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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结构调整实现“十五”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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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结构调整实现“十五”良好开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2年3月8日

　　2001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是实施我国“十五”计划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的第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特别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大幅下滑的严峻局面，我国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坚定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十五”良好开局。

　　一是总量调控取得新的进展，淘汰落后和劣势企业退出市场步伐加快。按照市场需求，对钢材、化肥、原油、成

品油等重要商品进口进行了宏观调控。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有关法规，对14种重要产品进行了反倾

销立案和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截止2001年底，已有5起做出最终裁定并结案。淘汰落后方面，重点抓了煤炭、冶金、

建材、电力等行业。2001年，关闭各类小煤矿1万多处，累计关闭5.8万处，占全部小煤矿总数的73%。全年煤炭行业实

现出口8590万吨，比上年增长46%，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成为2001年外贸出口的一个亮点。企业关闭破产除实施2000

年已批准的项目外，重点安排了有色企业下放、煤炭行业、军工行业脱困和西藏等地区需要关闭破产的项目。一批资

源枯竭的矿山和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2001年是企业兼并破产力度最大的一年，

全年完成兼并破产项目460个，核销银行呆坏帐准备金515亿元，安置职工近70万人。由于工作细致，操作规范，进展

比较顺利，基本做到了退而有序，保持了企业和社会稳定。

　　二是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

快。债转股企业中已有160多户依法注册设立了新公司。国家向重点企业派出的监事会作用加强。在部分上市公司开始

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在国家大型重点企业中进行了经理人员由董事会选聘和市场化配置的试点。电信、电力、民航等

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已经确定，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公

司和企业集团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重新组建了中国铝业公司和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总结推广了上海宝钢集团联

合重组的经验，一些大企业通过与国际同行先进企业“对标”，正在积极制定提高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措施。

　　围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重点抓了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针对国有企业财务资金管理不规范、漏洞较多、数据失

真等问题，选择重点冶金企业作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示范企业；组织国家重点企业到联想、海尔和黑龙江斯达公

司进行现场观摩，学习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经验。

　　继续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全国国有小企业改制面81.4%。为进一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着力抓了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建设，公布了100家长期“重合同、守信用”的中小企业名单，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

全国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类担保机构已达360多个，覆盖30个省区市，可以帮助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600亿元左右的贷

款；已有18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开通了中小企业信息

网，深圳、哈尔滨等10个城市服务体系的试点工作已经启动。成功举办了第八届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和中小企业工

商论坛暨中小企业展览会。《中小企业促进法（草案）》已基本完成，即将进入立法审议程序。

　　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增加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两个确保”）基本上做到按

时足额发放。2001年应发基本养老金2056亿元，实发2054亿元。经过几年的努力，“两个确保”的政策体系、工作机

制和筹资渠道基本形成，工作逐步规范。1998年至200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下岗职工2550万人，其中有1700多万

人实现了再就业，300多万人通过企业内部退养等方式得到安置。目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500多万人，其中90%进入了

再就业服务中心，由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代缴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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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加大，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围绕品种、质量、效益和扩大出口，国债支持重点企业

和骨干企业技术改造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目前已下达了1218个国债项目专项计划，总投资2810亿元，其中银行贷

款1721亿元，国债贴息资金265亿元。2001年全年开工项目达781个，建成投产288个。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后，产业升级

的标志性目标可以初步实现，我国重点行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将得到较大缓解，工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重点企业的

发展后劲和竞争能力将有较大提高。针对重点行业结构调整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组织编制了第二批技术改造“双高

一优”项目导向计划。2001年全国技术改造投资完成5889亿元，同比增长15.3%，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

因素。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对国家认定的289家企业技术中心进行了跟踪评价和动态管理，

本着优胜劣汰、从严管理的原则，取消了27家不合格的企业技术中心，新认定了30家。探索行业技术开发基地的模

式，组织开发了数控机床等一批行业平台技术，解决了行业发展中一些共性、关键性技术问题。认定清华大学等6所高

校为首批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拓展了产学研联合的内涵。组织一批依托国家重大工程及与重大工程配套的技术装备和

成套装备的研制开发，提高了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的技术水平。

　　围绕解决资源战略中的突出问题，制定和发布了工业节水、节油和替代燃料油、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环保

产业发展等“十五”规划；完善了资源综合利用和新型墙体材料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在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中组织了

重大节能环保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加强了报废汽车的回收管理工作，组织实施了以钢厂为龙头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和利用一体化试点；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完成了《清洁生产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四是城乡市场开拓迈出新的步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商业以大力推进连锁经营等现代营销方式和组

织形式为重点，充分发挥大型流通企业和中心商业街区的作用，搞活商品流通，拓宽消费领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面对出口增幅大幅回落的严峻形势，积极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经过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努力，工业产品出口保

持了较快增长。全年工业品出口达2400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6.4％；全国2万多家自营进出口企业出口约360亿美元，

增长12％，成为外贸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制定了鼓励重点企业出口的退税政策。继续推动企业到境外开展加工贸

易，产业范围已由轻工、纺织、服装、机电等行业发展到医药、环保等新领域。这些项目预计每年可带动零部件和原

材料出口5.8亿美元，扩大了出口，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根据国内流通发展需要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制定了

利用外资改组国有商业企业的有关政策。

　　五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果，重点行业的安全生产状况有所好转。2001年是全面整顿和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的第一年。紧紧抓住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对社会危害严重的几个突出问题，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斗争，特别是在取缔拼装车、打击制售假劣一次性医疗器械、整治非法经营的“网吧”等方面

开展了专项整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一年来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整顿和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活动蔓延

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大案要案得到揭露和处理，犯罪分子依法受到严厉惩处，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得到加强。 2001

年，共取缔制假售假窝点50多万个，立案查处120多万起，案值约164亿元；已经查明的202个报废汽车拆解市场已被全

部取缔，同时还铲除了1338个报废汽车拆解拼装窝点；没收假劣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1227万余支、假劣一次性使用

输液器368万余套；依法取缔1.7万家“网吧”、非法娱乐场所1.6万家，收缴非法、违禁出版物1.58亿件、盗版软件

420余万张，取缔违规、非法市场1400多处，无证照摊点6万余个；查处非法传销案件2400多件，取缔传销窝点2500多

个；查处涉嫌偷骗税86.5亿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8.9亿元；加大了对因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

命安全造成重大损失行为的查处力度。

　　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明显加强。集中开展了以民用爆破器材和烟花爆竹、道路和水上运输、

煤矿安全、危险化学品储运、公众聚集场合消防安全等五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

2000年均有所下降。2001年全国发生的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140起，同比下降18.1%；死亡人数2556人，同比

下降27.6%。

　　六是机构改革迈出重大步伐，职能转变取得明显进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

府的要求，正式撤销了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冶金工业局、

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国家轻工业局、国家纺织工业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

有关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同时组建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障产业安全的需

要，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产业损害调查局，主要负责对进口商品给国内相关产业造成的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调查与裁

定、建立产业损害预警监测机制以及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宣传、咨询及培训工作等。将一部分适宜由行业协会承担的

职能交给行业协会行使，同时对国家经贸委主管行业协会的管理进行了规范。改革了行政审批制度。对国家经贸委的

行政审批职能进行了全面清理，在清理出的121项行政性审批项目中，已经取消或改变管理方式的有44项，占现有行政

审批项目总数的36%。同时加强了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指导，发布了《“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14

个行业和近百个分行业的发展规划及7个可持续发展规划，制定了生物技术等产业发展政策。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2001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可喜成绩，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工业生产

和商品流通保持较快增长。200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26950亿元，比上年增长9.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37595.2亿元，增长10.1%。二是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22.1，比上年提高3.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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