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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位于万里长江的人海口，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全国大陆海岸中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自开埠以来，上海从昔日的渔村逐渐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发展为
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
当历史的画卷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
方针已经深入人心。
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绩。
当时的上海，承载着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重担，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
一强，财政收入约占全国六分之一，上缴税利约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
但是，老工业基地向何处去，城市经济体制如何改革，这是上海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忽忽光阴二十年，几多甘苦创新天，浦江两岸生巨变，今日同心更向前。
这是江泽民同志出席2009年上海春节团拜会时赋的一首诗。
1985年夏天，59岁的江泽民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长；1987年11月，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调离上海赴京工作，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
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
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正值国内发生两次学潮、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历
史关头；正值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阶段；正值上海困难重重，处在改
造振兴的关键时期。
这位从人民解放斗争中走过来、在共和国建设中历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以其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
丰富的经验应对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考验，开创性地在当代上海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篇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改革大潮在全国汹涌澎湃向前推进时，上海这个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典型
地区和最大的老工业基地，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到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
上海是国有经济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受到传统体制的制约，缺乏活力，又由于受资源短缺和涨价的影
响，不少企业开工不足，经济效益下降；随着日用工业品、食品价格的放开，物价持续上涨，社会问
题也日益突出；城市基础设施落后，“欠账”甚多，市民住房、公共交通、环境污染成为上海城市发
展中的突出问题，但地方财政收入留用率低，用于各种价格补贴后所剩无几，城市改造缺乏资金，上
海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的困难和矛盾集中凸现了出来。
在困境中奋起，在探索中前进，成为当时上海工作的主题。
1986年3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广大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充分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为改造振兴上海而团结奋斗，扎实奋斗，坚韧奋斗。
“愚公移山”、“三个奋斗”，这些词语的使用，折射了当时的困难，也表达了战胜种种困难的决心
。
党代会后不久，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对上海面临的形
势作了客观、全面、清醒的分析，对上海的城市建设、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科技进步等提出了一系
列重要设想。
这些设想，已经被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决策。
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的4年，是上海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4年。
这一时期，梳理了上海发展思路。
按照国务院1985年2月批准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的精神，全面提出要着重抓好3件
大事：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二是积极利用外资和增加出口创汇，扩大
内外经济技术交流；三是依靠科技和人才，促进经济振兴和各项事业发展。
1986年7月，上报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改稿）》，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了这个规划
方案，从而使上海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泽民在上海>>

这一时期，执政为民迈出了新路子。
上海市政府每年办若干件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并积极推进办实事制度化，缓解了当时住房难
、出行难、买菜难、通信难、入托入园难等市民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促进了社会稳定。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有了重大突破。
1985年12月，全国第一家地方民用航空企业——上海航空公司成立。
1986年1月，国务院决定上海港下放上海市，实行交通部和上海市双重领导；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重
新组建交通银行，总部设在上海，第二年该行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
银行；同年8月，国务院同意上海间接利用外资32亿美元，用于城市改造和企业技术进步，开启了地方
政府到海外筹资的先河。
1988年8月8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块批租地块——位于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26号地块正式签约，从
此拉开了通过土地批租等方式加快旧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幕。
在这一时期，上海还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证券营业部——工商银行静安证券营业部，第一家
民间金融企业——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等。
这一时期，浦东开发的策划全面启动。
1987年，上海成立有中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
1988年春，召开“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同年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专程进京向中
央汇报。
这些前期工作，为浦东开发作了充分准备。
1990年2月，上海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不久，获得批准；同年4月18日，
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
这一时期，上海经济建设翻开重要一页。
除了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外，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相继建成：1985年11月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竣工投产。
1988年3月，上海航天基地独立研制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三号”将一颗实用通信卫星送入距
地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同年9月，“长征四号”又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这一时期，上海石洞口发电厂、30万吨乙烯工程等开工建设；上海参与的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秦山核
电设备工程起步。
也是这一时期，上海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启动。
上海历史上第一条地铁、市区第一座越江大桥——南浦大桥、我国沿海城市第一个特大型污水治理工
程——苏州河合流污水治理工程、亚洲第一高度的电视塔——东方明珠电视塔等或在作前期准备或已
经奠基开工。
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当时国内最大的火车站——铁路上海新客站则顺利建成。
还是这一时期，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电视节——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举办了首届华东
商品交易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保护青少年的地方性专门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等。
这些都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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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泽民在上海担任市长、市委书记只有短短四年。
这四年是上海在经济转轨阵痛期应对挑战、开拓创新的四年，是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摆脱困境、改造
振兴的四年。
《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作者走访了许多与江泽民共事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召开了一系列座
谈会，走访了江泽民曾工作和调研的企业、乡镇、机关学校、科研院所，向我们展示了当年探索的艰
辛，事业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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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历史情结难忘的大学生活热心培育民族品牌参加科研工作，投身机电事业为民情怀改造振兴中的
上海体察民情，了解市情建设菜篮子工程多渠道缓解市民居住困难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难题推进为
民办实事的制度化城市发展面对“水深火热”的重重困难集中力量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的三张
“面孔”漂亮起来下决心把苏州河、黄浦江治理好绿化上海，造福于民邮电通信要走在经济发展前列
探索新的融资机制和财政体制改造振兴上海要靠科技进步自主研制秦山核电设备中德合作生产桑塔纳
轿车中美合作生产麦道飞机技术进步的关键是人才改革开放学习广东首先是解放思想企业改革要进一
步抓紧一定要把浦东开发这件事情办好上海应当成为沟通内外的桥梁拓展利用外资新渠道加快推进经
济开发区建设树立上海对外开放新形象推动对外友好交往领导全局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明确上海发展
蓝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协调发展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上海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坚持
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工作效率保持同社会各界的密切交往关键时刻更显领导风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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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5年6月11日，江泽民同志肩负中央的重托，离开了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岗位，来到了
更具挑战的地方——上海市，担任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市委副书记，并在7月担任人民共和国诞生以
来的第六任市长。
“青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
对于江泽民同志来说，上海不是个陌生的城市，这是一座父辈曾经学习战斗过的城市，这是一个自己
经受革命洗礼、学习工作过的地方。
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工作的江泽民同志，抚今追昔，浮想联翩。
难忘的大学生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念书的江泽民同志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工
程系继续学业。
交通大学位于上海徐家汇，是中国历史悠久、治学严谨的著名高等学府。
她的前身南洋公学由盛宣怀于1896年创立，1921年正式启用交通大学校名。
交通大学的“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教育理念和“振兴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的办学
宗旨，吸引了众多学子，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建国人才。
江泽民同志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时熟读诗书，兴趣爱好广泛。
在扬州中学学习阶段，更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化和英语的基础。
来到交通大学，江泽民同志学习更加刻苦。
交大电机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师，如朱物华、钟兆琳、张钟俊、顾毓绣、朱麟五等，他们知识渊
博，学贯中西，授课生动，教学严谨。
朱物华老师的电力传输课程，全部用英语讲授，从不照本宣科，条理清晰。
顾毓绣老师的运算微积分讲座，从不带讲义，信手拈来，又收放自如，生动透彻。
钟兆琳老师担任电机系主任，讲授电机学课程，时常三种语言齐上，先英语，后普通话，再上海话，
江泽民同志深受其影响。
张钟俊老师讲授电讯网络时，强调工程与数学的结合，授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朱麟五老师讲授热工学，还带着学生到工厂实习，他用小榔头敲敲便能检验锅炉有没有毛病，上海工
业界广为人知。
江泽民同志喜欢这些教授的课程，兴趣十足，听讲认真。
交大的课程很紧，上完课，每天还须完成大量作业。
在名师教导下，他学习十分刻苦，学业优秀。
他尊敬老师，友爱同学，课余喜爱辩论，引经据典，演绎归纳，侃侃而谈，总是能辩赢对手，被同学
们亲昵地称为“江博士”。
江泽民同志从小就受到养父江上青烈士和七叔江树峰参加革命、抗日救国事迹的影响。
江上青才华横溢，热情奔放，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两次被捕入狱，后在抗日前线壮烈牺牲。
江泽民同志特别崇敬江上青烈士，学生时代就关心国家命运，追求真理。
1946年4月，由同学王嘉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为党为人民奋斗作为矢志不渝的志向和理想。
1946年冬，江泽民同志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帮助曾发动南京中央大学“清毒运动”的地下党员厉恩虞
隐蔽一段时间。
他妥善地将厉恩虞安排住在和乐里的姨妈家，这是一个交通四通八达、便于疏散的地方。
厉恩虞借住在这里开展党的工作，直到1948年11月撤往苏北根据地。
1947年5月，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南京、上海等地爆发了历时1个月，席卷
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动。
5月13日，交大爆发震惊全国的护校运动，江泽民同志和同学们高喊“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要自
由”的口号集会示威。
3 000多名学生开了火车请愿，引起国民党军警的惊恐。
5月30日，国民党派遣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交大，白色恐怖弥漫校园，不少学生被殴打、遭逮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泽民在上海>>

在革命斗争中，江泽民同志经受了锻炼。
就在这内战正酣、社会动荡、学校里摆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时候，1947年夏天，江泽民同志从交大毕
业了。
热心培育民族品牌大学毕业了，江泽民同志要自己去寻找工作。
他和几位同学得知上海市粮服实验工厂招收电机技术人员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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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担任市长、市委书记只有短短4年。
然而，这4年却是上海在经济转轨阵痛期应对挑战、开拓创新的4年，是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摆脱困境
、改造振兴的4年。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曾经拜访了许多与江泽民同志共事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召开了一系列座谈
会，走访了江泽民同志曾经工作和调研过的工厂企业、市郊乡镇、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老领导、老
同志对往日岁月作了深情回忆，提供了档案文献资料的详实记录，一一向我们展示了当年探索的艰辛
，事业的艰难。
为真实形象地再现这段历史，展现江泽民同志的工作作风、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我们在初稿完成后
，听取多方意见，进行了多轮研讨和修改，历时两年，先后数易其稿。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要特别感谢老领导、老同志对本书的支持、帮助与具体指导；感谢市委和
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各区县，相关新闻媒体、工厂企业和科研院校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
献、照片和音像资料；感谢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同志承担了联络和资料整理工作；感谢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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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担任市长、市委书记只有短短4年。
然而，这4年却是上海在经济转轨阵痛期应对挑战、开拓创新的4年，是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摆脱困境
、改造振兴的4年。
《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编者明锐、逸峰走访了江泽民同志曾经工作和调研过的工厂企业、市郊
乡镇、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老领导、老同志对往日岁月作了深情回忆，提供了档案文献资料的详实
记录，一一向我们展示了当年探索的艰辛，事业的艰难。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泽民在上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