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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173.2 万名厂办大集体职工安置和 2027 万

名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完成比例均达到99.6%以上。

五、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竞争力”摆在国

有经济“五力”的首要位置。

竞争力，是参与者双方或多方的一种角逐或比

较而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国有经济竞争力指的是

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竞争同种资源或同一市场的能

力。国有经济“竞争力”包括规模与效率、管理与实践、

学习与创新、市场与营销等指标。国有企业是国有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

首先要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

比较要按照行业或领域来进行分类。特别将国有企

业同世界领先的企业进行比较能够更好的找出企业

自身的优劣之处。

2023 年中央企业“一利五率”考核指标是提高

核心竞争力的直接要求。一是用净资产收益率替换

净利润指标。调整为净资产收益率，主要考虑净资

产收益率能够衡量企业权益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

反映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体现了国资委履

行保障出资人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损失的法定职责，

体现了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中央企业资本回报质量

的要求，符合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导向，有利

于引导中央企业更加注重投入产出效率，加大亏损

企业治理力度，加快“两非”“两资”剥离处置，

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提升净资产创

利能力和收益水平。二是用营业现金比率替换营业

收入利润率指标。营业现金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

结合，实现了财务三张主表的紧密耦合，体现了资

产负债表观、损益表观与现金流量表观的统一融合。

考核营业现金比率主要是为了体现国资委“要有利

润的收入和要有现金的利润”的监管要求，有利于

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有利于推动中央企业

在关注账面利润基础上，更加关注现金流的安全，

更加关注可持续投资能力的提升，从而全面提高企

业经营业绩的“含金量”，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三是继续保留资产负债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

员劳动生产率指标。从近年监管实践看，国资委坚

持对资产负债率的考核很好地约束了部分企业盲目

扩张的冲动，因此要继续坚持对资产负债率的约束。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指标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近几年在鼓励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转化、促进

新型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是解决创新

能力不足的重要抓手，需要继续坚持并加大投入强

度。下一步将加大对研发经费投入效果的后评价和

考核，提高投入的效率和效益。全员劳动生产率指

标主要衡量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综合反映

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社会贡献，部分中央企业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要通过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最

大限度发挥广大员工的价值创造能力，从而推动全

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

六、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

和社会责任关系

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

发展、分类监管、分类考核，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

管的有效性和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推动国有企业与市

场经济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

统一。对不同业务进行分类核算，根据功能界定和分

类结果，按照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处于关系国

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主要承担

重大专项任务、公益类业务的领域等推进分类核算，

做好分类考核。有利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通过分类改革，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