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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
中介服务机构法规制度体
系，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诚实
守信、依法履责。”中介服务
机构是重要的市场经济主
体，运用专业知识向委托人
提供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评
估咨询等中介服务。完善相
关法规制度体系，促进中介
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依法履
责，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我国中介服务
机构快速发展，覆盖会计审
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信
用评级、涉税服务、知识产
权、房产经纪、招投标代理、
计量质检、公证仲裁、信息咨
询等多个领域，其中会计师
事务所超过 1 万家，律师事
务所超过 4 万家，资产评估
机构超过5000家，在经济金
融活动中发挥了“润滑剂”、

“看门人”的积极作用。行
业自律组织设立行业执业
标准，通过对本行业中介服
务机构开展行业自律，培育
和促进中介服务机构独立
公正、规范运作。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完善行业监管制
度，建立健全会计法、律师
法、资产评估法等法律法
规，在引导中介服务机构规
范服务、履职尽责方面取得
积极成效。

也要看到，我国中介服
务机构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
一些问题，与满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突
出表现在：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缺乏职业道
德和操守，有的与服务对象串通造假，损
害社会公众合法权益，对市场风气造成不
良影响；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行
业自律约束不足，监管执法存在漏洞，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

完善中介服务机构法规制度体系，促
进中介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依法履责具有
重要意义。一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中介服务机
构诚实守信、依法履责，有利于为市场提
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和专业意见，敦促经营
主体依法合规经营，提升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
公平、透明、法治的市场环境。二是降低
交易成本、提升市场经济效率的需要。中

介服务机构坚持诚信尽
责，为市场交易对手和
广大投资者提供可信赖
的专业服务，可以帮助广
大投资者更好作出决策，
减少财务和人力投入成
本，降低信息不对称风
险，提高市场经济活力和
效率。三是转变政府职
能、完善社会治理的需
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需要转变政府职
能，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
给市场，为此要求中介服
务机构以诚信的职业操
守、勤勉尽责的作风，发
挥补位作用，强化市场机
制约束，加强社会公众监
督，构建相互协调、有机
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完善中介服务机构
法规制度体系，促进中介
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依法
履责，需要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着力开展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
压实中介服务机构主体
责任。增强中介服务机
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服务
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知
法守法意识，形成专业为
本、信誉 为 重 、责 任 至
上、质量制胜的执业生
态，塑造诚信高效、具有
社 会 公 信 力 的 行 业 风
气。同时，加快培育高
水平的本土中介服务机
构，提升中介服务安全
性 ，优 化 行 业 竞 争 格
局。二是发挥行业自律

组织作用。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标准，
建设行业文化，树牢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的执业操守，强化行业自律和惩戒，加强
自律信息公开披露，开展监督评价，形成
社会监督和约束合力。三是加强行业主
管部门监管。强化行政监管手段和措
施，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完善准入管理，加
强日常持续性监管，严格监管执法，依法
打击会计造假、审计造假，确保数据真实
性。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大幅提高违法
成本。四是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
加快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资产评估法
等法律修订，完善各行业中介服务机构
管理制度，健全中介服务机构内部治理
要求，形成促进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制
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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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引领，锻造大国重器，是
东北国企的使命担当。

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长春
完成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试验，世界
最大超低碳马氏体不锈钢全尺寸转轮
体锻件在齐齐哈尔成功锻造，我国首
台套150万吨/年乙烯“三机”从沈阳发
往用户现场……

近年来，通过推行新机制、搭建新
平台，研发新技术、布局新赛道，东北
国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改革逐
步深入、硕果累累。

从大兴安岭到长白山脉，从松花
江到辽东湾，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新使
命，乘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东风，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时代东北
全面振兴的探索热潮，正在黑土地上
澎湃。

体制向新 改革破题展
现新担当

历经 3 年自主研制，设计时速 400
公里——7月17日，中车长客发布了国
内首个内置式转向架产品，标志着我
国在深度掌控高铁核心技术和关键部
件的研制上有了新突破。“近年来公司
累计研发新产品 140 余种，‘复兴号高
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
究中心副主任朱彦说。

创新突破源于企业啃下了人事制
度改革的硬骨头。中车长客构建“机构
能设能撤、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收入能
增能减”的激励机制，激发全员活力；以
本部为主体，建立北京、上海、美国、德
国等海内外研发分中心的全球一体化
技术体系，集聚全球领军人才，打造轨
道交通客运装备原创技术策源地。

多年来，东北各地推动全面振兴，
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纷纷通过改革破
除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
端，不断展现为改革破题的新担当。

不少地方国企奋勇争先，从战略
性重组到专业化整合，从混合所有制
改革到监管机制完善，在体制机制领
域创新突破。

7 月，国内首个 200 公里以上长距
离十车道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京哈高速辽宁段改扩建工程年度投资

和工程建设进度实现“双过半”。“如今
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同质化竞争减
少，握指成拳合力大。”辽宁省交通建
设投资集团董事长徐大庆说。

为了“握指成拳”，辽宁省推动了
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
管，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实行政企脱
钩、事转企改革。截至2024年初，辽宁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已由2017年的28户
重组整合为14户，资源更为集中。

针对国有企业班子结构功能不
优、干部人才储备不足、经营管理水平
不高等问题，吉林省委组织部牵头，在
全省范围内实施了组织工作提质增效
促国企振兴专项行动，确立省管企业

“升降级”、领导人员“红黄牌”制度等
38项创新举措，激发国企活力。

“我们拓宽干部来源，规范‘一把
手’用人权；探索增配战略绩效包，鼓
励多劳多得。”吉林银行党委书记、董
事长秦季章说，改革举措使企业组织
架构设置更加敏捷、灵活，提升了对发
展战略的支撑能力。

不断深入的改革举措让东北国企
轻装上阵、焕发新生。今年前6个月，
吉林省属国企所有者权益总额同比增
长15.5%，实现营业收入441亿元，同比
增长 6.8%；辽宁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
企业在去年实现利润增长翻番的基础
上，再实现同比增长80%。

要素向新 科技攻关凸
显新作为

东北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国企
是排头兵。

目前，中国生产的大型风电叶片
碳纤维碳板，每10片中，有9片来自吉
林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集团是一家有着60年历
史的老国企，原本是聚焦人造丝、腈纶
纤维等领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企业发现，同样是“纤维”，普
通纤维产品用量大，但利润低、收益
小；有“黑色黄金”之称的碳纤维，生产
技术门槛高、难突破，但是不仅售价
高，还“一丝难求”。

下决心研发出属于中国的碳纤
维，吉林化纤广纳人才组建研发团队，
陆续攻克了原丝粘度不稳定、气泡杂

质多等多道难关，突破了纺丝纤度高、
强度低、毛丝多等各类屏障，碳纤维产
业的“卡脖子”“无人区”课题陆续取得
突破，吉林化纤首创的 25K、35K、50K
大丝束碳纤维全面投放市场。

吉林市市长王吉介绍说，近三年，
吉林市碳纤维产业产值增长6倍以上，
目前碳纤维原丝产能全球第一，碳丝
产能全国第一。

东北地区传统国有龙头企业多，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放弃传统产业，
而是根据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
研条件等，推动科技“赋能”国企，让老
树长出新枝，用新技术优化老产业。
集聚创新要素、加强创新组织，近年
来，东北国企加速优化创新生态，推动
传统产业强基转型。像吉林化纤这
样，有了“新名片”“新动能”的老国企
还有很多。

为了鼓励老国企入局“新赛道”，
布局“新领域”，东北各地加大创新投
入。2023 年，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
研发总投入11.7亿元，同比增长33%；
黑龙江省国资委将科技研发投入强度
纳入出资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指
标，重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实现
同比增长。辽宁强化科技创新激励和
重点领域科技攻关，本钢集团、大连重
工装备集团等企业成功研发一批新技
术、新产品。不少企业还实现了智能
化、数字化升级，生产经营更加绿色低
碳的同时，降本增效。

在一重集团（黑龙江）重工有限公
司轧电数字化车间，依托5G专网和工
业互联网平台，30 多台数控机床实现
了机床联网和数据的实时采集。走进
沈阳鼓风机集团转子车间，电子屏幕
上实时滚动着每条生产线的物料等生
产信息。“通过数字化系统，智能车间
实现了人、机、料等生产数据的全方位
线上管控，老企业也有了新面貌。”沈
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说，公司目前实
现叶轮等核心零部件加工效率提升
28.2%。

格局向新 大国重器肩
负新使命

大国重器，是东北国企独树一帜
的标签。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桂玉
松，是一重集团（黑龙江）重工有限公
司轧电制造厂18米深孔钻机台长。30
多年来，桂玉松只做一件事，就是给

“大国重器”进行深孔加工。通过潜心
攻关，他带领团队打破了常规岛整锻
低压转子全球唯一供货商——日本
JSW的技术垄断，扭转了相关装备制造
受制于人的局面。

曾经，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辆
地铁车、第一艘万吨轮船在东北诞生，
不断攻克和解决重大装备“有无”问
题，是东北央企、国企的战略格局。如
今，东北研制出国产首艘航母、跨音速
风洞主压缩机、“复兴号”高速动车组，
以科技创新增强战略支撑托底能力，
是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新使命。

集中优势资源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问题，加大在基础共性技术
和前沿引领性技术的研究力度，东北
积极构建覆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和高校院所的战略合力。哈电集团与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一重
等43家单位组建7个创新联合体，与哈
尔滨工业大学组建创新研究院，聚力
推进产业全链条科技创新，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过去我们一直都是跟随模仿式
创新，现在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干，始
终站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产品垄断
的第一线，实现我国系列重大技术装
备从0到1的跨越。”中国一重集团科技
部长郑新毅说。

从战略角度看，东北国企在维护
产业安全、提高经济韧性方面持续发
挥作用；从经济角度看，国企依然是东
北经济的顶梁柱之一，不断升级的国
企创新生态圈，越来越高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聚度，正带动着东北民营企
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2023 年，辽宁洽谈签约实施的央
地合作重点项目 156 个，总投资近 1.3
万亿元。近年来，东北密集谋划央地
合作项目，充分发挥央企国企资本、科
技、管理、人才、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
等优势，推动东北产业基础再造、结构
转型升级、产业配套完善，为东北全面
振兴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

新华社长春电

攀上科技“新高峰”当好振兴“顶梁柱”
——东北国企向“新”转型观察

新华社记者 褚晓亮 姚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