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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拉动明显 
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增四成

补短板强弱项 深化董事会建设须跟上  

赛马哪有赛无人机爽 当无人机竞速走
进博彩业 美国年轻人玩疯了
作为一项未来主义运动，无人机竞速比赛模糊了虚
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

VISION   05  >>

百度吉利“联姻”能否幸福长久？

百度的造车梦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为什么
选择吉利作为合作伙伴？

VISION    04  >>

从 235 亿缩水到 26 亿的宜华健康
如何脱困
面临再次“ST”风险，宜华健康使出“杀手锏”，欲让出控股
权引国资“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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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
着力发挥业绩考核引领带动着力发挥业绩考核引领带动

■  作者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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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64516.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1%。1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

据显示，随着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

大成果，产业循环逐步畅通，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工业

企业利润稳步提升。

从单月来看，2020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 20.1%，这是继 11 月单月同比增速下降后，

再次实现掉头向上，也是连续 7 个月月度增速保持两

位数增长。

纾困政策持续发力 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

从行业来看，利润增长面超过六成，制造业拉动作

用明显。数据显示，2020 年，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 26 个行业利润比上年增长，比前三季度增加 5 个，

其中 15 个行业利润增速达到两位数，利润增长的行业

面为63.4%。其中，2020年，制造业利润比上年增长7.6%，

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6.5 个百分点，比规模以上工业增

速高 3.5 个百分点，拉动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

长 6.4 个百分点；采矿业利润下降 31.5%，降幅比前三

季度收窄 5.7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利润增长 4.9%，增速加快 2.3 个百分点。

随着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持续发力，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企业单位成本连续下降，盈利能力不断增强。数

据显示，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

中的成本为 83.89 元，比上年下降 0.11 元，比前三季度

下降 0.35 元。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 6.08%，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月度营业收

入利润率自 5 月份以来连续 8 个月同比提高。

与之相应的是企业亏损面逐季缩小，亏损程度不断

减轻。2020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17.3%，

比 3 月末的 34.8% 大幅下降 17.5 个百分点，比 6 月末、

9 月末分别下降 8.7 和 4.7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

虽比上年增长 2.8%，但增亏幅度比前三季度减少 15.3

个百分点。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改善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在解读工业企业

利润数据时表示，随着上下游产业链逐步畅通，在国内

市场需求回暖以及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回升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年初

大幅下滑后快速修复、逐季改善。特别是下半年以来，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连续两个季度较快增长，对全年利润

增速转正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2020 年，原材料制造业利润比上年增

长 4.5%，1-11 月份为下降 1.7%，全年利润增长实现由

负转正。其中，石油加工和钢铁行业累计利润降幅明

显收窄，全年分别下降 26.5% 和 7.5%，降幅较前三

季度收窄 39.7 和 11.2 个百分点；化工行业累计利润增

长 20.9%，前三季度为下降 17.7%；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20.3%，增速进一步加快。

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稳健亦对制造业整体带动作用

明显。2020 年装备制造业利润比上年增长 10.8%，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3.7 个百分点。其中，通用

设备、专用设备、电子等行业增长较快，全年利润分别

增长 13.0%、24.4% 和 17.2%；汽车和电气机械行业利润

延续稳定增长，与前三季度相比向好态势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工业利润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

利润保持了较快增长。2020 年，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比

上年增长 16.4%，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3.5 个百分点，

是利润增长最快的工业行业板块。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媒体表

示，还需看到，工业利润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先进制造

业拉动工业企业盈利改善。2020 年高技术制造业利润

比上年增长 16.4%，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3.5个百分点，

是利润增长最快的工业行业板块。 

TECH   09  >>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考核分配工作会

议。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指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着力发挥业绩考核引领带动和收入分配正向激励作用，持续深化三项制度

改革，不断激发企业活力和内生动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郝鹏表示，近年来，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更加完善，

负责人薪酬管理更加规范，职工收入调控更加合理，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加

灵活，为完成“两个力争”目标、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袁野在会上讲话表示，考核分配工作要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十四五”规划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为

契机，锚定提升质量效益、服务国家战略、创新驱动发展、强化正向激励

精准发力。重点在发挥业绩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企业负责人薪酬待遇管理、

健全职工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强化关键岗位核心人才激励、深化企业内部

三项制度改革、优化考核分配工作机制等六方面再下功夫，坚定不移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国资国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几天前，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资

委将把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列入央企业绩考核范围，把央企的科研投入

视同利润进行考核；对重大项目、创新项目、创新团队给予工资总额单列。

他说，推动央企落实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加大对科

研人员的中长期激励力度。

一位国有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当前制约科技创新的主要是体

制机制问题，央企业绩考核方式的变化将有助于推动中央企业进一步重视并

实质性增加研发投入。如果能在考核机制上有重大改变，在人才激励上有更

大突破，那对于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力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需要

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以深度激发国有企业的创造积极性，增强国有企业的

内生发展活力，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其次，央企能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研

发强度，加大创新投入，尽快达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所提出的“中

央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低于 3%”的目标，加快关键技术尤其是卡脖子

技术的突破，实现技术自主自立，将我国国有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从低成本优

势转向高技术优势。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赵世堂出席了会议。会上还通报表扬了 45 家中央

企业考核分配工作先进单位。中核集团、东方电气集团、中国宝武、中国国

新 4 家央企，山东省国资委作了经验交流。国务院国资委考核分配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各央企集团及所属部分二级企业，各省级国资

委分管考核分配工作的负责同志及考核分配职能部门相关同志以视频形式参

加会议。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改革开放尤其是 2003 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成立以来，国家一直在紧

紧围绕“放权搞活”这一主线，开展国资国企体制机制的创新实践。其根本

路径就是建立健全董事会，并通过对规范、健全的董事会的赋权赋能，扩大

企业经营自主权，释放企业经营活力。可以说，董事会建设，是国资国企改

革的中心环节和核心抓手。

如今，董事会建设已走过16年的“试点”“规范”时期，国企改革也进入“深

化”阶段。虽然我们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客观而言，董事会的

建立、健全，现状不容乐观，尤其是董事会的健全程度、董事会制度的覆盖面，

在全国各层级国资企业中，占比还太低，也因此导致国家“1+N”政策体系中

的多项核心政策落不下来、落实不好，进而致使国家深化国企改革的效果大

打折扣。

国企董事会建设现状不容乐观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国有独资、全资公司全面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

董事会”的工作目标，如今 2020 年业已收官，但这一目标的完成情况又怎样

呢？

据 2020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目前，国

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除2家事业单位之外，其余95家已全部建立董事会，

其中 82 家外部董事占多数。从面上情况看，中央企业情况还算良好。

但地方国企则较不乐观。据网上公开的信息看，地方国资监管企业，虽则

96%已完成公司制改革，但董事会制度落实得不好。企业董事会，除少数省市外，

普遍存在“董事成员未配齐、外部董事不过半”等情况。

   “董事会成员未配齐、外部董事不过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地

方国资企业远没有如期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

同样，再看看国有全资公司的情况。由于国务院国资委的严格监管和要求，

央企二级乃至三四级子公司多半已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但外部董事占董事会多

数的企业，依然占比不高。而地方国资企业，由于省级国资企业本身董事会建

设情况就不到位，故二级乃至三四级子公司的董事会建设情况更不理想。

另据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

杰明在 2020 年 10 月 17 日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现场推进会上的讲话，“在

400 余户‘双百企业’中，八成以上‘双百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实现外部董

事占多数，董事会职权进一步落实。”不难推断，全国千万家国有企业，其董

事会建设情况，从覆盖面和健全度上看，势必远未实现国务院确立的 2020 年

所要完成的工作目标——未建立健全董事会的国企仍大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