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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就开始了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进入 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期，随着解放思想号角的吹响，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交流让我们再一次以实事

求是的态度认识世界，与此同时，思想解放运动也对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影响，产生了一些

突破性的理论创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通过政界和国内外学界的频繁而广泛的

良性互动，思想解放、国际交流和理论创新相互影响、交相辉映，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的早期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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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的早期形成”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１７ＺＤＡ０３４）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９２页。笔者对赵人伟的访谈也证实确有此事。

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始于１９７８年，标志为当年５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
但早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前，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就已经试图突破计划经济模

式，而文革结束至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时期，利用外资和引进技

术在党内高层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外交流

和理论创新。本文即基于这一阶段的历史，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并进行讨论。

一、中国经济学家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早期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 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而在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经济模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故而在当时，我们把苏

联计划经济模式拿来学习并借鉴。但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和学界不约而同地发现苏

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不那么适合中国。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模式本身存在设计缺陷，而另一方面，中

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并不完全符合苏联的计划经济的要求。换言之，计划经济模式遇到了水土不服的

问题。中央领导人组织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敏锐

地感觉到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中央就给当时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下了一个

指示，要求他们牵头研究几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即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扩大再生产。这实际上是讨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问题，也即市场机制问题。中央并希望他们由此研究出中国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肯定地讲，其目的就在于试图突破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寻求中

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这个时期的讨论中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放权让利的思想，对 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期国企的初期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讨论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

学者所接纳，在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学家访问南斯拉夫，听取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经验介绍时，南斯拉夫

同志讲，他们的某些思想源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凑巧的是孙冶方当时恰好在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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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解放的前期准备已经在进行中。

其中，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就是对按劳分配的大讨论，通常这又被称为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①

１９７５年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发表１００周年，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

但张春桥和姚文元撰写文章主张绝对平均主义。② 邓小平同志当即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在当年 ８

月《关于工业发展的几点意见》中他特别提到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

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

的积极性？”③

但在当时，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进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受到压制，而张春桥和姚文元

的观点则甚嚣尘上。为此，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本清源，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

抵制平均主义大锅饭。所以从１９７７年开始，就进行了六次按劳分配研讨会，最重要的是前四次，分

别是在１９７７年的４月、６月、１０月以及１９７８年１０—１１月。其中，在第二次研讨会上冯兰瑞和苏绍智

提交了一篇文章，④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影响很大并提交给中央领导层，根据冯兰瑞的回忆：“小平同志

看了我们的文章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了文章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

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⑤邓小

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对该问题做更清晰的阐述，于是就诞生了《坚持贯彻按

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其间邓小平和写作组进行过两次讨论，在 １９７８年 ３月 ２８日的谈话中，邓

小平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

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

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

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

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⑥最终，这篇文章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５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比另一篇重磅文

章，也是中国解放思想运动的标志性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三天发表，两篇文章分别

从哲学层面和经济层面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从而一起构成解放思想运动的重要标志。⑦

三、几次走出去的重要出访及其成果

在改革刚刚起步和准备阶段，我国对于境外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也对于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缺

乏规划。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阶段，一系列的“走出去”活动对于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思考中

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这些出访同时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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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敏：《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从按劳分配问题开始进行经济学的拨乱反正》，张卓元：《新中国经济学史纲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人民日报》１９７５年４月１日，第１版；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人民
日报》１９７５年３月１日，第１版。这两篇文章均在《红旗》、《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

邓小平：《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１页。
苏绍智、冯兰瑞：《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８月９日。
《冯兰瑞：生命在于追求》，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ｚｔ２０１１／ｍａｓｔｅｒ／ｍａｓｔｅｒ＿５９ｈｔｍ，最近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该时期相应观点讨论见魏众、王琼《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经济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１１期；阎瑞雪《破而后立：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分配问题上的思想转型》，《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黄黎《为“按劳分配”正名：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的按劳分配理
论讨论会始末》，《党史博采（纪实）》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一）谷牧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出现了频率较高的一系列出访，有关资料显示有 １２次副
总理及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出访，目前为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是四次：谷牧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西欧五

国考察，李一氓为团长的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考察，此外还有赴港澳的考察团和赴日本的

考察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谷牧为团长的西欧考察团，该考察团内有 ６位副部级以上干部，这是
中国政府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高级别经济考察团。１９７８年 ５月 ２
日—６月６日，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访问了德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参观了 ８０多个单位。这
样一个高级别的考察团也得到了所到国家的热烈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法国总理和总统分别接见

了谷牧及其代表团成员。德国的接待工作往往也超出正常规格。访问过后，代表团留下了这样一些

印象：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第二，西欧这些国

家，对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

也可以采用。① 回国后的６月２２日，代表团向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② ６月下旬，③谷牧代表团向中
央政治局汇报出访西欧的考察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聂荣臻等都积极参与讨论并给出

意见。由于该汇报的内容不停地被打断，于是汇报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 １１点。傅高
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对谷牧代表团访问西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三个标志性事件之一。

（二）学习苏东改革经验的起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除了谷牧代表团以外，余下的三个代表团的访问要和其他一些活动放在一起来介绍。首先是和

南斯拉夫的互访。早在１９７７年，我国对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产生了兴趣，于是一反之前认为南斯拉
夫是修正主义的看法，邀请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访华。１９７８年３月李一氓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罗
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李一氓等人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卡德尔进行了交谈，并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进行了考察。他们带回来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

实现形式。南斯拉夫国家不做计划，企业有非常大的经营自主权，个人也有就业和消费的完全自由。

而这种模式也是社会主义。这就让中国领导层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即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

式。随后，华国锋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期间中南交流频繁，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宦乡为团

长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进行交流，其间就发生了“相见不相识”的故事（见第一部分）。之后，我国

官方向南斯拉夫派出了一些中青年访问学者。这些都表现出我国高层决策者对南斯拉夫经验的高

度重视。但很快，南斯拉夫经济陷入困境，故而在开始阶段的改革实践上，表现为对罗马尼亚模式的

更大兴趣。即南斯拉夫模式看着好但可能学不来或者不太想学，罗马尼亚模式看起来比较稳妥可

学。但南斯拉夫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不止有一种经济模式，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和孙冶方不

仅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报告了高层并介绍给公众。④ 这一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１９７８年重要的访日活动
早在中日建交以后，双方的经贸访问就比较频繁，其中尤以日方访华为多，表现出日本企业对华

投资和进行贸易的强烈意愿。而在１９７７年以前，中方的出访次数较少，且从内容看大多是就每个问
题进行具体磋商。但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中方出访日本的频率加大，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和日本企业管
理经验的关注度也迅速提高。以下就１９７８年几个主要的出访根据时间顺序做简要的介绍。

首先是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时间是 １９７８年 ３月 ２８日—４月 ２２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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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酝酿和起步》，《党的文献》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谷牧：《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党的文献》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有说法是６月３０日，但谷牧自己的回忆均使用６月下旬，故从其说。
《胡乔木、孙冶方说：铁托最先认识社会主义不应一个模式》，《人民日报》１９８０年５月７日。



该代表团的信息不很多，仅就目前能见到的信息，该代表团主要贡献有二：其一考察并落实了日本方

面帮助建设宝钢的情况，其二全面考察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并向政治局汇报，他们总结了日本战后经

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一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二是充分利用境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事

业和科学研究。① 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林乎加和段云介绍了和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

稻山嘉宽见面的情况，并确定了宝钢从日本引进。同年 ５月 ２３日，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与新日本制
铁公司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协议书》及技术协作合同。②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
仪式。其间，邓小平除政治活动外，还参观了新日铁等日本企业，并乘坐了新干线。在新干线上，当

被问及乘坐新干线的舒适度如何时，邓小平表示：“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③

１９７８年１０—１２月，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团访问日本，主要考察日本企业管理方面的情
况。他们考察归来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袁宝华的回忆：“我率

代表团从日本访问回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我们感到先念同志听进去了，特别是我

介绍在“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我们差不多，后来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在管理、新技术方面有许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日本在这些方面先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后来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消化吸收，形成自

己的特点。我们代表团中的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和吴家骏等专家都深感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

品经济，贯彻有计划按比例原则，离不开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

业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④他们带回来的信息中后来迅速产生影响的是日本企业管理经验，而当时

也正是日本企业管理经验风靡全球的时代。日本企业的以销定产和全面质量管理在当时引起较大

反响。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高层决策者而言，或许是这个汇报的前半部分更加引发思考。战

后和中国经济差不多的日本，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验，既让我们认识

到了我们的落后，在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我国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四）出访港澳、东南亚和设立特区的决策

段云率领的考察团由访日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组成。１９７８年 ４月 １０日，他们提前从日本回到香
港，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名义在香港、澳门连续进行了２８天实地调查。

他们的主要发现如下：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很快，但内地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下降，内地商品在

香港进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比下降，且远落后于日本。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的经验，将邻近港澳的宝安、

珠海建设为出口基地，将其建成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回京后，考察组

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

１９７８年是邓小平一生中出访活动最为密集的一年。其中，在 １０月 １１—１４日他访问了新加坡，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财政部长吴庆瑞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接待他，前往机场迎接，向他介绍了新加

坡发展经验，吴庆瑞陪同他参观了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区。⑤ 邓小平在５８年前赴法勤工俭学时曾路
过新加坡，那个贫穷的小岛变成如今富庶的国家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经验对于邓小平

最终下定决心在南海画那个圈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基于张汉青对１９７９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回忆，“４月 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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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阅李海文《华国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轫》，《党史博览》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宋春丹、王明静、徐施文《今天告别这位老
人：胡耀邦曾评价“比我有水平”》，《对接京津———改革开放 协同发展论文集》，２０１８年。随后负责上海经济事务的市委书记（相当
于副书记）林乎加被调往天津担任市委第一书记。

文达：《十年来中日之间经济往来记述》，《现代日本经济》１９８２年第６期。该协议后来在执行过程中有调整。
邓小平讲话原音来自日本 ＮＨＫ纪录片（２０１９）『中国“改革开放”を支えた日本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
《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访袁宝华同志（三）》，《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
也有资料显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并未能进入裕廊工业园区参观，而是在山上遥看园区全景并听取新加坡方面

的介绍，见山旭《１９７８：邓小平和他触摸的世界》，《招商周刊》总第３０５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４日。



组召集人汇报会……（习仲勋）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

文章；并且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境外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些

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

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时，有重要的插话。他说，新加坡吸引外资开厂，利

润收入可以拿到５０％，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

侨的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①从中可见新加坡之行给邓小平

留下的深刻印象。

“走出去”的影响余波集中反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那次会议上，

邓颖超建议李先念给与会代表印发几篇介绍境外发展经验的材料。李先念同意并报华国锋同意，向

与会代表印发《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

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德

国、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４份材料。② 它们成为会上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铺垫，而上

述大部分材料就是基于当年的几次重要出访。该会议最为重要的文件就是邓小平做的报告《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官方主流的重要标志。所有这一切与 １９７８

年这一系列的出访活动不无关系。

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过河”的最初渡口就此被发现：经济发展主要向日本和德国学习，经

济模式转轨主要学习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经验，在广东和福建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建立经济特区。

四、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

为进一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的会议精神，１９７９年始中央即召开多个重要会议来讨

论中国未来怎么走的问题。尽管中央决策层在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和利用境外资金问题上基本达成

共识，对于“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也同持有批判的态度，但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否需

要改变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情况不错，所以有

一种看法认为完全可以回归那个年代的体制以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纵然

那时的“一五”计划完成情况良好，但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因而

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即便在多数同意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前提下，如上一节所示，中

国领导人也初步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思路：发展学日德，转型学南罗，建设特区学港澳地区和新加

坡。但究竟应该学到什么程度，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等方面，仍有待讨论。

１９７９年４月召开了国务院理论务虚会，对上述问题进行研讨。在这个会上，苏绍智、冯兰瑞提交
了合作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思想。③

该文对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中间的阶段划分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将会更长一些。在我国，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将从资本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又划分为两个时期：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时期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他们认为这之后才会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进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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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青：《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炎黄春秋》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２０１７年，第９９页。
该文章后来刊登在１９７９年第５期的《经济研究》上。



共产主义阶段。“如果把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才应该做的事，拿到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来做，……

（就会）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关系，也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他们这篇文

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一场风波，但随即平息了下去。①

风波过后，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还是未能立即为官方所接受和使用，一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才把

这个论断提出来，直至中共十三大的报告才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报告指出：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

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

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

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

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

‘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②承认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认可了在这一时期允许一些

非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从而肯定了非公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因而，该理论不愧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１９７９年 ４月在无锡组织了第二
次价值规律研讨会，又称“无锡会议”。意在为中国搜寻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路径。该研

讨会是改革早期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讨论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薛暮桥同志致辞指出：“阅读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当然是很重要的，要找具体答案，特别是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就

非得调查研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给这次会议的思想解放定了调。这次会议的讨论主要围绕商品

还是产品、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即社会主义到底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我们应坚决执行计

划模式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市场机制？

这次会议最著名的文章是刘国光和赵人伟提交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

系》，③该文章最为精彩的亮点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

问题”，该部分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在物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方面，要解决好商品的产供销问题，

做到以销定产，按产定供，产销结合。”“在财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方面，要实行企业的财务自理和自

负盈亏，实行资金的有偿占用和按经济效果投放资金的原则。”“在劳动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方面，要

实行择优录用，容许一定程度的自由择业，用经济办法来调节劳动力的供给。”文章还对价格与市场

竞争提出了当时比较独到的观点，提出“允许企业对产品的计划价格有一定程度的浮动之权”，并为

竞争正名：“竞争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这些从今天看来的常

识，在当时却是突破性的思想，凸显我们当时对经济学常识的严重缺乏。这篇文章后来得到胡耀邦

的批示，他认为这是一个标兵文章，建议全党同志都要看一看。由于该文影响很大，后来国外的《大

西洋经济杂志》刊载了基于此文改写的英文稿。④

无锡会议主要成就在于，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我们应该去探索一个新的模式。但是无锡会

议也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常识的缺乏。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发现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范式，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看起来是不合适的。第二

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改革，要探索一个新的经济模式，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现成的成功经验了？带着这

样两个疑问，我们开始了和外国专家学者的接触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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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风波，见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１版。
刘国光、赵人伟：《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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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早请进来的外国专家们

通过一系列走出去的出访活动，我们发现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所以初步决定

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学习日本和联邦德国。这时候谷牧提出了一个建议：邀请国外专家来中国做经济

顾问，于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来第一次聘请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来做经济顾问，这在思想

解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由当时负责对外开放的谷牧出面，邀请了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

联邦德国的阿明·古托夫斯基担任他的顾问。①

首先“请进来”的是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创造者的大来佐武郎。１９７９年的春节期间经稻山嘉宽
先生的推荐，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他们的助手小林实来华访问并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他们

在钓鱼台国宾馆给中国经济官员和专家做了至少两次讲座。第一次讲座主要围绕日本经济高速发

展的原因及其资金筹集问题展开。第二次讲座主要围绕投资方向和结构问题进行。

第一次讲座中，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在资金问题方面，一是提高效率，降低资本系数；二是

适当控制消费，提高积累率；三是从外国引进资本。如果这三条办不到，则只能（１）降低发展速度；
（２）逐步把出口原料改变为更高层次的出口产品；（３）多买技术少买设备，在技术引进上要买专利，立
足于自己制造。

而在第二次讲座中，大来提出的两点建议事后来看影响深远：一是基于积累资金和扩大出口的

需要，应优先发展轻工业；二是批评了中国厂家“不去了解用户的需要，不做市场调查，也不搞市场服

务工作”的问题，建议深入调查了解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状况，并建立“对市场敏感”的体制。

李先念为此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语，特别称赞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两条。并

认为这些意见有参考价值。② 谷牧则认为，大来佐武郎的座谈会“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

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③

大来佐武郎在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又二度访华，特别强调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及价格体系、经济计
划合理性和正确使用资金、有效使用资金等。大来先后来访多少次只怕是个谜，有日本专家说大来

访华有１００次，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他来访次数确实非常之多，并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多
很好的意见。如曾经一度中央在是否发行特区货币一事上犹豫不决，大来佐武郎听说以后提供意见

反对发行特区货币，认为这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中央领导人听取并接受了大来的意见。④

１９７９年 １１月大来佐武郎出任日本外相。根据有关规定，大来就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国政府的经
济顾问。但一方面大来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希望更多地从日

本经济发展中吸取营养。于是双方商定办一个小范围的关门会议，双方顾问分别是谷牧和大来佐武

郎。日方参会人员由退下来的经济官员和经济专家构成，中方则由重要经济部门的经济官员和专家

构成。每年一次，在中国和日本轮流举行。这个会议相关资料至今仍未解密，但仅从中方与会人员

的部分名单就可以估量其影响：中方人员包括马洪、薛暮桥、朱基、李灏、房维中、廖季立、高尚全、

刘鸿儒、孙尚清、浦山等，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中日双方政府智囊和经济决策官员的交流会。

联邦德国官方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政府对西德战后经济发展经验有着浓厚的兴趣，１９７９年初
新任驻华大使向中方推荐了他的一位朋友———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沃尔夫拉姆·恩格斯博士⑤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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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３２页。有关向坂正男做顾问的信息不多，本文从略。另外，新加坡的
李光耀和吴庆瑞后来也被聘为顾问，但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事情，故亦从略。

《李先念同志对〈日本经济专家座谈意见〉的批语》（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日），转引自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
认识与借鉴（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２０１７年，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谷牧：《谷牧回忆录》，第３３２页。
谷牧：《谷牧回忆录》，第３３５页。
他的另外一重身份是联邦德国基民盟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发展政策联邦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国访问，他在 ３月上旬在京作了四次学术讲演。他介绍联邦德国战后的发展经验，对南斯拉夫的工
人自治制度和西德的股份制进行了比较分析，还向中国学者和官员推荐了奥塔锡克的有计划市场

经济模式。① 恩格斯博士是最早一个前来中国介绍联邦德国发展经验的德国人，两年后他曾再度

访华。

很可能是接受了中国政府邀请国际经济顾问的请求，德国政府推荐了刚刚卸任的“五贤人委员

会”②委员、ＨＷＷＡ—汉堡经济研究所所长阿明·古托夫斯基。③ 和高调来访的大来佐武郎不同，古
托夫斯基的来访大多未见诸报端，通常只在一些经济学杂志里才能稍窥端倪。１９７９年 ６—７月他应
谷牧邀请来华访问并考察。在考察活动后，他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认为可以考虑引

入一些市场经济的因素。

在这次访问中，他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则是题为《战后西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④的讲演。

古托夫斯基绘声绘色地讲解了面对供给不足和通货膨胀时德国采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以及竞争在

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还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引发听众的共鸣。比

如他提到战后初期西德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失业率较高；再比如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西德的产品供

应短缺的窘境；也有比较迎合听众心理的内容，如介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仿效社会主义制

度的做法———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等。这让下面的听众大呼过瘾，记忆深刻。

当时听众之一、曾随谷牧出访西欧五国并在后来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回忆到，“他（古托夫

斯基）介绍说……西德有一段时间的供给不足，……（最后决定）搞市场化了。此后西德就走向一个

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他讲得很生动，对于我们加深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有帮助，应该是最早为我们

打开眼界的人。”⑤而另一位听众，长期从事对外经贸工作，后来官至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同志则认

为：“他的演讲，使我国计划经济烙印很深的广大干部，开始对市场经济有所了解，这也是思想上的

‘突围’。”后边这段话来自李岚清同志改革时期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的书名就叫《突围———国门初

开的岁月》，基于该书内容形成的同名文献纪录片也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个评价。⑥

古托夫斯基的意见不出所料地得到高层的重视，胡耀邦批示指出：“《理论动态》你们对这些问题

议论了吗？政经教研室全体同志能看到这类东西吗？我们过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触外界。我看，也是

处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区，现在要同外界来往，至少要在源边搞点交易活动，否

则，思想不是僵化，而是要僵死！”⑦

１９８２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
今，映射建立经济特区，一时间风雨欲来。负责特区建设的谷牧在组织人写材料说明情况的同时，在

１９８３年邀请了古托夫斯基到深圳特区参观。古托夫斯基参观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认为：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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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恩格斯博士还有一个小插曲，笔者第一次见到这名字的时候也是一愣，后来遇到一位相熟的退休官员得知，这位恩格

斯博士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侄孙。可见推荐这样一个人选也应该是德国方面精心考虑过的。

五贤人委员会是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是德国最负盛誉的政府经济决策专家咨询组织，有时也被译为德国政府经济顾问委

员会，该委员会由五位经验丰富的经济专家组成，在中国通常被称为“五贤人委员会”。

改革初期，由于对国外机构不够了解，所以对这些专家服务的机构翻译经常出错，古托夫斯基的机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他是德国政府著名的智库之一的 ＨＷＷＡ—汉堡经济研究所所长，该所以前曾用名为世界经济档案馆（ＨＷＷＡ），所以很多文献把他
的单位搞错了。笔者通过对一些信息的比对和查找，最终确定他的工作单位。该研究所名称演变及其由来，见沈惠珠《ＨＷＷＡ—汉
堡经济研究所简介》，《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古托夫斯基：《战后西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世界经济》１９７９年增刊第４期。
李灏：《办一个什么样的智库来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开放导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２０１２年首播的同名文献纪录片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上

海市委宣传部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录制。

《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１９７９年第 ６５期，被《经济研究参
考资料》第１７１期刊载。转引自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
校，２０１７年，第１５９页。



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主要关心是否能够得到更多利润，不是投资对象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因此对

特区的性质做更多概念上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只会使投资者增添不必要的疑虑。该意见被传递到

了中央决策层，对于平息这次争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①

大来佐武郎和古托夫斯基两位顾问，自此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断地献计献策，其

贡献笔者有专文介绍。② 如果分析一下，为何这两人会被聘为顾问？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对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富有经验的政府经济学家。大来曾长期在日本企划厅

任职，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有着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兼具国际化视野。古

托夫斯基也长期从事经济政策研究，供职于德国著名的智库，并曾担任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对

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曾获得“艾哈德奖”。由此可见，他们丰富的

政策研究经验和找寻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被选中成为顾问的主要条件。

六、学习苏东改革经验及其思想

如前所述，在转型实践中，我们初步确立了学习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想法，因而第一位被请来

的苏东转型经济学家是南斯拉夫的马克西莫维奇。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马克西莫维奇应邀访华，在１０月８
日的座谈中，他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并直言不讳地介绍了南斯拉夫经济

当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使我们对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但就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力而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弗·布鲁斯，以

及奥塔·锡克的思想更具影响力。当时还在世的布鲁斯和奥塔·锡克分别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１年应邀
来华讲学。

兰格一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早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他和奥地利学派展开了社会
主义计算大争论。他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基本假设前提出发，通过严密的数理推

理论证了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在二战以后，兰格回到波兰，一边担任政府要职，一边继

续理论探索。兰格的经济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试错法进行模拟市场的价格调整，认可了市

场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存在价值。兰格模式被认为是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权模式。

关于兰格的经济思想，国内较早就开始关注到。但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初的关注点与

兰格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存在较大偏差。③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介绍和研究兰

格模式，对其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多有评述，④进而在理论上对中国早期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应当说，尽管已然去世的兰格无法亲临中国改革现场，但他的理论影响了中国改革。

继马克西莫维奇之后来华讲学的是布鲁斯，时间是 １９７９年底到 １９８０年初。⑤ 布鲁斯曾在波兰
担任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了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时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和研究员。

布鲁斯访华期间讲学内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决策的

集权和分权模式。他系统讲解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三种经济模式：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

和介乎两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布鲁斯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决策分为国家、企业、家庭及个人三

个层面。而在不同层面的集权还是分权决定了其经济模式的差异。苏联模式在国家和企业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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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１９７９—１９８６）》，《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魏众：《改革时期的洋顾问》，胡长青主编：《经济学家茶座》总第８１辑，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２４—１２９页。
齐厚：《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若干论点》，《经济学动态》１９６１年第２０期。
目前见到较早较全面介绍兰格模式的文章是张自庄《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型简介》（《经济学动态》１９７９年第１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辅秖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结识了布鲁斯的学生林至人，经林至人介绍，董辅秖与布鲁斯

在英国进行了一次谈话。回国后董辅秖将与布鲁斯谈话内容报告社科院并建议邀请布鲁斯访华。后经批准，由经济所出面邀请布

鲁斯访华。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Ｉ），第３０１页。



决策都是集中的，故而被称为集权模式；匈牙利模式在国家层面的决策是集中的，而在企业决策层

面是分散的，故而被称为分权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在国家和企业层面决策都是分散的，后来被称为市

场社会主义模式。① 布鲁斯向中方推荐了匈牙利的分权模式，我们于是开始学习和借鉴匈牙利的经

济改革经验。② 另外，对于如何推进改革，布鲁斯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一方面要克服既得利

益者的阻挠和反抗，另一方面则应让普通民众关心和参与经济改革。③

另一位来访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奥塔·锡克于 １９６３—１９６８年担任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设计了捷经济体制改革方案。１９６８年４月任捷政府副总理兼经
济部部长，领导经济改革，布拉格之春后被迫流亡瑞士。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８日，奥塔·锡克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在北京和上海作了７次报告。④ 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锡克和中国政
府重要的经济智囊如薛暮桥、廖季立、马洪、白美清等进行了一次座谈。

锡克在华期间报告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锡克首先批判了苏联的僵化体制，

在对比了西德和捷克战后经济表现后，指出指令性计划不能代替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

机制。把市场自动地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

通过更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微观平衡，而通过宏观分配计划实现宏观平衡。第三，他认为要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使社会主义企业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生产和投资进

行决策。他还主张企业对经营的成果中取得的利润有支配权。好企业分得的利润应该多，而差企业

分得的利润应该少，甚至关厂。第四，反对垄断，鼓励竞争，提高市场透明度。第五，价格改革和体制

改革配套进行，对价格改革应实行“先调后放”：即第一步，按照计算出来的生产价格全面调整价格；

第二步，由国家价格向自由的市场价格过渡。⑤ 可见奥塔·锡克的思想比布鲁斯的思想更加接近社

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锡克讲学过程中就做出了几点批示，在听取汇报后，决定建立国务院价格

问题研究中心。⑥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比他们年轻，来得也较晚，但影响更大。他是在 １９８５年才首次访华，主
要原因是参加巴山轮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详细讲解了经济改革的四种目标模式。即经济运行的

协调机制可以分为行政协调（Ｉ）和市场协调（ＩＩ）两类。每一类协调机制又各有两种具体形态：直接
的行政协调（ＩＡ）、间接的行政协调（ＩＢ）、无控制的市场协调（ＩＩＡ）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ＩＩＢ）。
既然 ＩＡ体制是改革的出发点，ＩＢ或 ＩＩＡ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都不理想，那
么剩下可供选择的就是 ＩＩＢ体制。他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带着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因素
的传统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即半个 ＩＡ。为此，在采取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前提下，应该走“渐进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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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分权模式理论经历了发展变化过程，最初认为国家层面一定是集权的，区别仅仅在于企业层面的决策是集中还是分

散，因而分为集权和分权两个模式。第一次访华时增加了南斯拉夫模式，并将理论发展为三种模式。１９８２年为世界银行撰写北京材
料时，基于他的分权理论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体制分为四种模式，增加了家庭和个人层面也要集中决策的军事共产主义经济。

在学习匈牙利分权模式问题上产生影响的并非布鲁斯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两次赴匈牙利的考察团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但基于目前可见的资料，布鲁斯是第一位推荐匈牙利经济模式的专家学者。匈牙利模式既不像苏联模式那样集中决策，也不

像南斯拉夫模式那样分散，与当时的中国改革取向比较接近，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

布鲁斯访华有关信息主要基于笔者对赵人伟研究员的访谈。布鲁斯第一次访华期间，赵人伟全程陪同，撰写了布鲁斯访华

期间主要观点的上报材料和学术报告，随后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布鲁斯供职的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中国经济学家对奥塔·锡克早有耳闻，于光远和刘国光在１９８０年访问匈牙利期间就知道了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及其影响，后
来布鲁斯访华时也推荐了奥塔·锡克，从而共同促成了他的访华。

奥塔·锡克访华讲学内容主要参考吴敬琏、荣敬本《奥塔·锡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访华讲演内容简介》，《经济学动

态》１９８１年第６期。吴敬琏和荣敬本全程陪同了锡克。另外也参考了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Ｉ）（第 ３０６—３１１页），以及
《农村金融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１期和第１２期连载的《奥塔·锡克教授谈经济体制改革》（未注明作者，但怀疑是吴敬琏和荣敬本文章
的改写）。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Ｉ），第３０７页。



“小配套”的道路，即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的改革则要在相互联系的方面

配套进行。而且他认为消除过度需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①

和布鲁斯以及奥塔·锡克不同的是，早在他访华之前，他的著作和理论早已为中国的学者们所

熟悉。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尽管尚未翻译成中文，但在国内已有各种评介。很多青年学者早已

相当程度上熟悉了他的理论。他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总结为短缺是那么的经典，至于“父爱

主义”、预算软约束等新名词不仅在当时流行一时，而且至今长盛不衰。

苏东转型经济学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

说，这些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界和中央决策层探索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直接的启示性作用。在某些

特定阶段，苏东经济转型理论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某些阶段，苏东经济转型的教训成为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车之鉴。尽管我们也经历了从向南罗学习转型到借鉴匈牙利分权模式，但中国的

高层决策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照搬照抄苏东的转型模式。

七、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的经济学主流是西方经济学。在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经济学成为非主流，并存身于

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中。在该专业年龄较长的研究者中，不乏欧美留学归国学者，他们怀着报国之

心归来，却被长期闲置。１９７９年１月份，《世界经济》编辑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关于认真研究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与会者认为，“传统的观念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毫无可取之处，应当

全盘否定。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是解放思想的要求。② 同年中华外国经济

学说研究会成立，③该研究会随即组织了每周一次的外国经济学讲座。这个讲座在当时引起巨大的

轰动，讲座内容后编辑成书出版。此外他们还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组织翻译出版了 １７辑的《现代国
外经济学论文选》，这些出版物对于当时英语水平不佳的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经济学起到了很重要的

作用。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和张培刚与厉以宁合著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书，

对于当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学习具有启蒙作用。此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要在外国经济思想史领
域学者的努力下，西方经济学课程被列入经济学教学的核心课程。

西方经济学重新回到中国，自然离不开国外学者的努力。１９８０年和 １９８１年美国经济学家先后
两次组团来中国举办讲习班。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讲习班都是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

研究所所长许涤新两次访美时分别促成的。首先举办的是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克莱因教授带队，共７位美国教授来中国讲学，④该讲习班持续了将近七周的时间。这个班的开班
仪式在政协礼堂举行，开班的地点则选择在颐和园，故该班又被称为颐和园讲习班。１００多位中青年
学者接受了此次培训，这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拓荒性事件，标志着计量经济学引入中国。其间，还

进行了七次座谈会，来访教授与国内学者和经济官员进行交流。《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报眼位置刊发

讲习班的消息，并指出我国过去经济建设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门忽视

数量的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其规格之高。

１９８０年许涤新访美参加发展经济学学术会议时提出邀请，１９８１年夏天，由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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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赵人伟：《１９８５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８期。同时参考了作者对赵人伟的访谈资料。
林振淦：《本刊编辑部举行座谈会讨论关于认真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世界经济》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议书发布于１９７９年５月，研究会于１９７９年９月７—１２日在京成立。参见《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

会”创议书》，《经济学动态》１９７９年第９期；刘世华《外国经济学说调研会在京召开》，《世界经济》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
来访授课者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纽约市立大学粟庆雄教

授、南加州大学萧政教授、斯坦福大学安德森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藤教授。



任盖尔·约翰逊带队，由９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华讲学。① 这个发展经济学讲习班
从７月２２日讲到８月２８日。与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的学者相同的是，来的很多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
学者，其中包括两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同点在于，这些学者中很多具有在发展中国

家担任经济顾问等实践经历。这个讲习班的接待规格赶不上颐和园讲习班，但因为其内容相对更贴

近中国的现实，因而影响更为巨大而深远，并从此在中国掀起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潮。

这两个培训班对于推动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

一些来华的学者此后长期关注中国经济问题并进行研究，成为国外经济学界中较早关注中国经济改

革的主流经济学家。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经济学影响了一代经济学人，特别是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他们不
仅学习理论，并努力将理论应用于实践。１９８４年在莫干山举行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经过激烈
的思想碰撞，出现了以放调结合双轨制价格调整方案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对不久后

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产生了影响。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就此走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的前台，基于问题导向，为中央决策提供政策咨询。②

谈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不能不提世界银行。１９８０年 ５月中国恢复了在
世界银行的席位。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至１２月，世界银行组织经济考察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考察。１９８１年 ３
月世界银行考察团将考察报告初稿和多个附件提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６月将最终定稿的正式报
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交给世界银行董事会。基于此报告，世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的

首笔软贷款项目。这份报告，基于西方经济学范式，又直面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获得了中国高层的

欣赏，于是有了第二次考察。根据林重庚的回忆，世行的第二次考察是应中国领导人的要求而进行

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到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进行可行性考察和提供政策建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

活动，世界银行专家在１９８５年２月将报告初稿及其附件提交给中国政府，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还得到
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接见。１９８５年５月，名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
交给世行董事会。林重庚认为，“这两份报告更多地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

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通过两份经济考察报告，这些工具

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经济工作者坚信现代主流经济学适用于中国。”③

１９８２年世界银行在莫干山组织了苏东经济转型研讨会，邀请苏东转型问题专家布鲁斯等人和中
方政府经济智囊薛暮桥、廖季立等人对谈。双方在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初主张一揽子改革方

案的苏东专家最终转而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并与世行方面和中国方面达成了共识。

１９８４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上不仅
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而且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为实现这个转

变，中央高层找到世界银行，希望他们帮助组织一个研讨会，即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

于９月２—７日④在长江游轮“巴山号”上进行，故俗称巴山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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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俞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西方发展经济学讲习班》，《经济学动态》１９８１年第 １０期。来访者包括盖尔·约翰逊（芝加
哥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耶鲁大学）、加里·贝克尔（芝加哥大学）、古斯塔夫·拉尼斯（耶鲁大学）、安妮·克鲁格（明尼苏达

大学，当时译为克鲁杰尔）、伊尔玛·阿德尔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拉里·韦斯特法尔（世界银行）、唐宗明（范德比尔特大学）、

顾应昌（密执安大学）。

详情参阅缪德刚《从计划到市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常修泽《史
料版１９８４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林重庚口述，苏国利、吴素萍整理：《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关于巴山轮会议起止时间，在赵人伟《１９８５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１２期）、高尚全《亲历

“巴山轮”会议》（《全球化》２０１８年第８期）以及张卓元《新中国经济学史纲（１９４９—２０１１）》（第２００页）中，巴山轮会议时间均为 ９月
２—７日，以上三人均为巴山轮会议中方参会者。但在《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林重庚口述，苏国利、吴素萍整理，《中共党
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中为９月２—９日，林同样参加了巴山轮会议。本文采信几位中方参会者的时间记录。



在这个会上科尔奈首次访华并讲解了其改革目标四模式论，已见前文，此处不赘。另一个极其

著名的成果则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他在会上介绍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总需求

管理的主要内容，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使用；并建议中国在中央银行制度尚未完善之前，不

要以货币总量作为总需求管理的指标，而应直接控制利率和信贷规模来实现投资和储蓄的平衡。①

这个会议过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逐渐减少行政手段，更多使用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宏观

经济调节手段。中央的经济计划、宏观的总需求管理和微观的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和方法———宏观调控，且一直沿用至今。

巴山轮会议也邀请了一位对韩国经济比较熟悉的专家里罗尔·琼斯参会，但会上对韩国如何在

市场经济中实施经济计划的讨论不够深入。中方很想深入了解韩国在这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而当

时中韩尚未建交，于是中方就请世行出面组织一个研讨会。于是这个名为“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研讨

会于１９８７年６月在泰国曼谷举行，除了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东道主泰国以外，印度也应邀参会，因

而该会议又称“四国五方会”。这个会议由韩国方面主讲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其他国家和世行

参与讨论。韩国方面将其经验总结为四条：把市场机制和国家的有效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有

力的国家领导是发展中国家高速成长的关键；只有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以

及国家在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时要配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② 从事后来看，我们学习了不少的经验。

没想到的是，这个会议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印度。印度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印度计划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主任由总理兼任）的曼莫汗·辛格，副团长是印度总理顾问阿卢瓦利亚。前者在 １９９１

年担任印度财政部长时策划并启动了印度经济改革计划，并将印度经济带入增长的快车道，他的副

手就是阿卢瓦利亚。曼莫汗·辛格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并在 ２００４年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位锡

克族的总理。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可见，在西方经济学引入的过程中，中外学者各司其职，共同为中国经济学

界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说做出了贡献。其中，中国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更多地是向国内其他

经济学研究者介绍了国外经济学的流派和学说，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和发展经济学讲习班是向国内学

界推广了一些比较实用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给中国的政界和学界提供了使用西

方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的范例，而巴山轮会议则是引入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工具。从

巴山轮会议开始，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开始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取得主流地位。

八、余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伟大的实践，由此而来的长达 ４０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

但研究中国改革的经济史和思想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障碍来自原始档案的不可得性。本

文尽可能对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进行了辨析，但存在的错谬之处可能仍不少，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

者进行进一步修订。另外，本文尽可能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顺序进行分析，但由于政界和学界、

境内与境外的相互影响是如此地紧密，所以其中一些事件的归属或许仍有不妥之处。

在讨论到中国改革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来自中国和外国的研究者，包括中外舆论界，对于中国

改革的理论和思想的进步归因于谁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的研究者主要着眼于高层决策者，但容易

忽略中国经济学界的贡献，至于来自国外的影响研究得更不够。然而，来自国外的学者谈到中国改

革的时候，大多会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点赞，但倾向于不承认中国具有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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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对改革初期中国中央决策层与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国外经济学家的良性互动进

行分析，进而探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思想渊源以及独自的理论创新。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会看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期的改革当中，中国的思想解放
和中外交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尽管思想解放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总体而言，思想解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仍是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

主流。另外，通过中外交流，中国改革初期基本确定发展学日德，转型学分权模式的大致思路，并不

断地完善。

同样有赖于思想解放，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始突破条条框框的阻碍，并以一种拿来主义的开放心

态，广泛吸收不同流派经济学的思想。中国学者对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并且通过

思想解放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萌芽，并且

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地深化发展。

中国的中央决策层，则是广招贤才，博采众长，通过与学界频繁而深入的互动，以“取其精华”的

态度对待各种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审时度势，择其善者而从之，逐步明确了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

路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推动中国改革向前发展。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通过思想解放、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通过

决策层与中外学界的良性互动，我们找到了看起来最可能过河的地点，以及会帮助我们过河的最初

那几块石头。

最后，本文用长期负责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同志的一点感悟作为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关

键是：目标在务实地过河，而不在乎本本上规定死的什么纲，什么线。但我们共产党人要过的不止是

一条河，我们要锳过改革开放道路上关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的各种各样的河，同时也要不断总结经

验，完成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并到达胜利的彼岸。而对于已证明是僵化的错误的东西，应不失

时机地教育全党予以抛弃，否则‘左’的思想影响还会卷土重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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