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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管理研納央企負責人考核
國務院國資委：運用市場化手段穩定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24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國務院國資委產權管理局負

責人謝小兵介紹，國務院國資委將進一步研究將市值管

理納入中央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引導中央企業負責人

更加關注、更加重視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場表現，及時

運用市場化的增持、回購等手段來傳遞信心、穩定預

期，加大現金分紅力度，來更好地回報投資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月23日，中國在瑞
士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四輪國別人權審
議。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
織代表陳旭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會。
外交部、中央統戰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國
家民委、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部、生態環境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農業農村部、
文化和旅遊部、國家衞生健康委、國家宗教局、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國務院婦兒工委、國務院殘工委等有
關單位及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代表參加了審議。
陳旭在審議中全面宣介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和巨大成
就，強調中國堅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治國理政的
重要工作，走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
的人權發展道路，推動中國人權事業取得歷史性成
就。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努力讓老百姓過上更好
的日子，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確保人民成為國家、社
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堅持平等共享人權，讓人人同
享人生出彩的機會。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堅
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以安
全守護人權、以發展促進人權、以合作推進人權，不
斷書寫人權事業發展新篇章，為世界人權事業貢獻中

國力量。
中國代表團以開放坦誠的態度與各國代表進行了建

設性對話。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也就涉及香港和澳門
的問題作了發言和回應。審議期間，中國宣布了將採
取的30項人權保障新舉措，涉及增進民生福祉、加強
人權法律保障、促進國際人權合作、支持聯合國人權
機制工作等方面。

逾120國家肯定中國人權事業進展
120多個國家積極評價中國人權事業進展，充分肯定

中國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讚賞中
國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定並實施國家人權行動計
劃，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不斷完善殘疾人社會保障
和服務體系；認為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符合中國國情、
契合人民願望，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自主探索人
權發展道路提供了全新選擇；希望中方繼續舉辦人權
領域國際交流活動，推動各方凝聚共識，推動全球人
權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審議
結束後，會場響起熱烈掌聲，許多國家代表向中國代
表團表示祝賀。
國別人權審議是各國在聯合國框架內就人權問題進行

平等坦誠交流，開展建設性對話與合作的重要平台。中
國曾於2009年、2013年和2018年參加前三輪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聯合國
協會23日在日內瓦萬國宮舉辦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國別人權審議工作組會議邊會，會議主
題為「全球人權治理與中國經驗」。中國聯
合國協會副會長兼總幹事胡文麗主持會議，
來自各國常駐日內瓦代表團、聯合國駐日內
瓦機構、中國等國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界代
表與會。
與會嘉賓表示，中國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
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成功走出了一條順應時
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中
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生存權
和發展權作為首要人權，注重在發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增進
人民福祉，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保證發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努力推動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全面協調發展，顯著
提高了人權的保障水平。

與會嘉賓讚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人權合作
與會嘉賓強調，中國在推動本國人權事業
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人權
治理和國際人權合作，積極履行國際人權條
約義務，開展雙多邊人權對話。中國提出全

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
議，促進全球發展、維護世界和平、推動文
明交流互鑒，為加強全球人權治理提供了中
國方案、作出了中國貢獻。
與會嘉賓認為，促進和保護人權是各國的
共同事業。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不同文明對人權的理解各有側重。全球人權
治理應遵循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聯合
國憲章》確立的國際法基本原則，恪守國際
法治，反對雙重標準。美西方出於地緣政治
和打壓中國的目的，蓄意捏造所謂新疆人權
問題，並以此為由對中國一些個人和實體實
施單邊制裁，是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武器化
的典型例證。
與會嘉賓呼籲，國別人權審議機制要更好
發揮作用，各國應對參加審議的國家多提建
設性意見、少搞政治化操弄，多一些真誠對
話、少一些指手畫腳。國際社會應踐行真正
的多邊主義，堅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
作共贏、共同發展的理念，弘揚和平、發
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
價值，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
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攜手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

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國人權發展成就 「全球人權治理與中國經驗」邊會在日內瓦舉行

◆國務院國資委將推動包括新能源汽車在內的重點領域加速發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2024年推動央企重組整
合的部署方面，國務院國資委副秘書長、財務監管與運行評價局局長
李冰表示，將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大力推進專業化整合，更大力
度開展信息通信、新能源、裝備製造等領域專業化整合。同時，服務

科技強國、製造強國、網絡強國等國家戰略，穩妥實施戰略性重組和
新央企組建。
與此同時，國務院國資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莊樹新介紹央企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相關情況時表示，下一步，國務院國資委將完善推
進機制、優化支持政策，集全系統之力，持之以恒、全力以赴發展戰
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加快發展信息通信新能源等領域
莊樹新說，國務院國資委將以央企產業煥新和未來產業啟航「兩個行

動」為抓手，加快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收入和增加值佔比上取得關鍵進展，
在央企布局結構上實現戰略轉型。
具體而言，國務院國資委將謀劃推動一批重大工程，遴選戰新產業
「百項工程」，建設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實施人工智能AI+等
專項行動，抓緊在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重點領域形成標誌性
成果；加快以技術突破支撐產業發展，加快培育啟航企業、領軍企
業、獨角獸企業，在類腦智能、量子信息、深地深海、激光製造等領
域形成標誌性產品；系統構建新型產業生態，創新中央企業、地方及
各類所有制大中小企業合作模式，強化跨企業、跨領域協同，共建高
效協同、良性發展的產業生態，加快戰新產業基金落地見效，切實以
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更好發揮國資央企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
增強發展新動能中的引領作用。

戰略性新興產業力推專業化整合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袁野在發布會上亦提到，今年國務院國資
委工作的着力點之一就是着力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

強化投資者回報。
據謝小兵介紹，央企優質資產基本都在上市公司，是央企的重
要組成部分，總體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持續聚焦主業，整體規
模持續提升，經營業績穩中向好，產業布局更加優化，經營質量
穩步提升。

提高規範運作水平 做誠信經營表率
2023年三季度報告顯示，383家央企控股的境內上市公司總資

產、淨資產規模分別達到5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17萬億
元，實現營業收入和歸母淨利潤分別達到18.63萬億元和1.06萬億
元，整體淨資產收益率達7.53%。目前，383家上市公司中，有
154家處於戰略性新興產業，佔比超過了四成。2023年末，央企境
內控股上市公司市值達到13.5萬億元。
對於下一步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質量，謝小兵表示，首先
是繼續構建定位清晰、梯次發展的上市格局。推動企業按照「做
強做優一批、調整盤活一批、培育儲備一批」總體思路，穩步做
精增量，把優質的資產不斷向資本市場輸送，同時積極做優存
量，讓上市公司在所處行業深耕細作，成為優強的上市公司，成
為行業龍頭上市公司。另一方面，對一些企業非主業、非優勢的
上市平台，下定決心、主動施策，堅決調整盤活。
與此同時，國務院國資委將推動提高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水平，

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做資本市場誠信經營、規範運作的表率。

加大現金分紅力度 更好回報投資者
謝小兵還透露，國務院國資委將進一步研究將市值管理納入中
央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前期，我們已經推動央企把上市公司
的價值實現相關指標納入到上市公司的績效評價體系中，在此基
礎上，將把市值管理成效納入對中央企業負責人的考核，引導中
央企業負責人更加重視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場表現，及時通過應
用市場化增持、回購等手段傳遞信心、穩定預期，加大現金分紅
力度，更好地回報投資者。」
所謂「市值管理」，通常認為是旨在以促使上市公司市值穩定
增長為目標，通過頂層戰略設計、經營管理改善以及適當的資本
運作、有效的投資者關係管理等方式，從而實現股價對於企業內
在價值的即時互動、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一種戰略管理行為。
市值管理實際包括產業經營和資本經營兩個方面。立足產業、聚
焦主業、加強管理，市盈率代表了公司的估值水平，與公司所在
行業、治理結構、管理水平、創新能力等產業經營密切相關，也
與併購重組、融資操作、投資者關係管理等資本運作密不可分。
因此，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一般是產業和資本兩手抓、兩手都要
硬。
內地央國企市值管理可以追溯到十年前。早在2014年初，在經
歷多年熊市之後大量大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價跌破每股淨資
產，當時監管層就召集9家商業銀行和6家央企相關負責人召開了
「上市公司回購普通股」專題座談會，主要內容是上市公司利用
回購普通股進行市值管理的可行性和市場需求，並取得了積極效
果。根據當時多家上市公司公告，在此時間段都曾與券商等開展
市值管理戰略合作。不過與此同時，也出現以「市值管理」之名
操縱股價、惡意坐莊的行為，中國證監會當年通報了18例涉嫌市
場操縱案，對企圖以所謂「股價維護、市值管理」方式渾水摸魚
的上市公司或其大股東、中介機構敲響了監管警鐘。

2023年央企成績單（單位：人民幣）
◆實現營業收入39.8萬億元，利潤總額2.6萬億元

◆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5.09萬億元，同比增長11.4%

◆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投資2.18萬億元，同比增長32.1%

◆研發經費投入1.1萬億元，連續兩年破萬億元

◆淨資產收益率6.6%，央企整體資產負債率64.5%

◆截至2023年底，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達到86.6萬億元，
同比增長6.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國務院國資委將着力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強化投資者回報。圖為內地一家證券營業廳內的股民關注大盤數據。 資料圖片

◆ 2023 年 三
季 度 報 告 顯
示，383 家央
企控股的境內
上市公司總資
產達到 53 萬
億元人民幣。
圖為一間央企
工廠工人在進
行生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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