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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处置好“僵尸企业”是关键一环。受内外需求持续乏力、成本上升与价格下跌双重挤压、以中低端产

品为主的产业格局影响，从多产品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一些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总的来看，江西“僵

尸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传统行业，基数小但规模较大，部分企业出现大幅亏损。对

此，应坚持以“去产能”为目标导向，加快建立“僵尸企业”数据库，分类分批推进处置“僵尸企业”，妥善解决

“僵尸企业”职工安置，有效盘活“僵尸企业”存量资产，促进“僵尸企业”平稳有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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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而处置“僵

尸企业”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牛鼻子”。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产能确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后，各省市相继出台

了去产能行动计划，“僵尸企业”处置力度也不断加大。尽管江西不属于产能过剩较严重省份，但是全省钢铁、煤炭、建材、有

色、石化等传统优势行业占据主导，化解产能过剩和处置“僵尸企业”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繁重。从供给端做减法，加快“僵

尸企业”清理处置步伐，有助于促进产能过剩行业摆脱困境、健康发展，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一、基本现状

（一）从数量规模看，基数小但规模较大 2015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对“僵尸企业”提出了具体的清理标准，

即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

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2015 年底，江西省发改委和工信委在

全省范围对特困企业的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经初步摸底调查，全省登记在册的中型以上工业企业 2054 家，符合条件的特困企

业共有 123 家，资产总额 278 亿元，负债总额 245 亿元。

（二）从行业分布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占据主导

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产能利用率在 79%～83%属于合理区间，2015 年，全省工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仅为 78.8%，钢

铁、煤炭、平板玻璃、有色、水泥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 70%左右。可见，从整个工业行业来说，江西产能过剩问题不太明显，

但是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有色、建材等传统行业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亏损企业主要集中在这些传统行业。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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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六大高耗能行业亏损企业亏损额为 38.0 亿元，同比增长 58.6%，占亏损企业亏损额的比重高达 58.0%。另外，在全省符合

条件的 123 家特困企业中，行业主要涉及采矿业、纺织业、船舶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等，特别是在 42 家处于停产状态的企业中，水泥、玻璃、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居多，占 69%。

（三）从生产经营状况看，企业亏损面明显扩大

在全省符合条件的 123 家特困企业中，只有 17 家企业略有盈利外，其余的 106 家企业均处于亏损状态，在岗职工数为 41724

人，在岗率仅为 33%左右。部分企业出现大幅亏损，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呈现“僵而不死”局面。钢铁行业方

面，2015 年全省粗钢产量为 2211 万吨，虽然粗钢产量有所下降，但钢材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钢材价格持续创出

有指数记录以来的新低，新钢、萍钢主营业务亏损较为严重。煤炭行业方面，经过多次整顿后，江西现存小煤矿 520 对，但 331

对小煤矿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资源枯竭、扭亏无望的矿井高达 156 对。有色行业方面，受有色金属市场进入周期性下行通

道影响，全省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共有 707 户，亏损 81 户，其中铜企业 260 家，亏损 23 户；钨企业 119 家，亏损 24 户；稀土

企业 83 家，亏损 13 户。

二、产生原因

（一）产能利用受“内需不振与外需乏力”双重制约

一是消费增速放缓。2015 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4%，比 2014 年下降 1.3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5%，比 2014 年回落 9.5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5.2%，比 2014 年回落 8.4 个百分点。二是

出口形势严峻。2015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仅为 7.7%，同比增长 2.5%，较上年同期大

幅下滑 23.8 个百分点。全省有产品出口的 31 个行业大类中，15 个同比下降，比重近一半。需求不足，产成品库存增加快、占

比高，重点产品期末库存比期初增加较多，迫使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2015 年，全省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 11.4%，比 2014

年提高 7.8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8.1 个百分点。重点调查的 89 种产品中，52 种产品年末库存比年初大幅增加，其中钢

材增加 22.6%，粗钢增加 15.7%，铜材增加 1.6 倍，化肥增加 2.5 倍，服装增加 1.8 倍。

（二）产品市场受“低端过剩与高端不足”双重影响

江西工业生产主要以中间产品为主，市场覆盖面较窄，不少工业品供给规模较大但品质不足，具有市场话语权的优质、高

端工业品供给较少，部分产品需求陆续接近或达到峰值，企业长期面临严峻的价格压力。有色产业方面，铜合金新材料发展不

够，稀土初级冶炼产能偏大，钨产业品种较少，尤其后端工艺技术相对落后、装备水平较低。钢铁产业方面，钢材深加工比例

过小，产品中低档次、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比例占 70%左右。石化产业方面，老技术、老工艺、老设备比重较大，大多

数石化产品停留于原料粗加工阶段。建材产业方面，仍以传统建材为主，新型建材规模较小，高端技术产品缺乏。纺织服装产

业方面，以棉纺为主，初加工产品占很大比例，下游服装以中低端产品和“贴牌加工”为主。纵观整体产业链条，以中低端产

品为主的产业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企业竞争加剧、价格下跌并进，企业利润率低，企业生产经营容易陷入困境。

（三）企业利润受“成本上升与价格下跌”双重挤压

一方面，生产成本不断上升。2015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88.1%，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 2.4 个百分点；产成品占用和应收账款两项资金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位增长，同比增长 13.3%，远高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幅

度。另一方面，工业品市场价格持续低迷。2015 年，全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6.2%，降幅高于全国 1 个百分

点，连续 47 个月呈下降态势。钢铁、石油加工、有色、水泥制造和电气机械等传统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24.2、

21.0、12.4、10.6 和 4.5 个百分点。受生产成本高企、产品价格低迷双重挤压，工业企业盈利水平大幅缩水。2015 年，全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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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3%，较 2014 年回落 8.7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回落 11.7 个百分点，为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平。另外，不少严重亏损企业已不符合贷款条件，导致企业贷款难、融资难，造成企业流动资金断流，企业无法

正常运行而陷入经营困境。

（四）退出机制受“就业不稳与坏账暴露”双重掣肘

实际上，“僵尸企业”的存在，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银行对坏账暴露的担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僵

尸企业”尽管不能产生效益，但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仍可以带来经济总量。同时，“僵尸企业”的关闭、破产无

疑会造成许多职工下岗，催生不稳定因素。因此，一些部门不愿意让“僵尸企业”轻易“死”去，更不愿意以破产的方式让其

“死”去，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的“僵尸企业”极其有限。对于银行来说，出于对产生不良贷款的担忧，也往往会对“僵尸

企业”持续放贷。只要“僵尸企业”能够按期偿还贷款利息，银行就能维持好看的“报表”，而一旦“僵尸企业”破产，就意味

着坏账暴露。另外，“僵尸企业”拥有房地产、机器设备等“重资产”作为抵押物，也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三、处置策略

（一）强化精准识别，全面摸清“僵尸企业”家底

一要建立“僵尸企业”数据库。借鉴广东等省份甄别“僵尸企业”的具体标准，对主要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等方式维持

生产经营，资产负债率超过 85%且连续亏损 3年以上，连续 3年以上欠薪、欠税、欠息、欠费，生产经营困难造成停产半年以上

或半停产 1 年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精准识别，建立“僵尸企业”数据库。同时，按照企业所有制形式，建立国有和

非国有“僵尸企业”数据库，并实施定期排查，动态管理。

二要将国有“僵尸企业”作为处置重点。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分类，出台国有企业出清重组“僵尸企业”促进结

构优化的指导意见和省属国有企业出清重组“僵尸企业”促进结构优化的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兼并重组、资本运营、创

新发展、关闭破产等不同方式进行精准处置。

三要建立“僵尸企业”处置联动机制。处置“僵尸企业”涉及到发改、工信、财政、科技、国土、环保、人保、税务、金

融、电力等各个部门、单位，属地各部门、单位对处置“僵尸企业”最直接。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以属地政府为主，同

时各相关部门、单位加强协调，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推进“僵尸企业”积极稳妥、分类有序处置。

（二）坚持分类施策，依法推进“僵尸企业”清理处置

一要关闭破产淘汰一批。对于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差，没有重组价

值的企业，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企业，依法实施关闭破产，剥离土地、厂房、办公场所、员工宿舍、生产设施、

技术专利等闲置、有价值资产，通过出售、转让、拍卖、租赁、招商合作等方式继续利用。

二要资本运作发展一批。对于具有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但债务负担较重，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下降的企业，通过推

动优质资产或主营业务注入国有上市公司，增强企业实力。抓住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契机，鼓励社会优质资本以产权转

让、资产置换、资产收购等方式参与企业兼并重组。

三要创新扶持提升一批。对于拥有技术积累、市场前景、经营规模和发展潜力，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管理决策失误、产

能效率低下等原因而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加大政府创新投入，推进企业管理、激励、技术、业态等多重

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开拓新兴市场，加速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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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政府主导，妥善解决“僵尸企业”职工安置

一要制定分流安置政策。以市、县为单位，采取政企联合的方式制订相应职工安置方案，积极稳妥推进各类人员分流措施

的落实，全力保障每名安置职工合法权益，确保市场出清“僵尸企业”的每一名职工得到有效安置。同时，建议由人保厅会同

国资委、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制定“僵尸企业”员工安置政策指引，加强转岗职工技能培训，给予下岗职工必要的创业支持，使

失业人员能够顺利再就业或创业。二要多方筹措安置资金。把“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的职工安置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大资

金投入，积极向中央争取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解决职工转岗、技能培训资金问题。通过扩大政府债务、划拨国有

企业股权等方式，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完善社会政策兜底，确保破产、重组企业财物处置所得优先用于下岗职工安置。

三要分类分批妥善安置。根据企业员工的年龄、技术能力、个人身份、身体条件等因素，采取竞争上岗、提前退休、解除

合同、内部调动等相结合的方式，分类分批进行妥善安置。对提前退休、无法再就业人员、工伤及职业病患者，由政府提供资

金支持；对具备一定工作能力且愿意继续工作的下岗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免费转岗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创造机会。

（四）加强市场运作，有效盘活“僵尸企业”存量资产

一要完善各类对接平台。搭建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对接平台，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股权置换、收购、增资等方式参与国有“僵

尸企业”兼并重组。做好“僵尸企业”处置与产权交易平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基金平台、信用平台等多种平台的对接，

鼓励“僵尸企业”通过各类平台向社会募集资本。简化产权、股权交易评估等程序，出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规范监管办法，

支持设立股权融资平台，促进“僵尸企业”规范化退出。

二要合理利用金融工具和信贷政策。设立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避免发展前景的暂时困难企业因转贷导致资金链断裂。

对不同类型的“僵尸企业”采取差别化信贷政策，比如对于“创新发展型”企业，要继续给于资金支持；对于“兼并重组型”

企业，则采取包括定向开展并购贷款等方式支持。支持银行在财税及监管政策允许范围内，设计、主导或参与“僵尸企业”并

购重组全过程，自主决定贷款政策。同时，支持企业引入发债、保险、租赁等中长期债权资金，或通过风投、创投等风险投资

机构和各类产业基金等增加股权资金投入，有条件的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降低对银行“间接融资”的依赖。另外，协调清

理“僵尸企业”间应收账款，或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帮助企业压缩库存，盘活“僵尸企业”存量资金。

三要整合消化国有“僵尸企业”。重视企业兼并重组后的企业内部资源整合，鼓励企业实施“减量重组”。通过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及各类资产平台对“僵尸企业”有效资产重新整合，尽可能盘活一部分资产。同时，通过托管、资产置换、破产

等市场化方式，实现低效、无效资产的有序退出，从而达到“僵尸企业”与母体企业的彻底隔离和退出的目的，在实现国有权

益损失最小的前提下，保障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裕光.江西工业发展面临五大困难[N].中国信息报,2015-12-28.

[2] 何帆，朱鹤.僵尸企业的识别与应对[J].中国金融,2016，（5）:20～22.

[3] 朱舜楠,陈琛“. 僵尸企业”诱因与处置方略[J].改革，2016，（3）：110～119.

[4] 寇家贵.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探讨[J].产权导刊,2016, (6):49～51.

[5] 罗尔豪.盘活僵尸企业要破“三不”[J].中国金融,2016,（5）: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