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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兼并重组 少破产清算 

积极稳妥去产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①） 

《 人民日报 》（ 2015 年 12 月 23 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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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对明年经济

工作全面部署的重要会议，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重点部署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

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

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五大任务。本报从今日起，就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系列解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 11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降

0.5%，同比下降 5.9%。1—11 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5.2%。“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 45 个月负增长，这背后，是产能过剩形势已非常严峻。”国家统

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 

  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也曾表示，目前有很多行业出现了严

重的产能过剩，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 

  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产能过剩，最直接的危害是带累企业利润率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1—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降幅比 1—9 月份扩大 0.3 个百

分点。其中产能过剩行业利润下降明显。例如，10 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

69.6 亿元，同比减少 63.4 亿元。 

  “产能过剩使得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回落，整个行业利润难以保证，好企

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约，最终影响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人民大

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说。 

  产能过剩企业还占据了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

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资源。”刘元春说，“一些过剩行业中，效率低、负债高的企业

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而银行担心信贷风险还不得不给予续贷和更多支持，形成了‘吸

金黑洞’，导致行业内一些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在这种

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在部分过剩行业，一些企业为了摊薄单位产品成本、维持生产经营，

甚至继续扩大生产，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局面。产能严重过剩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乃至

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

的五大任务，第一个就是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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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人员安置、债务关系处置等多方面难题 

  然而，去产能绝非易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发展后，往往会遇到

产能过剩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化解产能过剩不可能一蹴而就。 

  “化解产能过剩是一场难打的硬仗。”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崔民选说，一方

面，产能过剩企业多有大量负债，有些企业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企业既有对银行的

负债，也有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应付账款，以及企业之间的担保，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

“三角债”给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都带来很大难度，处理不好还会造成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众多。“淘汰落后产能、

消灭僵尸企业，都涉及大量职工转岗安置的问题，处理不好容易造成企业内部和社会的

不稳定因素。” 崔民选说，“而且，从短期看，去产能可能还会给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

收入带来下行压力。” 

  另外，化解产能过剩还是一项技术活儿，宏观调控之手如果干预不当，也会“错杀”

好企业。比如，有些行业属于结构性过剩，即“低端过剩、高端不足”，这类过剩行业中

也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好企业，如果一刀切式地用“限贷”“断粮”的办法推动化解产能

过剩，反而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 

  为经济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就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去产能也可以是

‘立’，即通过并购重组重塑企业活力。”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在去产能的

过程中，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

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当然，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还要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积极稳妥推

进企业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是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点。”刘元春说。这方

面，“十二五”期间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不仅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二五”既定的目标，

同时还完成了追加目标。 

  关停环保不达标企业，以及没有市场前景的“僵尸企业”也很重要。刘元春说，这方

面要注意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

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做好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工作。 

  冯飞说，“僵尸企业”处置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资产处置，二是人员安置。资

产处置要更多地采用市场的办法，比如支持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呆坏账加快处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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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处理破产重组和退出企业的债权债务。人员的安

置，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要建立社会的保底政策，主要是要完善

下岗分流人员的安置政策，使得失业人员能够顺利地转岗，包括培训其技能。 

  在大力增压缩存量的同时，还要严格控制增量。“严格控制增量既包括防止产能过

剩行业继续扩张产能，也包括要防止新的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刘元春说。 

  化解过剩产能虽然不易，但只要有耐心、有决心，一定可以加快去产能的进程。刘

元春说：“只要上述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我国去产能的进程一定可以加速。去产能的推

进和市场空间的释放，将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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