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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大考中的央企顶梁柱

10 天内 2 家医院先后建成交付，创造了工程奇迹，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这场奇迹背后是医药、建材、油、电、工、交、矿业、通讯、装备等多家央企

强强联手、通力合作。

与此同时，湖北、四川、河南、广东、辽宁、福建等地超过 100 座专门医院、

方舱医院的建设改造工程在中国建筑、中国五矿、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企业

日夜奋战下火速推进，数日之内由“人等床”变成“床等人”，有效提升了各

地收治能力。国企效率、建设速度、抗疫决心令世界瞩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赛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

叶刀》评论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这样的速度动员各种资源和人力。”

其实，央企在战时爆发出来的超高效率完全来源于平时的积累。一是来源于

国有经济的科学布局安排。我国的国有经济首先集中在基础产业和有先导性的

战略型产业，有利于把更多资源集中到那些带动力强、外溢性强但却短期投入

大的项目，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长远和整体效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用

20 多年时间建成了西方用一个世纪建成的基础工业体系，用 70 年时间走完了西

方两百多年的现代化道路。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场大战，

也是一次大考。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无论是在抗疫

医院建设、重点医疗防控物资供应，还是煤电油气能源供应、通信交通稳定运行，

还是率先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中央企业都发挥了大国重器的作用。

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的组织和紧急动员下，中央企业紧紧围绕提高收治率

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目标，不避艰险、不讲条件，竭尽所能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充分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全力支援保障疫情防控，

成为抗疫大会战的决胜力量。

抗疫工程 “中国速度”，源于央企的厚积薄发

在保障抗疫工程方面，央企是当仁不让先锋队。

抗疫专门医院的建设是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关键一环。在建设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专门医院过程中，中国建筑所属中建三局牵头组织调动 2 万多名管理和

作业人员，在全国 1 亿多网民的“云监工”加油中夜以继日施工作业，电力企

业 24 小时不间断供电保电，建材企业全力驰援所需建材，矿业企业全力筹集

建设物资，石油石化企业免费提供柴油和润滑油，通信企业火速建设5G基站……

中央企业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 万亿元，同比下降 11.8%，超过 8 成企业营

业收入下滑；实现净利润 1304 亿元，同比下降 58.8%，57 家企业净利润同比下

滑，26 家企业经营净亏损，虽然 3 月份月度净利润比 2 月份明显回升，但与上

年同期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4 月 20 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一季

度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给出了这一数据。

彭华岗表示，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国内外需求骤然萎缩、原油等大宗商品

价格急剧下跌，部分能源类央企执行国家政策向全社会让利，在市场和政策的

叠加影响下，石油石化、航空、汽车、电网等企业收入效益都出现深度下滑。

四方因素导致效益下降

彭华岗说，一季度中央企业生产经营既受到了疫情的重大冲击，同时也受

到了国际石油价格断崖式下跌的重大影响。同时，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央企

业一些政策性的减利，所以出现了效益的大幅度下跌。这里面有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航空、汽车、旅游等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行业生产经营受到重创。一季度，

航空企业客运市场需求大幅度下跌，出行旅客大幅度减少，客座率大幅度下降，

旅客运输量同比明显下降，已经出现经营亏损，航空业总体上是亏损的。汽车

企业受销售终端和供应商复工难等影响，销量同比下降超过 30%，一季度同比

减利 100 亿，特别是东风处在疫情中心，所以影响会更大一点。旅游企业受旅

游销售和商旅活动几乎停滞的影响，景区入园人数、酒店入住率都是大幅度下

滑，减利非常明显。

二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暴跌导致中央石油石化企业大幅度减利。一季度，国

际原油价格暴跌，布伦特原油价格从 1 月初的每桶 68 美元跌到了 3 月末的每桶

23 美元，期间一桶跌了 40 多美元。尽管低油价对降低我国经济运行成本是有

利的，但是对中央石油石化企业生产经营和效益产生较大冲击。一季度国内需

超越财富

学习发达国家成熟家族企业在获得财富之后，如
何实现家族的精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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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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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造业投资
真的会离中国而去吗

4 月 9 日，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白宫首席经济顾

问库德洛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把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美

国的全部成本，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装修等，

100% 计入成本来进行抵税或是抵费。

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也推出一项总额高达 108 万

亿日元的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振兴计划，用 2200 亿日

元（约合 142 亿人民币或 20 亿美元），资助日本企业将

生产线从中国转回日本；用 235 亿日元（约合 15 亿人民

币或 2.1 亿美元），资助从中国转到其他国家。

因此，一时间美日联手制造业“去中国化”的说法

甚嚣尘上，不少人担忧疫情过后现有的全球制造业供应

链体系将会发生巨大改变。

日本转移生产线的真相

备受关注的是，虽然是为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提出

的经济振兴计划，但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地在文件

中提出供应链迁移出中国的相关具体措施。

该计划显示，日本政府因新冠肺炎感染扩大，日本

本土的供应链被阻断、受损；特别是口罩、防护服、消

毒液等医疗、卫生用品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据此

日本政府从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及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

“希望将通过未来一年多的时间，支援相关生产线向日

本国内回归，或者希望这类产品的制造企业可以实现生

产地多元化，从而构筑坚固的供应链体系。”

因此，日本政府计划为可能迁移生产的日本企业提

供补助。经《企业观察报》记者向日本贸易投资振兴机

构核实，日本政府计划对单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

零部件的生产回归日本本土提供经费补贴，将为有此意

愿的大型制造企业提供二分之一的经费补贴，中小企业

则为三分之二；同时，针对生产口罩、酒精消毒液、医

用防护隔离服、人工呼吸机、人工心肺等关系到日本国

民健康生活日本制造业公司，日本政府也愿为其生产线

回归日本相应地给出补助费用，大公司给予全部费用的

三分之二，中小型的将会补贴其搬迁总额的四分之三。

此外，对于海外高度依赖的医药品、原料药等生产

线移向日本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为此类公司提供一般的

搬迁补助。而对单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原材料零

部件生产的多元化方面，日本政府也愿意提供多元化补

助，其中计划向大企业提供半数的多元化费用，向中小

企业提供该费用三分之二的补助。

那么到底该计划能转移多少生产线或产能呢？不妨

做一番计算。

以 N95 口罩的制造为例，日本若完全实现其国内自

产以满足供应，至少需求日均产 80 万个的产能，这便要

求一条日产 8 吨聚丙烯纺粘熔喷 (SMMMS) 无纺布生产线

以及三条口罩生产线才能最低限度地保证需求。前者最

好的生产线全套价格在非疫情时刻都要 5 亿元人民币一

条，即便是普通水平的生产线也价值上千万，加上价值

数百万元人名币的口罩生产线，即便日本政府补贴一半

费用，仅 N95 口罩的生产线转移一项就将用去此次计划

金额的近十分之一。再加上人员、厂房等其它的费用，

以及考虑到那些诸如人工心肺和人工呼吸机等复杂生产

线天价的新设备费用，显然这 2200 亿日元的“饼”根本

不够分。

如果日本只是单纯地将中国及附近国家的日本企业

生产线拆卸并运回日本，仅一条大型生产线拆分、运输、

组装调试等硬花销市场价也要三百万到四百万元人民币

不等，2200 亿日元也确实够不少生产线整体的转移用，

但其在当地将面临诸如员工遣偿、税费清算等各种债务

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面临诸多的困难。而且企业自

身也会考虑是否愿意舍弃所在国的市场及企业未来发展

等因素，单纯地将工厂迁回日本明显不是多数日本海外

投资制造型企业的最优选择。

求下降，成品油销量下降也超过了 20%，勘探、炼化等业务收入成本倒挂，石

油石化企业整体亏损，影响了中央企业的效益增速，影响了 30 个点。

三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减利让利。中央企业坚决执行国家降电价、降气价、降

路费、降房租、降资费等有关政策，降低社会用户各类成本超过 450 亿。比如

说电网企业落实降低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政策，每度电减了 3.3 分钱，向

超过 5000 万的企业用户降费大概 200 个亿。石油石化企业下调非居民用气价格，

平均降价每方 0.3 元，让利 75 个亿。电信企业累计为约 16 亿人次提供缓停机服

务，为290万医护和防疫工作人员提供免停机服务，对中小微企业、互联网专线、

企业宽带在疫情期间执行减免政策，让利 150 个亿等。

四是抗疫防疫的成本也影响了企业效益的增长。疫情期间，中央企业煤、电、

油、运、粮以及通信等企业全力以赴做到基础保障不间断，承担医疗防护物资生

产任务的企业转产扩产，航空物流等企业不计成本保运输，建筑企业不惜代价抢

建专门医院和方舱医院，很多中央企业也都派医疗队驰援湖北。受疫情影响，人工、

材料、物流等成本大幅度增加。一季度，中央企业百元收入支付的成本费用同比

上升 2.4 元。

四项措施挽回损失

从整体上看，虽然多数中央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效益恢复增

长面临巨大压力，但各企业都在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挽回损失，

总体运行还是保持平稳状态。

一是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企业经营活动基本恢复。石油石化、电网电力、钢

铁、机械装备制造和航空运输等企业春节、疫情期间不停工，全力稳定生产经营。

中央企业 2 月底复工复产率超过 90%，目前已达到 99.4%。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建

筑、汽车、旅游等企业克服困难在同行业率先复工。承担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

中央企业全力保重点保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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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郁

■  见习记者 李汶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