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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实，对于商品交易所，陈云并
不是第一次接触。他早年在上海从
事革命活动时就接触过商品交易
所。在领导财经工作的过程中，陈云
多次回忆了上海的交易所。他说：
!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

知道上海呢# 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

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

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

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就

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

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 就连在

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

往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

!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

交易所一样很灵敏'$可以看出，早在
上世纪 !"年代上海的商品交易所
就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汇报结束后，为了给五丰行撑

腰，打开利用交易所这扇大门，陈云
明确表示：对这个问题，外贸部核心
小组要开会讨论，我也来参加，然后
再给中央写报告。参加讨论会后，陈
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
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
告》报送国务院，建议中央批准进口
工作利用交易所。《报告》简述了五
丰行为完成国家购糖任务，利用国
际市场交易所的情况，然后指出：

(一)目前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

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百分之七

十五$ (二)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

投机商活动场所" 但也是一种大宗

商品的成交场所$ (三)我们这次利

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

是为了赚两百四十万英镑" 今后也

不做投机买卖$ (四)在今后两年里

对交易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 (五)

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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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这些论述具有很强的前
瞻性，这大大减轻了华润的外部压
力，推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汇报结束后，华润公司一行人

回到了香港，在小范围传达了陈云
的指示，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之
后，华润开始大胆地利用交易所为
国家采购大宗商品，为国家节省了
大量的外汇。五丰行总经理朱晋昌
回忆说：“考虑到对国家有利，又没
有装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干。”
（《红色华润》，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由此，五丰行开始做起了
用期货保护现货的生意。$()!年以
后，华润开始利用纽约交易所购买
粮食、棉花、橡胶、化肥等大宗商品，
并派人长驻纽约。

*()! 年，中国棉花欠收，在谈
论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时，陈
云建议：“订购棉花要紧，现货不好
买就买期货。”当年，进口棉花 '+,

万担。$()!年，通过购买黄金和开

展期货交易，外贸部很快赚回了 !%

亿美元，比 $()-年出口总额 -&./

亿美元还多了近 /亿美元。可以说，
这在“文革”时期已经是一个十分了
不起的成就。

尽管陈云多次强调：要利用商
品交易所。华润也在大胆地利用并
赚取外汇。但是，争议依然存在。比
如：购买期货是不是投机？赚的外汇
能不能要？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
本主义？最为关键的争议还是关于
利用交易所赚得的外汇是不是剥削
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些理论问
题不搞清楚，就会妨碍外贸工作者
大胆而有效地利用商品交易所。

在巨大的分歧和争议面前，华

润公司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坚持利
用期货保护现货这种做法。曹万通
回忆说：“当时能坚持下来，关键是
陈云下的这个结论，如果没有这个
结论，后面就不敢做了。我们利用期
货市场一直坚持以‘保护进口’为前
提，决不买空卖空。”
在关键时刻，陈云作出了深刻

的理论判断，给华润利用期货市场
的行为“壮胆、撑腰”。$()/年 )月 /

日，对利用交易所赚得的外汇是不
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个关
键性的问题，陈云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经过一年的深思熟虑，我得出
的结论是：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
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没有剥削
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 我们仅得到

一个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

润$进口四十万吨糖"如果从市场上

买" 价格一定会从每吨八十英镑涨

到九十英镑*一百英镑$每吨八十英

镑商人已经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

如果涨到九十英镑*一百英镑"商人

得到的是超过应有利润的超额利

润$我们采取通过交易所的办法"大

体上每吨八十英镑稍多一点$ 我们

没有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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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页)陈云的这个深刻认
识，为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
思想禁锢，鼓励外贸工作者大胆而
有效地利用商品交易所，提供了理
论依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囿于当时环境，$()!年到 $()&

年间，华润利用交易所采购大宗商
品一直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的。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贸易形
式才得以公开化。华润公司副总经
理俞敦华回忆道：“$())年下半年，
粉碎‘四人帮’后，华润成立了‘合
贸’公司，专门经营期货，直接由外
贸部副部长刘希文领导。当时华润
的期货和地产生意均以合贸公司的
名义对外，自负盈亏……我们的方
针是：以期货保护现货，半虚半实，
虚实结合。”

$()!年，在国内极“左”的政治
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
能迈出这可贵的一步，实属艰辛；陈
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坚决支持
这一举措，也实属不易，更是一种超
前的政治智慧。
由此为起点，经过近 /%年的时

间，中国逐步建立了上海期货交易
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
所、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等有影响力
的交易所。现在，中国的商品交易所
得到了健康发展，商品期货交易量跃
居全球第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这些成就与“文化大革命”时期
陈云等人的初步探索不无关系。

(本文图片由陈云纪念馆提供)

摘自!档案春秋"!"#!年第 $%期

1973，秘密状态下的首宗期货交易（下）
! 徐建平 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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