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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 鹏

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下，如何进一步优化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如何打造一群充满活力的
现代新国企，着力推动国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中扛起新的使命，是时代提出的新问卷，更
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方案（2020—2022年）》，正式拉开了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的大幕。同年10月份,国务院出台《关
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在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方面形成了顶层设计和制度
安排。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取得一系列
重大成果，推动国资国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
本性、转折性变化。在资本市场上，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章。

如今，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中，如何乘势而上开启新
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如何更好地发
挥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作用？带着这些问题，

《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进中国中车、中国联通
等多家沪市上市央企，近距离了解相关公司奋
力改革、有为担当背后的精彩故事及其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规划蓝图。

创新基因根植企业

如果把国企改革比作一场考试，那么科技
创新是“必答题”。在走访过程中，《证券日报》
记者参观了受访企业的最新研发成果。

在中国化学，有国内首个丁二烯法工艺路
线己二腈工业化生产项目，同时也是首个采用
民族自有技术开创己二腈工业化生产的项目，
打破了国外对高端尼龙技术的垄断；在华能国
际，国内首台全国产可信DCS在公司下属山东
威海电厂辅助控制系统成功投运，是我国首
个、唯一通过全栈可信功能测试和验证的工业
控制系统；在中国中车，有时速600公里高速磁
浮列车，以及专用的牵引供电系统、运控通信
系统、道岔、调试试验平台等；在中国联通，有
全国首条5G-A低时延柔性生产线，初步解决
柔性生产等行业难题……

一份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相关企业始终
将科技创新摆在企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充
分发挥国资国企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切实履
行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中国化学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
介绍：“公司始终以被国外垄断的、国内尚未工
业化生产的‘卡脖子’技术为突破口，全力打造
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并通过不
断优化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
性创造性。如公司对突破了第五代冷氢化多
晶硅技术的15名核心科技人员给予1100多万
元股权激励。”

同样，诸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借由资本市
场平台，促使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汇聚，实现
了创新基因与创新要素的同频共振。

中国联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中国联通一直在变化、进化、优化的
最大推力当属公司“创新”基因。目前，公司约
70%的增量收入和25%的存量收入都是由创新

业务带来的。
在向“科技创新公司”深入

转型过程中，中国联通借
助 资 本 市 场

工具来激发活力。例如，公司于2022年实施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7705名公司核心
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授予8.38亿股限制性
股票。

中国联通运用股权激励加速创新要素汇
聚只是众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借力资本市场
的一个缩影。

以沪市为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
激励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据上交所数据，2020
年至2022年，沪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共推出股
权激励方案133单，较此前三年的84单明显
增加。

同时，股权激励强度有所提高。2021年以
来，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沪市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 股 权 激 励 股 数 占 总 股 本 比 重 中 位 值 为
1.44%，显著高于此前三年0.99%的中位水平。
其中，今年以来，沪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共推
出股权激励方案17单，激励股数占总股本比重
中位值为1.83%，激励强度进一步提升。

经营质效显著改善

国有企业改革，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
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企改革措
施渐次落地，改革成效逐渐显现。

从稳步提升的经营规模和显著改善的经
营质效便可窥见。以沪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为例，从经营规模来看，2022年，沪市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9.98万亿元、实现
归母净利润3.4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92%
和5.37%，分别占沪市全市场的78%和82%，市
场“压舱石”作用尽显。

从经营质效来看，不论是盈利表现，还是
资产收益情况，抑或是公司杠杆水平，以沪市
为代表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都交出了一份可
圈可点的成绩单。

经营规模和质效上的变化，描绘出国企三
年改革纵向发展的“工笔画”，而相关公司不断
夯实行业龙头地位、加速成就国之重器则刻画
出了企业横向发展的“大写意”。

在走访中，华能国际董事、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黄历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坚决
扛起能源安全保供责任，始终把保障能源稳定
供应作为最根本的职责使命，做好电力系统的

“压舱石”。具体来看，公司密切跟踪煤炭市场
变化，科学制定采购策略，确保发电用煤稳定
供应，着力控制燃料成本，积极研判电力市场
形势，合理安排火电机组运行方式和检修工
作，确保火电机组运行可靠，积极发挥火电顶
峰保供和系统调节的作用。

与此同时，部分国资国企还不断加速扬帆
出海，成为一张张闪亮的“国家名片”。以中国
中车为例，公司一路走来，改革步履不停、铿锵
有力，公司按照相关战略部署和有关工作要
求，做好“必答题”的同时，围绕公司三项制度
改革，也顺利完成了“加试题”。

中国中车董事长孙永才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在推动央企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企业、不断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
基础上，中国中车提出“优平简去活”的顶层
设计思路。其中，“优”即结构要优、资产要
优、体制要优、机制要优；“平”为扁平化管理；

“简”指精简管理层级和管理链条；“去”指去
掉“两非两资”“两高一剩”等；“活”就是体制
机制要活。

伴随着公司改革不断深化，中国中车实现
了质量上的跃升。孙永才告诉记者：“一是公
司的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治理能力得到
显著提高；二是公司机制更加灵活，特别是在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岗位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机
制方面；三是公司的创新潜力增强；四是公司
在专业化、规模化上更加突出；五是在加快建

设‘双赛道双集群’现代化产业体系上，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增多。”

不论是“高铁是一张亮丽的名片”，还是
“雅万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
‘金字招牌’”，这背后中国中车贡献了一份力
量。“而如何将中国中车在资本市场上的名片
打造好是值得探讨的。”在采访的最后，孙永才
留下了这样的思考。

打造资本市场“金字招牌”

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年也是上市国企“提质”
的三年。《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
见》提出六个方面17项重点举措支持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自此开启“改
革”“提质”齐头并进发展之路。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谈及资本市场扮演的
角色时，受访企业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同一个关
键词——“陪伴”。

上述中国联通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资本市场在中国联通的发展历程
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司成长壮大的
诸多关键时点都和资本市场紧密关联：从2000
年作为国资企业中最早一批走向海外的上市
企业，到2002年回归A股市场、2008年公司与中
国网通合并重组、2017年企业混改，公司成长
在其中，收获在其中，也受益在其中。”

“多年来，公司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融
资功能，先后七次在境内外发行股票，累计融
资约320亿元，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资金支持。同时，近年来，公司在以类REITs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为代表的创新金融工
具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利用资本市场盘活

火电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的有效途径，助
力公司能源结构转型。”黄历新对记者介绍。

今年11月20日，华能国际已成功簿记发行
华能集团首单交易所市场类REITs——荆门热
电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17.93亿元，优
先级证券预期收益率3.38%。12月19日，公司
成功簿记发行莱芜发电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
行规模高达76.94亿元，优先级证券预期收益率
3.37%，是国内资本市场迄今发行规模最大的
火电类REITs，也是市场首单经沪港交易所双
审的类REITs产品。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打造好在资本市场名
片的同时，也将成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

“金字招牌”。其中，高额度现金分红便是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打造的首张资本市场名片。

以沪市为例，2022年，沪市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合计分红超1.38万亿元，占沪市公司分红
总额的81%；约七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都进行
了现金分红，其中超半数分红比例在 30%
以上。

把时间拉长来看，2020年至2022年，沪市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累计分红达3.47万亿元，
常年贡献全市场近八成的分红。稳定性方

面，超四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比例
持续高于30%。其中，中国石化、中国神华、
山东钢铁等46家企业连续三年现金分红比例
超过50%。

此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的一张资本市场“金名片”。近年来，诸多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纷纷借助ESG体系，通过披
露相关内容，向社会展现企业发展良好形象。

上述中国化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
为煤化工领域国家队，中国化学利用掌握的先
进纯碱技术、大容积焦化技术、领先的煤气化
技术等一系列节能提效前沿技术，为高耗能行
业节能降碳量身打造解决方案，有效助力我国

‘双碳’目标实现。”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名片

远不止于此。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国资
国企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作用不断加强，企业
市场化运营机制更趋完善，企业科技创新体制
机制更加健全，将出现更多新名片。

现代国企新担当现代国企新担当：：
发挥好资本市场发挥好资本市场““压舱石压舱石””作用作用

田 鹏

今年以来，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面
临改革升级考的同时，也肩担提质重任。

笔者认为，改革与提质两者之间是和合共
生的关系，而资本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则
有：资本市场是企业的“陪伴”，公司每一次重
要变革都与其密切相关；资本市场是转型的

“引擎”，为公司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
有益助力；资本市场是公司的“舞台”，企业也
要打造好自身名牌。

不论是“陪伴”，还是“引擎”，本质上都是
把资本市场看作为改革的“助力器”，更侧重于
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而对于“舞台”的
理解，则把企业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凸显
出来，资本市场不但可以为企业改革
发展提供助力，而且也是企业

成长成果的“陈列台”。
为了进一步在资本市场中发光发彩，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已形成了以科技创新能力赋予
底蕴，以行业领先技术增添特色，为勇担社会
责任的共识。

以沪市为例，数据显示，2022年，沪市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合计达5741.84亿元，同比
增长25.56%。其中，中国建筑、中国石油、上汽集
团等15家企业研发支出金额超百亿元。2023年
前三季度，沪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合计研发投
入超3413亿元，同比增幅近8个百分点。

在社会责任方面，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中
流砥柱，肩担经济责任，

“ 压 舱 石 ”底 色 彰
显。数据显示，

2022年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9.4万亿元，同
比增长8.3%。

随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底蕴愈加浓
厚、行业领先地位不断夯实、社会责任意识持
续增强，在资本市场中的“压舱石”地位也将更
加突出。而随着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优质
国企持续涌现，也会让市场焕发别样风采，进
而增添整个市场的吸引力。

资本市场是国企改革提质的最佳“助力器”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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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雅万高铁动车组下线。②为全球在

建最大煤化工项目榆林化学180万吨/年乙二醇

项目现场。③为华能国际在江苏射阳建设的海

上风电项目。④为中国联通5G专网技术应用

于三六一度五里服装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