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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内容概要

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比较弱小，只能参
与中小国有企业改革。随着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越来越有能力参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中国
的私营经济经历了艰难曲折，有了一定的发展，现在还处在初期阶段。目前的私营经济，还具有体制
转轨时期的许多历史痕迹。

这本书用大量确凿的史实，记录了中国私营经济最近几十年兴衰、发展的历史，记录了围绕私营经济
的理论的演变与突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发展，记录了私营经济对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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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作者简介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政论《交锋》、《呼喊》、《你投谁的票》；评论集：《墨中三味》、《木乃
伊复活》、《神通广大》、《浮生偶拾》；长篇历史小说《天启七年》；短篇小说集《绿色的深渊》
、古典文学注释《一诗一画》。主流《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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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书籍目录

上卷 跌倒与消失（1949-1976） 第一章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1949-1956）  1、1949：私营老
板心惶惶  2、《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3、毛泽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
的发展  4、刘少奇天津破冰行  5、1950：新中国一个《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6、“三反”、“五反”
：“打退资产阶段猖狂进攻”  7、四大实业之家之一——卢作孚之死  8、1953：修正税制引起轩然大
波  9、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利用、限制、改造”  10、亲所主主义社会“夭折”  11、统购统销和农业
合作化  12、锣鼓喧天 公私合营 第二章 “东风压倒西风”（1957-1965）  1、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 
2、“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  3、庐山会议：朱德和张闻天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辩护  4、包产到户
三度悲情  5、发展私营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6、“夺印”——“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 第三章 
一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1966-1976）  1、“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公私合营转为国
营”  2、《五七指示》解读  3、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义尾巴  4、1968：五厘钱引起激烈辩论  5
、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  6、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下卷 再
生与发展（1977-2005） 第四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1977-1991） 第五章 邓小平南方谈话：冲
越险滩（1992-1996） 第六章 十五大——十六大：大江东流（199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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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章节摘录

书摘时隔不久，围绕刘少奇天津讲话，党内发生风波。先是，5月31日，刘少奇从天津回来之后为中央
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指出：
“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
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但是，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非但不接受批评
，还把刘少奇天津讲话抄出来四处散布，指责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说刘少奇向资产阶级投降。 
  事情一直闹到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才算解决。这个会议揭露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与错
误。    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说：“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
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
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
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
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
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
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
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然而，
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翻在地，红卫兵把天津讲话又拿出来批判，重复着高岗的指责，这是后话
了。    P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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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写得生动，读来一气呵成。对作者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
勤奋、严谨的工作精神深表钦佩。我希望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关心中国私营经济的人士都能读一下这
本书。这是历史，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                                          ——樊纲    强权有原罪，民企有
原功。文章千古事，浩歌唱大风。                                          ——秦晖    历史证明，阻碍私营经济，经济必
定落后；私营经济发展了，才有繁荣稳定。马立诚这本书再次阐明了这一点。                                              
——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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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编辑推荐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推荐：毛泽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邓小平
：傻子瓜子不能动！江泽民：它们也是建设者!高尚全：千万不要上当!历史证明了，阻碍私营经济，
经济必定落后；私营经济发展了，才有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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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精彩短评

1、还没来得及细读，粗略翻阅一下，感觉很不错。读完再来评价
2、在2007年的某一天的下午，我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了这本书。仍记得当时的心情：跌宕起伏。那时候
还没有看过吴晓波的书，所以说在看《激荡三十年》之前我对中国企业的所有印象全部来自于此书。
以至于数年之后，我仍然对此书念念不忘，在脑海中仍然有作者所描绘的时代风云。购买这本书，代
表着我曾经的生活，代表着我读书的一个领域的拓展。其实，不必给予这么多的寓意，仅仅把它当成
一本还比较生动的史料，也是足够的了。
3、这本书怎么这么脏这么旧呀？！
4、这书我是半个月前定的并且汇款，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书，而当当网竟然发邮件给我要我写
评论，有些莫名其妙！！！！
5、我收到的不是正版书。字迹和图片都很模糊。装订也很差。
6、不错的一本书，中国经济一波三折啊，感叹。通过它可以了解那些过去不堪回首的岁月。书中的
卢作孚几度让人泪下。祈祷我们这个历尽沧桑国家平稳发展，逐步富强。
7、真实的历史总是让人震撼
8、大家都不要买这本书,盗版的,封面右上角的书名只印了一半,纸张非常差,都发黄,翻开看,印刷极差,排
版就是斜的,上面还有小黑点,就像质量差的报纸那样,我自己用复印机也会比你印得好.卓越真是很奇怪,
全世界排名前几位的网络零售商,亚马逊在世界各个的名声有多好啊,你们知道吗?你们这帮卓越的工作
人员,竟然在这里卖盗版.这叫什么?这叫砸牌子.多大的公司,多强的品牌,在中国都会有假冒产品.世界第
一品牌,可口可乐,在中国都有假冒.你们卓越真是给亚马逊丢脸,给中国人丢脸.卓越,我请你给我个解释,
这本书我不会退,我有很多朋友在你这里买书,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你们的工作有多差!你要是不解释,我
每天都发,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9、这本书的印刷质量确实不行，拿到手的书脏兮兮的，里面的纸张都是泛黄的。真后悔买了。
10、作者确实大手笔，把60年来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坎坷系统道来，真实而全面。让人读罢叹息不已。
11、可以了解解放来的经济和政策呵
12、谢谢
13、很好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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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精彩书评

1、皇权对于私有财产的掠夺几乎是所有民族都曾经经历过的阶段，但私有财产本身成为一种政治罪
过，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　　虽然，中国儒家传统有义利之辨，&quot;
义&quot;具有道德优势，而&quot;利&quot;则是被君子鄙弃的对象，但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
没有上升到法律、政治层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追求 &quot; 一大二公 &quot;的前
提下，公有制或国有制成为发展方向，只有公有制才具有&quot; 政治正确性 &quot; ，而与之相对应
的&quot;私有制 &quot;起初是限制的对象，到了 &quot;文革&quot; 阶段，则成为了一种罪恶，既是政
治罪，也是犯法行为。文革时期 &quot;兴无灭资 &quot;、 &quot;斗私批修&quot; 、&quot;割资本主义
尾巴 &quot;甚至发展到 &quot;狠斗私字一闪念&quot; ，对私有制的批判达到最高潮。　　在那样的政
治高压和生死存亡的红色恐怖中，本来非常自然的私有观念，竟然变成了&quot;万恶之源&quot;，只
能压到了心底深层，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quot;谈私色变&quot;，在改革开放初期使很多人的观念
久久转变不过来。几千年来认为正常的私有意识，经过十多年的人为高压和恐怖行动，以至于到后来
很多人真的认为，私是一种罪恶，这也可能是人类史上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有很长时期的专制集
权阶段，皇权（或公权）可以随意剥夺私有财产，但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公权）掠夺私产不是因为
它是私产，而是以造反、贪污等理由没收私人财产。把私有当成罪过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计划经济阶段
。在坚持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时代，不管在舆论环境还是在政治环境方面都是一种严重压抑私有制发展
的局面。　　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私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私利是一个社会首先需要尊重的
经济动力。要发展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便面临掀掉身上两座大山的重任：一是破除以
国家名义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二是破除对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崇拜，去掉私有制身上的原罪。　　在破
除这双重压迫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私产入宪，非公有制经济也成为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新中国后形成的新传统，确实是一种大突
破的局面。但是，考虑到公权力依然在某一些地方某些时候借助国家的名义掠夺私人财产，考虑到某
些地方某些时候依然以公有制的名义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私有观念的原罪意识依然笼罩在许多人的
脑海里，这两座大山至今依然重重压在中国人身上，尤其私有企业主身上。我们只能说，这两大突破
只是雏鸡破壳，蚕虫破茧。要完全破除这双重的压迫并使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还有
待于更多条件的完善，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任务。　　2004 年开始的关于国企改革的
新一轮论争，我们发现，政策和法律上的突破还没有落实到广大民众的内心，破除所有制崇拜的任务
依然很重。在这场争论中，不少言论依然以旧有的思维思考问题，借助意识形态的名义要求回归传统
所有制体制，一时混淆群众视听，在私营经济发展中制造混乱的气氛。很多人不太熟悉私营经济在改
革前一再遭到打压到文革几乎全军覆没的历史，也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在各种知识分子和领导
人的机智对策下从罅缝中慢慢艰难恢复的历史，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被很多人支持。《大突破》一书
以历史事件的梳理，再现了私营经济死而复生、在艰难痛苦中双重破茧的过程。阅读《大突破》可以
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或许可以使那些对这段历史懵懂无知的人获得历史的真相，从而远离那些似是
而非的&quot;左&quot;的观念的流毒。　　眼下，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矛盾越发显得突出
。 2005年开始进行的政府体制改革似乎没有什么进展，而分配机制也没有更多改善，贫富差距继续加
大，导致民怨沸腾，不少人说，改革的动力已经失去，下一步改革显得步履维艰。《大突破》一书回
顾改革历史，让我们从过去的改革经验中获得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　　当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候，
是什么打破了这一铜墙铁壁呢？是农民的饿肚子问题。在那样高压的整体环境下，从实际出发看问题
的人都哑口无言，但农民饿肚子的问题成为了一个底线，也成为了一个突破口。因为抽象的真理不管
如何美妙，如果农民们都不能果腹，再美妙的真理也就是戳破了的肥皂泡。在面临生死之际，农民自
己选择了包产到户，从而开启了农村的改革之路。而城市的改革之路又是如何开启的呢？那是因为
1700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压力，不得不广开就业门路，从而创造了增量改革的最初成果：个体经济
。国企开始改革也是因为不少国企负债累累，银行贷款的利息比企业挣的利润都多，已经无法走下去
了才以股份制、向外资和民企转让的。中国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到了不改社会就会出乱子，不改
社会就不能往前走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我们也只能以中国改革历史所呈现出的这
种特点来看待。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容易。公权力掠夺私产和私有制原罪两座大山从来没
有分开过。要改变这样的格局并不容易，需要改革者的机智，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当年所以能促成包
产到户政策的出台，是因为杜润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两种激烈争论时机智地选择了一个最容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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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

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那就是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特殊政策，在贫困地区实施包产到户，避开了当时
害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意识形态。薛暮桥则从广开就业门路的角度论证了个体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每
到现实走不下去的时候才会有改革，每到改革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权威人物出来讲话。当 20世纪
80年代初，&quot;社会主义一大二公&quot;还具有广泛影响的时候，在邓小平指导下提出的&quot;初级
阶段理论&quot;破除了&quot;左&quot;的观念，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个体经济刚刚兴起
，有些人认为不光彩，使很多从事个体和私营的企业主抬不起头来，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则肯定了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是光彩的劳动，支持了非公经济的发展。　　中国改革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自
下而上，往往是中国人的求生本能，冲破了旧体制的约束，典型的是小岗村的舍命包产到户。一是自
上而下，国家领导人通过政策进行推动，而经济学家则以其智慧献计献策。　　读完《大突破》，让
人很为感慨的是，只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导致了整个中华民族陷入&quot;斗私
批修&quot;的全民癫狂之中，使得本来是自然人性的私利成为了万恶之源。这么多优秀分子和精英为
何要用抽象的道理蒙住眼睛，而罔顾实际的社会生活呢？我猜测其原因，是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热衷于
宏大叙事，忽视个人的需求，就像黑格尔的所说的，&quot;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 ，民众的牺牲是历史
巨轮前进时难免碾碎的花草。&quot;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回顾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大突破》这本记录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历史的书，既是中国改革史的呈现，也是中国私营经济艰难
的破茧史。但给我们留下的结论，很简单，那就是私利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私营经
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一旦一个社会否认了私利的合理性，个人就会缺乏激励，人的创造性就丧失，
没有私营经济，也没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瘠中。　　尊重私人的产权
，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上，更重要的是成为深入人心的律条，体现在执法的所有环节。正如斯诺所说
：&quot;只有具备了一整套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才能使储备在千千万万不同大脑中的有用知识开发
出来。一个社会，假如不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许多人去设计和生产他人
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quot;　　但中国的现实并不令人乐观。 2000年时，天津的一个调研组设计了
一份问卷，在回答关于私营企业主资产主要来源的问题，90％的人认为是获取了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
。私有制原罪的阴影潜藏期间。如果今天的民意还是这样的话，那么保护私有财产依然只是法律上的
条文，离深入人心还有遥远的距离。　 　　200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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