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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标志着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之后的新一轮改革正式启动。本轮改革强调提高

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

这是核心功能这一概念首次写入中央文件。如何理解核心功能的准确含义？如

何看待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的辩证关系？是国资国企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

作为唯一一本国务院国资委主管主办的财经刊物，《国资报告》记者充分把握参

与内部重要会议、培训的机会，加强与改革部门的充分沟通，对照世界范围内国有

企业的普遍做法，结合国资央企的有效探索，对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的时代背景

和有效路径进行了阐述；对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四个着力点进行了分解。对如何看待

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最终落点从央企落到国资监管效能

提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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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强核心功能为目标，更加突出功能性改革任务，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最大

亮点，也是最大难点。如何理解核心功能准确含义，如何看待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

力的关系，在当时是一大难点。《国资报告》记者利用背靠国资委、面向国有企业的

独特优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这篇具有答疑解惑价值的短评。文章短小

但信息量巨大，既有理论解析，也有企业案例。文章遣词造句非常讲究，用相对活

泼的语言阐述了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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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标志着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之后的新一轮改革正式启动。本轮改革强调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

力和增强核心功能，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以增强核心功能为目标，更加突出功能性改革任务，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最大亮点，也是

最大难点。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新一轮国企改革同步部署了制度性改革任务。

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根本之道。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区别于其他

竞争者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核心原因。在不同的时代，学界和

企业界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具体内涵有着纷繁的解读。对于新时代的国有企业而言，核心竞争力

更集中地体现在持续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方面。进一步来说，要紧紧扭住科技、效率、人

才、品牌四个要素。其中，科技创新是根本，需要提前布局久久为功，往往功成不在我；效率

提升是关键，市场无情但是讲理，无非同台竞技捷足者先；人才队伍是保障，创新发展一切靠

人实现，改革管理都为激发人的活力；品牌建设是支撑，可以为内功修炼有成叠加高附加值，

充分展示企业软实力。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提高核心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重组，加强央企之间、央企

与地方国企之间、企业成员单位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资源优化配置。比如，中国物流集团明

晰功能使命，明确主责主业。在 17 家直管公司间推进 41 项具体重组整合事项，持续推动优

势资源向优势企业、优势业务集中。需要推动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和市场化经营机

制制度化长效化，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新国企。比如，中国化学工程通过考核在促进收入能高

能低、干部能上能下的同时，实施二三级企业层级能升能降。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始终以世界

一流企业为目标。市场本无国界，内外都要竞争。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未必规模庞大，但一

定有独门绝技，不可或缺。做大更要做专，才能在竞争中持续胜出。

增强核心功能是国有企业担负新使命新任务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服务国家产业战略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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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例，而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况。美、英、法等国的国有企业除了分布在邮政、电力、运

输等公用和基础部门外，在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有布局。当今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好履行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

服务等功能，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中央企业尤其要当好经济增长

的顶梁柱，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市场失灵的稳定器、维护安全的压舱石、

共同富裕的支撑者。

增强核心功能，需要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发挥产业

控制作用。比如，中国建材坚持两端发力，一方面积极做好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三篇文章，

加快推进基础建材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布局价值创造的新领域新赛道。需要进一步完善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作用。比如，中国

电气装备重组两年来，把体制机制改革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把创新能力提升作为衡量机

制改革的重要标准，连续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需要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重点领域保

障，支撑国家战略安全，更好发挥安全支撑作用。比如，粮食大省河南陆续组建种业集团、农

投集团、储备粮集团，切实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努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种业集团。

在实践中，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增强企业核心功能的有力支撑，增强核心功能对企业持续提

高核心竞争力起到引领作用。两者之间，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联系。

核心竞争力强不强，市场说了算。每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尽相同，但往往可以概括普

遍性规律，抽离出可量化可操作的评价体系。核心功能强不强，国家说了算。国家对国有企业

的核心功能有整体性要求，但具体到每一家企业都有明显差异，考核时要做到“一企一策”。

提高核心竞争力也好，增强核心功能也好，都对国资监管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

要着眼个性，提高差异化、个性化、精准化监管水平，又要注重全局，增强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监管效果。新一轮改革中，国务院国资委将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

统一，深化分类改革，推动分类考核与企业功能使命更加精准适应，国资监管与公司治理

更好衔接，国资监管更加健全更广覆盖，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更加完善，进一步

调整优化监管政策、监管方式、监管手段，推动国资央企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

强国基石。（刘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