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日前召开专题会议， 强调要推动中央企业提升改革攻坚突

破能力，突出抓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确保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取得经得起

检验的改革成果；突出抓好新一轮改革方案谋划，释放更加积极的改革信号，更好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作表率。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 国资国企布局优化调整仍将是明年国企改革的重点任务

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领域的布局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重组整合将成

为主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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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央企接连亮相

国企改革加力重组整合

权威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

加速培育壮大

我国开源生态

“经过多年发展， 本土发起的开源项目不断涌

现、市场应用不断扩大、开发者群体不断壮大。 ”工

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谢少锋在日前举办的“2024

开放原子开发者大会暨首届开源技术学术大会”

上作出如上表述。

谢少锋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应用牵

引、创新驱动、生态培育，通过构建先进的开源服

务体系、不断壮大开源人才队伍、坚持“生态即未

来”理念、促进开源国际交流合作，不断释放开源

发展潜力，为实现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以“一切为了开发者”为主题的“2024

开放原子开发者大会暨首届开源技术学术大会”

于 12 月 20 至 21 日在湖北武汉举办。 本届大会由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中国通信学会联合主办，主

要包括“六会”“两赛”“一秀”“一节”，旨在贯彻落

实国家软件发展战略， 加速培育壮大我国开源生

态。 （申佳平）

市场监管总局：

深入开展“特供酒”

清源打链专项行动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 3 月以来，市场监

管总局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共查获

“特供酒” 超 66 万瓶， 制假售假设备 500 余套

（台），包材 490 余万件（套），联合公安部门累计捣

毁制假售假窝点 200 余个。

线下全面排查治理。 以包材库房、成品库房、销

售场所等为重点，对酒类生产销售者开展“拉网式”

排查；以酒水单、仓库、结算单等为重点，对高档酒

店、特色餐厅等餐饮服务提供者开展深入排查。

线上全面监测清理。 以网络交易平台、拍卖平

台、广告发布媒介等为重点，全面开展对网络商品

交易及互联网广告信息的监测排查。

严打重惩违法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公

安、 网信等部门定期开展线索会商、 提前介入侦

查、问题线索移交、联合执法办案、案情研判分析，

对非法制售“特供酒”进行跨部门联合打击，形成

整治合力。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打

击、强化部门高效协同联动、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规范酒类制售及

营销宣传行为，全力铲除“特供酒”生存土壤。

（赵文君）

商务部：

前 11 月我国电子商务

持续健康发展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1-11 月，我国电子商务持

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振消费、促进实数融合，为

推动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

网络零售平稳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1

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14 万亿元，增长 7.4%。其中，实

物商品网零增长稳定，增速 6.8%，以旧换新、数字

产品是亮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油烟机、智能家

居系统增长 62.7%、22.2%。 网络服务消费增长较

快，增速 18.3%。

电商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电商数字化赋

能产供链，彰显新质生产力创新效能。 据商务大数

据监测，1-11 月百亿级产业电商平台销售额平稳

增长，不断释放发展潜力。

“丝路电商”推动互利共赢。“丝路电商”合作

先行区新建金融服务站、 国际智库联盟等 7 个服

务载体，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营造先行先试环境。 全

国“丝路云品”电商周首次举办，中亚风情文旅节、

东南亚咖啡节等五个主题活动丰富优质商品供

给，助力伙伴国共享中国大市场。 11 月重点监测电

商平台上乌兹别克斯坦糖果、 印尼咖啡豆销售额

增长 102.4%、35.9%。 （孙红丽）

新闻·视点

新央企接连落地

继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

司后，12 月 19 日， 又一家新中央

企业———中国数联物流信息有限

公司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 这也

是首家数据科技央企。

中国数联物流由国务院国资

委直接管理， 为股权多元化中央

企业，注册资金 100 亿元。 公司引

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保

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作为

战略投资者。

据了解， 公司将以公路 、铁

路、水路、航空、口岸等领域数据

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为核心 ，整

合物流与信息流、资金流，构建国

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 以数字技

术提升产业运营效率， 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

成本。

新央企接连落地， 是国企改

革深化提升行动攻坚突破、 国资

国企布局优化调整加大力度的一

个缩影。

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于 2023 年正式实施。 按照计划，

2024 年要确保完成 70%以上的主

体任务。 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

与各地、 各中央企业采取一系列

有力有效举措推动各项改革任务

落实落地，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

企业党委（党组）前置研究事

项清单动态优化， 董事会作用及

董事履职能力总体明显提升 ， 经

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继续深化，管理人员竞争上岗、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更深更广

覆盖。

作为国务院国资委在发电行

业唯一一家“让改革穿透基层”专

题学习研讨的试点单位，中国大唐

托克托发电公司聚焦员工“四能机

制”， 开展一般管理人员和生产部

分重要岗位全员竞聘 ，669 人次参

与 ，216 名人员上岗 ，58 人退出现

有管理岗位；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机

制，17 名优秀管理人员通过竞聘晋

升中层干部岗位；职工月度绩效最

高增幅 56% ，最大降幅 28% ，真正

为人才松绑、减负、赋能。

国务院国资委明确，要聚焦薄

弱环节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健全灵

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到 2025

年，国有企业必须普遍推行末等调

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

优化布局向“新”发力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以

来，中国华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 构建延伸“氢”

“储”“碳”“智” 等能源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 同时，坚持以人才为核

心集聚创新要素，充分激发科技队

伍活力。 一方面，完善创新精准考

核和中长周期考核激励机制，以鲜

明的导向加大对创新骨干人员的

激励力度。 另一方面，进一步细化

在履职尽责前提下免予追责的具

体情形和适用条件，真正落实创新

包容机制。

这并不是个例。 国资委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4 年前三季度， 中央

企业在战新产业领域累计完成投

资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占

总投资规模的近 40%。

上述专题会议部署，要推动中

央企业提升产业融通发展能力，一

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用好大规

模设备更新政策， 通过设备改造、

工艺升级等多种途径，不断推动传

统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领域

拓展延伸；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发展， 加强前瞻性、引

领性产业布局， 积极培育启航企

业， 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更好助力增强我国产业链韧性和

竞争力。

按照国资委此前制定的目标，

到 2025 年， 央企战新产业收入占

比要达到 35%。“预计未来一段时

间，国有企业的投资将大量集中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譬如

工业母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量

子技术、工业机器人、大健康等产

业。 ”中国企业联合会特约高级研

究员刘兴国称。

并购重组整合加力

支持中央企业发起设立创业投

资基金，重点投早、投小、投长期、投

硬科技； 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可以

通过市场化方式由中央企业并购，

也可上市、股权转让；中央企业要支

持控股上市公司围绕提高主业竞争

优势、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

升级实施并购重组……近期出台的

一系列政策都释放出加码支持并

购重组的信号。

“2025 年国企改革将秉持高质

量完成的总体目标，稳步前行。 国

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为重点的功能性改革，

将成为改革的核心。 ”中国企业研

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有投资

价值的并购重组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能够借此

快速进入新兴领域。

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周丽莎也表示，2025 年要围绕优化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提高国有资

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等

核心任务，加大改革力度，推动国

有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 其中，国企并购重组将更加强

调产业链整合，未来热点将集中在

高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等领域。

（王璐）

花香果俏忙上市

12 月 19 日， 花农在温

室里搬运蝴蝶兰。

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

农 业 产 业 园 区 占 地 面 积

5000 余亩， 以种植花卉、有

机果蔬等为主导产业，是天

津市现代农业重点示范园

区。 眼下，园区内的蝴蝶兰、

草莓等花果都到了集中上

市的时节，温室大棚内一派

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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