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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销管理方面。未按照规定订立、履行合同，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

职责致使合同标的价格明显不公允；交易行为虚假或违规开展“空转”贸易；

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未按照规定进行招标或未执行招标结果；违反规定提

供赊销信用、资质、担保（含抵押、质押等）或预付款项，利用业务预付或物

资交易等方式变相融资或投资；违规开展商品期货、期权等衍生业务；未按规

定对应收款项及时追索或采取有效保全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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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组改制方面。未按规定履行决策和审批程序；未按规定组织开展

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故意转移、隐匿国有资产或向中介机构提供

虚假信息，操纵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清产核资、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鉴证结果；

将国有资产以明显不公允低价折股、出售或无偿分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在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等改组改制过程中变相套取、私分国有股

权；未按规定收取国有资产转让价款；改制后的公司章程中国有权益保护条款

缺失等。 

（八）资金管理方面。违反决策和审批程序或超越权限批准资金支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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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责任追究处理 

（一）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等，对相关责任人采取组织处理、扣

减薪酬、禁入限制、纪律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等方式处理。 

1.组织处理。包括批评教育、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停职、调

离工作岗位、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责令辞职、免职等。 

2.扣减薪酬。扣减和追索绩效年薪或任期激励收入，终止或收回中长期激

励收益，取消参加中长期激励资格等。 

3.禁入限制。五年内直至终身不得担任国有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4.纪律处分。由相应的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规查处。 

5.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以上处理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二）国有企业发生资产损失，经过查证核实和责任认定后，除依据有关

规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外，应当按以下方式处理： 

1.发生较大资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诫

勉、停职、调离工作岗位、降职等处理，同时按照以下标准扣减薪酬：扣减和

追索责任认定年度 50%—100%的绩效年薪、扣减和追索责任认定年度（含）

前三年 50%—100%的任期激励收入并延期支付绩效年薪，终止尚未行使的中

长期激励权益、上缴责任认定年度及前一年度的全部中长期激励收益、五年内

不得参加企业新的中长期激励。 

对领导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停职、调离工作岗位等处理，同时按

照以下标准扣减薪酬：扣减和追索责任认定年度 30%—70%的绩效年薪、扣减

和追索责任认定年度（含）前三年 30%—70%的任期激励收入并延期支付绩效

年薪，终止尚未行使的中长期激励权益、三年内不得参加企业新的中长期激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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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公司法规定完善公司章程，建立健全重大决策评估、决策事项履职记

录、决策过错认定等配套制度，细化各类经营投资责任清单，明确岗位职责和

履职程序，不断提高经营投资责任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机构和国有企业应在有关外聘董事、职业经理人聘任合同中，明确违规经

营投资责任追究的原则要求。 

（二）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国有企业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建立健

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细化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的原则、范围、依据、

启动机制、程序、方式、标准和职责，保障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有章可

循、规范有序。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应当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机构备案。 

（三）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审计、财务、法律、人力资源、巡

视、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形成联合实施、协同联动、规范有序的责任

追究工作机制，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告。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机构要加强与外派监事会、巡视组、审计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司法

机关的协同配合，共同做好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对国有企业

违规经营投资等重大违法违纪违规问题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或敷衍不追、隐匿不

报、查处不力的，严格追究企业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有关人员的失职渎职

责任。 

（四）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国有企业要做好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

资责任追究相关制度的宣传解释工作，凝聚社会共识，为深入开展责任追究工

作营造良好氛围；要结合对具体案例的调查处理，在适当范围进行总结和通

报，探索向社会公开调查处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本意见适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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