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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
学术座谈会，于5月13日在当代所召开。座谈会分两个阶段，在上午的座谈会上，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和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
安应邀出席，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太和、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有
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北京大学校
务委员会副主任梁柱到会并作了发言(详见发言摘登)。出席座谈会的还有陈云同志
的老秘书、中纪委原常委刘家栋，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杨公之，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
部部长曾庆洋，陈云同志的子女以及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高等院校和当代中国研究
所的专家和学者、国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理事，共120余人。会议由中国社科院副院
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主持。 
    下午的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围绕陈云同志的历史贡献、优良品质与作风以及陈
云同志的经济、党建和哲学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陈云是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70年的革命生涯
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国内外享有
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无论处于顺境还是
逆境，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表现出高度纯洁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顾全大
局、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他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利已，作风稳健，处事公道，堪
称全党学习的楷模。 
    在谈到陈云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贡献时，有学者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前，陈云的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对“两个凡是”发起强有
力的冲击：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带头公开提出让邓小
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9月，与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相呼应，倡导坚持实事
求是的革命作风；1978年春，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力主在经济领域实行改
革开放、在组织领域平反冤假错案，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陈云审时度势，率先提出“坚持有错
必纠的方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突破原定议程，因势利导，促成历史转折
的实现。在三中全会后，陈云同邓小平密切合作，领导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在国民
经济的调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完成中央人事调
整和新老交替、制定和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方面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为完成历史转折的各项任务、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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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陈云在抵制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方面的努力，有学者指出，从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一直处于“养病”状态的陈云，虽然遭到了极左路线的排
挤和打击，但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坚持原则，在逆境中与极左势力进行不懈的斗
争，努力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协助周
恩来进行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其特有的领
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
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70年代后期，陈云为推动全
党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政治、经济错误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着眼根源，处理
慎重，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特
定的政治斗争，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陈云在复杂形势下善于冷静思考，
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渡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的彼岸，做出了重要
的引导和支持。 
    在谈到陈云的党建思想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时，有学者认为，深
入学习和研究陈云党建思想。对于推进当前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陈云提出的坚持干部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大力培养选拔优
秀年轻干部以及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等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对于建设一支高
素质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云提出的把党风问题上升到有关党的生死
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对党员的思想
政治教育等一系列党风建设的思想，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陈云提出的充分认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坚持民主集
中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等，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还有的学者从陈云思想方法这个角度探讨了其对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意义，认为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思
想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基础，贯通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使认识
问题更全面、分析问题更深刻、做出决策更正确的方法和原则，也对提高领导干部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最终提高党员干部的领导素质、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陈云的经济思想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50多年的历史上，四次
经济过热他都持反对态度，而对随后进行的四次经济调整，他都持支持立场，其中
1961～1965年和1979～1983年两次经济调整，他还起到了主导作用。实践证明，陈
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他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要
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要实现综合平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他认真总结建国以
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结晶，值得我们永远记取。还有的学者专门论述了陈云的金
融思想，认为陈云金融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建立
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为目标，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实际情况，通过利率杠杆、存
款和信贷工具，扩大或减少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积极强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以
抑制通货膨胀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把制度建设与金融调控结合起来，行政手段
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注重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作用，有效制止通货膨胀，实现
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平衡发展。陈云金融思想充分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精髓——脚
踏实地、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
义。 
    有的学者从个案研究人手探讨了陈云对调研方法论的独创性贡献，认为《青浦
农村调查》是陈云揭示其独特的唯物辩证的调查研究观的经典之作，集中反映了他
对调查研究方法论的独到见解和独创性贡献：独到的唯物辩证的调查研究观，典型
调查地、比较研究地、交换意见地的三级调查思路，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五
阶段调研模式，以比较研究地和交换意见地的调查修正、补充、丰富、检验典型调
查地所得调研结论的方法。这也正是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
较、反复”这一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独到见解及其独创性运用的宝贵结晶。 
    还有学者着重论述了陈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干部工作思想以及对和平演变问
题所作的思考，还有的谈到了陈云对中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与会者一致认为，努力学习陈云的优秀品质，发扬他的优良作风，是今天对这位
伟大先辈最好的纪念。认真研究陈云的生平与思想，不仅有助于国史研究工作者对
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的深入认识，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
深入探索，而且对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执政能力、永远保持共产党的先进
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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