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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思考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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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置疑，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事
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正确之路。但冷静思考，确实也存在不少尚待改进的问
题。 
第一，全面性不够。没有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有
机地结合起来，整体推进。尽管我们所采取的“渐进式增量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但由
于考虑欠周到，确实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经
济发展方式粗放等。 
第二，协调性不够。我们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协调推
进。由此而带来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
放等方面的不协调。 
第三，公平性不够。没有将公平与效率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很长时期过多地强调了效率，
忽视了社会公平，以致形成了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 
第四，前瞻性不够。某些改革举措过多考虑了眼前的、局部的形势，相对忽视了长远的、
全局的形势，过多考虑了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强势群体的权益，相对忽视了新兴阶层和社
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因而较少考虑改革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和改革的可持续性。 
三十年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应当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发展既统一又矛盾，有时改革能促进发
展，有时改革可能损害发展。若改革能在正确的时机和稳定的秩序下，调动多数人积极
性，为多数人带来利益，则能促进发展；反之则很可能损害发展。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
展才是目的，一定要在发展中推进改革，努力实现在改革中发展。  
第二，应当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国的改革在很长时期内遵循了“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的原则，其初衷是为了打破改革初期“平均主义”的束缚，但由于这个原则实行
时间过长，以致形成了当今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并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影响
了人们对改革的评价。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在当前，尤其应该把公平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 
第三，应当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改革是一项难度极高、探索性极强的事业。当初
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改革难以全面整体推进，只能选择局部突破，也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但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和城乡协调改革上仍然存在许多问
题，全面整体改革相对滞后，影响了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这正是科学发展
观提出的基本背景所在。  
第四，应当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既涉及到中央，也涉及到地方。两者之间既
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权益冲突。二者若能形成合力，则有利于改革，反之则不利于改
革。我国改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初期，中央对地方“放



权让利”，大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行
“分税制”和部分部门“垂直管理”后，中央加强了集权，增加了财力，但因此削弱了地
方的权益，特别是一些乡镇和县级政府出现了明显的财力和权力不足，地方的积极性受到
制约。 
第五，应当正确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虽然政府与民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也有
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由于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也具有“经济人”的某些特征，在制度
设计不合理的情况下，政府也会趋利避害，追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甚至会出现与民争利
的情况。政府既是改革的组织者，也是改革的对象。如果政府自身的改革严重滞后，部分
官员“寻租”严重，腐败就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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