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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 十 八 次 会 议 文 件

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2024年 10月 日在济源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刘慧华

市人大常委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报告全市2023年度国有资产综合管

理情况，请予审议。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2023年，济源市管国有企业资产797.04亿元，负债549.75亿

元，所有者权益247.29亿元，营业收入561.6亿元，营业成本524.59

亿元，税金及附加2.97亿元，利润11.32亿元，净利润7.64亿元。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2023年，济源市财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济源融兴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资产3.74亿元，负债0.96亿元，所有者权益2.78

亿元。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2023年，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350.79亿元，负债75.35



— 2 —

亿元，净资产275.4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72.2亿元，无形资产5.07

亿元，公共基础设施205.77亿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2023年，全市土地总面积 51416.38公顷，其中农用地

38655.38公顷，建设用地10354.16公顷，未利用地2406.84公顷，

林地106904.84公顷。全市矿种共发现12类50个，全市水资源总

量3.0017亿立方米。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2023年，我市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强化国有资产监管、有效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

心目标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一是企业管理持续规范。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生产经营有

机融合，把“第一议题”制度延伸到企业各级党组织，严格执

行“三重一大”事项党委会前置程序，市管国有企业制定了党

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机制，确保各治理主体

权责利相统一；强化监督织“廉网”，制定印发清廉国企建设

实施方案及实操手册，开展清廉国企建设示范点创建工作。

二是高质量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按照国企改革工作部

署，立足济源实际制定相关措施，落实改革工作台账任务，针

对7类59项重点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圆满完成各项改革

任务，国资国企改革高质量收官，在全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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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改革任务整体评估中获评A级，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

三是持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市管国有企业整合，

组建济源资本运营集团，进一步夯实资产质量，实现资产结构

优化和负债成本降低。以项目为抓手，积极推动国有资本投入

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完成总投资约58.6亿元，其中新建项目34

个，续建项目28个，范围涉及教育养老、文化旅游、水利交通、

住房保障、公共服务、智慧城市等各个领域。

四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建立常态化债务风险预警

机制，逐月统计分析所监管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情况、融资情

况和项目情况，对债务风险密切关注、及时研判；适时开展政

银企三方融资需求对接，每半年开展1次债务风险排查工作，规

范企业举债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

险。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一是持续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

担保公司全年共办理各类担保业务527笔，金额2.91亿元，小贷

公司共发放贷款138笔，金额2.79亿元。创新性开展批量担保业

务，对银行符合准入条件的“小微”“三农”客户采取见贷即

保，简化流程，为企业节省时间成本；建立风险分担机制，通

过签订《重启银担合作框架协议》、录入征信系统等方式，加

大逾期贷款清收力度，化解公司信用风险。

二是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金融企业全年共缴纳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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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4万元，其中：担保公司自成立以来，累计为示范区小微企

业及“三农”主体提供融资担保贷款2539笔金额58.35亿元，据

统计，受保企业累计新增销售收入175.05亿元，新增税收4.38亿

元，新增就业人数7.29万人。小贷公司成立至今累计发放贷款

1676笔2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亿元，净利润1.13亿元，上缴

税费5892万元，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三是严格落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金融企业通过收入

预测、成本预测，严格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及济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总体要求，根据公司上一年

度的收入、支出等总体情况，于每年年初向济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上报全年经营预算，并在日常经营中严格遵照相关费用支

付制度规范费用支出审批流程。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一是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印发《济源示范区财政

金融局成立行政事业单位重大国有资产处置领导小组的通知》，

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重大国有资产处置的审批程序；印发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损失管理工作指

南》，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损失事项管理，减少国有资

产损失、浪费。

二是实现国有资产全过程动态监管。严控资产配置，以配

置标准为依据，结合单位资产存量、职能等合理配置，避免铺

张浪费。强化资产效益，通过把控使用年限充分挖潜资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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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加大公物仓调剂力度，推进资产共享共用。规范资产

处置，采取按权限审批及现场核查等多种方式，严防国有资产

流失。

三是大力推进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严格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持续通过出租、调剂、共享等多种方式推动行政事业单

位闲置资产盘活利用，促进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最大化。目前通

过将行政事业单位门面房经营权纳入集中管理和加大公物仓资

产共享共用力度，初步实现增加收入和提高使用效率的目标。

四是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程序。通过公开招标确定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评估机构和回收公司，建立财政、部

门、回收公司之间信息互通平台，确保处置过程透明。实行公

物仓对行政事业单位低效资产、临时机构撤销遗留资产进行统

一管理、统一处置，确保收益最大化。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一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一步完善。突出济源工业优势和

历史文化、山水宜居特色，编制《济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争取到 23.99平方公里新增建设空间。完成东区重

点区域概念性建筑方案征集和专家评审，《济源市特色村庄发

展带规划》入选河南省村庄规划编制实施试点并基本完成编制

工作。

二是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及盘活工作有序推进。重点保障基

础设施项目用地和企业重点项目用地，完成土地收储入库 22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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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 亩，获省政府批复 17 个批次 1806.7 亩，供应国有建设用

地 61宗 8354亩，土地成交价款 11.29亿元。全年共盘活批而未

供土地 6899亩，处置闲置土地 901.8亩。

三是水资源管理秩序进一步规范。编制《济源示范区再生

水利用配置试点实施方案（2022—2025）》报告，强化用水单

位用水需求和过程管理，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

水资源，加快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切实提高取用水管理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

置试点市建设工作。

四是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全面加强。严格落实林地用途管制

和定额管理，加强省、市重点项目要素保障，办理使用林地手

续 55件 241公顷。发布总林长令 3份，组织市级林长开展巡林

20次。接群众举报、上级交办及巡查发现线索 334起，立案查

处违法案件 66起；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5.2万亩，普查外来

入侵物种 20种。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一是市场化竞争意识不强。企业缺乏市场化经营理念，项

目谋划前期论证的科学性、严谨性不够。二是管理基础相对薄

弱。企业存在组织机构庞杂、管理层级多等问题，且未对人、

财、物进行厘清和有效利用。三是企业债务负担较重。企业融

资主要靠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租赁公司贷款，成本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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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一是资产管理基础薄弱。部分单位内部资产管理制度不完

善，资产管理责任未明确到位，资产状况不清晰。二是监督力

度不强。部分单位内部未建立资产管理监督机制，对所属单位

资产使用登记、财务年终盘点等未真正履行监管责任。三是共

享共用力度需要加大。部分闲置资产需进一步充分盘活利用，

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一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高。存在大量批而未供土地

和闲置低效土地，企业亩均投入产出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二是

矿产资源保护和矿山生态修复力度有待加强。矿山非法开采时

有发生，部分矿山企业生态保护修复不到位。三是林业产业规

模效应不足。林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防火、病

虫害检疫力量薄弱。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推进高质量发展，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持

续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力争国企改革提升行动取得实

质性成效。强化监管效能，推动市场化转型发展，在年度考核

目标中实行“一企一策”、分类考核。推行重大投资事项论证

会制度，监督企业完善投资决策机制，加强投资可行性研究。

引导企业聚焦主业，优化资源配置，增强核心竞争力，做好风

险防范化解。督促企业结合战略规划，合理设计企业层级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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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架构，将投资决策权向三级以上企业集中。按照“高息置换

为低息、短期置换为长期、抵押贷款置换为信用贷款”的原则，

以结构调整降低债务成本和债务风险。督促企业建立风险防范

制度，严格落实“631”偿债机制，确保资金顺畅接续。

（二）持续完善机制，严格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国有

金融企业沟通对接，建立会商沟通机制，加强关键环节监测，

及时掌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变动情况。高质量完成报表编审，

对照上级工作安排，如实编报地方金融企业财务快报和年度决

算，分析研判金融企业运营状况，规范地方金融企业财务行为，

夯实金融资本管理基础。积极防范风险。严守财务会计规则和

金融监管要求，提升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和预警性，引导金融企

业健全完善自身财务制度，防范风险。

（三）健全制度体系，提高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效能。持

续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建设，规范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配置，制定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以进一

步健全预算标准体系和资产配置标准体系，保障各行政事业单

位正常运行。推进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工作，将

资产管理嵌入预算管理业务环节，建立健全预算资金形成资产

的全链条管理机制，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网上办理，实现资产全

流程动态监管。大力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盘活工作，贯

彻落实《财政部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

精神，推动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出租出借、调剂、共享、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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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式盘活闲置存量资产。

（四）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完成

镇级、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报批工作，

做好焦济洛平铁路规划设计对接服务。完成土地收储2000亩，

保障用地2500亩，盘活存量土地3000亩，实现土地出让收入不

低于12亿元。推进大峪镇桥沟村等30个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试点工程。推动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专项行动问题整改，持续

督导整改济南局例行督察、土地卫片执法、耕地“非粮化”、

生态廊道造林绿化违规占用耕地问题图斑。实施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林长制精细化管理，守好森林防火

和林业有害生物安全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好世界地质

公园再评估检查，创建太行山国家公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