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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在改革被质疑
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
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
刚刚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简称“体改委”%主任兼党组书记的
陈锦华，组织编写了一个内部材料。
材料的题目叫《外国关于计划

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
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陈锦
华觉得材料很好，值得送给中央主
要领导参考。

当时中央各部委都有印刷厂，
体改委因为机构小，没有设独立印
厂，需要时就去国务院办公厅印刷
厂。但去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手续
繁多，要经过多道程序，材料有外泄
的风险。
其时，陈锦华上任体改委主任

才一个多月，立足未稳。他不想贸然
为这份材料引出意外的麻烦，就想
到了原工作单位中石化。“中石化的
印刷厂条件也挺好，而且那里的人
对政治不怎么敏感，对与自己无关
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兴趣。”陈锦华告
诉记者。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很少
接受采访，经过记者不懈的争取，终
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请求。&#!&年 '

月 &(日上午，他在位于全国政协的
办公室里，向记者回忆了这段往事。

陈锦华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
了书。')岁的他，思路清晰，对中外
典籍能信手拈来。他在记者事先发
去的采访提纲上用红色、蓝色钢笔
写下了许多要点，采访中，不时戴
上老花眼镜，看那张写得密密麻麻
的 *(纸。
陈锦华告诉记者，当时他让秘

书刘琦将材料带回中石化，当成“绝
密件”印刷，并一再嘱咐，切实保密。
材料印好后，陈锦华亲自封装

好，通过机要渠道，给时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
寄了 &份，没敢送给别人。

什么是改革的“纲”
陈锦华后来曾说，担任体改委

主任的那段日子，是“一生中面临困
难最大的一段岁月”，压力特别大，
体重一度减了 !#多公斤。
让他去体改委的决定，来得很

突然。
!""#年 +月的一天，时任中国

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陈
锦华被叫到国务院开会，讨论上半
年的宏观经济形势。陈锦华觉得奇
怪，一个不到 &#人规模的小型会
议，怎么会叫自己去参加。
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后，国务

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李鹏和国务院
副总理姚依林找他谈话。李鹏说：
“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
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
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
陈锦华对此很惊讶，他向记者

坦承当时的想法：“一个礼拜听下
来，我觉得大家都讲改革，但说来说
去都是要改别人，把别人的权力划
给自己，自己的权力是不能动的。我
告诉李鹏，这个工作我恐怕搞不了，
难度很大。”

两位国务院领导恳切地提出：
“正因为改革的协调任务重，才需要

调你来。”
两天后，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

政治局常委宋平找陈锦华谈话。陈
锦华说，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改
革工作很难做，“左不得，右不得，急
不得，慢不得”。但他还是答应一试。

'月 !'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调
任陈锦华为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的
通知。
第二天，体改委秘书长洪虎到

中石化总公司，要接陈锦华上任。由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陈锦华担任体
改委主任的任命还没有正式通过，
陈锦华提出现在暂时不能上任，可
以先看些内部资料，了解体改委的
工作。
转天，洪虎给陈锦华抱来了一

大包内部材料，综合改革司、企业改
革司、市场改革司、农业改革司等七
八个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每个部
门的方案都有 '到 !#页。
这是陈锦华第一次真正接触到

“改革”。那一年，他 ,!岁。
花了两三天时间看完全部材料

后，陈锦华有些茫然：“过去毛主席
总说‘纲举目张’，可这些部门的改
革只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
革提携起来的‘纲’。有点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感觉，越看越迷惘。”

为了找到这个“纲”，原本对改
革不太内行的陈锦华，不得不大量
地看公开报道和内部文件，不断思
考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改革的纲。
当时，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

关注东欧剧变，反思“八九”风波的
教训。一家颇有影响力的中央级大
报，组织了 +次专家座谈会，提出
“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
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
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之前不得要领的陈锦华意识到，

要“计划”还是要“市场”，才是中国改
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 !#多年
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
陈锦华告诉记者，就他个人来

说，他是赞成市场的。他曾长期负责
计划工作，担任过轻工业部计划组
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计委主
任。“我总感觉计划搞得太多，管得
太死，束缚得太厉害，对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不利。”
但在那时，“市场经济”四字已

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区，陈锦华不得
不格外小心。
正是出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

这种认识和关注，!""# 年 " 月，陈
锦华正式到体改委上任后，首先找
到洪虎，布置他搞两份材料，一份是

国内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
论，另一份是国外对二者的研究与
实践。
洪虎把前一项工作布置给了体

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后一
项布置给了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
江春泽。

“让决策者看出隐
含的结论”

时年 ++岁的江春泽接到这项
任务时，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江春泽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的不
二人选。她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会俄
语、英语和塞尔维亚语三门外语。两
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
苏联东欧研究室主任，调任体改委国
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主管研究。
江春泽是国内比较经济体制学

的开创者之一。早在 !"-'年 "、!#
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她就
提出，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求中
国改革发展的道路，并提出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这
在当时也是禁区。

江春泽曾到美国访学两年多。
她告诉记者，当年她的英语能力并
不突出，却能通过福特基金会的面
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出国的目
标十分明确：“我不是想到美国去看
什么花花世界，而是要去看看市场
经济究竟怎么搞。社会主义国家能
不能搞市场经济.搞了会怎么样，不
搞又会怎么样.”
但当时，体改委所处的环境不

容乐观。
“八九”之后，国家体改委是受

负面影响最大的几个部门之一，中
央专门派出清查组进驻体改委。陈
锦华上任时，清查工作还没有结束。
在他的努力下，清查组才最终做出
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
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的结
论，结束了清查。但那是 !#月以后
的事情了。
当时，体改委的各项工作还处

于瘫痪状态。本来，除总体规划外，
体改委还要负责各部委的改革协调
工作。但那段时期，各部委都对体改
委避之不及，该送的材料也没人送
了。

体改委内部也是人心浮动，大
家处处小心行事，生怕节外生枝，有
时候出去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体
改委的。江春泽告诉记者，有的体改
委干部到外地出差，人家误以为“体
改委”是搞体育改革的，他们也不去
纠正，含糊了事。

江春泽在司里找了三四位主张
改革的同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
料，在体改委这个中国改革的枢纽
之地遭遇了对改革的畏惧和冷漠。

江春泽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机会难得，应该借此打破人们
对“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误
解。但她话音刚落，便有人提出了疑
问：“你说人们有误解，马上就会有
人质问你，谁误解. 那你可就麻烦
了。”
还有人提醒她，陈锦华刚刚到

任，他的政治观点和为人处事还不
为大家所了解。“你这么写，新来的
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
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 ’
那你可就要大祸临头了。”这位同事
半开玩笑地说。
江春泽感到难以统一大家的思

想，只好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地
构思。这时，一位同事推开她办公室
的门，轻声说：“我劝你还是什么观
点都不表露为好，抄几条外国人的
语录交上去就行了。”她明白这是善
意的规劝，说道：“谢谢你。怎么写，
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
思索良久，江春泽给自己定下

了几条原则：第一，从正面提供观点
和信息，不批评、不指责任何人；第
二，用事实说话，观点隐含在事实
中；第三，所有的事实、引语都要有
可靠的出处，保证内容准确；第四，
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尽量让决
策者看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计划
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
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
的分界线。”
有了这 (条原则，写材料对于

研究了多年比较经济学的江春泽来
说可谓水到渠成。她只用了几天时
间，就于 "月 )#日写出了近万字的
材料，题为《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
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

她首先介绍了 )#年代国际上
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大论战。以美
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为代表的一
方，支持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
帕累托提出的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
主张；以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
耶克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这在
实际中是不可行的。“这需要在几百
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
程，到解出方程的时候，所根据的信
息已经过时。”

江春泽还写道：“外国专家认
为，在明确含义的前提下，把计划机
制与市场机制很好地衔接起来，从
全球的实践看是可行的，从经济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看，也是
合理的。”

江泽民肯定材料
“很好”

陈锦华看过材料后，非常满意，
觉得道理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与
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
手段；关于二者的争论也早在社会
主义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
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他对材料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

修改，并将原标题改为《外国关于计
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
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其
他地方原封不动。
直觉告诉陈锦华，这份材料值

得往上送。
“如果正式送给中央风险太大

了。老实说，我还是有担心的，毕竟这
个岗位太敏感。”陈锦华告诉记者。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锦华是
中央赴上海工作组的成员，早在那
时候，就与江泽民认识了，以后也有
交往，而李鹏则是点名要他到体改
委的人。因而陈锦华考虑，把材料当
作参考资料报送这两位中央主要领
导，风险应该比较小。

陈锦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便
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让秘书刘琦
去中石化印刷厂印制这份“绝密件”。

江春泽并不知道陈锦华的想
法，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等着领导提
出修改意见，结果迟迟没有消息。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江春泽在

食堂碰到刘琦，便上前询问“材料怎
么样了”。刘琦告诉她，材料已经印
好、上报了。她记得刘琦还说：“锦华
同志觉得咱们这纸不好，到中石化
要了道林纸印的。”
在接下来的三五天里，陈锦华

和江春泽都等待着更高层的批示，
心中不免忐忑。

!#月的一天，陈锦华正在中石
化北京燕山分公司开会，意外接到
了江泽民的电话：“那个材料我看了
两遍，很好，很清楚。我今天晚上要
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还
要再送给中央的其他同志看看。”
陈锦华没想到，江泽民会为了

一份材料亲自打来电话。他感到，这
足以说明江对其中内容的赏识。
与此同时，体改委接到中央办

公厅的电话，要求将材料加印 &#份
报送。
消息一传开，很多人替江春泽捏

了一把汗，大家纷纷猜测加印材料的
目的。有人认为，是材料起到了正面
作用，但也有人劝江春泽做好思想准
备，“体改委说不定又要倒大霉了”。
江春泽自己分析，这份材料是

领导交办的任务，写进去的东西都
有据可查，又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去，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平静的
外表下，不免惴惴不安。
没过两天，陈锦华在体改委的两

次会议上肯定了这份材料，并转述了
江泽民的认可。至此，悬在江春泽和
同事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落地。

几天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即
达沃斯论坛% 的经济学家应邀访问
中国，李鹏在北京会见了他们。江春
泽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李鹏向专家们介绍了中国的改

革情况，说到最后，突然谈起了计划
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江春
泽听到李鹏说：“关于这个问题，世
界上已经争论 !##年了……”她想，
这不是我在材料里写的吗. 看来材
料里写的东西李鹏接受了。
在 !""!年的一次会议中，国务

院外国专家局局长吴凡吾看到了这
份材料。他悄悄地问江春泽：你是不
是想让中央领导在中国搞市场经济
啊.江春泽开着玩笑回答：你看我说
过这句话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年 !月，邓小平发表了南
巡讲话，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不等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
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
锤定音地结束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月，江春泽将这份材料以原
标题，发表在《改革》杂志 !""&年第
&期上。

&#!!年 (月，江春泽以这篇文
章申报 &#!!年度中国经济理论创
新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她写
下了这样的推荐：

!"#"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否

坚持计划经济成了改革"姓社#还是

"姓资$的%路线$与"方向$问题!主

流舆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把市

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

在这种形势下! 江春泽用简明通俗

的文字! 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

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

概括地加以阐明! 指出这不过是资

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 与社会基本

制度并无必然联系& 这篇报告起了

突破禁区' 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

改革的作用& 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

中央领导人所接受! 有利于党内决

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

摘自 !中国新闻周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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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前夜：一个通天的小材料
! 滑璇

直觉告诉体改委
主任陈锦华，这份材
料值得往上送。“如
果正式送给中央风
险太大了。老实说，
我还是有担心的，毕
竟这个岗位太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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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参加"市场经济体制下计

划与市场的作用$国际研讨会的外方代表& 前排右一为陪同会见的陈锦华

" "(年代初!江春泽在体改委主办的国际研

讨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