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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麟 向菊梅

上世纪80年代，市场化大潮席卷神州大
地，给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企，带来巨大冲
击。对此，重庆积极推进全方位企业改革。
许多国企在党组织领导下，努力破除羁梏、艰
难拼搏，在竞争中成长。

进入新世纪，重庆国企更是加大了改革
创新的力度，尤其近年来在“三去一降一补”、
专业化重组和“混改”、市场化经营机制、国资
监管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进展，不少企业成长为当今各行业
的领头羊。

面对生死存亡 重庆牙膏厂奋起一搏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国企整体处
境较为艰难，“计划产品大量减少”“找米下
锅”状况较为突出。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邓嵘回忆，他刚刚进重庆牙膏
厂（登康口腔前身）时，厂里各项经济技术指
标都下降到了前十年最低点，产品大量积压。

面临生死存亡，唯有奋起一搏。
1984年，重庆牙膏厂开始实行厂长负责

制，领导任职由上级单位委派转为竞聘上
岗。新的制度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让真正
懂经济、技术和管理的人，能够掌握企业的决
策权和指挥权，并对领导决策负责。

1987年，该厂又开始试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领导班子与主管部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
开展自主经营，完成承包指标即可兑现奖励
和报酬，这种激励政策增强了厂里党员干部
和职工的责任心，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

体制机制搞活了，企业的“大脑”和“身
体”也活络起来，厂里上上下下都开始想办
法、谋前途。

邓嵘介绍，上世纪80年代，厂里共生产
10多个牙膏品牌，牌子多、品种规格多，缺乏
重点单品。时任厂长高明书与领导班子决定
淘汰销售量少、知名度不高的产品，并拿品牌
营销做文章，开发有市场针对性的主力新产
品。

该厂过去有一款以“氯化锶”命名的新型
脱敏牙膏，投放市场后，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度
不高，销量也上不去。1987年，领导班子发动
全厂职工集思广益，最后时任厂长助理兼供
销科长的韩泰军，给新产品想了个更形象的

好名字——“冷酸灵”。随后，企业又给“冷酸
灵”投放电视广告，很快打开销路。

到1990年，冷酸灵已经是享誉全国的大
品牌。求购、催货或赞扬“冷酸灵”的函件络
绎不绝，最高峰时，省外15个地市百货站经理
采购员到厂候货，企业按合同欠交牙膏达
2000万支。

1994年，重庆牙膏厂实施的“141”技术
改造工程完工，新建厂房9000多平方米，引
进了技术先进的意大利全密闭制膏设备。工
厂晋升为国家大型二级企业，并荣获“中国轻
工200强”“四川轻工百强企业”“巴蜀百家知
名企业”“重庆工业50强”等荣誉称号，被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赞誉为重庆轻工业“五
朵金花”之一。

改革春风 吹遍巴渝大地

和重庆牙膏厂一样，重庆水泵厂也经过
改革，释放了经营活力。

1989年，该厂开展公开招聘，同样实行厂
长负责制。重庆水泵厂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方
忠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厂。当时，他看到的情形
是：企业没有自主权，造成人浮于事，纪律比较
散漫，生产效率也低，技术创新不受重视。

针对这些问题，企业开展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重庆水泵厂从高校和科研院所，招聘
引进多名骨干，成立技术部门，并开始以计量
泵为代表的往复式容积泵的改型设计和制
造。

同时，公司现任总经理彭忠等一批销售
人员，通过公开招聘进厂。公司还在北京、上
海设立了办事处，在行业内率先树立了由市
场指导生产的基本模式。

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重庆水泵厂
逐步转型成以计量泵为主导产品的企业，并
凭借对产品的设计创新，将计量泵做到了国
内领先地位。1993年到1999年，其年产值从
两千万元增加到一亿元左右。

除了上述两家企业，同期本地各项企业
改革也开展得如火如荼——1983年，重庆建
筑、二轻和饮食服务行业100多个企业试行
了税后承包经营责任制；1986年9月，红岩机
器厂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厂长，实行资产经营
责任制改革，同年10月，这一改革又扩大到重
庆毛纺厂、西南制药三厂、中南橡胶厂等19户
企业；1988年，重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
承包经营责任制改为“税利分流，税后承包”
经营责任制。

此外，重庆还开展了股份制改革试点。
截至1988年底，全市已有各类股份形式的企
业350多家，股份制逐步成为重庆工商企业的
主要经营形式。

1991年，为了加快国企改革步伐，重庆又
选择一批国营大中型工交企业，实行生产经
营、产品定价、人事用工、内部分配、技术改造

“五自主”试点，对国有商业实行经营、价格、
用工、分配“四放开”改革试点，产生了明显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正是在此背景下
开展改革的。该公司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先
后研发推出摩托车、汽车、石油机械、风电齿
轮箱、专用车等多类民用产品。截至目前，望
江工业的风电齿轮箱已销售到云南、内蒙等
多个省市，为上海电气、重庆海装、山东中车
等9家主机企业供货，年销售超3亿元。

改革逐渐向“深水区”迈进

2000年以来，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市场
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重庆企业来说，这
意味着市场竞争加剧，新产品开发压力增大。

以牙膏行业为例。上个90年代末，不少
外资牙膏品牌迅速进入中国市场。为抢占市
场份额，不少牙膏品牌间打起了价格战。“广
告战加价格战，中国自主品牌从70多家牙膏
生产企业，减少到一只手能数过来。”邓嵘回
忆说。

与国际巨头竞争，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
释放企业经营活力。重庆牙膏厂进一步优化
管理制度，树立了市场化的目标导向，将生产
经营任务分解落实到部门、车间和人头，提高
大家的积极性。

同时，企业成立了市场部，并与国际企业
展开了深度合作，进行了消费者定性定量研
究，最终提炼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冷热酸甜，想吃就吃。

2001年，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注册成立，通过“内外兼修”，顶住
了竞争对手的压力，实现销量和市占率稳步
增长。

同一时期，重庆水泵厂全面推行市场承
包制，并进一步确定了“市场技术一体化”的
发展方向。公司对技术人员采用收入浮动制
和项目制，项目收入占五成，项目创新成果也
直接关系到技术人员职级和收入评定；获得
专利后，还有持续专利提成。这套制度极大
地激发了员工们的创新热情。

2000年后，重庆水泵厂开始涉足石化、精
细化工、冶金、矿山、清洁能源、海洋油田注水
等多个领域，营业收入平均每年以近30%的
速度快速增长，最高峰年订货额近8亿元。

“那时，许多重庆国企也和登康口腔、重
庆水泵厂一样，努力探索着体制转换、结构调
整，并成功实现了扭亏为盈。”市国资委相关
人士回忆说，2003年，市国资委成立，又标志
着国企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国企的集中战
略重组、投融资改革正式开幕。

到2007年初，重庆国资规模从4年前的
1700亿元，增长到5400亿元，财政贡献率占
到57%，成为全国国企改革的典范。

新时代的改革进行时

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将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着
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目前已累计处置

“僵尸企业”703户，提前完成中央资产负债约
束任务，市属国企营业成本较营业收入增幅
低0.91个百分点。

随着“三去一降一补”的深入实施，我市
又启动大数据智能化重点项目293个、总投
资847亿元，推进国企数字化重点项目100
个，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超

30%。
在国务院国资委和重庆市委、市政府指

导下，市属国企专业化重组整合紧锣密鼓、有
条不紊展开——

水务资产与水投集团完成分离运行；重
庆药交所事业单位属性资产和市场化资产分
离；旅游集团整合市属国企文旅资源，打造全
市旅游产业投资运营主平台；商社集团引入
物美、步步高作为战略投资者完成增资混改；
重庆建工、重庆医药、重庆农商行、三峰环境
先后实现A股上市，西南证券完成定增募资
49亿元。

目前，市属国企已形成工资总额与效益
联动，推行全员业绩考核，建立“基本工资+绩
效工资”的薪酬分配机制，实现一岗一薪、易
岗易薪。重庆渝富集团、重庆农商行、重庆商
社集团、重庆对外经贸集团、重庆医药健康公
司、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还纳入全国“双百行
动”企业，打造改革“尖兵”。

一系列重大改革成效也接连涌现——
重庆钢铁自2017年底重整以来，企业在

组织结构、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实施的一
系列深度改革，成功扭亏为盈、浴火重生，
2021年一季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78
亿元，同比增长92.70%；

长安汽车从“企业办社会”到聚焦主业汽
车，通过建立市场化人才机制，上市、融资发
展，完善现代企业“新三会”治理体系，成为了
最畅销的国产汽车品牌。

登康口腔市场占有率已跃居中国第4，在
抗敏感细分品类市场名列第一。

重庆水泵厂每年都有近10个新产品推
出，年营收增长率达到15%以上。如今，该公
司研发众多核电泵产品全面进入市场，并正
式涉足第4代核电泵研发。

□本报记者 向菊梅 白麟

1980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在成渝两市
选5户国营工业企业作为“利改税”试点企业。
重庆印制三厂，就是重庆两户试点企业之一。

当时，就职于市中区税务分局一股的龚
仕康负责联系该厂。据他回忆，“利改税”试
点前，国企的财税体制是税收和企业利润分
开，收支两条线。税收由所在地税务机关全
额征收，利润全额上交财政。企业如果想要
购买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设备，必须向当地
财政部门打报告，层层审批过后才能拿到资
金，这使得企业生产发展的自主权受到很大
限制。

“利改税”则是将国企原来需要全额上交
的利润，改为向所在地税务机关上交国企所
得税、固定资产税和流动资金占用费，税后利
润企业可以自行留存，在规定范围内用于支

付职工工资、设立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
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1980年到1983年，重庆印制三厂在“利
改税”试点期间，用留存的生产发展基金进口
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
大，生产产量大幅度增加。

三年试点到期时，重庆印制三厂不仅没有
因为留存利润而少缴税，反而因为产能的提
高，取得了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的较
好成效。

5户企业“利改税”试点的成功，在四川
省、重庆市引起强烈反响。经重庆市委、市政
府审批同意，从1981年起，全市在第一轻工
业、电子仪表两个行业的市级国企全面开展

“利改税”试点。1983年7月，“利改税”在全
国国企中普遍推行，后来又逐步完善，进一步
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极大激发了国
企发展活力。

“利改税”打破“统收统支” 激发国企发展活力

市场化大潮中破羁梏勇拼搏
重庆国企争当改革“排头兵”

2021年重庆水泵厂生产现场。 （重庆水泵厂供图） 3月4日，长安汽车两江工厂，智能焊接车间，忙碌的机器人手臂。（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培育国家高新企业30家，科技企业入库400家，研发机构70家……

梁平：绘就科技创新的厚重底色

从生产精密仪器的半导体可靠性实验室，到
平均每秒钟生产下线3片LCD液晶显示模块的
万级无尘车间……在梁平高新区，机器已成为
强大的生产力，科技之火正在点燃创新的引
擎，勾画着梁平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党的十九大以来，梁平区委、区政府贯彻新
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立建设科技强区、创
新高地和全市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奋斗目
标，科技创新如车之轮、鸟之翼，推动梁平这座
城在逐梦路上阔步前行、振翅腾飞。

科技创新赋能
铸就高质量发展基石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
为了让科技创新更好支撑引领高质量发

展，梁平找准目标方向，以创建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建好双桂湖智创生态城为推动科技创新的主
要载体，聚焦产业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社会民
生强化科技添彩、生态环保强化科技支撑，进
一步增强梁平科技创新的集聚度、活跃度、开
放度。

一方面，梁平大力实施“双倍增计划”，在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上持续发力，努力实现科技
创新主体倍增、R&D研发投入倍增；另一方
面，梁平不断强化创新要素配置，促进资源要
素配置、人才要素配置及平台要素配置，推动
建设一大批科技创业平台；同时，梁平还在加
大政策激励措施、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上绵绵用
力，修订完善了一系列科技创新财政金融政
策，构筑了积极主动、诚实守信的科技创新环
境氛围。

着眼当下，梁平正在依靠科技创新打造
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集成电路、新材
料、通用航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入推进新
型工业化；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现代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依
靠科技创新促进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打造

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商圈、智慧市场等
特色智能应用场景，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路径。

绘就科技创新的厚重底色，梁平始终在
路上。

产业活力迸发
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

一系列有力的举措，勾勒着梁平笃定前行的成
长轨迹和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目前，梁平已培育科技型企业205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64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7家，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21家，重庆OTC
科创板挂牌企业10家，数字化车间9家，专精
特新企业8家；引育各类科技研发机构及分支
机构43个，科技服务机构42个，全社会研发投

入经费支出占地区GDP比重在渝东北排名第
一；与市内外21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
学研合作，为企业引进创新人才100余名；最
近3年每年创新奖扶兑现资金近2000万元，为
79家科技型企业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引导
商业贷款近2亿元。

当前，梁平“3+3"绿色制造业体系已初步
构建，增加值占比突破30%，数字经济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9%。工业投资总量、工业增加
值列渝东北第一。梁平高新区建成区17平方
公里，累计入驻企业4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达到130家。梁平也已获批重庆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功率半
导体封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为高质
量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的梁平，正成为逐梦奋斗者的梦想家园。

逐梦星辰大海
勾画高质量发展蓝图

放眼未来，逐梦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梁
平高质量发展，前景可期。

“十四五”时期，梁平将力争培育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130家、科技型企业入库400家、高成
长性企业60家、科技研发机构70家、科技服务
机构80家；到2025年，梁平高新区将力争实现
建成面积30平方公里，实现园区总投资1000
亿元；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00家；建设成为创
新高地、产业高地、开放高地、生态高地，成为
年产值1000亿元、综合税收30亿元的国家高
新区。

以科技之火点燃创新发展引擎，以科技
创新勾画发展蓝图。接下来，梁平将始终把
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以加快
建设科技强区和创新高地为目标，加快产业
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优化创新生
态，增强科技创新的集聚度、活跃度、开放度、
贡献度、辐射度，以奋力拼搏的姿态，建设科
技强区创新高地。 杜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