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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与地方合纵连横

央企地方合纵连横 海南或领衔

2012

年第一波

国资委表示将进一步推进央企与地方合作，构建国有经济共赢格局

联姻谋共赢 国字号由大变强急行军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去年以来， 国资委率领众多央企负

责人组团赴新疆、 湖北、 四川、 浙江等

地签约合作， 掀起一股央企与地方合作

之风。 央企和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并不罕

见， 但像

2011

年这样大手笔、 高规格

的合作却并不多见， 已在扩张道路上疾

驰多年的央企， 也将在 “做强做优” 的

思路下进入由大变强、 与地方国企合作

共赢的时代。

新思路：由大变强

事实上， 在国资委的牵线搭桥下，

去年以来央企与各地的合作一直没有间

断。 从新疆到山东， 从湖北到四川， 从

广东到浙江， 处处都有央企的身影。 有

媒体统计， 在刚刚过去的

2011

年， 已

有十多个省率领庞大的企业代表团与

中央企业签下了超过

6

万亿元的合作

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 央企与地方的

合作不仅使中央企业获得了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 同时还促进各类企业共同

发展， 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

转型升级。

统计数据显示，

2011

年前

11

月，

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8.4

万亿元， 同

比增长

22.6％

； 累计实现净利润

8317.9

亿元， 同比增长

3.6％

。 中央企业和地方

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均

创历史新高。 不过， 相比

2010

年同期

的数据， 央企

2011

年前

11

月不仅营收

增速降低了

12.1

个百分点， 净利润增速

的降幅更高达

46.5

个百分点。

“尽管经营总体上保持平稳， 但原

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上升， 银根紧缩，

国际市场不景气， 都是造成央企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增速降低的重要原因。” 国

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说。 此前， 王勇在

2011

年末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表

示， 欧债危机是造成央企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增速放缓的最主要因素。

在国内经济增长降速、 外部环境不

确定性风险加大的

2011

年， 向来财大

气粗的央企也无法置身事外。 王勇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种种迹象表明，

今年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一方面，

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速增

长期， 国际市场将陷入低迷， 这对企业

最直接的影响是市场萎缩、 需求不足，

我们将可能面临较长时间的出口低速增

长； 另一方面， 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

国有企业存在偏见， 通过各种措施对国

企进行遏制， 这对国企的国际化经营，

特别是对中央企业 “走出去” 将带来十

分不利的影响。

根据规划， “十二五” 期间中央企

业改革发展总体思路确定为， 做强做优

中央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 事实上， 自

2003

年国资委

成立以来， 央企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就，

截至

2011

年， 已有

38

家央企进入 “世

界

500

强企业” 榜单， 但总体而言， 央

企主要是在规模上做大， 大而不强。

值得注意的是， 王勇上任后提出

“做强做优” 的新思路， 并首度提出

“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 国际化经营、

人才强企、 和谐发展” 等五大战略。 业

内人士指出， 这意味着央企将步入由大

变强的时代。

加减法：重组整合“务正业”

2010

年初， 国资委发文要求

78

家

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旗下房地

产业务， 而关于央企 “不务正业” 的批

评开始频频见诸报端。 进入

2012

年，

在 “做强做优” 的新思路逐渐明晰之

际， 做好加减法， 是央企必须跨过的一

道坎。

在上月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

王勇指出， 突出主业建设将是今年央企

的重点工作之一。 他要求， 央企要严格

把控投资方向， 不属于企业主业、 不具

备竞争优势的项目要进行梳理， “该缓

建的缓建， 该停止的坚决停止。” 他还

表示， 今年将继续推动央企之间的非主

业， 非优势业务、 同类业务之间的重组

整合， 继续推进央企非主业宾馆酒店分

离重组。

事实上， 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推动

下， 央企和地方国资委、 地方国企的合

作已然开始。

2011

年

12

月， 中国五矿

与湖南有色控股进行战略重组， 重组完

成后， 央企五矿持有湖南有色控股

51%

的绝对控股权， 湖南省国资委持有另

49%

的股权， 湖南有色控股正式被央企

整合。 而湖南省国资委也成为了第一家

持有中央企业股权的地方国资委。

此外， 本月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工作会议还披露， 不少地方正在

加强与中央企业的合作。 目前， 安徽、

云南、 贵州等

10

省市

181

家农电企业

上划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河北、 吉

林、 辽宁等

18

省区

96

户粮库上划中储

粮总公司。

对于今年的工作， 王勇还在央企负

责人会议上强调， 继续推动具备条件的

央企加快主营业务整体上市； 对已实现

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 推动企业加快存

续资产处置； 探索推动央企之间、 央企

内部相近业务板块之间联合重组上市，

并推进央企上市公司优化整合。

从“李老板”到“王政委”

方岩

时间回溯到

2010

年

8

月

24

日。

这一天， 执掌国务院国资委七

年零五个月的李荣融正式卸任， 国

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披挂上阵， 国

资委由此走进王勇时代。

李荣融是一位极富个性特点的

部级高官， 素以 “敢抓敢管”、

“言出必行” 著称。 他对央企老总

的劝诫———“不换状态就换人”， 犹

如将军在沙场上发出的 “违令者

斩” 的威严宣誓， 让老总们不敢懈

怠。 在李荣融主政期间， 国资委似

乎不是一个机关重重、 森严壁垒的

权力中枢机构， 而是一个拥有百余

家央企的大公司， 而他就是这家全

球头号大公司的老板。

“李老板” 与资本市场颇有渊

源。

2005

年国庆前后， 股权分置

改革面临 “断流” 之际， “李老

板” 一声令下， 央企纷纷搭上股

改航船， 避免了这项改革中道搁

浅……

尽管 “李老板” 已不在其位，

但是对于央企的未来并非不谋其

政。 前不久，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还表示： “培育

30~50

家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大企业， 依然是我一生的

梦想。” 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作为 “李老板” 的接任者， 王

勇掌舵国资委并非新手上路， 而是

故地重游。 在

2003

年

5

月至

2008

年

2

月期间， 王勇曾担任国资委副

主任， 后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在

中南海 “服役” 仅半年， 三鹿奶粉

事件爆发后， 王勇火线救场， 转任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一职。

诚如 “李老板” 的一生梦想，

摆在王勇面前的， 依然是如何推动

央企最大做强， 让 “国之长子” 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顶梁柱。 王勇该

如何出招？

目前， 王勇履新已一年零五个

月。 在这不长的时间里， 王勇一如

他的前任， 异常忙碌， 仅公开的活

动， 就有

50

项之多。 值得注意的

是， 自去年

9

月份开始， 国资委与

地方政府合作动作频频。

2011

年

9

月

18

日， 国资委与山东省政府在济

南签署合作备忘录；

10

月

17

日， 国

资委与广东省政府在北京签署合作

备忘录， 王勇在致辞中表示， “加

强中央企业与广东的合作， 有利于

中央企业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竞争

能力，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步

伐。” 紧接着， 国资委又先后与四

川、 河北、 浙江等省份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 王勇也都亲临现场并发表

热情洋溢的致辞。

在鼓励央企积极 “走出去” 的

同时， 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深耕与

布局。 “强化本土战略、 与地方政

府合纵连横” ———或许， 这就是王

勇为央企谋定的发展新路径。 观察

人士指出， 国资委与地方合作， 对

地方来说无疑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也更利于央企在各地把根扎得更深，

在经济转型中扮演领头羊角色。

谋定而后动， 在央企与地方政

府之间穿针引线， 淡却了 “李老板”

的强势色彩， 王勇为国资委注入了

更多的服务意识， 因此感觉上更像

一位政委。 从 “李老板” 到 “王政

委”， 国资委两任掌门人的理政思路

颇有不同： 如果说 “李老板” 更多

亮重剑， 凛凛剑光让央企老总不寒

而栗， 时时有如临深渊之感， 那么

“王政委” 的招法则是无形掌， 道隐

无名， 为央企老总开疆拓土接地气、

壮声威！

我们期待央企借助本土战略，

更加枝繁叶茂， 也希望他们更好地

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本市场树立分

红典范、 投资典范。 近期中国石

化、 中国联通等央企在二级市场大

举增持， 有力地提振了股市信心，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央企以国际标准

要求自己， 成为受到广大投资人尊

重的公众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肖波

近两年来，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

业大面积深度 “联姻” 引起了社会的关

注。 记者了解到， 仅去年一年， 国资委

就推动央企参与十多个省市进行项目

对接。 国资委有关人士近日接受采访

时向记者透露， 海南省即将与国资委

实施战略合作， 推动该省与央企对接，

另外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希望与央企进

行项目对接。

最初让外界注意到这场央企与地方

合作风潮的， 是去年

8

月

20

日的央企

产业援疆推介会。 当时， 国务院国资委

带领全部

120

家央企齐聚乌鲁木齐， 和

自治区、 兵团相关部门和企业签约近

90

个项目， 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达到

7000

多亿元， 是央企和地方合作的最

大手笔之一。

而去年年底央企与浙江对接则掀起

了本轮合作的高潮。 去年

12

月

26

日，

国资委率领百余家中央企业负责人云集

杭州， 参加央企与浙江省对接洽谈会。

相关央企与浙江对接， 并签订

5

个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52

个合作项目， 协议

金额超过

2700

亿元。

据记者了解， 仅在去年一年， 国资

委先后与天津、 山东、 广东、 新疆等十

多个省市实施战略合作， 推动中央企业

与地方经济对接。 而今年， 央企与地方

合作将持续保持热度。 除了海南省即将

与中央企业进行项目对接外， 包括西藏

在内的多个省份也在筹划加入这一行列。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为充分做好

近期海南省政府与国资委合作备忘录签

字仪式暨面向中央企业项目推介会的筹

备工作， 做好拟签约及招商推介项目的

对接， 海南省国资委于去年底组织召开

中央驻琼企业及省属企业项目对接专题

工作会。 海南省国资委主任吕宜勇要求

省属企业务必抓住这次定向招商合作的

有利时机， 进一步解放思想， 充分利用

各企业的优势资源， 积极主动加强与中

央企业的洽谈与合作。

“地方政府现在非常希望央企合作

投资， 他们的愿望非常强烈。” 国资委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因为央企能够

给地方带来资金、 技术、 人才、 品牌，

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这位负责人

表示， 今年， 国资委将进一步推进央企

与地方合作， 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发展

合力， 构建国有经济共赢格局。

“目前央企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发

展时期， 而地方国企则正进入快速发展

的车道， 央企联动带来的将是双赢局

面。” 一位长期研究国资问题的专家如是

说。 他表示， 去年以来， 随着紧缩货币

政策的推进、 地方债的清理以及房地产

调控， 地方政府遇到了资金等瓶颈。 在

此情况下， 拥有资金、 技术、 人才优势，

且同属国有性质的央企获得了地方的亲

睐。 该专家还表示， 从产业层面而言，

央企与地方经济对接多以产权为纽带、

形式上以对中小企业的并购重组为主，

带动了产业上下游的中小企业。 而从中

国区域发展格局而言， 这种合作对消除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上述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地方

之所以愿意和央企共享经济发展收益，

除了央企拥有资金优势外， 还有一个重

要的方面就是央企落户地方具有 “稳定

性”， 能促进就业的稳定， 促进社会的

稳定。 “在经济形势不好时， 一些民营

企业、 外资企业往往选择裁员减薪， 甚

至破产跑路， 央企就不会， 他们很有社

会责任意识。” 这位负责人说。

央企地方联姻大事记

2011

年

8

月

20

日， 国资委主任

王勇携

120

家央企负责人齐聚乌鲁

木齐。 在当天召开的央企产业援

疆会上， 央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约近

90

个项目， 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达

7000

多亿元。

2011

年

9

月

18

日， 国资委继

续加快步伐， 王勇先后到天津恳谈

交流， 赴山东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1

年

9

月

19

日， 王勇再率

121

家央企的

436

名代表赴武汉参

加 “湖北省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会

议暨项目签约仪式”， 湖北省一次性

与中央企业签署了投资总额

5201.7

亿元的合作项目， 创多年来该省招

商会议的引资额之最。 据了解， 该

省

2011

年新增的与中央企业合作项

目已达

184

个 ， 新增投资总额

6953.4

亿元。

2011

年

10

月

17

日， 广东省政

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签署合作

备忘录， 双方决定在 “十二五” 期

间， 共同推动中央企业与广东进行

广泛和深入的战略合作， 做强做优

中央企业， 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 而在此

7

个月前， 广东

省已抓住先机， 与中央企业在北京

举行战略合作座谈会， 并与

75

家

中央企业签署了

290

个合作项目、

合同协议投资达

2.09

万亿元。

2011

年

10

月

21

日， 王勇与四

川省省长蒋巨峰在成都签署合作备

忘录， 表示央企将以成渝经济区和

天府新区建设为平台， 支持四川发

展， 全国各地的

65

家央企云集成

都， 抛下

1293.4

亿元的 “绣球” 大

单牵手四川。

2011

年

12

月

26

日， 国资委与

浙江省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在同

时举行的浙江与中央企业合作洽谈

会上， 浙江省与央企签订

52

个合

作项目， 协议金额约

2720

亿元。

（陈中 整理）

链接

Link

观察

WatchWatch

官兵

/

漫画

仅去年一年

，

国资委就推动央企参与

十多个省市项目对接

。

今年伊始

，

又有海

南省将率先与国资委实施战略合作

，

推动

该省国企与央企对接

。

另外还有不少地方

政府希望与央企进行项目对接

。

“

目前央

企已经处于比

较稳定的发展

时期

，

而地方

国企则正进入

快速发展的车

道

，

央企联动

带来的将是双

赢局面

。”

一

位长期研究国

资问题的专家

如是说

。

证券代码：

000521

、

200521

证券简称： 美菱电器、 皖美菱

B

公告编号：

2012-002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四川长虹

"

） 关于增持本公司股份

的 《函》， 四川长虹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长虹 （香港） 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香港长

虹

"

）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

本公司股份共计

1,664,541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6%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增持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长虹 （香港） 贸易有限公司

二、 增持目的：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三、 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二级市场增持。

四、 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四川长虹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长虹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共计

1,

664,541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6%

。 其中， 四川长虹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本公司流通

A

股

1,274,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0%

；

香港长虹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

增持本公司流通

B

股

390,541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6%

。

截至

2012

年

1

月

13

日， 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港长虹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58,

328,461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88%

， 其中四川长虹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137,356,

942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58%

， 四川长虹的一致行动人香港长虹持有本公司流通

B

股

股份

20,971,519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0%

。

五、 本次增持股份价格：

A

股股份平均增持价格

4.43

元

/

股，

B

股股份平均增持价格

3.04

港元

/

股。

六、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证券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七、 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港长虹计划自

2012

年

1

月

13

日起的未来

12

个月内， 将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流通

A

股股份和流

通

B

股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

（含已增持部分）。

八、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承诺，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四川长虹及其

一致行动人香港长虹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并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

份行为指引》 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跌势过快，关注 2200 点支撑

周一沪深两市呈反复震荡下探之

势。 上证指数收报 2206.19 点， 下跌

38.39 点， 跌幅 1.71%； 深证成指收报

8827.47 点， 下跌 203.12 点， 跌幅

2.25%； 创业板指收报 633.91 点， 下

跌 32.17 点， 跌幅 4.83%。 两市合计

成交 813 亿元， 比前一交易日大幅萎

缩约三成多。

消息面上， 上周末标普调降了法

国等欧元区 9 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这

对目前疲弱的欧元区市场无异于雪上

加霜。 同时国内市场虽消息面上暖风

频吹然未见到实质性措施， 部分资金

基于长假期间消息面不确定性考虑选

择离场观望， 因此建议继续跟踪政策

及消息面动向， 这将成为短期影响市

场的重要因素。

技术面观察， 指数经历上周强势

上涨后出现回调， 值得重视的是近几

个交易日下跌速度过快这给未来行情

的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 建议关注上

证指数 2200 点附近支撑， 若放量跌

破则后市堪忧仍存在考验前期低点可

能性。

在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盘指数大

幅杀跌的拖累下市场收出缩量中阴

线， 短期调整速度过快关注上证 2200

点附近支撑力度。 近期市场风格明显

变化， 建议投资者选择个股时多关注

估值方面优势， 此外对于跌幅较大特

别是存在错杀可能的中小盘个股目前

已不宜盲目杀跌。 （

C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