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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陈领导机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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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共八大确立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最年轻的两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共同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和改革开放的奠基

人。应该说，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是各自有特点的。邓小平可称为“举重若轻”—— 不惧风险和压力，敢于抓住机遇，突破开拓，格言是

“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陈云可为“举轻若重”——见微知著，长于治理，善于交换、比较、反复，格言是“摸着石头过

河”。两人的经济主张也有侧重点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反映了事物的两重性，形成了“各有千秋，相辅相成”的局面。 

  一、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邓、陈领导机制的形成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仅存的两人，通过抵制“两个凡是”在全党取得了众望所归的地位。1977年3

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呼吁让邓小平复出，尽管发言未能写入简报，但已经在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邓

小平和李先念多次向华国锋提议，陈云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主要分管政法和纪律。邓、陈领导机制的形成，始于1979年

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 

  1978年6月，出国和在港澳考察的三个经济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了国外日新月异情况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后，极大地激发了中央领导

层的热情，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进行高速建设。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建设速度问

题。会议总结报告号召，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

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规模，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1]。 

  陈云对这个大引进计划有保留意见。7月31日，他向主持务虚会的李先念建议，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他又向谷牧提出，

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2]。他专门找有关人说，引进资金那么多，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

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配套资金吗？[3]但是，由于陈云尚未进入中央决策层，意

见没有得到重视。 

  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提出五点意见。针对党内普遍要求快的情绪，他提醒大家要清醒，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

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4]。 

  陈云的不同意见，引起了本赞成建设速度快些、规模大些的邓小平的注意，重新考虑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规模的想法。 

  1979年1月5日，陈云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邓小平，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批示：“请计委再

作考虑。”1月6日，邓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等谈话，再次肯定陈云的意见“很重要”。他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

铁厂和一些大项目。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5]。 

  更重要的一步是，邓小平又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赞同，

并主动表示给陈云当副手。 



  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搞现代化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

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只看到可以借款，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不按比例，靠多

借外债，靠不住[7]。 

  邓小平十分支持陈云的调整意见。3月23日他讲话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

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8]。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开始国民经济调整。但是由于党内认识不一致，争论很大。9月，陈云将财

政部整理的《关于1950年—1979年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基本建设的资料》印发中央负责人。材料指出，建国以来历次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

题，是出在基本建设超过了财力、物力，大上大下，情况一好就折腾等[9]。陈云在中央会议上重申，经济调整是必要的。一是不能靠赤字搞建

设，二是利用外资的可能是有限的。象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等那样大的工程，每个五年计划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陈云总结说，我们

应该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0]。 

  1980年3月，邓小平对陈云的“不再折腾”给予高度评价说：陈云同志出了个题目，就是积累和消费保持什么比例。过去的教训是超过了，

总以为积累率越高，建设速度就越快。年底，他又决定性地表态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

要服从于调整。”[11] 

  同时，邓小平认识调整的侧重点与陈云又有所不同。关于发展速度，他说：“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调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条

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如果到1982年、1983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

点，我看交不了账。”关于利用外资，邓小平赞成陈云的利用外资要有限度的考虑，也赞成陈云的意见，对引进项目要一个一个具体研究，特

别吃亏的我们不干。他又指出，外资“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现在研究财经问

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12]。 

  而陈云在领导调整工作中，也注意遵循邓小平“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的长远战略。从日本引进资金和技术设备建设宝钢，是当时22

个大引进项目中最大的，占当年签订引进资金的60%。1978年为宝钢建设已经追加投资十几亿元，是上马还是下马？为了补救宝钢仓促上马的不

足，陈云反复三次考虑。第一次，认为应该基本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只进口关键设备。第二次，他到上海听汇报后，担心单靠现有技

术上不去，想设备全部进口，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他离开上海时，又认为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的意见办[13]。1979年9

月，中央同意陈云、李先念批准上报的报告：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

这样，在调整中对外引进仍有发展，避免了一些经济损失。 

  事实上，邓小平也在陈云的“自由外汇不足”的考虑之外，开辟了一个“善于利用外资”新思路。他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

认为应该坚持。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较快见效，解决好偿还能力问题。我们干几件事，慢慢就懂了[14]。当时，22个大引进项目中的仪征化

纤工程被调整下马后，因国内确实急需，有关部门心有不甘，继续探索新办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找到邓小平，在他的支持

下，1981年通过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分别从德国和日本引进主要装置及技术，使工程1982年1月开工，1984年第一套生产装置就投产。

此次集资被称为“仪征模式”，开创了国家重大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境外发债的先例。 

  在邓小平、陈云领导下，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部署得以坚决实施，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为以后几十年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而邓、陈相辅相成的领导机制，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邓小平与陈云若干经济思想侧重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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