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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 2020 年度国有资产报告审议意见处
理情况报告

按照《关于 2020 年衢州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衢人大常办〔2021〕25号）要求，形成了《衢州

市 2020 年度国有资产报告审议意见处理情况报告》，主要

内容如下：

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国有资产

（一）完善制度体系

制定《关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的实施意见》，

通过“拨改投”、“债转股”等方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

转型。制定《国企投建管运一体化项目运营成本规制办法》，

推动构建项目融资、建设和运维的管理闭环，促进国企平稳、

健康、可持续发展。编制《衢州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十四五”

规划》，研究制定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启动新

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从组织建设、业务建设、队伍建设、效

能建设、党的建设等 5个方面实施改革攻坚，推动国企发展

质量稳步提升，实现规模效益更高、布局结构更优、改革纵

深推进、监管健全完善、党建巩固加强的目标。

（二）加强赋能支撑

一是撬动基金平台发展。落实“产业为王、工业强市”战

略，深化财资协同，市级组建规模 50亿元的工业产业基金，

各县（市、区）分别设立相应产业基金，实现市县基金合作

联动。深入推进信保基金市域一体化运作，2021年信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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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省担保机构体系改革以来率先实现市域统筹的市级

担保机构，重点支持市级六大标志性产业链和各县（市、区）

2个主导产业链引领示范项目。二是强化资产资源统筹。深

度挖掘县（市、区）优质资产，完成县（市、区）域内资产

统筹工作，通过注资赋能、项目补助等方式持续助力市属国

企做大做强，。

（三）优化国资布局

一是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入落实中央、省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和全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要求，截至 2021 年

底，市本级省定国企改革任务总体完成率达到 84%，提前完

成“保 70%争 80%”的年度目标。二是推进国企整合重组。

明确市属国企功能定位和主责主业，推进“两类公司”改革，

实现衢州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改组，完成市大花园集团

股权结构的调整优化。推动国企上市，积极对接资本市场和

专业机构，围绕我市六大主导产业制定国企上市可行路径分

析方案。加快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进程，引进优质战略投资

者。三是助推业务向外拓展。积极向上对接，推动浙江信安

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东南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入选省科改示

范行动，其中东南院是全省地市唯一一家入选的创新平台，

信安数智为全省地市级 5家入选科技型企业之一，为提升我

市国企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创造有利条件。诗画浙江

大花园核心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成为全国首批、浙江唯

一的中央财政支持林业单体最大项目。市、县两级开展林业

碳账户建设，成功纳入“一地创新，全省共享”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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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重大项目

充分发挥国企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主力军作用，提前

超额完成“三个 100”（实施 100 个项目、完成 100亿元投

资、新增 100亿元融资）的目标。浙江时代锂电产业园、鹿

鸣未来社区等项目如期开工，衢州海创园二期、浙大“两院”、

四省边际中心医院等一批重大项目按期建成。

二、不断强化基础管理，提高国资运行效能

（一）从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严控资产配置“入口关”，通过分析存量资产使用状况、

深入现场实地核查等方式，从紧把控资产配置，进一步合理、

合规配备各类资产。收紧资产报废“出口关”，进一步严格

资产报废审核，坚持厉行节俭，对达到最低使用年限仍能正

常使用的固定资产，鼓励单位继续使用，提升资产使用效率。

规范资产报损流程，鼓励各部门、各单位建立健全固定资产

损失追责机制，对因使用、保管不善等造成的固定资产丢失、

损毁等情形，严格落实损失赔偿责任。

（二）建立健全资产调剂机制

在资产云 2.0系统开发启用“公物仓”模块，实现资产“信

息登记、查询浏览、划拨审批”的全流程“线上”服务，针

对终端批量替换等资产处置年度重点事项，拟定以调剂为核

心的资产处置方案，节约财政资金，实现资产的节约、高效

利用。

（三）夯实自然资源管理基础

一是有序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登记。全面完成全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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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矿产、水、湿地等五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实物量清查工

作，建立自然资源数据库，并完成 2019 年度土地、矿产等

自然资源负债表的编制工作，为经济价值核算等后续工作的

开展奠定扎实的数据基础。高效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工作，2021年以来，共完成 8处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登簿前的所有主体工作。

二是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大力推进“十类地”综合

处置，促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2021 年以来，全市消化

批而未供土地 16968 亩，盘活存量土地 11355 亩，处置闲置

土地 1291 亩，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3376 亩。扎实开展土地

指标调剂工作，2021 年以来，外调各类土地指标 4 批次，涉

及土地面积 13337 亩（其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 3437

亩，补充耕地指标 9900 亩）。

三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推进市、县、乡镇三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协同编制综合交通、电力、绿地

系统等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加强规划编制过渡期内用地审批

和规划管理支撑，依据省厅批复的过渡期城镇开发边界划订

成果，做好规划额度管理工作。稳步推进三区三线统筹试划

工作，基本形成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

界三线划定方案。初步完成国土空间规划监督信息系统建

设，深化空间数字化治理，形成国土空间“一张图”。

（四）加强生态一体化保护修复。深化全域土地整治与

生态修复工程,完成 13个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工程市级验收工作。高站位落实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整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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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截至目前，2021 年纳入省政府重点工作的 7 座矿山已全

部完成整改,纳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的 13座矿山已完成

其中 7 座。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试点进入冲刺阶段。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行动，超额完成省

定任务，完成率领跑全省。完成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

程省定任务 9.68 万亩（其中健康森林 2.52 万亩），全部实

现落地上图。

三、加快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管理风险

（一）加大行政事业监管力度

按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令第 738 号）

要求，扩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范围，2021 年以来，对

全市公共租赁住房以及公路资产管理情况进行清查，进一步

摸清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完善资产卡片，切实做到账表、

账卡、账实相符。深化部门协同，凝聚纪检监察、财政、审

计等部门监督合力，完成 2021 年度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卡片信息以及终端替代数据的梳理，推动构建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二）提升国资国企监管效能

围绕《衢州市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组织

实施国企发展能力提升工程，研究制定国企机构设置和用工

分类编制管理、人员招聘和流动管理、改革工资决定机制等

13 项配套制度，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1+N”政策体系。加

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国资监管体制，梳理权责事项清单，

理顺国资委、衢州资本和市属国企关系；制定市属国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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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分类决策意见，建立科学规范的国企投资决策体系；推

动国企“两专”人才队伍建设。

（三）强化自然资源风险监控

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持续推进地质灾害“整体智治”

三年行动，2021年以来围绕地质灾害风险管理工作共完成 5

个县（市、区）风险普查、8个乡镇（街道）风险调查评价，

累计建成专业监测点 64处，新增监测预警试验点 27处，完

成 17 处隐患点的综合治理，全面提升了地质灾害风险识别

防范能力、监测预警能力和管理治理能力。持续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共投入资金 2447.72万元，安装蓄水桶 13432只，

总蓄水量达 4.23万吨，实现森林防火基础设施“百千万工程”

完美收官；建立森林防火部门协作机制，与应急、公安联合

出台了《关于建立森林防灭火联动协作机制会商纪要》，形

成部门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下一步将根据人大审议意见继续开展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提升工程。

一是要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推动董事

会向经理层授权等改革攻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法人

治理结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数字化监管，

开展常态化巡查，建立国企资金、经营、决策等风险预警机

制，优化国资综合监督职责；围绕国企党建“12349”工作体系

建设，全面实施“全企一体、双融共促”工程，推进党的领导

全面融入公司治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二是扎实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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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强化部门主体责任，督促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内控机制，

全力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贯彻实施；进一

步完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体系，做好与省厅“公

物仓”系统接口的对接工作；进一步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存量

资产资源，继续推进资产统筹赋能工作。

三是统筹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构建国土空间规

划全生命周期管控，完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和实施监管体

系；开展低效用地整治专项行动，提升工业用地综合效益，

优化存量土地利用；持续提升资源要素保障能力，深化土地

管理制度改革，积极争取专项指标和奖励指标；坚守耕地保

护红线，创新耕地保护机制；进一步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清查，全面完善实物量清查成果，探索自然资源资产价

值核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