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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企企改改革革不不搞搞““拉拉郎郎配配 归归大大堆堆””
国资委：混改突破口要扩大，但也不是一混就灵

环环保保部部：：PPMM22 .. 55三三年年降降了了三三成成
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本报记者 廖雯颖

74个重点城市
PM2 . 5浓度3年降3成

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实施三
年多，进展如何，治理路子对不
对？对此，陈吉宁回答说，国际
通用的判断一个环境污染控制
策略是否有效的办法，不是简
单地今年和去年比，而是用三
年滑动平均法进行评价。

陈吉宁表示，2016年，全国
74个重点城市的PM2 . 5平均浓
度为50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
下降30 .6%。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三个控制PM2 . 5的重点地
区，平均浓度分别为71微克/立
方米、46微克/立方米、32微克/
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分别下

降33 . 0%、31 . 3%、31 . 9%。北京
市PM2 . 5平均浓度为73微克/
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8%。

“除了北京之外，所有控制
PM2 . 5的地区，在过去的三年
里都减少了30%以上。与此同
时，优良天数的比例在上升，重
污染天气发生的频次明显降
低。”陈吉宁说，这是一个整体
的、全面的改善，而且改善速度
并不慢，甚至比一些国家还要
快，充分说明当前大气治理的
方向和举措是对的、有效的。

“我们对大气污染治理要有充
分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在事实
观测的基础上得到的，不是一
个盲目的信心。”

33个市县被公开约谈
9省市组建环境警察

新环保法已实施两年多，
陈吉宁认为，环境守法的态势
正逐步形成。去年各级环保部
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12 . 4万
余份，罚款66 . 3亿元，比2015
年分别增长28%和56%。环保
案件中，查封扣押9976件，停产
限产5673件，按日连续处罚
1017件，分别比2015年增长
138%、83%和42%。

陈吉宁表示，落实地方政府
的环境保护责任，是落实环保法
的重中之重。为此，环保部开展
中央环保督察，明确地方和各部
门的责任，在中央环保督察的带
动下，去年各省级环保部门对
205个市（区、县）政府开展了综
合督察。对环境问题突出的33个
市县政府进行公开约谈，通过揭
短露丑，起到警示作用，形成压
力、推动工作。此外，对工作任务

不落实、问题突出的五个市县实
施了区域环评限批。

同时，环境执法机构被列
入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序列，从
而解决了执法着装、用车和设
备问题。此外，公安部还专门
印发了《公安环境安全保卫部
门装备配备标准（试行）》，推
动各地环境污染犯罪侦查队
伍建设和业务建设。目前北
京、陕西等九省市已经组建了
环境警察队伍。

解决土壤污染问题
先摸清家底开展详查

土壤污染事关“舌尖上的
安全”，对此，陈吉宁说，去年印
发的“土十条”已正式实施，是
下一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的重
要工作部署。“基本思路是预防

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
“土壤污染治理不是把土

都挖出来、粗放的无序治理。”
陈吉宁介绍，解决土壤污染问
题的工作部署，首先是摸清家
底，开展土壤污染的详查。“现
在我们对土壤的污染底数不
清，已经公布的一些土壤污染
超标率是点位超标率，并不代
表土壤污染的分布和状况。”其
次是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陈吉宁透露，全国人大已经把
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今年的立
法计划，环保部正在抓紧制定
相关标准。

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
地的准入管理则是两大重点。
据介绍，目前环保部正跟农业
部制定关于农用地的管理办
法，污染地块环境管理办法也
已发布。

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回答了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新环保法实
施等问题。在被问及大气污染防治的治理路子是否正确时，陈吉宁以数据回应：2016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PM2 . 5平均
浓度比2013年下降30 . 6%。这个改善速度比一些国家还要快，充分说明当前大气治理的方向和举措是对的、有效的。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央企利润增0 . 5%
央企减了2730个法人

肖亚庆介绍，在国企改革
一些重点领域和难点问题，目
前取得了很多突破，比如公司
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央企业重
组等。宝钢和武钢为代表的中
央企业重组，不仅去了产能，质
量和效益提升了，结构也在进
行优化。去年改革中，值得一提
的是“瘦身健体”，中央企业减
了2730个法人。

这些法人的去除使管理层
级缩小，更使管理穿透能力进
一步增强。比如去年通过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成效逐渐显现，
率先超额完成了去钢铁、去煤
炭产能的任务。

肖亚庆表示，2017年要继续
深入推动中央企业的重组。从中
央企业层面看发展历程，有的一
个企业有几十个专业，有的一个
专业又有很多国有企业，所以，
围绕凝聚力量、结构调整，在钢
铁、煤炭、重型装备、火电等方
面，不重组肯定是不行的。

肖亚庆介绍，去年中央企
业的营业收入是23 . 4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2 . 6%。去年的利润
是12300多亿元，同比增加了
0 . 5%，“这个0 . 5%来之不易，
应该说，我们遏制了持续下滑
的这样一种趋势。”今年1-2月
份，央企进一步保持了稳定向
好的趋势，营业收入3 . 7万亿
元，增长了15 . 2%，利润是1686
亿元，增长了29 . 1%。成本费
用、管理及其他费用的下降，使

得我们利润增长幅度比较大。

国企不一定控股
也可以参股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
革的重要突破口。肖亚庆在回
应相关提问时说，今年混改突
破口要进一步扩大。

“适合在三、四级企业搞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就在三、四级
企业搞，有的企业希望层级再
进一步升高，要根据实践发展
和效果来看。”肖亚庆说。

他强调说，混合所有制不
是“一搞就灵”，也不是所有的国
企、央企都要搞混改，宜混则混、
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国有企业
不一定控股，也可以参股。”

他表示，既然是混合所有
制，如何能在公司治理结构上
体现各方的参与，既能保证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也
要保证各参与主体能得到符合
市场要求的回报，在这方面要
进一步尝试、试点。

此外，他在回答有关国企
上市的话题时说，央企要加强
包括市值管理在内的各项措
施，把上市公司做优；推动国有
控股的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分
红机制；国有上市企业要做积
极的负责任的股东。

重组不搞新的垄断
要加大后期融合力度

重组整合是国企优化资源
配置能力、提升发展质量效益
的重要举措。2016年，五对十家
央企完成了重组。

针对央企未来重组计划，

张喜武表示，我们不搞行政“拉
郎配”，也不是搞简单的“归大
堆”，更不搞新的垄断，不会出现
一哄而起、大规模的“重组潮”。

他说，近三年央企重组取
得了阶段性效果。方向上，坚持
服务国家战略，更好地完成了
央企所承担的使命责任；布局
上，坚决落实化解过剩产能等
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从效果
上看，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
转型升级，提高了效率和效益。

“我们仍然要坚持成熟一
户、重组一户的原则。”他表示，
一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搞重组，
加快推进煤电、重型装备、钢铁
等行业的重组整合，推动解决
产能过剩问题。探索境外资产
整合，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二是要探索有效的重组方

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
展规律，适应行业、产业发展要
求，以市场为导向，采取各种有
效方式来推进中央企业的重组。

“企业重组不容易，重组后
想融合好，达到预期目的更
难。”他说，重组只是第一步，还
要加大重组后的融合力度。重
组不仅要资本合、资源合、组织
合，而且要做到理念合、战略
合、管理合，在物理变化的基础
上加快化学反应。

多兼并重组少破产
优先考虑职工利益

近年来，国企改革围绕主
业不强、包袱过重、管理层级多
等突出问题发力，国企“瘦身健
体”取得明显成效。

2016年，央企管理层级五级
以内占比68 .6%，通过“压减”减
少管理费用和人工成本分别达
到49.11亿元和76.45亿元。

据肖亚庆介绍，去年包括
去产能在内，央企“瘦身健体”
过程中涉及职工约11万人，通
过内退转岗、劳务外包以及解
除劳动合同等方式，相关企业
对这些员工做了妥善安置。

对于未来改革可能涉及的
类似问题，他重申，要多兼并重
组、少破产，把职工的安置、职
工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考虑。

“绝对不会出现‘下岗潮’问
题。”他说。

肖亚庆表示，改革要符合
企业长远发展规律，也要让更
多的职工有获得感，能够保护
职工的权益。

今年国企改革重点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痛点”如何破解？哪些领域央企将加大重组力度？国企“瘦身健体”会不会会带来
“下岗潮”？3月9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和副主任张喜武等负责人介
绍了今年国企改革的总体思路，并对相关热点话题作了回应。

2017年3月9日，国资委主任肖亚庆等就“国企改革”答记者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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