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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读锦涛同志3月7日讲话有感 

 
刘国光 

 
最近读到胡锦涛主席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会议时讲话，强调“要深化改

革，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感到十分振奋。同时想到，现在人们讲坚持改革

方向，其实各有不同的含义。锦涛同志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体会，他讲的“坚持改

革方向”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开拓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是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的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能够保证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

共同富裕，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邓小平曾说“改革不
是一个派，是全民赞成改革，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个派，那就是百分之九

十以上人的派。保守的人是有，但作为一个派别，中国没有。中国有一些人有这

样那样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持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他们大多数也

是赞成改革与开放，有意见也是正常的”①。 

邓小平赞予全国人民和全党支持改革，讲得多好呀！怎么最近某些同志却说：

现在出现了“一股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浪潮”，据说“民间和上层都有”②。什么人

反对改革呢？他们说“贫困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都有份，他们“结成联盟”来反对
改革③。这个估计与邓小平热情对待中国人民拥护改革的态度，何其相反。他们

把一大批拥护改革但对改革有这样那样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学者，统统推向反对改

革否定改革的阵营，打成反改革派或保守派。这种做法同当前要团结动员人民群

众一道进一步搞好改革，是背道而驰的。胡锦涛同志这次讲话强调要“使改革兼顾

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才是我
们应该做的。 

一些人士讲现在出现了“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浪潮”，其实不过是在改革取
得巨大成功的同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们在反思改革时，对改革的某些问题、

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反思改革无非是总结改革的经验教

训，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对改革开放要认真总结经验，因为“我们的全面改革是一种
试验，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

正”④。“对的要坚持，错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⑤。小平同志说的话，多么
充满辩证法的精神，多么符合世情事理。最近那些大嚷出现反对改革浪潮的人

士，迫于陷入不符合事实的窘境，不得不追赶形势，也讲起“反思改革”来了。但他

们讲“反思改革”的时候，首先把矛头对着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同志，说后者的反思改

革是“想恢复计划经济，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⑥，还是“借反思改

革来反对改革”那一套，真是武断霸道到了极点。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八年了。因为年头不少，成就多多，积累的矛盾问题也就不

少。因此，现在反思改革的人群范围，和反思改革对象所涉的范围，都比过去大

大地扩展了。就反思改革的规模而言，确实是前所未有。这是随着改革的广度、

深度向前推进的结果，没有什么令人惊诧的地方。那么现在倒要认真地探讨一

下，为什么改革会从过去“全民赞成，全党赞成”，变成今天却有那么多的反思和疑



问，以至某些人士惊呼要警惕出现所谓“反对改革的浪潮”。 

究其原因，我认为，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改革中利益关系起了变化，第二

是改革中意识形态关系发生了变化。 

关于改革的利益关系的问题，邓小平说过，“虽然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
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

革的人”⑦。大家都不否认，改革初期，人们普遍受到改革之惠，所以出现“全民赞

成，全党赞成”的局面。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曲折化和复杂
化，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格局起了变化。一些人富起来了，少数人暴富，许多人

收入生活有了改善，相当一部分人则改善不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一部分人沦为贫困弱势群体。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不能不反映到人们对改革问

题的态度上来，不反映倒是很奇怪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

降的人群，不满意导致他们利益受损，引发贫富差距过分扩大的改革举措，希望

得到克服改进，他们并不是反对改革本身。这些人群包括弱势贫困群体，多是我

们工农基本群众，是共产党建党立党的社会基础。他们会成为反对党的改革开放

政策的力量，这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把他们同“既得利益集团”划到“结成反市场

改革的联盟”中去，如同一位我们尊敬的著名经济学家所声称的那样⑧，这实在是
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至于说到改革中受益人群对改革的态度，那也需要具体分析。受益群体中包括

日益成长的知识层、技术层、管理层的中产阶层，包括对我们经济建设做出重要

贡献的勤劳合法经营的私营企业家，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毫无疑问

也都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尽管他们对改革中妨碍他们利益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意

见。受益群体中还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既得利益集团”是指以非法手段，用
潜规则来获得财富的少数暴富份子，他们利用改革的缺陷，利用市场的扭曲和种

种伪改革行为来发财致富。他们未必反对这种令他们迅速富起来的“改革”氛围，而

毋宁是顶礼膜拜欢迎这种“改革”。只是当改革深化到以人为本，以促进和谐社会为
目的的阶段，当改革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他们眼见财路

来源可能中断，甚至要绳之以法，他们才反对真正的改革，所以简单的说“既得利

益集团反对改革”，只能掩盖他们在需要利用的时候拥护“改革”，不过此改革与

彼“改革”的性质含义完全不同罢了。而且在他们反对真正的改革时，由于他们是实
力集团，他们构成为改革的真正阻力，需要我们认真的对付。一些搞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的人，也都属此类。而其他改革中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人

们，尽管他们对改革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意见，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是我们坚

持的改革要团结的对象。只要按照胡锦涛同志“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

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的关切”，就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另一点是改革中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就是两种改革观的较量。这是一个意识

形态问题，事实上回避不了的。邓小平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是我们要

坚持的。但是确确实实还有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则

是我们必须反对的。邓小平指出“有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
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倾向不是真正的拥护改革政策，它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

质”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当然要借鉴吸收一切外国先进的东西，包括反映社会
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思想、知识、经验，结合我们的实际，为我国经济

发展和经济改革所用。我们对西方先进的东西求之若渴。但在西方先进的东西引

进来的同时，糟粕也进来了。那些想“引导中国搞资本主义，改变我们社会性质”的
意识形态， 就是这样的糟粕。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旦在中国出现，就要假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同中国

正确的改革观，即邓小平的改革观进行较量，同马克思主义进行较量。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已经有过几次交锋，错误的改革观被正确的改革观所击退。但是九十

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手弱”的原因，
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渐滋长蔓延。什么追逐私利的

经济人假设的人性论，什么唯一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私有制永恒论，什么泛市场

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什么政府只能执行守夜人职责的政府职能最小化论，等



等，不一而足。 

这些新自由主义思潮，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他们臆想的主导中国经济运转的能

耐，但是它正在向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渗透，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实

践施加影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要看看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看看教

改、医改、房改、城改等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即可窥见一斑。一股将中国改革引

向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暗流，已经呼之若出。理论突破的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

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部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我国的阵地逐渐扩张，马克

思主义逐渐边缘化。某些市场化了的媒体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营盘，拒绝传播马

克思主义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声音。这是一个重要的危险信号。这种情况，加

上对中国经济在大好形势下，出现的令人忧虑的一些现象的观察，激发中国许多

学人和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义

愤，在不同领域广泛地自发地发动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击。这样我们就看到如此

规模对改革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了。 

有人说，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改革”⑩。不错，中国人民要反对的正是这

种导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要坚持的正是邓小平的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为方向
的改革。胡锦涛同志此次在上海代表团就改革开放发表了全面完整的重要意见，

强调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表明了党中央的原则态度，受到全国人民

的热烈欢迎。锦涛同志话音刚落，就有某方面的代表人物出来，继续散布有人否

定改革，宣称要把“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进行到底”等蛊惑性言论⑾。这也好，
挑战书已经抛出，真理不怕争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 

 
注： 

①《邓小平年谱》p.1025  
②《财经时报》05年9月5日－9月11日（新望）  
③《中国青年报》05年12月13日（吴敬琏）  
④《邓小平年谱》p.1060  
⑤《邓小平年谱》p.1280  
⑥《中华工商时报》06年2月16日（吴敬琏）  
⑦《邓小平年谱》p.1157  
⑧同注｛3｝  
⑨《邓小平年谱》p.1284  
⑩《新华文摘》05年第24期（高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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