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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路》

前言

　　是否我们作为中国人就一定了解这片大地？是否我们经历了30年就天然熟识这段岁月？即便我们
生活于当下，但当下、以往和未来究竟对个体生命和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能把握几成？　　
太多的不解在心头盘旋，而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叩问&mdash;&mdash;对话历史、深触当下、叩问时
代&mdash;&mdash;现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就是我们又一次出发，又一份努力。　　改革开放30年无疑
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成就，它源于痛苦的现实和反思，起于大刀阔斧地革新，承自市场
经济的再认识，迎来持续增长繁荣的中国奇迹。　　不过，说是奇迹，其实无非也是无数国人用心血
、行为灌溉出的一棵大树，如同那首动人的英文小诗：橡果，橡果，不要在意你现在的渺小；有一天
，你也是一棵大橡树。面对奇迹，回首过去，我们发现更多的是真实和常识，是内化于每个中国人体
内和历史中的那种生生不息的东西。　　自2007年底，当我们讨论如何面对2008年时，我们也开始思
索如何面对改革开放30年纪念。无数的人们、纷繁的故事、庞大的历史，还有那么多的各类媒体，如
何立足自己脚下的土壤，找到大地之声呢？如何通过发现真实和细节，舒展看似紧张的人与历史间的
矛盾呢？　　我们需要新视角、新事实。　　亲历者和慧智者是我们的两个杠杆。前者主要集中于30
年间虽耳熟但未必详识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他们多从基层走来，历经计划经济与30年变迁，向上可达
中央和最高领导组织的会议，向下可到一村一厂，正是能打通上下现实的关节点；而后者更多是以彼
得&middot;格鲁克所言的&ldquo;旁观者&rdquo;身份出现于这段历史中的，虽然不乏政策建言乃至临
时参与，但更多的时候是调研四方、目通八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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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太多的不解在心头盘旋，而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叩问——对话历史、深触当下、叩问时代——现在
，您手中的这《中国的出路》就是我们又一次出发，又一份努力。
--------------------------------------------------------------------------------
编辑推荐
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否就一定了解这片大地？我们经历了三十年是否就天然熟识这段岁月？改革开放三
十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成就，它源于痛苦的现实和反思.起于大刀阔斧的革新，承自市
场经济的再认识。迎来持续增长繁荣的中国奇迹。为此，《第一财经日报》刊发系列报道，从亲历改
革的众多省部级干部到走在学术前沿的知名学者，他们对历史细节和事实的回忆、对当下和未来中国
发展道路的思索，汇集成了国人共同经历的岁月，也造就了这部交织着现实与历史跌宕旋律的书稿。
2009年危机四伏，站在历史的节点，制胜中国未来经济，我们需要新事实与新视角。
--------------------------------------------------------------------------------
目录
序言 听，历史的回声
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回忆改革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1978年西行记
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刘兆丰，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回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与首钢承包--
“一块石子入池塘”
原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让价值规律改变“棉花站
岗，红薯睡觉”的土壤
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张毅回忆乡镇企业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前后后
原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邹国忠谈苏南乡镇企业--再解苏南建议成立中小企业总局
原深圳市政协主席周溪舞回忆深圳特区设置之初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铁饭碗”到取消粮票
原福建省省长、原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改革开放的回忆
原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如何落子
原国家物资部副部长陆叙生--价格双轨制“跷跷板”：中国企业首次集体感受市场魅力
原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回忆深土¨l证券市场建立前后--证券市场，从考验中走来
原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我所亲历的货币信贷体制改革和三次通货膨胀
原财政部部长、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回顾中国财政改革15年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不能延缓
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市场、政策“两手抓”农村金融迎最好发展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原央行非银司司长夏斌--信托业大整顿“整”出的金融强国改
革发展逻辑
原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原上海计委副主任裴静之的资本市场回忆录--上交所成立始末与法人股B股的
由来
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
原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江波细数蛇口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大胆改革，大胆用人，大胆创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宏观调控30年警惕“超短期化”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奇迹”谜底是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不能因过去30年好环境而低估全球经济周期调整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我倾向用“自主制度创新”而不是“转轨”描述改革30
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战略性行业不能被外资控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30年农业改革实质化解粮食安全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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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代表团这次出访，从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西欧五国访问了25个主要城市
，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看到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
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它们的
差距。　　联邦德国1977年褐煤产量为12300万吨，职工只有20000人。联邦德国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
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
且40％是维修人员。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而我国当时露
天煤矿的生产水平，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低
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
，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高速公路在五国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就我个人来讲
，出访以前虽然知道高速公路这个新名词，但高级到什么程度、车速可以达到多快，则不清楚。当时
从全国来看，山东省的公路建设是搞得比较好的，但出去一看，我感觉差距太大了。当时我国连一公
里高速公路都没有。它们的高速公路有30米宽的路面，每个方向两三道行车线，车速为80～100公里。
五国高速公路总长度占公路总数的比例并不高，但运量却非常大。联邦德国高速公路占总公路长度不
到2％，却负担着全国三分之一的公路货运量。看了以后，感觉很新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西
欧几个国家内河不长，但开发利用得很好。如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
有两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联邦德国货运量的20％以上。联邦德国总
统府就在莱茵河边，谢尔总统接见我们代表团时说，我们的莱茵河很&ldquo;勤奋&rdquo;。谷牧副总
理当即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ldquo;勤奋&rdquo;，是我们
的工作没有做好。　　另外，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当高，机械化程度高，科学技术应用多
，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我们到丹麦，那里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总劳动力的6％～7％，但生产的粮食
、牛奶和猪肉可以满足三个丹麦的需要。　　七个多小时的高层汇报　　这几个国家的现代化基本是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这十几年内实现的。我们到联邦德国访问的时候，从大使馆借了几部
纪录片看，可以说，他们战后初期面临的困难比我国解放初期还多：不少城市被毁掉一半甚至三分之
二，到处是废墟，很多老百姓没地方住；城市没吃的，不少人赶着马车、牛车到乡村找吃的；耕地没
有拖拉机，有的是用牛拉犁。联邦德国的快速恢复和现代化当然有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的作用，但主
要还是靠自己实现的。丹麦由一个农业国变成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基本上是在1957～1970年这14年中
实现的。这一阶段丹麦的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12％，工业品出口额增加近5倍。1956年，丹麦的出
口商品中农产品占65％，1970年工业品反占6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五国经济恢复和发展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各国企业急速兼并，资本更加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瑞士朋友向我们
介绍说，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该国工业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多，工业生产值的80％掌握在100
家企业手中。战后工业投资很大，主要用于更新老设备和购买国外先进设备。我们参观的丹麦大东公
司（宝隆洋行）在55个国家设有205个分公司，这种跨国公司很多在第三世界国家设厂，利用廉价的劳
动力和原料生产初级产品。还有它们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让我们感触很深，例如瑞士一家公司出
售的远洋船用柴油机专利，就占全世界这方面专利的近一半。　　在代表团回国途中，大家就开始热
烈讨论起考察报告该如何撰写了。回到北京，在谷牧同志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全体团员的认真讨论，
反复研究，撰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向中央详细报告了访问情况，总结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提
出了改进我们的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对外工作的建议，供中央参考。以后的实践表明，这些具体建
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　　我回来后就在山东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思考。据我了解
，6月30日下午3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同志的汇报，汇报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多。据记载
，谷牧同志当时主要谈了三点。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
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
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方面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
所以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
是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
，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汇报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热烈讨论。　
　不久后，邓小平同志又找谷牧谈话，强调引进的事要做，要抓紧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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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加速现代化建设务虚会，谷牧同志又详细介绍了考察情况。这个
会开到9月9日，会上大家认真总结了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
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和扩大外贸出口以便更灵活利用外资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这次会议为
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准备。　　谷牧副总
理后来兼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一直分管按
照邓小平同志意见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工作，恐怕也有上述的因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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