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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从事改革研究和改革部门的实际工作已有十几个年头。80年代，我对改革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那以后，我始终没有离开过体改战线，做过几年改革部门的实际工作，这些年专职从事经济改革
的研究工作。能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努力奉献给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这不能不说是我
的幸运。我为之感到欣慰。我在十几年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改革方面的文稿，从中挑选出来大部分
，形成了《中国改革研究文稿》。　　改革，书写了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崭新的一页；改革，同
样将创造21世纪中国的辉煌。对此，我深信不疑。改革，赢得了过去；改革，也将赢得未来。在我过
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面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相关矛盾共存的，在我国即将
加入WTO、参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判断至关重要：改革——决定中国未来。
改革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在整理自己的
文稿时，多少感受到了一些“合时而著”真实情感，也试图反映“与时俱进”的良好愿望。　　《中
国改革研究文稿》按内容分编成五本，第一本以“改革——还有很长的路”为主题，将我在８０年代
末、９０年代这个时期的改革短论合文章汇集起来。其它四本按四个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主题编辑
成册：第二本，“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第三本，“转向结构性改革”；第四本，“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第五本，“实行大开放战略”。通过这种以内容为主、兼顾时间顺序的安排，尽可能把这套文
稿联成一体，由此反映我对某些改革问题的主要观点。    文稿汇集的文章，有些是改革方面的研究论
文，有些是为报刊撰写的改革短论，还有些是关于改革工作的建议稿。这些文稿的时间跨度有十多年
，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有所不同。在编辑成书时，为了如实的反映当时特定条件下的原意，保留原
作的本来面目，只做了个别文字校改。这难免有历史局限性，难免有某些观点的重复，也会有在今天
看来并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观点。改革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改革的研究更应当允许探索、讨论和
批评。我真诚地欢迎每一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教。　　文稿收入了几篇我和我的同事共同撰写的文章，
特加以说明，我的一些同事给予了热情帮助。这里特别感谢苗树彬、杜光辉、丁新莉、詹达冲等同志
，他们为文稿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对中国经济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
持表示谢意。　　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改革需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很多。我愿以这套《中
国改革研究文稿》的出版激励和鞭策自己：更多一点改革的精神，更多一些改革的研究成果，奉献给
社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我热爱和追求的改革开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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