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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正式拉开帷幕，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定

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截至2022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

额约286.5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205.5万亿元1。其中作为地方国资

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功能区2国资国企

基数大、数量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中国政府网公开披露数据。

2. 经济功能区包括新区、高新区和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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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功能区国资国企
共性特点

我们以国家级新区、高新区和经开区国企作为此次调研对象，重点选择了30个样本，覆盖直辖市5个，

省会城市15个，非省会城市10个，区域分布包括东部20个，西部6个，中部4个。

通过调研走访和基于公开数据分析，经济功能区国资国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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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样本中发债企业资产占

区域资产规模超

图-2 发债企业资产占比

情况

80%

拥有AA+级（含）以上

发债企业的区域占比

图-1 拥有较高评级发债企业的区域情况

97%

图-3 上市企业情况

上市企业中最多选择A股上市，

约占

80%

港股是第二上市地选择，

约占

12%

大部分地区的国资国企将提高企业信用评级和支持优秀企

业上市作为工作重点

调研区域中，97%的区域拥有较高评级3的发债企业（图-1），部分区域超过3家AAA评级企业，

调研样本中发债企业资产占区域资产规模超80%（图-2）。约47%的调研区域拥有1家及以上

的上市企业，其中长三角地区省份拥有上市公司数量最多，上市地选择A股最多，约占80%，

港股是第二上市地选择，约占12%（图-3）。

3. AA+级（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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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国企发展不平衡

国资规模差异较大，调研资产规模超2,000亿的比例占30%，个别地区已超万亿，但也

有10%的资产规模不足500亿（图-4）；

经营效益不均衡，各地区间差异较大，调研区域国企营业收入利润率平均为12.7%，部

分地区超过40%，而有部分调研区域营业收入利润率不足5%（图-5）；

国有资本收益不均衡，调研区域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最高超10%，而过半地区低于3%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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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区域资产规模超2,000亿的比例占

30%

图-4 资产规模情况

图-5 经营效益情况

部分地区营业收入利润

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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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营业收入利润

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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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规模不足500亿的比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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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国有资本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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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资监管机构设置和信息披露情况有差异

大部分经济功能区国资国企监管由财政局负责，占比近80%，部分区

域采取财政局内设国资办或与国资局合署办公的方式监管，约20%的

地区单独设立监管机构，个别地区与金融监管或上市金融职能联合。

信息披露程度有差异，有40%的地区披露了区属国资国企发展情况，

分别有经济运行报告、国资监督报告、国资工作报告和新闻报导等途

径，其中经济运行报告较多。从披露的内容看，全部披露数据的地区

均披露了资产规模，其次是营收和利润数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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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改革关注重点

我们就区域国资国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关心的内容开展了线上调研，调研结

果显示区域国资国企关注内容的前3名主要集中在“可以学习的标杆企业和成

功的改革经验”、“有哪些上市企业，涉及的行业，业务规模和发展模式”

和“如何通过重组整合释放投融资空间，降低负债压力和减少融资性负债规

模”，位列4、5的关注重点为“如何化解存量风险和不良资产”和“国企重

点发展哪些业务以及经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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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了解，各区域国资国企在新一轮改革中重点推动的工作主要为以下三点：

推动国资国企重组整合

8.5%

14.0%

15.5%

19.5%

20.5%

22.0%

0.0% 5.0% 10.0% 15.0% 20.0% 25.0%

图-7 调研问卷问题占比情况

3. 如何通过重组整合，释放投融资空间，

降低负债压力，减少融资性负债规模？

6. 其他问题

5. 国企重点发展哪些业务，

经营效果如何？

4. 如何化解存量风险和不良资产？

2. 有哪些上市企业，主要在什么行业，

业务规模、发展模式如何？

1. 可以对标学习的标杆企业有哪些，

有什么成功改革发展经验？

跨区域、跨层级国有资本整合，

以“市带区县、区带镇街”模式

协同发展。

国有资产集中整合，提高企业

信用评级，对接资本市场；

业务专业化整合，实现经营性业务

集中管理，提升经营能力和竞争力，

优化国企业务布局；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整合，提升产业

链服务能力和影响力，打造区域性

链主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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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优化国资监管体系

• 加强财务监督，提升财务信息及时性、准确性，细化分类

核算，作为考核和监管的有效支撑；

• 优化考核体系，实施功能性和市场化业务针对性考核，战

略性投入的绩效评价考核；

• 实施全覆盖、全周期的投资评价，特别对参股投资、基金

投资和上市公司并购开展常态化监控和投资绩效评价；四

是加强高风险领域风险评估与监控，建立债务风险量化动

态监测和预警机制。

积极推动国企深化改革

• 深化混改企业的机制体制改革，提升管理能效，建立差异

化治理与管控，强化长期激励，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

• 优化国资国企业务布局，不少调研区域不断增加新兴产业

布局，配置资源支持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

和高端制造等领域发展；

• 通过设立投资板块和股权投资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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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建议

国资国企新一轮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已经开始，围绕提高核心

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我们建议区域国资国企可以从以下4

个方面深化改革，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优化高质量发展模式顶层设计

深化混改、激励等多种改革方式的应用，推动企业深层

次改革，优化产权、管理和经营能力。建立高质量发展

指标并纳入考核体系，改变以负债拉动为主导的发展模

型，建立以经营和投资并重发展模式。

2. 打造经营业务为主导的区域龙头

企业

通过产权整合、业务重组方式做大做优企业，提升资信

评级，打造“一企一业、一业一企”的发展格局。

3. 加快推动区域国资监管在线化、

体系化运作

按企业和业务分类进行核算，加强在线数字监管，对重

点领域经济运作和风险情况及时统计、分析和持续监测，

提升考评数据精准度。

4. 积极应用资产盘活新模式

积极采用REITs和上市等多种资产证券化方式盘活国有

资产，从架构上积极探索形成资产运营平台和不良资产

处置平台双循环模式，用平台化方式按照成熟程度批次

推进资产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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