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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国资委主任　徐盛鹏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８日省国资委组建后，各州市也相应组建国资监

管机构，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

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全省上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深入推进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取得了突

出成效，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得到了调整优化，企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传统国有

企业进入到具有新体制、新机制、新战略、新文化，担负起新的功能使命的 “新

国企”时代，加快了国资监管方式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企业功能定位从生

产经营向资本运营型的转变，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党组织的政

治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进程。

２００８年以来，受经济周期影响，世界经济经历了深层次演变。２０１０年欧债危

机又进一步爆发，世界经济进入较长时期深层次的调整阶段。置身于急剧变化的

大环境之中，国资国企也进入到一个战略转型期。我们需要深入研判这种变化趋

势，认清国资国企的历史使命、战略定位，系统分析所面临的冲击、挑战和机遇，

更准确地把握经济和企业科学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因势而动，深入思考面向

全球竞争和环境变化的战略思路、方法、举措。基于此，立足于云南省国资监管

和国企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云南省国资委与省属企业选择的战略性、全局性、

关键性的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坚持紧扣中心，集中精力研究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中

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突出选择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政策性的３０个

重大课题进行研究，为国资监管工作中制定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抢抓重大发展机

遇、构建创新文化、引导社会舆论导向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保障、智力支持。

重大课题研究紧紧围绕省属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科学发展，加快战略转型，园区建

设。从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实施、产品和业务结构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资源

利用方式转变、商业和盈利模式转型、组织形态转型、新型业态转型、战略新兴

产业培育等方面开展。涉及省属企业正在组织实施及将要组织实施的重大项目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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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引入社会力量开展研究，加强与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中国民航大学、

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省社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有关部门的合作。

形成了国资委、监事会、企业全面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的工作体系。这些研究成

果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政府咨询、重大决策参考等多种途径，转化为云南省

桥头堡战略实施、争取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十二五”规划编制、企业战略转型

的具体思路和方案，成为推动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科学发展的有力支撑。例如：昆

钢集团承担的 《产业基地布局和集群发展研究》对于抢抓桥头堡机遇，面向西南

的广阔领域在重要区域、关键节点、战略要地进行产业基地的布局，探索土地和

生产要素集约利用，促进产业集聚，对云南省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带动性较强的集

群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云锡集团承担课题 《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技术

支撑集成》对于推进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成为云南有色金属行业的战略新兴产业

提供了战略指导。建工集团承担的 《国际化经营战略管控研究》探索国家战略支

持下的海外投资经营战略，积极推动老挝万象１０００公顷土地综合开发项目成为国

家级境外示范经济合作区。云南白药承担课题的 《大健康产业标准化运营及盈利

模式研究》对于指导云南白药从战略上抢占中国健康产业的制高点，探索大健康

产业的商业模式提供了重要指导。机场集团承担课题的 《昆明新机场经济圈一体

化运营研究》成为了机场集团组建昆明长水机场国际有限公司，将昆明新机场构

建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连接欧亚非的国际航空客流、物流和信息中心的

重要理论基础。

省属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科学发展重大课题研究的成果，凝聚了广大国有企业

管理者的集体智慧和辛勤汗水，离不开各省属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党中

央、国务院做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发的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战略部署，

将为企业发展开拓一个新空间，为西南省区的发展开辟一个新方向，为云南经济

社会跨越发展开创一个新阶段。本书的出版，为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留下了弥

足珍贵的资料，对于 “十二五”期间省属企业实现历史性的新跨越将提供有力的

工作指导，同时也为各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对经济领域和企业界人士开

展国资国企以资借鉴和参考。站在新的起点上，我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弘扬研

究创新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承担时代赋予国资国企的历史责任，加快推进省属企

业从资源依赖性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云南国有企业转方式调结构一定会走出一条

超常规的道路，科学发展一定会跨上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在全省跨越发展中发

挥更为突出的引领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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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云南省属国有大型企业
战略转型研究

云南省国资委

一、绪　论

（一）课题研究背景

　　云南省属国有大型企业经历了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战
略性重组等阶段，同时，围绕着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条主线交替进行战略转

型，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成就。通过大力推进资源整合，云南省国有大型企业

呈现出明显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中的变化特点。目前，依托优势企业进行

市场化战略性调整，云南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从３９户变为１７户。这些企业全
部成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战略意志的骨干平台和引领全省产业发展的核心主导力量，

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省国资委形成了管理幅度相对合理的监管

格局。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增加到４５７４亿元，占全省国有企业
的资产量为３７％；是 “十一五”初的３３２倍，年均递增２７％；营业收入是 “十一五”初

的２８６倍，年均递增 ２３％，达到全国优秀值。累计实现增加值 １４８６亿元，年均增长
１７％；累计实现上缴税收５０６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１２％，年均增长１９％。国有经济活
力、实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继续深入推进，加上国家从战略层面决定把云南

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云南省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同时，由于受全球

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新兴产业进入发展孕育期。云南省１７
户大型骨干企业集团作为改造后承担着新功能、新战略、新使命的省委、省政府重要战略

政策工具，如何顺应世界性的产业变革，进入一个深层次的战略转型阶段，如何在桥头堡

战略下迎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课题研究概念界定

１．企业战略转型概念
　　随着企业面临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动态性以及难以预测性的增强，人们对战略管理的
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战略转型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组织行为理论的研究，后成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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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转型和企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关于战略管
理的研究中涉及战略转型问题，主要是研究企业环境变化与企业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

（Ａｎｓｏｆｆ，１９７９）。Ｌｅｖｙ和Ｍｅｒｒｙ（１９８６）认为战略转型是因为企业经营出现问题，为了求
生存，必须在包括组织的使命目标、结构、企业文化等方面做出重大改变。Ｓｈａｈｅｅｎ
（１９９４）认为战略转型是整个组织在价值、形态、态度、技巧及行为上的转移，使组织更
有弹性，即能就是反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同时提到转型的主要目标是企业在经历一段时间

的努力之后，能大幅度改善企业绩效，并能持续维持企业竞争力。Ｂｏｓｓｉｄｙ等认为企业战
略转型 “是一种经营模式的变革”。从国内研究来看，茵明杰 （２００５）认为战略转型是企
业组织通过其构成要素及要素间关系的变动，形成了一种与环境动态适应的新结构。张国

有 （２００５）指出企业战略转型不仅仅是企业业务领域和组织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营
模式的变革。罗文钦等 （２００７）指出企业战略转型是指企业由传统管理运营模式转变为符
合未来发展要求的现代公司制模式。

２．企业战略转型分类
依据转型的程度或幅度，企业战略转型分为渐进式转型和革命性转型。前者是指企业

在保持现有的体制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渐进式的改变，且随着原行为方式或惯例等路径依

赖的自发性成长与发展持续的变革。后者是彻底、全面、激进式的革命性变革，象征着新

结构形式的出现，一般是透过显著且大量战略及结构的变化进行整个系统的转变。

根据转型的时点，企业战略转型分为 “前瞻性转型”与 “危机性转型”。Ｔｕｓｈｌｎａｎ
（１９８５）指出，转型变革既然比变革需要时间，那么企业转型的启动时机就要提前，这样
的变革可谓 “前瞻性转型”；反之是 “危机性转型”。

３．战略转型动因
战略转型动因有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外部动因主要是研究环境对企业与转型的影

响，环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Ｈｉｃｋｓ，１９６５）。Ｋｏｔｔｅ（１９９５）指出广泛而有
利的科技变革、国际性的经济整合、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饱和等因素，成为市场与竞争全

球化的主要推动力。Ｂｏｙｌｅ和Ｎｅｓａｉ（１９９１）考察了１９７２～１９５９年的３０篇相关文献，找出
了２４个组织内外促使转型的因素，将其归纳为４类：内部行政因素、外部战略因素、内
部战略因素和外部行政因素；并指出组织内部环境的改变相对外部环境对绩效的影响更

大，而内部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归于管理控制不到位。Ａｓｔｌｅｙ等 （１９８３）认为，组织转型
的起因是为了预先适应环境变化的需求，在本质上是 “自我引导”的；自觉导向观点则认

为组织转型的发生只是因应环境变化的需求。Ｓｃｈｅｎｄｅｌ等人 （１９７６）的研究指出，要决定
适当的转型战略，首先必须考虑产生转型的原因。该转型原因可归纳为 “战略性因素”与

“作业性因素”。继而针对 “战略性因素”和 “作业性因素”提出转型建议。

４．战略转型的过程
企业战略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Ｐｒａｈａｌａｄ等 （１９８７）将企业战略转型过程分为

战略、认知多样性生成阶段、系列的决策阶段和执行力调整阶段。Ｆｌｏｙｄ和 Ｌａｎｅ认为战略
转型过程通过不断提升、运用新知识和新能力以达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演进过程。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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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过程分为竞争力的定义、部署、修正过程。Ｗｏｄｅｙ，Ｈｉｔｃｈｉｎ和Ｒｏｓ则将战略转型过程
分为战略分析、战略选择、重设战略计划和实施计划四个阶段，并认为这四个阶段之间存

着重叠关系。李丹 （２０１０）研究了新时期山西煤炭企业如何进行战略转型问题。唐健雄
（２００８）对企业战略转型能力进行了研究。

（三）课题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省属国有大型企业，研究视角是宏观层面。本文提到的企业战略转

型是指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企业体制机

制，发展模式变革的范畴，是企业战略目标与内部资源、外部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过程，

沿着开放化、证券化、一体化、国际化的路径前进，是对企业设立远景目标并对实现目标

的轨迹进行的总体性、指导性谋划，进而实现组织结构开放，产业加速升级，发展方式转

变的战略目标。

二、云南省属国有大型企业发展现状

（一）云南省属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１．结构布局
　　经过两轮深化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加快了从轻纺、制糖、制茶、商贸等一般竞争性领
域退出的步伐，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１７户，包括７户工业企业、３户建筑施工、
３户投资类企业、１户旅游、１户机场、１户物流、１户农垦的行业分布格局，均为省属重
点骨干企业。

（１）从规模实力上看，经过多年发展，一批省属企业在国际、国内同行业中已具有重要
影响，成为行业的龙头骨干和支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多数企业具备了一定的科技创新能

力，装备水平不断提高，拥有一批知名品牌和产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实力持续增强。

（２）从产业分布上看，由于历史的因素，省属企业行业构成明显地集中在重化工领
域，６户重化工业企业销售收入、资产总量分别占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的
６０３３％、７０３３％。非重化工业比重过低，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地方国资委所属企业的平均
水平。省级国有资本很少分布于金融、服务、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旅游、物流、农业等非

重化工业发展相对迟缓，对全省产业发展的主导和支撑作用还十分有限。结果是，在金融

危机时期，缺少一个多点盈利支撑的产业板块格局，形成了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

面。后危机时代，云南国有经济必须构建一个适应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新经济业态发展

要求，具有较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产业体系。

（３）从产品和业务结构上看，重化工业企业的产品基本上还处于初加工、半成品或原
料输出型状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过低，产品深加工能力不足。２００９年，６
户重化工业企业初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分别占６７％、２６％、７％，有色金属企业
产品主要是铝锭、电锌和高纯阴极铜等，初加工产品收入比重占总收入的７５％以上。非重
化工业企业的业务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的低端和传统服务环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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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从空间布局上看，传统省属企业主要集中在滇中地区，特别是集中在昆明市。
２０１０年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１３９８７亿元，占省属企业在建总投资的７７８％。仅昆钢在滇
中地区在建投资就达到２７０４１亿元，冶金集团达２２８４１亿元，机场集团１８８３５亿元，城
投集团１５９８７亿元，云投集团达１５８８４亿元，云天化达１３９１亿元。影响比较较大，单
项投资超过５０亿元的有：机场集团昆明新机场工程，总投资达１８８３５亿元；城投集团环
湖一级土地开发，总投资达１３０亿元；其中影响较大的重大项目有：云天化集团中石油炼
化下游产品加工项目，总投资９４亿元；昆钢草铺新区整体搬迁项目，总投资５０１７亿元。
昆明煤焦化曲靖２６０万吨焦化及化工深加工工程，总投资５９４８亿元。

近年来随着产业版图的扩大，省属企业加大了在其他地区产业布局的步伐，２０１０年，
省属企业在滇西地区在建项目总投资２０２５９亿元，投资布局规模较大的有云铜６３０３亿
元 （迪庆）、冶金６８２亿元、云投３３３亿元。滇南地区也是省属企业布局的重点，在建
项目总投资１８２３亿元亿元。仅冶金集团在建水在建项目投资达到８５３７亿元。云南白药
拟投资建设的西双版纳国家温泉养生项目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在周边国家取得实质性突

破的是昆钢和云天化，分别是昆钢沪滇公司２０万吨钢厂投资７９１亿元。云天化万象６５
万吨光卤石采矿及加工项目投资３７５亿元。云投在周边老挝、缅甸布局了一批水电站建
设的前期工作。

省属企业在全省各地产业布局中不断进入各类示范性重点工业园区发展，从产业看，

涉及事关桥头堡建设全局的矿冶、化工、物流、旅游、生物医药、光电子、新材料、能源

等优势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升，为加快省属企业转方式

调结构，推进桥头堡建设奠定了基础。

２．发展方式
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省属企业具有明显的资源型、高消耗和高投入特征。一些重要资源

储备不足，许多原料依赖进口，受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和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大。旅游、农

业等非重化工业企业盈利模式单一，集约化经营、资本运营和市场开拓能力普遍不强。多

数企业在发展相关多元产业和战略转型方面还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总体上省属国有大型

企业发展模式比较单一。大企业集团在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整合能力，项目报批促进产业

园区布局规划水平提升，主动参与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意识不强，对全省经济社会的辐射

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３．经营和业务模式
省属企业近年来加大的经营模式创新的步伐。建工集团推进集团化管控，加快集团本

部的实体化进程，工程总承包实力也显著增强。西交集团、城投集团进行了 ＢＴ、ＢＯＴ商
业模式的探索。机场集团在实施机场一体化运营，积极发展非航业务方面取得了进展。机

场百事特运营模式有望成为非航业务运作的亮点。云南白药运用虚拟企业运营模式，快速

进入大健康产业。近期又实施了 “工商联动”运作模式，实现了医药生产和医药商贸物流

有机结合。昆钢、冶金实施了集群化运作模式，有望打造出若干比较有竞争力的钛产业集

群、煤焦化集群、铝资源综合利用集群昆钢。昆钢、云天化在发展大宗商品专业物流方面

取得实质性进展，云天化联合商务、昆钢泛亚物流实现了超常规的扩张。云南城投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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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结合发展，构建企业发展资金池方面进行了宝贵探索。云天化、建工集团省属企业通

过利用云南独特的区位优势，鼓励企业到省外和国外投资兴业，利用 “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一批企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缅甸等１１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超过３０亿元，在
内蒙古、广东等省区投资超过２００亿元，拓展了发展空间。但是多数省属企业主要是传统
重化工产品生产也销售业务，价格与国际市场高度接轨。面对激烈变化的市场，省属企业

把握市场趋势能力不强，资本运作水平不高，导致未能抓住更多的 “化危为机”的机会。

除云铜在开展等值等额套期保值业务方面有所突破，多数重化工企业在有效利用金融衍生

工具规避市场风险，稳健扩大利润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同时，重化工企业在推进 “矿电结

合”经营模式创新方面也应加大政策运作，争取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省属企业普遍存在

科技投入不足、技术研发能力偏弱、自主知识产权不多、名优品牌较少等问题。不少企业

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强，自主创新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省属企业在全省各类

企业中具有一定的人才优势，但在全国范围内比较，省属企业各类专业人才总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特别是支撑战略转型和发展新兴产业，以及市场营销、资本运作、科技创新的

领军人才偏少，熟悉国际化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严重缺乏，当前的人才状况难以适

应省属企业科学发展的需要。

４．体制机制
针对过去 “五龙治水”传统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弊端，省国资委牢牢把握专司政府出

资人职责机构的定位和改革方向。通过八年探索，逐步形成了符合云南实际的四大监管体

系，发挥了四大监管职能，逐步理顺了与政府相关部门、企业间的权责边界，体现了新的

国资监管体制的优势，使国资监管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轨道。

（１）建立战略管控体系，发挥目标导向功能。在制定以战略调整重组，培育大企业集
团为重点任务的省属企业 “十一五”发展规划，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基础上。２０１０年制定
了以转方式调结构科学发展为主题的 “十二五”省属企业战略指导意见。通过一段时间努

力，省属１７户企业紧紧围绕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集群式发展，
核心主业优势进一步突出，钛、多晶硅、钢结构、新能源等１０多个新兴产业板块发展初
具雏形，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２）建立法人治理体系，发挥分权制衡功能。通过推进 “忠诚、责任、能力”三大

建设，切实提升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能力，锻炼培养了一批国资监管队伍，国资监管成

为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一环。通过加快股权多元化进程，完善股东代表制度，加

强董事会建设，改革监事会派驻方式、完善党建工作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新时期党

建与现代公司治理有机融合，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国企制度的健全完善。省属企业法

人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营造了有利于国有企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科学发展，企业家成长和

人才脱颖而出的全新体制机制环境。在清理政府投融资平台工作中，省国资委监管的投资

企业 （除铁投外），由于建立的 “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的循环运作发展机制，基本

实现了现金流全覆盖，退出了银监会平台管理。

（３）建立风险控制体系，发挥权益保护功能。以财务监督为重点，整合监督资源，形
成 “相互协同、风险可控”的国有资产安全运营体系。通过建立重大涉法矛盾纠纷协调平

台，挽回经济损失２９亿元。通过国有产权严格进场交易，实现国有资产转让较账面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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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２０％以上。通过规范出资行为，在对外战略合作中确保实现政府和国有企业权益最大
化。建立债务重组机制，打包回购企业不良债务２３亿元，累计核销出资不良资产４２亿
元。通过开展效能监察，避免经济损失４５亿元。今年又开展对外借款清收工作，收回长
期逾期未还的４０００万元本金和２５００万元的利息。

（４）建立经营责任体系，发挥价值创造功能。通过调整优化企业管理者的业绩考核和
薪酬分配制度，使过去的软约束转变为压力责任精准传递的刚性约束，强化了经营管理人

员勤勉尽职的信托责任，改变了过去重规模扩张、轻价值创造的倾向，形成了重管理、重

创新、重发展质量的激励导向。资产结构不断优化，资产负债率得到合理控制。企业资本

运作和金融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在运营机制方面，各省属企业在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积极突破，普遍实施了与经营

绩效紧密挂钩，收入能增能减的年薪制。西交集团实施了集团层面的首例股权激励，冶金

集团也提出了相关方案。云锡实施了首席工程师制度，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昆钢实施了

协议工资制，吸引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罗茨车队实施承包经营后，车队实施虚拟

经营模式，实现了快速的高速成长。

５．组织模式
通过引进央企、大型民企同时等具有资本、技术、管理、品牌和市场营销优势的战略

合作伙伴，目前，全部省属企业已经完成了集团层面的公司制改制，其中９户企业实现了
股权多元化。在二级公司层面，８５％以上的公司实现了股权多元化的改制。其中１３户企
业实现公开上市，形成了开放式股权结构和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公众治理格局。特别是冶金

集团引进汕头百联公司，西交集团引进福建两家民营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实现股权多元

化，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建立的开发性股权结构。５年来引入战略投资者资金３００多
亿元，逐步形成体制公司化、股权多样化、资本社会化、机制市场化、经营国际化的企业

改革和发展新格局。

６．云南省属国有大型企业存在的问题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云南国企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

出问题。

（１）发展模式单一。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省属企业具有明显的资源型、高消耗和高投入
特征。一些重要资源储备不足，许多原料依赖进口，受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和国际市场变化

的影响大。旅游、农业等非重化工业企业盈利模式单一，集约化经营、资本运营和市场开

拓能力普遍不强。多数企业在发展相关多元产业和战略转型方面还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在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市场变化、更大范围整合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集团管控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２）非重化工业比重过低。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较大，且过多集中于资源加工环节。旅
游、物流、农业等非重化工业发展相对迟缓，对全省产业发展的主导和支撑作用还十分有

限。２００９年底，非重化工业企业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占全部省属企业的 ４０％、
２８％和２２％，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地方国资委所属企业的平均水平。

（３）组织模式还要继续优化。国资监管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州市一级国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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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还不完善，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仍未根本解决，政府职能的转变还难以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要求，国有出资人不到位，难以全面履行起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的职能。

进一步强化全方位、市场化、开放型重组联合，强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发挥公众公司聚合

社会资金、整合发展要素的功能，形成开放的组织结构体系，降低国资监管成本。

（４）产品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企业的产品基本上还处于初加工、半成品或原料输出
型状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过低，产品深加工能力不足。２００９年，６户重化
工业企业初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分别占６７％、２６％、７％，有色金属企业产品主
要是铝锭、电锌和高纯阴极铜等，初加工产品收入比重占总收入的７５％以上。非重化工业
企业的业务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的低端和传统服务环节。

（５）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省属企业普遍存在科技投入不足、技术研发能力偏弱、自主
知识产权不多、名优品牌较少等问题。不少企业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强，自主创

新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对科技人才的引进和激励都不够充分。

（６）人才状况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省属企业各类专业人才总量不足，人才引进和支
持不够，结构不合理，特别是支撑战略转型和发展新兴产业，国际化、复合型、新兴领域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以及市场营销、资本运作、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偏少。成为制约企业

快速发展和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瓶颈。

（二）云南省属国有大型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探索和成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经济重大变革的新纪元，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改

革开放已经走过了３０多年的风雨之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迈向充满活力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折和历史性跨越。３０多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大致经历了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四个阶段。

云南省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全国一样，在探索中前进，在艰难中前行，经历了大体与全

国同步的四个阶段。经过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组织模式的多次重大深层次调整，形成了今

天的管理格局。

１．初始阶段
时间区间是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到１９７８年已走到了尽头，国民

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收益集中控制的局面亟待打破。这一

时期，对国有企业启动了放权、让利、扩权的试点，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最

大限度地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通过一系列管理体制调整，打破了原有国营企业统管统

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企业开始作为市场主体迈出了历史性的艰难一步。但此

时云南的企业还没有建立明确的隶属关系，企业规模体量都还较小。改革开放解放了人民

对物质文化需求的追求，促进了轻工消费品产业的发展。

２．全面展开阶段
时间区间是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为了进一步适应发展和繁荣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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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商品经济的需要，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政企职责分开的基本调整政策取向，

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在全省国有企业实行承包或租赁经营，实现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逐步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一时期，云南出现了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

机电工业，烟、糖、茶、胶为主的轻工业全面发展，烟、纺织等产业也逐步崛起，成为云

南轻工消费工业发展黄金时期。

３．转机建制阶段
时间区间是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在经历了１９８８年价格闯关风波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调

整周期。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国有企业正式确
立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从过去主要依靠放权让利的政策调整转向更加重视制度创新，改

革的作眼点从过去力求搞好每一户企业，开始认识到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

性。云南省在国务院颁布 《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之后，及时制定了该

《条例》的实施办法，选择１１７户国有企业进行转换经营机制的试点。１９９５年，云南省按
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和 “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

步伐”，即 “抓大放小”的方针，结合机构改革中专业厅局转经济实体组建冶金、物资、

监工、建材、农垦、医药、石化、轻纺等一批企业集团；实行同业联合组建了红塔集团、

云天化集团、云白药集团、云南铜业集团、ＣＹ机床集团，开始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
实施了培育１００户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措施，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对国有中小企业
进行了以放开、放活为基本特征的改革。这一时期，也是云南重化工业崛起阶段，顺应了

全国对资源产品需求旺盛的需要，我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等成为全省战略主导

产业，培育了烟草、磷化工和有色金属、生物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四大支柱产业。

４．重点深化阶段
时间区间是２００２年至今。１９９７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

全国国有企业进入空前艰难的一个时期，国家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目标，云南

省由于种种原因，在全国国有企业启动大规模下岗分流，关闭破产期间，改革是停滞不前

的。全省经济增长从１９９５年起连续下滑，到２００１年最低时掉到全国倒数第一，国有企业
亏损面达到６９％。新的省委班子上任后，对云南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的深入调研，认为云
南经济发展滞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企业改革滞后，不深化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对此，云南

省先后历时六年，发动了两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云南企业改革发展史具有历史意义

的重大事件。

（１）第一轮改革
其本质是国家抓大放小政策的延伸，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成为改革的主线。结合自身实

践，云南省于２００２年３月出台了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云发 〔２００２〕３
号文件），提出了以 “三个基本，四个一批”和解决 “五个重点难点”为主要内容的深化

国企改革任务。决定在 “三年两个大多数”的基础上，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以产权制度改

革为突破口，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实际情况，重组、改造、培育壮大一批，有序退出、转

让一批，破产、关闭淘汰一批，退二进三转产一批。加快国有企业体制创新、机制转换和

结构优化。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不断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减少国有企业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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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集中全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国企改革攻坚战，到２００５年４月，通过全省各地、
各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全省８７４％的国有
企业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改制。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在应当退出的行业和领域基

本退出，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六年深化国企改革、十大行业整

合和重组，实施资源和资本的集中，着力培育大企业大集团等，从产业方面，沿着提升工

业质量规模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线，非公经济和非烟工业加速发展，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烟草产业一枝独秀和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不良局面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全省工业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云南工业初步具备了新型工业化的雏形。但产业层

次仍然偏低，信息化、科技化严重不足。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使我省国有企业很
好地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市场机遇，有色、化工、制糖、制茶等行业加速发展壮

大，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大幅度下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多年来首次实现全行业

盈利。从管理体制方面。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

化。２００４年２月，云南省国资委成立，之后，全省１６个州市相继成立国资监管机构，为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组织保障。

（２）第二轮改革
为巩固和扩大深化国企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云南省委、省政府于２００５年５月又做出

决定，再用３年时间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

意见》（云发 〔２００５〕１１号），提出了 “增强国有经济体制运行活力、增强国有企业的市

场竞争能力和增强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的三大总体目标，以及 “推进省属大中型企业股

份制改造、加快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等十大

任务。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的云南省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重组阶段，推
动形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全省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和支撑

作用的骨干企业，搭建国资运作的战略平台。有效解决国有资产比重过大、战线过长、领

域过宽，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企业盈利

能力不断提升。

以云天化、石化集团、云锡集团等７户企业整合为３户企业的化工、有色行业整合
（即 “七变三”）、引进中铝、武钢的重大战略重组、全面推动企业管理和科技创新等成为

全国国企改革的亮点，使全省省属企业规模经济和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和内在发展动力、活力得到增强，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通过这一轮战略性调整，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从３９户减少到１７户 （产业

类公司１４户，投融资类企业３户），其中：工业企业７户，投资类企业３户，建筑施工企
业３户，服务业３户 （物流、机场、旅游），农业类有１户。单户企业规模从户均３０８亿
元提升到２６９亿元。全部成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战略意志的骨干平台和引领全省产业
发展的核心主导力量，形成了现在管理幅度相对合理的监管格局，为今后进一步发挥大企

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大力推进资源整合，依托优势企业重点对锡、

铁、铅锌、铜、磷、橡胶等优质资源进行市场化整合，我省铜、铁、磷等一些重要矿产资

源已由省属企业掌控，提高了企业的资源保障能力和利用效率，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促

进了产业集群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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