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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面对多元利益格局的变化，协调形成改革合力的难度也在加大。要达成广泛的改革共识，回溯改革的源起，厘清改革的

基本框架就尤为重要。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再次把改革开放摆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近年

来，面对多元利益格局的变化，协调形成改革合力的难度也在加大。要达成广泛的改革共识，回溯改革的源起，厘清改革的基本框架就尤为重

要。 

    厘清顶层设计 

    我个人认为，1985年是弄清楚改革目标的关键一年，主要发生了四个重要事件。 

    第一件事：1985年初，一份由邓小平提议进行的中外合作的全面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面世。为了进行这次考

察，世界银行组织了庞大的专家团队，在中国各个领域派出的小组的配合下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写出了1个主报告和6个分报告。这些报告比较了

世界各国的做法，提出了中国可以实现改革和发展的可选方案。中国政府领导不但自己认真阅读，还下发政府的综合部门要求停止日常工作进行

研讨。 

    第二件事：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博士生和两个硕士生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进行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为核心的改革综合设计，得

到了领导的认可。随后组成了9人小组，开始做了一个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后来就变成了国家体改委的第一个总体设计。在此之前，1984年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苏联的一种说法，世界上更通

用的名称是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市场机制，或者说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通俗化地说就是反映供求状况的市场

价格，将资源引导到最有效的地方。 

    第三件事：1985年，国内出现了严重通胀，大家才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还需要有政府的调节。为此，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就会同世界银行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大师级人物，最

终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一是改革的目标。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发言将现代经济分成了4种。两头的是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完全用命令来支配的计划经济。中间

的两种，一是“市场社会主义”，如东欧等国，在计划经济调节下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与会大多数经济学家

和政府官员都倾向于后一种模式。 

    二是改革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去在中国的流行观点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有益无害。但是在这次会议

上，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头号大师、托宾和德国联邦银行原行长艾明格尔，尽管学派不同，但研究了当时中国情况后，一致认为，中国应当运用

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的“三紧政策”，来抑制正在冒头的通货膨胀。 

    第四件事：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集中体现出了上述讨论形成的共识：建立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具体化为三个环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过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

所讲的市场，只是指商品市场而不包括要素市场。1985年中国党代会会议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商品市场、服

务市场、劳务市场（即劳动力市场）等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理念已经超越了东欧的老师。 

    可以说，到1985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或者说“顶层设计”已经清楚。 

    确立改革方向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

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再次和朱镕基谈起这个问题。 

    1991年10月到12月间，江泽民总书记邀请一些研究人员讨论重大的理论和方针问题。一共开了11次座谈会，讨论这样三个问题：资本主义为

什么垂而不死；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当时在这些座谈会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提供了两篇书面发言，一篇是“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这是一篇经济学教科书式的文章，

讲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另一篇是“中国应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把会上的发言编成三本材料送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

参阅。 

    经过细致的准备，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提出对改革目标存在几种不同意见，包括“有计划的

市场经济体制”等等。江泽民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在讲话中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

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江泽民指出：“市场是配

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够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江泽民的讲话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样，10月份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立了起来。 

    推出全面改革 

    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50条”），全面推出了改革。后来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特别是十五大提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说，我们还在吃“这碗饭”，这正是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崛起的制度基础。 

    到了20世纪末，中国宣布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仔细想想，我们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旧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存在，政府对

微观经济干预也太多，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以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重重，经济社会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因此，全面

深化改革，就成为克服困难、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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