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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啥？

——“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良

好的经营效益是基础，自主创新能力不可少

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的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公司
200万千瓦光伏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架设一排排
蓝色的光伏板。该工程是目前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集中
式智慧光伏电站，也是“西电东送”重要通道的绿色电源
点，建成后每年将为华东地区输送 37 亿度绿色电能，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10万吨。

今年1月份，中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一个个重大工程马力全开，实现“开门红”。

“开门红”背后，是央企以世界一流企业为标准，不断
自我提升。2018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遴选
基础条件较好、主营业务突出、竞争优势明显的航天科技
等11家央企，组织开展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工作。2020
年6月，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开展对
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以下简称“对标提升行动”），
引导国有企业从先进的管理中要质量、要效益、要增长，
推动一批企业效率效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4年多来，央
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全力向前奔跑。

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央企要在哪些方面“达标”？
国资委方面表示，“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

范”是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即成为在国
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成为引领全球
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成为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
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效率领先、效益领
先、品质领先；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典范，成为
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

这其中，良好的经营效益是基础，不仅看营收总量
和增速，劳动生产率也是关注点。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
司经过努力，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178亿元，利润111
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525万元/人。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成立4年来，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33%，综合实力稳居
全球同类企业前列。中车集团2021年全面完成年度“稳
增长”目标，全员劳动生产同比增长5.1%。

自主创新能力不可少。近年来，国资委要求中央
企业把创新放在重中之重。目前，中央企业研发投入
强度达 2.5%，其中工业企业达 2.9%，在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的情况下，研发投入强度保持稳定。中央企业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新能源汽车、北
斗、电子商务、区块链等一批数字协同创新平台加快
实施，5G和千兆光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
断加大。

进展如何？

——效率效益效能显著提升，管理体系

不断改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

央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对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

面的差距越来越小，未来经济增长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提
高必须更多地通过优化管理、研发投入、产品创新、提

高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等方式来实现。”清华大学中国现
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总监周丽莎对本报记者表示，培
育出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既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
型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摆脱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
要举措。

对标提升行动实施以来，进展如何？
效率效益效能显著提升。2021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

利润率 6.8%、成本费用利润率 7.1%、人工成本利润率
80.7%，较对标提升行动之初分别提高2.3个百分点、2.4
个百分点、26.8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达69.4
万元，增幅32.2%，是全社会平均水平的5倍多。

管理体系持续改善。多家央企推进全系统、全链
条、全过程的管理模式创新。其中中国中车开展了基于
价值导向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极大提升
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和水平。还有的企业聚焦“精
简”：国家能源集团实施“总部机关化”整改，总部部门
精简近一半，人员减少42%，管理事项下放29%；中国
石化镇海炼化公司重构业务架构，制度压减率 36%以
上，实施精准督办，2021年各类事项平均办理时长从2
天缩短至0.31天。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发展方向。中国一汽搭建
了数字化共享平台，知识上传、审批、推广、立项、跟
踪等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实现降本成果和经验资产
化、标准化、共享化、数字化，目前已有1952项降本
知识在线推广。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率先建成国家炼
化智能制造示范工厂，5G网络全面覆盖装置现场，实
现了“生产运行智能化、设备管理数字化、企业管理信
息化、工业互联平台化”。

在2月25日举行的国有企业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
行动媒体通气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
截至2021年底，96家中央企业对标提升行动平均完成进
度达92.01%；地方国有重点企业平均完成进度达81.62%。

差距在哪？

——在技术、管理、核心竞争力方面还有一

定差距，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建立长效机制

世界最大规模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在青海建成投
运，世界最大跨径公轨两用钢桁梁斜拉桥建成通车……
开年以来，央企喜讯连连。

如今的中国央企，在制造、建设、运营中不断刷新
着世界纪录。2021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务院
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达到49家，上榜的国企数量合
计为95家。

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央企仍有一定差距。“近
年来，中央企业加强补短板、强创新、聚焦主业，不断
提升在行业乃至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总体研发创新
资源集聚利用不够，仍然存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的问题。此外，在管理、核心竞争力方面也有差
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
对本报记者说。

如何补短板、增弱项，延续“开门红”、真正建成
世界一流企业？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收官之
年，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也进入评估深化、落
地见效的关键阶段。”翁杰明表示，下一步，将着眼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持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
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
支撑。

统筹推进。央企对标提升行动与稳增长、防风
险、促改革、提质增效、瘦身健体、综合治理等工作
有机联动。翁杰明说，今年国资委将统筹开展合规管
理强化年、投资管理专项提升行动、国资监管数字化
智能化提升专项行动、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主
题行动、“三化合一”内控体系建设等工作。

着眼长远。据介绍，国资委将建立健全管理提升长
效机制，指导企业完善对标数据，优化管理指标，形成
管理闭环，以系统完备的制度巩固管理提升成果，确保

“收官不收兵”。
世界一流企业还要在国内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这就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讲好“国企故事”。国资
委要求央企加强总结研究，全面梳理、深入挖掘国有
企业成功管理实践，同时积极运用多种方式，分享成
功实践经验，充分展示新时代国有企业重管理、增效
能、创一流的良好形象，向社会讲好国企故事、贡献
国企管理智慧。

神州速览 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
责编：徐佩玉 邮箱：hwbjjb@163.com责编：徐佩玉 邮箱：hwbjjb@163.com

就医用药、移动
支付、交通出行、文
旅 服 务 …… 这 些
事，社保卡都可以
办理。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全
国社保卡持卡人数
达到 13.52 亿人，普
及率95.7%，其中第
三代社保卡 1.38 亿
人。专家表示，社
保卡“一卡通”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体
现了中国民生服务
水 平 不 断 深 化 提
高，有利于增强居
民的获得感。

能领钱、
能看病，社保
卡功能更多样

社保卡能办哪
些事？

社保业务能快
速办理——青年人
办理参保登记享受
就业服务、中年人
参加职业培训办理
社保关系转移、老
年人进行社保待遇
资格认证查询社保
权益……这些服务
都 可 以 线 上 线 下

“一卡办”。人社部
信息中心副主任宋
京 燕 介 绍 ， 目 前 ，
人社领域 95 项应用
已 普 遍 开 通 用 卡 ，
群众持卡或者扫码
即可快捷享受。

能发钱，成为
“待遇卡”——社保
卡可以领取就业补
贴、养老金、失业
金、工伤津贴、农
民工工资等，是名
副其实的“待遇卡”。宋京燕介绍，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已在 31 个省份的部分地市通过社保卡一卡通发放。四
川、江西等地还探索了通过社保卡发放国家助学金。

据了解，全国社保卡“一卡通”应用目录清单已达160
项，涵盖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就医购药、政务服
务、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发放、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养
老服务、残疾人服务、助学金发放等应用领域。专家指
出，社保卡功能的不断拓展，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
日益完善，让老中青各年龄群体都能享受到更便利的社
会保障服务，对增强社会保障统筹和改善民生服务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地域通、服务通，这张卡真好用

异地就医刷不了社保卡？丢失了重新申领很麻烦？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当前，社保卡已全面支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跨省领取养老金等全国“一卡通”服务，部分地区正在
探索区域“一卡通”。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实现政务服务

“一卡通办”、待遇补贴“一卡通发”、医疗健康“一卡通
结”、交通“一卡通行”、文旅“一卡通游”；川渝地区推
出31项人社合作服务，并实现了持社保卡在重庆市图书
馆、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两地三馆的图书借阅
通借通还；广东省积极探索社保卡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
应用服务，20余万港澳居民持社保卡享受便利服务……

“近年来，人社部门大力开展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各
地普遍实现了社保卡申领的‘立等可取’。”宋京燕介绍，
人社部已于去年12月开通了全国社保卡“跨省通办”线
上 服 务 ， 群 众 可 以 通 过 国 家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 掌 上
12333APP等在线办理社保卡申领、启用、补换、临时挂
失、制卡进度查询等5项“跨省通办”服务，足不出户线上
提交申请，卡片邮寄到家。

更智能，超5亿人领取电子社保卡

社保卡不仅有实体卡，还有电子卡。
2018年，人社部在福州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

会上签发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此后，社保卡不
断实现线上线下全面打通，更多元的服务生态圈正逐渐
形成。

目前，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超过 5 亿，已累计开通
62 项全国服务，涉及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
劳动关系、社保卡服务等方面，2021年累计提供线上服
务112.51亿人次，各省市属地服务开通1000余项。其中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就业在线”，实现招聘求职信息汇
聚、共享和发布，支持跨区域、跨层级开展招聘求职服
务。如今，全国已有202家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平
台，累计发布1635万个岗位信息，注册用户1672万人，
用户累计访问9196万次。

各地在推进电子社保卡智能化使用方面实招频出。
在广东江门，市民通过电子社保卡“扫一扫”即可快速
登录社保卡自助服务机办理养老年审、社保余额查询、
社保缴费查询、凭证打印等人社业务。江西新余对接全
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群众通过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就能在
商超购物支付，实现电子社保卡移动支付，为居民日常
生活消费提供了全新、安全、便捷的服务方式。

宋京燕介绍，近期，人社部和国家医保局开通“总
对总”通道，支持电子社保卡和医保电子凭证，在就医
购药领域并行使用。“截至2021年底，电子社保卡已在16
个省份138个地市实现扫码就医购药。”宋京燕说，“此
外，电子社保卡还开通了‘长辈版’和‘亲情服务’，方
便老年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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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底，96家中央企业对标提升行动平均完成进度超92%——

对标“世界一流”，央企加速奔跑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在刚刚完美落幕的北京冬奥会期
间，“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上演
了多场惊心动魄的比赛。这座由央企

“国家队”打造的场馆，运用了国产新
技术，将冰雪运动的速度激情与中国
文化的深远意境融入场馆建筑，令世
界震撼。

近年来，央企在重大任务中勇挑
重担、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不仅实
现了企业自身经营效益的持续增长，
也充分展现了国资央企的责任担当，
正朝着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奋力前行。

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央企取得了
哪些成效？还有哪些差距？

▶日前，在中国宝武马钢股份长材事业部的
重型H型钢异型坯连铸机炉台上，职工进行钢包
钢水浇铸作业。

张 磊摄（人民视觉）

▲2月21日，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公司200
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建成后将
成为“西电东送”重要通道的绿色电源点。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春回大地春回大地
近日，气温回升，全国多地鲜花盛开，呈现出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2月27日，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凤凰湖村，游客乘坐快

艇在凤凰湖面游览。 刘学懿摄（人民视觉）
▶安徽省歙县雄村镇卖花渔村梅花盛开，吸引游客前来赏花。

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