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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环比增长 2.27%。4 月份，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0.5%；股份

制企业增长 4.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3.9%；私营企业增长 7.0%。

分门类看，其中制造业增长 5.0%，3 月份为下降 1.8%。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4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 10.5% 和 9.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6.6 和 5.4 个百分点。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1-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36824 亿

元，同比下降 10.3%，降幅比 1-3 月份收窄 5.8 个百分点；4 月份环比增长 6.19%。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 11.8%，制造业投资下降 18.8%，房地产开发投

资下降 3.3%，降幅分别比 1-3 月份收窄 7.9、6.4、4.4 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投资下降 3.0%，降幅小于全部投资 7.3 个百分点，比 1-3 月份收

窄 9.1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下降 3.6% 和 1.7%。

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投资增长 15.4%。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提升 显示出较强韧性

据央广网报道，海关总署发布的 4 月贸易账单显示，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比

重提升。数据显示，前 4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2.78 万亿元，占我外贸总值的

38.8%，比去年同期提升 4.1 个百分点。比如：虽然对美国、东盟和日本进出口下降，

但对欧盟进出口在增长；机电产品出口下降，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却在增长。此外，前 4 个月，铁矿砂、原油和铜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都有增加，

而价格普遍下跌。

虽然民营企业 4 月出口下降 2.7%，但降幅好于整体 1-4 月 3.7 个百分点，显

示出较强韧性，占比提升 1.8 个百分点至 51.7%。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出口分别下

降 6.5%、10.7%。

通知明确，中央企业发生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或内控缺陷，致使出现以下情形

之一的，应当及时报告国资委。一是对实现年度经营业绩目标影响超过 5% 或造

成重大资产损失风险。二是被司法机关或监管机构立案调查，主要资产被查封、

扣押、冻结或企业面临行政处罚等，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三是受

到境外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出口管制、贸易制裁等，企业国际化战略或国际形

象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四是被境内或境外媒体网络刊载，造成重大负面舆情影响。

五是其他需要报送的情形。

同时，通知要求，各中央企业要做好重大经营风险实时监测工作，对于企业

内部发现或外部监管机构、媒体网络反映的重大经营风险事件，内控（风险）管

理部门应在风险事件发生 2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情况书面报告国资委综合监督局；

对于特别紧急的重大经营风险事件，应第一时间以电话等方式报告国资委综合监

督局。

通知提到，中央企业内控（风险）管理部门报送重大经营风险事件后，相关

风险事件出现重大变化或处置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应及时做好续报工作。对于

需要长期整改落实的，应纳入重大经营风险季度监测范围，按季度报送整改情况。

处置或整改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报送专项整改报告。

国资委将加强对中央企业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和整改落实工作的监督检

查，对迟报、漏报、瞒报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或落实整改工作不力的中央企业印发

提示函或通报，情节严重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统计局：4 月主要指标呈现积极变化 
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表现良好

直播带货，应该高兴还是担忧

直播带货愈发火爆，从人气明星甚至企业家都披挂上阵，
这一现象背后有什么玄机和隐忧？

ATTENTION   03  >> TECH   10  >>

谷歌翻译困境破局：AI不是人，为什么
也会有性别偏见
Google 究竟使用了何种 AI 技术来改善机器翻译模型会自带性
别偏见的现象？

ATTENTION  04  >>

从“头”看起
美容美发类小微企业该何去何从
如何挺过 5 月至 6 月底这段时间，是目前美容美发企业的核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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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央企发生重大国资委：央企发生重大
经营风险事件应及时报告经营风险事件应及时报告

企业改革的一场及时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新时代加快完善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系统设计，

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

行动指南。

《意见》把激活微观经济活力放在重要的位置，对充分

竞争领域里的国家出资企业提出新改革目标，加大混合所有

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这些锐意改革，像一股春风，唤起了大家改革热情和激

情，在我国经济恢复和国际疫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对我国

企业激发活力、抵御风险是一场及时雨。

一、激活微观主体活力

《意见》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公有制

多种实现形式，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培育更多充满活力

的市场主体。

《意见》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积极稳

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营造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论

述，观点十分清晰，目标十分明确。

我国有海量的企业，以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有

3000 多万家，个体工商户有 7000 多万家，也就是说我国有

上亿个微观经济主体。激活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激发

广大企业家的精神，是我国恢复经济、战胜疫情力量的所在。

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的国有经

济布局更加清晰，我国国家出资企业的改革更加深入，我国

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市场改革，我国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也

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改革的理论问题

还需要破解，一些改革政策还不到位，企业改革的积极性还

不够高，企业的干部们存在不敢改革的畏难情绪。

因此，这次《意见》的下发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增强了

信心，必将会掀起一场浩浩荡荡的改革热潮。

要激活微观活力，就得奔着问题来，就得抓住“牛鼻子”，

就得解决改革的障碍和企业家的疑惑。

国家出资企业要明确政企分开，让企业按着市场规律进

行运营，真正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而民营企业，则应该充

分保护他们的产权，给予市场中公平竞争的地位。

无论何种体制的企业，都要保护企业家和弘扬企业家精

神，都要加快转换内部市场化经营机制，“企业家精神 + 激

励机制”是企业兴旺的两大法宝。

二、混合所有制仍是突破口

《意见》针对混合所有制作出了重大突破。在十八届三

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和《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关于混合所有制

有关论述的基础上，针对难点和堵点问题做出了重大改革：

《意见》要求，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

提高效率的要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规范有序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

《意见》指出，对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通过资

本化、证券化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

《意见》提出，在充分竞争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和国有

资本运营公司出资企业，探索将部分国有股权转化为优先股，

强化国有资本收益功能。

这些改革举措既维护了国有资本的权益，又为企业的市

场运营提供了空间，为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

《意见》中明确提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有别于国

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

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

制度。

这项改革的意义极其重大，它打破了多年来国企改革的

禁锢，将促进政企分开、促进企业的市场化，将有利于企业

参与国际竞争，将极大地释放企业活力。

■  作者 宋志平

■  本报记者 张郁

“4 月份国民总体经济延续了 3 月份以来恢复改善的势头，主要指标呈现

了积极变化，其中民营企业增长幅度居首位（7%）。”5 月 15 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介绍 4 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

她说，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复工复产复市扎实推

进的背景下，总体来看 4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有所改善，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向常

态化复苏，生产需求逐步好转，基础产业支撑有力，市场预期总体稳定，新动

能逆势增长，经济活跃度提升。

据国家统计局 4 月下旬的快速调查显示，截至 4 月 25 日左右，规上工业

达到正常生产水平一半以上的企业接近 85%，规上服务业企业超过 70%，有资

质的建筑业企业超过 60%。

从市场预期看，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50.8%，处于景气区间；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 53.2%，其中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是 59.7%，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是 52.1%，均比 3 月份有一定幅度的回升，说明企业的预期在环

比来看都出现了一定程度改善。

但刘爱华也强调，从 1-4 月份主要指标的运行情况看，主要指标仍处在下

降区间。未来经济投资走势仍存挑战。

1-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4.9%，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 9.9%，固定

资产投资下降 1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16.2%，进出口下降 4.9%。从累

计的速度看，整体还处在下降的区间，说明整体经济还没有回到往年正常水平。

制造业增速回升明显 高技术产业投资降幅收窄

统计显示，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3月份下降1.1%；

5 月 18 日，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强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发生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或内控缺陷，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企业国际化战略和形象造成重大影响，造成重大负面舆情等情形应

当及时报告国资委。

《通知》指出，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工作是建立健全中央企业风险防控

机制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企业能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资产损失和消除不

良后果，避免发生系统性经营风险。

各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工作，企业主要领导人员是

报告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建立健全报告工作机制，形成及时有效的报告

工作体系。分管内控（风险）管理工作的企业领导人员负责推动内控（风险）

管理与业务管理等相关部门加强工作配合和信息共享，建立上下贯通、横向协

同的报送机制，保障报告工作体系有序高效运行。

内控（风险）管理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细化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标准，

明确责任分工，畅通报告渠道，加强对敏感性信息识别及预判预警，做到重大

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那么，具体哪些情况下需要及时通报呢？

■  本报记者 贾紫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