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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后，改革似乎在整个社会升温。从领导到大众对于今后的改革推进，都有很强的期待。但是我们现在第一步走出去之后，第

二步、第三步怎么走，就变成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光是提出目标或者提出推进改革的口号，甚至下了这样的决心，还是不够的。我比照上

一次大的转折，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大推进，大概整体配套改革要走三步，我们现在仅仅走了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所谓目标模式的确定。现在说法叫“顶层设计”。 

    第二步是制定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根据各方面改革把它们之间的配套互动关系做出一个总体规划，或者叫做行动的纲领。 

    第三步就是实施这个行动纲领。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选择目标 

    从上一次9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期，甚至到21世纪初期的这一次大推进来看，前面两步都是做了相当深入的扎实的准备，所以，从

1994年开始，这个改革从20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建立了起来。 

    那一次改革大推进的发起人是邓小平。在1990年12月在中央全会开会以前，他和主要领导人谈话里面提到了我们应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

可以搞市场经济；1991年2月，在和朱镕基的谈话里面再一次提出。在他两次提醒以后，并没有马上就形成共识，而是出现了大家所知道的“皇甫

平”事件，就是上海周瑞金和其他几位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写了四篇文章，提出要推进改革，但是马上受到另外一种力量的反击，于是展开了一

场到底是计划经济为主、还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场大争论。 

    这个争论中主流的媒体当时表现的是一种保守的倾向，但是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和学术界、企业界、政界的许多支持改革的人们，就潜心进行研

究：到底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研究和讨论到了高潮就是1991年10月到12月，江泽民总书记召集了11次讨论会，着重讨论怎么搞好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在参加这个讨论会的经济学家里面，几乎一致认为要建立市场经济。这次讨论会后，中央领导又征求了其他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意

见。到1992年6月9日准备十四大时，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里面就说，现在对于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他自

己倾向于把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对市场经济的特性做了解释。大致上是讲了两点，一个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另外一

点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这个讲话以后，党的高层没有反对意见。在向邓小平报告之后，决定在10月召开的十四次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为我们改革的目标。这

样就把目标模式确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顶层设计”了。 

    重启议程 

    在十四大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口号上，又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参加这个研究的人数更多

了，才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个当时叫做总体规划，或者也叫做行动纲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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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一共50条。 

    这个“50条”其实是一个总体的规划。比如说财税、金融，当时主要是银行、国企、社会保障体系、外汇管理体制等重点方面的改革，而且规

定了它们之间的配套，以及时间顺序和配套关系。从1994年开始就执行这个总体规划，执行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调整。后来就是在1997年十五大上

又提出怎么改造，叫做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应该做什么样的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

    由于在该总体规划下执行了这些改革的方案，我们就能在20世纪末期宣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正是我们中国经济能够

崛起的制度基础。和这个相对比来说，看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进行第二步了。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十八大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符合十八大前大众

的期望。 

    那么大众对十八大的期望是什么？就是重启改革议程，启动我们改革的再出发。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第一步，就是确定顶层设计的目标。既然

1992年十四大已经确定了这个目标模式，也就是说确定了顶层设计，为什么又会提出要重启改革议程，又要来讨论顶层设计呢？这个原因是，大致

上在21世纪以后，出现了新的争论、新的不同意见，我把它叫做有另外一种顶层设计出现了。我们20世纪建立起来这个体制，它一方面打开了市场

经济、市场制度起作用的空间；它另外一方面又存在很多旧体制，就是命令经济或者是统制经济的遗传。 

    做出决断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识到了我们的体制还很不完善，还存在很多旧体制的遗传，所以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这个决议来看，我们生产力发展仍然存在很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十六

届三中全会的执行，现在看起来不尽如人意。双重体制的存在，使得有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 

    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就出现了认知问题。有的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对，它造成了腐败两极分化云云。按照这种意见的支持者，他们的想

法就是应该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要强化政府，强化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这种趋势显得愈演愈烈，以至于一年以前可能到了最严重

的地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倾向？有不同的说法，有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有人按照我们东亚国家转型的讨论提出来，叫做威权主义的发展模

式；或者有的人说得更严重一些，说这种趋势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势。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顶层设计之间的争论。 



    所以人们期盼十八大能对这个争论做一个决断，明确我们到底向哪个方向走。现在看来，十八大明确了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十八大重申我们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到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上来了，所以说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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