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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之年。
　　中国人历来有由当代人将当时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以便以史为鉴的传统。
我们身处伟大的时代，更应当对我们的成功与失误、进步与挫折加以记录和分析，以便总结过往经验
，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把改革开放的事情办得更好。
　　然而，在旧时代中，修史的权力基本上被官家所垄断，以致对历史事件的记述被简约阉割为帝王
的“起居注”，以此为基础修成的“正史”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帝王家谱”。
其间，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增删修饰，更使历史丢失了它的真面目。
在新时代里，这种做法不应当再重复了。
　　改革开放是大众的事业，亿万工农群众、专业人员、企业家、政治家参与了这一事业。
将他们的辉煌业绩和失败挫折记录下来的最合适的笔者，莫过于现代社会中的“无冕之王”——新闻
记者。
新闻写作所要求的翔实准确，使新闻分析成为这种活历史记述的最佳文体。
可以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财经》杂志丛书——这套由《财经》杂志以不同内容选辑而成的书，便是如此这般地使昨天的新闻
成为了今天的历史。
不过，它是一部未完成的历史，因为改革还在继续，每一天都上演着激动人心的大戏，我们的财经媒
体也源源不断地取得鲜活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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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30年来与改革开放兼程共进的各个方面的实践者、研究者、记
录者，得以真切回顾这一激起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沸腾岁月。
    本书“国事篇”，由于光远、杜润生、吴象等30多位重大决策、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钩沉史实，
或亲笔，或口述，定格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的关键瞬间，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具有极强的历
史资料价值；本书“家事篇”，由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士留下生动的生存档案，或详述，或碎片，但
求真实准确，见微知著。
    阅读此书，有助于总结30年的史实、成就和经验，准确审视当下的历史方位，理清思路，正视问题
，更好地制定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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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光远，男，1915年生，上海人。
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1915年7月出生。
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
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
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
委会副主任等职。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
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
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
、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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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和阴影跋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改革忆事>>

章节摘录

　　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个年代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还有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　　在即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发生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
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
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
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的起因，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并展望其未来走向，是十分重
要的。
作为一名当年的新闻记者，我曾经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也在不断的记录和思考中
，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意义。
　　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之弊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
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20多年。
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
在农业方面，时至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的1976年，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2093个全
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
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和张思骞所著《1980年的中国农业》的数字，1980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
社5.4万个；参加人民公社的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一切土地都是
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值中，《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据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集体所
有制工业占19％，没有私营工业。
1978年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4％，个体商业只占0.1
％，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
1978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
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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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财经》始终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新闻的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视角
，以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的身份，持续关注、报道影响中国及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
焦点人物，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媒体⋯⋯《财经》杂志丛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
对热点问题的犀利剖析促进了净化中国市场环境的努力，而且对于提升中国传媒界的职业探索和专业
素养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财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完美处
方。
它努力做的，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运用独立判断能力，忠实记录时代和历史，而且一以贯之。
我以为，这是《财经》与中国社会在它们共同的演化中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
　　——北京大学教授，《财经》学术顾问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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