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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关于加强我省国有企业活力与竞争力的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大数据与决策分析研究中心智库首

席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强教授等指出，我省在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中，要结合本省的区位特征和资源禀赋特点，持续提高国企活力

与竞争力，围绕制度改革、协同发展、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化等内容，

以解决问题为抓手，有针对性地持续推进改革，顺利完成我省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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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国有企业紧密围绕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结合本省区位特征和资源禀赋，不断深化改革，
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体制机制、发展现代农业和形成对外开放新
格局四个方面着力发展，为落实“六个强省”目标、主动对接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重要贡献。但与
其他省份相比，我省国有企业仍存在市场活力低下、企业协同创新
平台缺乏、创新意识淡薄、整体人才匮乏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我省应持续简政放权，有效降低我省企业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提高企业办事效率；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全覆盖、全流程、全方位”改革，从根本上优化
营商环境，提高国有资本运营能力；持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建设
智慧化政务服务体系，落实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推动政务服务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优化投资项目服务保障，利
用市场化手段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市场对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二、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强自有品牌建设

我省要顺应市场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需求环境的变化，对国
有企业产能结构进行适度调整，以期提高国有企业整体效率；进一
步落实国有资本“融投管退”全流程机制，以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
资本市场化流转和交易机制，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推动国有资本合
理流动；加强自有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水平，从品牌发展
角度出发，聚焦主责主业，为自有品牌建设做出明确规划，把资源
集中在打造优势特色品牌中；建议大力推动龙江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重点推进交投、建投、产投、农投等具备条件的重点子公司上市。

三、打通企业资源壁垒，打造跨企业协同发展的创新平台

建立产业集群，降低我省国企协同创新成本，增强创新能力。
结合我省国有企业的行业布局特征，建议我省国企积极与兄弟省市
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围绕资源共享、园区共建、产业对接等重点领域，
探索交流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鼓励国有企业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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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其他所有制企业，乃至跨国企业积极打造跨企业跨部门跨所有
制的协同发展平台。建立国有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间的长效合作
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促进产学研融合。

四、依托新兴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应用 5G技术并加速基站建设，促进全省智能网络运营。
通过进一步深化5G与工业、交通、能源、农业等行业的深度融合，
推广商业模式清晰、带动作用明显、应用前景广泛的新业务、新模
式和新应用。二是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为国有企业业务革新带来
新动力。可引入区块链技术，打造新一代供应链，增强乃至重塑供
应链上下游各企业的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提升供应链的抗风险能
力和各企业的协同能力。三是推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国有企
业生产、管理中的创新应用。使其能更好的为智慧农业、物流、交通、
旅游、投融资等行业，提升现代化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五、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国有企业创新体系建设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和跨领域创新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深化“双创”活动，发挥国有资本政策、资金等优势，支撑扶持创
新型企业发展，建立更多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共享型众创空
间和虚拟创新社区，培育“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业。加快
国有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主动适应信息时代新形势新变化，以用户
需求为导向，以产品制造、贸易、采购、物流等方面资源优势和核
心能力为依托，重构商业逻辑，促进我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一体化发展。

六、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改进吸引和培育人才的措施

通过强化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创新人力资源评价体系和实施后
备人才梯队建设计划等方式，持续改善企业的人力资源质量。建立
以能力、业绩和企业发展目标为导向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把个人
收入与劳动效率相结合，充分发挥薪酬杠杆的激励作用，推动构建
企业动态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针对我省国有企业人才激励机制，改
变以往单一的“基本薪酬 +奖金”模式，对从事研发岗位的核心高
科技人才设置贡献价值激励和关键绩效激励。同时，我省国企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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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薪酬福利的弹性力度，设立多种奖励和特殊福利，满足不同员工
的个人需求，以期激励不同层次人员增加对企业的忠诚度，促进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

七、培育高端人才企业家精神，持续激发国企改革创新活力

针对我省高精尖人才比重较少、流动率较大等问题，在中长期
人才激励机制基础上，建议着力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
文化氛围，加强舆论宣传和正面引导，为企业家精神激发创造良好
的舆论环境。企业家精神是稀缺资源，要形成尊重、宽容和保护这
种精神的文化氛围，重视其显著的社会价值。在营造龙江文化氛围
的同时，构建有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国企文化，也是激发高端人
才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举措。我省应将国企文化建设与国企改革深度
融合，将企业文化建设纳入国企治理和管理各个环节，做好企业文
化落地与传播。

（作者系省重点培育智库—大数据与决策分析研究中心智库首

席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强教授；智库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李

永立教授、赵泽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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