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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资委修订出台的《中央企业负

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简

称“新考核办法”）已于2019年4月1日

起施行。新考核办法围绕新发展理念，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进一步突出效益效

率、创新驱动、实业主业、服务保障等

考核导向，着力引导中央企业提升发展

质量，加快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新考核办法将利润总额替换为净利

润指标，并对经济效益考核目标实行分

档管理。2019年国资委将净利润、经济

增加值的一档目标设定为增长7%以上

或者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完成一档目标

的企业，根据目标值先进程度给予加分

奖励。

国资委介绍，各中央企业勇于担

当、主动加压，都报送了较为积极的经

营目标。在消化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和一

般工商业电价下降等政策性减利2000多

亿元的基础上，2019年度中央企业净利

润目标比上年增长9%。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认

为，结合当前中央企业的发展情况，

2019年确定的年度和任期考核目标总体

上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和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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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要求，年度中央企业净利润目标

比上年增长9%。这个指标的设定说明

临近年中，中国央企的经济增长利润值

良好，指标设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

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责任书对标高质

量发展，部署企业2019年改革发展任务

牢牢把握领导人员契约化管理要点，激

发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活力，通过签订业

绩目标，充分发挥正向激励作用，进一

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

国表示，2017和2018年，中央企业利

润都保持了15%以上的增长，考虑到前

两年中央企业是在早前盈利增速持续下

滑甚至一度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的，具

有恢复性增长性质，今年中央企业继续

维持很高利润增速并不现实，且考虑到

中央企业改革中承担的降费让利责任的

落实，因而将全年利润增速目标确定在

9%较为合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新考核办法进一步加大了科技创新

考核力度，一是健全科技创新考核指标

体系，对工业和科研等科技进步要求高

的企业，年度和任期均设置科技创新指

标；二是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计

算净利润、经济增加值等经济效益指标

时，将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三是加

大科技创新考核奖励，对科技创新取得

重大成果的企业，在年度中给予考核奖

励加分，在任期中予以通报表扬；四是

鼓励探索创新，对企业因实施重大科技

创新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按照

“三个区分开来”原则，考核上不做负

向评价。

国资委介绍，在上述政策支持和引

导下，中央企业积极响应，积极梳理创

新短板和技术攻关清单，多措并举，强

化企业核心竞争力。2019年中央企业

预期加回利润的研发费用，比上年增长

8.4%。部分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设置指标纳入责任书，明确攻关节点目

标，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

刘兴国认为，新的考核办法除了提

出较高盈利增速目标之外，突出强调了

对创新的考核，以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实

施反“卡脖子”工程，尽快突破国外技

术封锁或技术压制。

周丽莎表示，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责任书有效支撑企业科技创新等

重点工作开展，加大了科技创新考核力

度。从设置科技创新指标、研发费用视

同利润加回、加大科技创新考核奖励等

方面多措并举，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围绕去产能、降杠杆减负

债、压两金等国资国企改革阶段性重点

任务，国资委加大了对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考核支持力度。对重点涉煤企

业设置去产能任务指标；对结构调整任

务重的企业设置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等

指标；对两金规模和占比较高的企业设

置两金压控指标；继续将资产负债率管

控纳入全部中央企业业绩责任书；对剥

离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任务

较重的企业，在责任书中增加约束性条

款。对企业因消化历史遗留问题、推进

重大结构调整和重组，预期对业绩考核

产生重大影响的，在考核目标确定时给

予了实事求是考虑。

周丽莎表示，责任书突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积极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

的宏观环境进一步改善。

分功能差异化考核

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

标，结合企业实际，对不同功能和类别

的企业，突出不同考核重点，合理设置

经营业绩考核权重，确定差异化考核标

准。

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

商业类企业，重点考核企业经济效益、

资本回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年度经

济效益指标权重为70%；对主业处于关

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

商业类企业，加强对服务国家战略、保

障国家安全的考核，年度保障任务类指

标权重不低于30%；对公益类企业，坚

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重点考

核产品服务质量、成本控制、营运效率

和保障能力，年度社会效益指标权重为

80%。

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突出

落实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优化目标、

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考核，设置资

本收益率、重点改革任务推进情况等指

标。对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企业，根据

企业功能定位、改革目标和发展战略，

考核指标、考核方式“一企一策”确

定。

周丽莎指出，在责任书中，根据不

同类别的企业类型提出要求，分类考核

分配，突出质量效益导向。通过分类考

核，关注企业之间的差异化特征，注重

企业自身历史进程的纵向对比，促进企

业不断取得进步。差异化分类考核下，

着力增强考核激励的精准度和匹配度，

提升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的自主创新性。

突出可持续发展能力

按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断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新考核办

法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相统一，切

实发挥企业战略引领作用，构建年度考

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的考核体系，调整优化了任期考核

指标，将总资产周转率替换为全员劳动

生产率，保留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作为

基本指标。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

央企业在上一任期实现较高增长的基础

上，资本回报和劳动产出效率等指标目

标进一步提升。2019-2021年任期，中

央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加权平均为

111.9%，中央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目标

48.8万元/人，要素投入产出效率进一步

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