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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巍巍泰山·企业

3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全国两会

“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中央企业现状来

看，在主业方面总体上进展很大、进步很大，但仍存

在资源分散、主业不突出的现象，也存在某个专业上

同质化竞争、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专业化整合目

的是按照市场需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使

得企业资源能够通过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形成一种

竞争优势。

“比如说前一段铁塔公司整合，既节约了资源，

减少了投资，又使大家感到通信系统变好了。铁塔公

司去年上市，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他透

露，“下一步，像铁塔公司这样的案例要多出现，使

得我们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使得市场化程度更高，

使得企业在整合过程中能把最好的优势发挥出来。当

然，我们的整合也是开放的，希望各类所有制资产都

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发展和进步。”

接受采访的委员及专家认为，今年央企专业化整

合是重头戏，在油气等多领域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

而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央企整合，既是深化混改的需

要，也是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增长的需要。

作为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重

大举措，2018年央企重组整合继续推进，中核集团和

中核建设集团、武汉邮科院和电信科研院实施重组，

武警水电部队转隶移交顺利完成，中国安能整编筹备

有序推进。

在3月9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

肖亚庆透露，今年将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积极稳妥推

进装备制造、船舶、化工等领域战略重组，持续推动

电力、有色、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化

整合，扎实推进区域资源的整合，稳步开展国际化经

营，不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深化电力、油气、铁路等

领域改革，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

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油气领域改

革是个重点的改革方向。中央企业这3家油气公司(即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今年要以管道公司的组

建为契机，深化油气领域的改革。”肖亚庆在回答记

者提问时指出。

“央企并购重组，有些需要走强强联合‘做减

法’，中国中车与宝武钢铁是典型的‘做减法’；有

些则需要通过专业化拆分后再合并‘做加法’，中国

铁塔就属于典型的‘做加法’。”中国企业联合会研

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表示，有些央企因为多元化发展而

在非主业领域业务雷同，导致资源配置分散，利用效

率效益不高；同时，部分主业相同的央企在一些业务

环节的重叠，尤其是在主营业务基础设施领域，往往

导致重复投资，设备设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两方

面的问题，都决定了央企有必要通过专业化拆分重组

“做加法”，来发挥专业化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效益。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也认为，今后

央企重组整合方式将更为丰富，更突出专业化整合，

这样也有利于“主业突出”这个目标的实现。除了央

企之间相关板块的拆分重组，央企对地方区域资源的

整合也将推进，例如钢铁行业。

据了解，要实现2025年钢铁产业集中度达到60%

的目标，未来会有更大规模重组。继重组重庆钢铁

后，四源合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目前正在推进区域

钢铁产业整合。同时，针对多个央企海工装备产业面

临的经营难题，中国诚通、中国国新两家资本运营公

司筹备设立相关资产整合平台。

2018年，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整合云冶集

团，是迄今为止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史上最大的战

略性重组。全国政协委员、中铝集团董事长葛红林透

露，2019年将加快重组云冶集团后的管理整合，加快

集团内外稀有金属的整合，并且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的平台优势，加快推动行业重组整合，向“大

有色”迈出更大的步伐。

油气管道公司的组建也在推进。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生告诉记

者，正在配合国家油气体制改革部署，推进相关工

作。在他看来，首先，这项改革可以促进整个管网运

行的水平、质量乃至安全提升，更大限度地发挥它的

功能。其次，国内油气分布不均匀，需要管道联通。

如果改革顺利的话，可以实现在全国甚至全球区域内

进行资源调配。

值得注意的是，央企专业化整合将向各类所有制

资产开放。“央企集团层面业务、资产等情况太庞

杂，将具体的板块拆解出来，外部资本看得更明确一

些，也会更感兴趣。”胡迟称。

(王璐)

2019年以来，房企融资迎来小高峰，尽管火

热的融资潮给资金困境中的房企注入强心剂，但

密集发债说明房企面临沉重的资金压力。

尤其是春节过后，房企融资量呈现井喷态

势，高涨的融资需求背后，是即将到来的偿债高

峰。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至

2021年是房地产债券的集中到期高峰，房企面临

现金流的考验。

中指院的数据显示，2019年房地产行业需偿

还债券规模为4994 . 5亿元，到2020年，这一规模

将上涨至6513 . 4亿元，并于2021年接近万亿元。

债务到期规模连年增长，房企资金链承压。

“目前房企融资的用途都是‘借新还旧’，

这无疑也表明了房企资金的严峻态势。”中指院

相关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仍面

临严峻的资金压力，融资渠道依然受限，海外债

发行占比逐月增加。截至2月底，2019年房企境

内外发债规模达1918 . 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5 . 1%，发债成本出现微降态势。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19年

以来房企发债总量持续升高。其中，1月份发债

量创近一年来新高，达1103 . 9亿元，2月受春节

假期影响，境内外发债总量为673 . 93亿元，但与

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增加87 . 7%，总体维持在高

位。

节后房企开启了新一轮的密集发债，仅2月

19、20日两天，就有融信、佳兆业、龙光、龙湖

等8家房企发行债券。与此同时，境内融资成本

也连续两个月下行，由2018年12月的6 . 71%降至

2019年2月的4 . 58%。

“今年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对多数中小房

企而言算是‘雪中送炭’，尤其是在整体楼市低

迷的情况下，发债融资成为确保企业现金流通畅

的重要途径。”克而瑞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科伟分

析认为，“整体来看，今年房企融资环境渐趋缓

和，境内融资量将显著好于去年同期水平，融资

成本也有望小幅回落，低位维持。”

(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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