

循环，将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结合起

来，优化区域供应链供应布局。尤其

应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等区域着力补齐产业链上的短板和关

键环节。

在产业布局上做“加法”
1月5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

责人会议，强调要加快打造现代产业

链链长，积极开拓新领域新赛道，培

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上发挥领头羊作用。

不难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是国资国企改革未来的重点，在产业

布局上“做加法”，推进国有企业积

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

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卫星互联

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可以加快

能源国有企业作为创新策源

地，需要围绕产业链来部署

创新链，创新要服务于产业

链升级。

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抢占发展制

高点。

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提高煤炭

清洁化开采水平和转换效率是“做加

法”的重要任务。在开采环节提高洗

煤的效率，在发电环节改善发电设备

环保工艺，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实现

绿色智能化发展。此外，煤炭企业可

以通过发展煤化工产业以及和其他能

源产业联营合作，延伸产业链，提高

产业附加值，提升自身清洁低碳发展

能力。

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可以发挥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的作用，持续加

大在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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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新能源运营从单兵突进向合作共

赢转变，新能源发展从规模扩张向专

业化、集约化转变。要以本次签约为

契机，推动央企新能源产业发展成为

“重头戏”、形成“一盘棋”，探索

新模式、突出高质量、强化产业链，

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效

率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推动新能源产

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要做好“加法”，应统筹好央企

内部、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资源，避免

一哄而上过度竞争，实现均衡合理发

展。

在央企内部，需持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

业等领域的投资布局。以协同创新平台

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大布局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发挥产业引领带动作用。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

统发展蓝皮书（征求意见稿）》指

出，到2030年，推动新能源成为发

电量增量主体，装机容量占比超过

40%，发电量占比超过20%；至2045

年，新能源成为系统装机主体电源。

在1月6日中央企业新能源智慧

运维服务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

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表

示，此次合作的开展标志着中央企业

新能源整合从单个协调向整体推动转

变，新能源管理从分散式向精益化转

报告（2022）》指出，要加快处置非

主业、非优势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

全面完成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和“处僵

治困”任务，持续推进“压缩管理层

级、减少法人户数”工作，有力促进

企业轻装上阵，更加聚焦主责主业发

展实体经济，进一步筑牢企业高质量

发展根基。

在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应统筹

战略协同形成“一盘棋”。优化能源

产业内部布局，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发

展的“棋”，避免出现投资浪费和市

场过度竞争。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