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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刚:水中捞油的石油“创客”

冯 专 本报记者 骆 沙

“上天难、入地更难，大庆油田经历50
余年的开发，已经到了高含水后期，综合含
水接近93％，在这种条件下采油，相当于水
中找油、水中捞油。”5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传播青春正能量”优秀青年座
谈会上， 一位戴眼镜的斯文青年一开口就

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
这位自称石油“创客”的青年人，就是

今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大庆油
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一室副主任

孙刚。
1997年， 孙刚毕业分到大庆油田勘探

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室， 他记住了老师
傅的一句话：“大庆油田采收率每提高1个
百分点，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玉门油田；每
提高5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克拉
玛依油田！”

从此，孙刚与“采收率”结下了不结之
缘，“能在这方面搞出点名堂”，成为他的一
个梦想。

然而处于开发中后期的油田， 采收率
要提高一个百分点， 不亚于百米成绩提高
0.1秒的难度。

孙刚打交道的第一项工作是聚合物检

测，当时用的聚合物多为外国进口，没有统
一标准， 油田无法准确检测各国聚合物的
质量。 这让孙刚看到了机会：“当时就一个
想法， 要抢在外国人前面建立国际认可的
标准，掌握话语权。”

检测水溶性聚合物微观性能被称为

“世界高分子领域六大难题”。 一些权威都
曾无功而返， 孙刚心想：“外国权威不过起
步早，超过他们，咱就是权威。”

聚合物分子仅有零点几微米大小，准
确测定分子尺寸是建立标准的关键， 成为
他要攻克的首个难关。 孙刚发现国际通用
的计算公式有漏洞，经过两年反复演算，他
推导出一套新方法， 但需要通过仪器进行
检验， 这种仪器当时只有北京一家研究所
才有。

经过沟通，孙刚等到回复：仪器仅有一
周的空当期。他想也没想，连夜上了火车，
搂着样品一夜没敢合眼。样品是孙刚的“宝
贝疙瘩”，1个月才能提取出1克，“比黄金还
要珍贵千百倍”。到了北京，孙刚扛着一箱
方便面走进实验室，守着他的“宝贝疙瘩”3
天没出门，孙刚收获了实验成果。

经过3年不懈努力，孙刚带领团队建立
的聚合物评价标准和方法， 顺利获准成为
国家行业标准。当时，国外标准只能检测4
种规格产品8项指标，而他们的标准能检测
10种规格产品15项指标， 被称为 “大庆标
准”，成为令国际同行叹服的“权威裁判”。

有人说，孙刚身上有股“轴”劲儿，在他

身上集中了石油“创客”所具有的“超越前
人、超越权威、超越自我”的“三超精神”。

随着地质情况的变化， 开发难度越来
越大，因为地层越来越“挑食”。有的油层油
少，但“饭量”大；有的油层油多，可“饭量”
却很小。孙刚又琢磨开来：咋能使聚合物们
更“智能”，符合不同油层的“口味”？咋能更
科学地调配聚合物提高采收率？

那一阵，孙刚如同“魔怔”了一般，有时
拿着筷子发呆，捧着空碗愣神；有时半夜突
然“骨碌”起来，摸出枕边的小本子一通“划
拉” ……白天黑夜都在琢磨各种聚合物的
“脾气秉性”。

孙刚想到从 “聚合物分子量与油层匹
配关系图”入手，但有人提醒他这是几代人
的研究成果，不要搞砸了。孙刚的倔劲上来
了：“从水里找油就得不断超越前人。”调整
这张图涉及六大区块127个小层，重新绘制
匹配图版，无论是工作量，还是工作难度都
是“难啃的骨头”。

孙刚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项目
组，一头扎进了岩心库，从几米高的架子上
把一盒盒200多斤的岩心抬上抬下上千次。
4年艰苦实验中， 记录本摞起来有一人多

高，绘制出六大区块的注聚关系图版，实现
了聚合物对不同油层的最佳匹配。

“魔怔”了的孙刚又用一年多时间，首
创了采收率提高值与不同参数的函数关系

式，形成一套个性化、定量化注聚参数优化
设计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采收率，这些成果
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 增油效果提高
26%，两年节省聚合物3.38万吨，带来经济
效益5.7亿元。

随着“海外大庆”的建设，孙刚也迈开
“走出去”的步伐。在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克
油田 ，他碰了 “钉子 ”：这里的油层像 “贼
层”，容易“抢”其他孔道的“口粮”，原油黏
度是大庆油田的15倍 ， 普通聚合物根本
“推”不动。在大庆油田驾轻就熟的“打法”
不灵了。

经过冥思苦想，孙刚提出了一套“不走
寻常路”的全新方案，每注入1吨聚合物，可
以增油70吨，两年创收1.8亿元。

孙刚喜欢做一名石油“创客”，还要在
采收率的世界继续闯荡。“我不算聪明，但
相信勤能补拙，飞得慢，但总不断往前飞。”
得了 “五四青年奖章” 的他， 还是那么一
板一眼。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有多少可行性

事件： 近日有报道称， 为缓解财
政补贴压力， 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
保障基金的工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对此，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5月12日澄
清： 具体方案尚在研究。

辣评： 尽管没有进入实施阶段，
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

金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的改

革内容之一。 国有资本是政府机构代
持 、 产权归全民所有的财产 ， 将其
用于社保 ， 乃是还财于民的应有之
义 。 因此 ， 问题不在于国有资本是
否应该用于社保 ， 而在于以什么方
式用于社保 。 已经有评论指出 ， 将
产能过剩或竞争力较弱的部分国有

资产划拨社保 。 将这类资产划拨社
保的过程， 就是分辨、 剥离其中的优
劣资产， 交由市场发现价值并合理处
置的过程。

提网速、降网费
流量不清零时代来临？

事件 ： 在敦促 “提网速 、 降网
费 ” 一个月后 ， 李克强总理近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 确定加快
建设高速宽带网络促进提速降费措

施 ， 会议鼓励电信企业尽快发布提
速降费计划 ， 包括推出流量不清零
等服务。

辣评： 总理提出降低网费和流量
费， 这不是政府的决定， 而是不降不
行的市场选择 。 三大运营商闻风而
动 ， 均出台提速降价方案。 实际上，
推进电信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是解决

网速慢和网费贵的当务之急。 此外，
还应当加大对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更多地引进民资进入通信市场， 加大
共建共享力度。 建立共享机制， 让有
限的通信设施得到充分利用， 节省老
百姓上网成本。

油电煤气能源腐败扎堆儿
破除“一支笔”垄断有多难

事件： 中央纪委网站日前陆续公
布了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13家
单位的整改情况。 在中国石化、 神华
集团、 华电集团的通报中， 领导干部
腐败、 关联交易谋利、 国有资产流失
等成为突出问题。

辣评： 油、 电、 煤、 气行业提供
了社会基础服务， 能源领域也成为腐
败高发区， 这不仅增加了众多下游小
企业的经营成本， 甚至造成国有资产
流失， 更增加了社会成本。 据报道，
一些民营企业反映， 利用手中的审批
权， 处于垄断地位的能源企业负责人
拥有决定下游众多企业命运的 “一支
笔”。 因此， 能源领域的腐败主要原
因在于垄断经营 。 只有真正打破垄
断， 破除寻租空间才能有效遏制能源
腐败。

老牌酒企进口超标葡萄汁
不能贪大败了品质

事件：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2015
年3月进境不合格食品名单信息。 在
名单中， 由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进口的露卡美加气红葡萄汁被检测出

二氧化硫超标。 据悉， 这批产品已被
退货处理。

辣评： 作为一家已上市10多年的
老牌国企， 通葡股份近年来的业绩一
直不理想。 对此， 公司回应是因为受
到限制 “三公消费” 政策的影响。 其
实并非如此， 国内对红酒的消费并没
有减少， 究其原因在于中小代理商在
选择进口酒时更注意外国酒庄的品

质， 而像通葡这样的大企业在选择进
口红酒时， 更在意合作公司的产量和
规模。 可见， 要想挽回消费者的心，
满足消费者的口味， 注重合作公司的
红酒品质才是根本。

中国电建太阳能路灯
点亮灾后加德满都

事件： 在尼泊尔8.1级大地震中，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所

安装的太阳能路灯除小部分受损之

外 ， 绝大部分都能正常工作 。 据介
绍， 这些路灯之所以坚固不倒， 除了
材质过硬外， 每一个路灯的地基都挖
了1.5宽、 1.5米深， 四周用水泥牢牢
固定， 抗击了强震。

辣评 ： 以往 ， 中国制造的产品
总被认为质量不如国外同类产品 。
实际上， “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中
国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和过硬的技

术 ， 能够制造出一流的产品 。 哪怕
一个路灯 ， 只要认真对待 ， 中国的
产品就能赢得世界认同 ， 提升国际
竞争力 ， 企业应当做到 “勿以善小
而不为”。

（本报记者 郝 帅）

说说国企负责人薪酬那些事儿———

国企高管如何“论功行赏”
本报记者 董 伟

近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
言人李忠表示， 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
配套办法将于近期审议。 本轮改革的重点
在于规范组织任命的国企负责人薪酬分

配。 对 “不合理的偏高、 过高收入” 进行
调整。

国企负责人的工资条一直牵着社会各

界的心。 在国企改革中， 薪酬制度设计既
是热点 ， 又是难点 。 早在国资委成立之
初， 它即是优先工作之一。 然而， 时至今
日， 人们对此认识仍难一致。 不仅政策时
有调整， 更经常陷入舆论漩涡。

共识也不是没有： 论功行赏。 既不能
让国企负责人只做 “雷锋 ”， 有功不赏 ；
也不能高薪养贪， 宽纵他们做 “硕鼠 ”，
无功自盗。 现在的问题是： 功怎么论， 赏
怎么行？

国企老总年薪制一度成

高水平的大锅饭

2003年以前， 国企普遍存在自定薪酬
的现象。 高低存乎一心， 结果乱象丛生。
有的企业规模不大， 连年亏损， 老总却拿
百万元年薪； 有的企业体量惊人， 老总收
入却不过10万元。 真正是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这样做的后果， 不是企业
搞不好， 就是人才全都跑。

当时， 一项针对53家中央骨干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流动情况的调查统计相当惊

人： 1998年以来， 这些企业的7万多经营
管理者因各种原因离开， 占当时经营管理
人才总数的11%。 流失人才的年龄大都在
40岁以下 ， 包括一些崭露头角的骨干人
才。 有人比喻称： 央企成外企和民企的人
才培训基地了。

2003年，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即着手
对央企负责人薪酬进行摸底， 结论是一些
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骨干

企业负责人薪酬偏低。 比如中国石化、 中
国航空等企业负责人年薪不足10万元， 中
国兵装、 中国兵工等不足15万元， 中核工
业、 航天科工等不足20万元。

于是， 国资委做了两件事： 允许央企
负责人提工资， 使重要岗位对人才有吸引
力； 将薪酬和业绩挂钩， 不能干好干坏一
个样。

国资委请了一家知名的人力资源咨询

公司 ， 在国内抽样调查企业经营者的年
薪。 样本包括十几家大的外资企业， 十几
家大的民营企业。 统计显示， 外资最低的
80多万元， 高的有400多万元， 样本平均
值165万元； 民营企业低的40多万元， 高
的200多万元， 样本平均值108万元。 综合
考虑市场、 职工以及政府机关薪酬水平等
因素， 2004年央企第一次实行年薪制， 一
把手年薪的平均水平最后定在39.8万元
（税前）， 以后的薪酬是根据考核结果逐年
涨起来的。

国资委首位掌门人李荣融曾于2009年
透露， 央企负责人那几年的薪酬每年增长
4500万元， 但是， 要想把这些钱全拿到手
却要给国家挣够1500亿元的利润。

在这种正向激励下， 大量人才涌向央
企。 航天科技集团有一大批年轻人， 40岁
到45岁时已经担任了总指挥。 有人感慨，
这在2002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 国资委深感其中矛盾所在。 国
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说： “这个薪酬水平比
市场低、 比政府机关要高， 搞不好几个方
向都会有意见。” 何况， 企业干部管理体
制改革滞后， 市场化选拔和退出机制没有
建立， 这就可能让年薪制成为一个高水平
的大锅饭。

国企高管薪酬是 “旱涝
保收” 还是 “烫手山芋”
果不其然。
社会上不满的声音来了。 有些人的理

由是， 国企很多处于垄断地位， 其利润是
靠垄断资源得来的， 并非是靠企业家的血

汗和智慧， 那么， 怎么好意思拿市场化的
高薪？ 另外， 国企负责人 “旱涝保收 ”，
有行政级别 ， 拿钱 、 当官两不误 ， 真是
“美差”。

问题引起中央重视。 2014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深化中央管理
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 要从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 适应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逐步规
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 对不合理的偏高、
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今年1月1日， 《中央
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正式
实施。 72家中央管理企业按照 《方案》 的
要求 ， 调整了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标
准。

降薪之风骤起。
国企负责人也有委屈。 中国建材集团

董事长宋志平在 《我的企业观》 一书中表
示， 社会上对国企领导人的看法常常并不
客观。 实际上， 除个别从政府调入的干部
保留了相应的行政级别外， 大多数国企领
导人既没有行政级别， 也没有享受市场化
待遇。 他们工作时兢兢业业， 承担着很大
的压力和责任， 退休后领取社保养老金，
去医院看病也要排队挂号。

“国企领导干部的收入也没有多高，
不是 ‘旱涝保收’。 国企有着严格的考核
制度， 管理层的薪酬都是根据业绩情况浮
动的， 业绩不好薪水也会跟着降。 许多人
认为国企领导人的收入可以和公务员比，
但我觉得， 企业不是行政单位而是经营单
位， 收入应该和市场比， 国企领导干部的
收入比外资 、 民企管理层的收入要少得
多。 这些年来， 随着国企人员薪酬制度的
改革， 国企领导干部的收入有明显提高，
但仍然无法与外企或民企管理者的收入相

比， 而且一旦退休还有可能面临老无所依
的生活窘境。” 他说。

2013年， 宋志平去法国调研公司治理
时， 曾问过法国国资局官员： “在法国有
没有对国企和国企领导人效率低下的批

评 ？ 舆论压力大不大 ？” 法国人回答说 ，
“法国国企的社会认可度很高， 对消费者
来讲是质量和安全的象征， 在国企工作待
遇好且稳定。”

国企负责人中也有把市场薪酬当成

“烫手山芋 ” 的 。 曾主掌中海油的傅成
玉说过 ， “2001年 ， 我在中海油的董事
酬金超过300万港币， 后来涨到800多万，
个人一年期权收益就超过 1000万港币 。
这是企业董事会和财政部都批准的合理

收入 ， 但这个钱没法拿 。 你拿了这个
钱 ， 就带不了整支队伍 ， 影响企业效
率。”

好老板就是伙计赚钱多，
给的多；伙计赚钱少，给的少
尽管政策更替、 莫衷一是， 但共识在

渐渐清晰。 无论是当年的涨薪， 还是当下
的限薪； 无论是社会的不满， 还是国企负
责人的委屈， 皆归于一个框架： 凭本事吃
饭， 多劳才能多得。 这在民企不是问题，
在国外也不是事儿， 但在国企却要复杂得
多， 因为国企本身的情况很复杂， 既有公
益性的企业， 也有竞争性的集团， 不一而
足。

李荣融曾说， “好老板就是伙计赚钱
多， 就要给他多， 伙计赚钱少， 给他也要

少， 完不成指标的就让伙计走人。” 这对
于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国企是可行的， 但
对一些垄断性企业就不合适了———即使大

众不议论， 企业也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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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说， 给国企负责人薪酬
定价不能一刀切 ， 首先要对国企进行分
类 ， 否则 ， 就会发生 “高也不是低也不
对 ” 的情况 。 怎么分 ？ 公益性和垄断性
企业 ， 接受政府补贴 ， 管理层由行政任
命 ， 可参照公务员待遇 ， 该限薪的限 ；
而竞争性行业 ， 国企管理层实行市场化
聘任 ， 原来的竞争性行业国企高管自然
解除行政级别 ， 重新竞聘上岗 ， 发展职

业经理人市场 ， 让市场去发现价值 ， 该
高的高。

“网速很低的情况下网费却能定得很
高， 这就是一种垄断嘛。 那么， 你还要跟
民企比工资条， 那不行！” 他举例说。

宋志平也持类似观点 。 他表示 ， 公
益保障性企业应是国企 ， 其工作人员是
公职人员 ， 退休后可享受公务员待遇 。
而在竞争领域， 现有的国企应向混合所
有制企业发展 ， 其企业领导人转化为职
业经理人， 以市场化选聘和市场化待遇
为原则 ， 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
同时给予完全市场化的身份和稳定宽松

的职业化环境。

央企高管薪酬何以成社会焦点
曹 林

近来， 有媒体称央企高管限薪配套方
案细则正在审议中， 引起广泛关注。 实际
上， 央企高管收入话题一直处于舆论风口
浪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央企高管自曝
月薪8000元， 立即有网友跟帖称， “这是
侮辱群众智商 ”。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
“受减薪影响不少央企高管离职”， 又有声
音出来 “央企高管即使没工资也是人们争
先恐后抢的岗位”。

央企高管薪酬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

行， 但尴尬的是， 无论央企高管受访时说
自己现在月薪降了多少， 公众也没有表现
出满意， 或者不怎么相信， 觉得暂时减薪
不过是躲避舆论风头。

那边被限薪和降薪的高管就满意了

吗？ 虽然一些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
很淡定， 表态支持降薪 ， 称已经适应低

薪， 但实则言不由衷。 将心比心， 薪水突
然降那么多， 心理很难适应。 我与好几位
央企高管聊过这个话题， 他们私下里抱怨
薪酬改革被舆论绑架了， 把高管收入拉低
到工薪阶层的水平， 让经营如此庞大的一
个企业、 贡献这么多利润和税收的央企高
管拿那么低的收入， “是一个笑话”， 和
国外同行没法比。

公众和高管的不满， 都可以理解， 因
为两边的参照系不一样 ， 不是在同一个
话语体系中交流 ， 而是各说各话 。 央企
高管们是拿自己的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同

行比较， 而公众是将之与普通员工的收
入比较 ， 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比 。 央企高
管是拿自己的收入与央企创造的丰厚利

润比较 ， 而公众则拿央企的政策优势与
民企的劣势比 ， 抱怨央企的垄断 。 高管
称现在的央企相比过去在经营管理上有

了巨大进步， 而公众则称相比发达国家还
有很大距离 。 比较的标准不一样 ， 自然
“各自有理”， 以致关于央企高管薪酬改革

的话题常常陷入 “不可讨论” 状态， 一提
起就充满情绪。

公众和央企在看待高管薪酬时的参照

标准不一样， 正暴露了央企的模糊定位，
一方面参与市场竞争， 有着鲜明市场化企
业的属性； 一方面又承担着很多市场之外
的政策性责任， 有着公共部门的属性。 这
种双重性也表现在央企高管的身份上， 既
是企业高管， 也是进入行政序列有着相应
级别的官员。 政企不分的双面身份， 自然
无法回避身处不同的坐标系中。 公众会把
央企看成应受严格约束的公共部门， 把高
管看成薪酬应受约束的公务员； 而央企高
管则把自己看成创造巨大利润应受到相应

激励的市场主体。
事实上， 央企高管收入的不透明也加

剧了公众的种种猜测， 即使现在月薪8000
元属实， 这只是基本工资 ， 还有绩效工
资、 任期激励， 更有公众看不见的各种隐
性福利， 特别是漫无边际、 花样繁多的职
务消费黑洞。

两边的想法可能都没有错， 问题出在
央企身份的模糊不清上———这是一个老大

难问题， 可又绕不过去， 如果没有一个清
晰的定位， 无论高管薪酬降到什么地步，
无论薪酬改革如何设计， 都无法改变 “两
边不讨好” 的尴尬境地。

相比央企高管的降薪限薪， 近来随着
股市上升， 民企高管们的薪水在飞涨。 据
统计， 2014年， 2691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合
计约2.43万亿元 ， 同比涨幅为6.11%， 大
部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涨船高， 高管
共获得薪酬近146亿元 ， 同比涨幅8.9%，
超过公司净利润涨幅， 薪酬在1000万元以
上的董事长共有5位， 中国平安、 万科仍
是行业内高管薪酬领头羊。 对于民企高管
们的薪酬涨势， 舆论没有表现出不满， 没
有人仇恨马云的财富， 也没有人眼红王健
林的薪酬， 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 社会也
能分享到这些企业飘红所带来的市场红

利。 相比之下， 央企高管薪酬的 “两边不
讨好” 着实令人深思。

既不能让国企负

责人只做 “雷锋”， 有
功不赏 ； 也不能高薪
养贪 ， 宽纵国企老板
做 “硕鼠 ” ， 无功自
盗 。 国企负责人的工
资条一直牵着社会各

界的心 。 国企高管们
的工资条到底该怎么

发？ 谁说了算？
在国企改革中，薪

酬制度设计既是热点，
又是难点。早在国资委
成立之初，它即是优先
工作之一 。然而 ，时至
今日，人们对此认识仍
难一致。不仅政策时有
调整，更经常陷入舆论
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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