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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史资料 学百年党史

亲历上海经济体制三项重大改革
徐匡迪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
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
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
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邓小平同志旗帜鲜
明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
略方针，带领亿万中国人
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30
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
得大书特书的年代，也是
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
岁月。

现在回顾起来，从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
点燃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到我们在市
委领导下解放思想，努力工作，用三年时间实现
了三项重大改革，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
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上海市的面貌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为上海市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亲身参与这一历史性
转轨过程并发挥一份作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
幸事。

我现在已进入古稀之年。回顾30年来经历
的风雨，我感谢党的培育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机
遇，感谢钱伟长校长、朱镕基市长、吴邦国书记
和黄菊市长以及许许多多的领导和同事们。正是
他们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才使我有机会充分发
挥我的知识和作用。我的生命是属于中国人民
的，我将继续尽我的绵薄之力，为祖国、为人民
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本文作者 1992 年至 1995 年担任上海市
副市长，1995年至 2001年担任上海市委副书
记、市长，2003 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文章原刊于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本次发表时有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
加。）

一生幸事

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不久，到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人
还不多。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
努力参与钢铁冶金新技术的开拓，并旁
听了宏观经济学等课程。1983年，我到
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做了两年多技术副
总经理，在实践中积累了现代企业管理
的经验。这些国外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
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它大大地开拓了
我的眼界，为我后来在经济转型中从事
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回国后，经钱伟长校长提名，我出
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三年后又被时
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任命为上海市教卫办
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这是我职业生涯
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即从教学、科研
工作转向政府部门工作。我十分珍惜已
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工作。经钱伟长与朱
镕基商定，我一周四天在高教局工
作，其余三天回校带博士生及做科研。

1991年初，我随朱镕基率领的上
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有一次在法国证
券交易所，翻译的同志对可转换债券
不了解，翻成了转型的债券。朱镕基
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企业可
先发债券，如果经营三年效果好的
话，债券可以变成股票，成为它的资
本金。朱镕基听后不大确信，便用英
文问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结果法国
人连声说对。事后朱镕基问我：你是
学工搞钢铁的，怎么会知道金融？我
说，我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的时
候，公司发行过可转换债券。通常，
我们要承包一个钢厂投资项目，制造
设备的时候需要融资，通过这一途径
融资，成本最低。

在回国的飞机上，朱镕基叫我过
去，他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
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
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我说：

“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
他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
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
委去工作了。”他当时已经酝酿改革，
要使上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重大转折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当计委主
任以后没多久，朱镕基就调到北京做
常务副总理了，但他已为上海经济的转
型奠定了方向。

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来到上
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我也出席了会
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向小平同
志介绍我说：“这是一位国外回来的教
授，现在从政了。”小平同志说：“教授
从政好啊！搞‘四化’需要有很多的教
授从政。”我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下
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科技知识和对
国外市场经济的了解，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去，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
贡献。

教授从政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工业城
市，也是计划经济最周密、最彻底的城市。
1992 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

“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
伐”，并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为
上海加快改革开放吹响了冲锋号。邦国同
志、黄菊同志召开市委扩大会，传达小平同
志讲话，号召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

大一点。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
深感肩负的重任。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
济，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我们计委一班人经过讨论，向市委提出
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得到邦
国、黄菊同志的支持。

第一个方面，计委转变职能，就要对计
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过去，计委是最大的

经济综合部门和审批机构，有着大量的审批
权，劳动工资和物价调整的权力也在计委。它
还是最高层的决策咨询部门，市委、市政府制
订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计往往先要计委提出一个
初步意见，供领导决策。

我们的改革建议是：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
子，比如说35％用于工业技术改造，40％用
于城市基础建设，还有 25％用于社会事业，
等等。如果市委批准了这一切块方案，那么计
委就把相应的投资规模下达给相关部委，具体
项目则由各个部委审批后报计委备案。计委从
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

这使计委很快从大量审批的工作中解脱出
来，效率大大提高，也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
性，工作都活跃了起来。我们也有时间积极地
跑中央有关部门，筹划建立起一批大市场，包
括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

转变职能

第二个方面，计委要承担起筹措上海发
展所需资金的任务。上海市大发展和加快浦
东大开发资金需求巨大，而上海市政府当时
仅有37亿元可用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发展
的需要，筹措资金也十分困难。

朱镕基同志当上海市长时，曾向世界银
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了两笔钱，建起了南浦
大桥和杨浦大桥。再要建桥怎么办？当时搞
浦东开发，每天有 10 万辆汽车要过黄浦
江，摆渡坐船从浦西到浦东需要 40 分钟，
只有两个桥，一个隧道，显然是不够的。我
们想到了借鉴国外BOT的办法，请香港的一
家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向市
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的经营权卖给香港
的一个上市公司，即可筹到24亿元用来建
第 三 座 和 第 四 座 桥 。 同 样 ， 隧 道 也 卖
49％，可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之

后，我们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
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这样，我们就把现有资
产盘活、投资规模放大了。

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筹集资金的
大事。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
棚户区，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炸
毁的废墟上居民自己搭建的。要重新建设城
市、改善那里人民的生活，必须解决棚户区

居民的拆迁问题。
计委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建议。先在城郊结

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供搬迁的居民居
住。搬迁以后，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当时还
没有产权的概念，市里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

“舍小家为大家，共同建设新上海”。有差不多
100万居民从市中心搬了出去。

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批租
8000美元，而城郊接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
方米只有50到60美元。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值筹
到的款项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市中心
的工厂也都退二进三批租给外商去开发。很快，
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在市中心建起来了，市容
及道路交通、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

对于这一做法，当时有关部门，包括有的
领导也提出了质疑，说这么搞是不是上海市中
心又变成租界了，都是外商的楼宇、酒店、商
场了。我们说，这不一样，旧上海的租界有治
外法权，有行政管理体系，税收财政也不归中
国，连警察都不一样。现在的行政管理、税务
财政、公安巡警都是中国的，外商只是在中国
的土地上投资经营，就像合资企业一样，而且
一定年限后批租期满时，土地和地上建筑都归
还中国。最后，领导拍板决定，说可以试，先
看三年，然后再做结论。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上海连年高速发展，
上缴中央财政每年递增30％以上，最后领导
也充分肯定了上海在率先改革方面取得的
成就。

筹措资金

第三个方面，是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
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全国一样，都是由计划、
物价部门规定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我们向市
委建议，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
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

当时上海有一个果品蔬菜公司，它组织了一
个大的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搞采购运输，但效益
不好，还要政府补贴。我们试点的办法是果蔬公
司只搞交易市场，只管挂牌价，而不管采购，而
且挂牌价一定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中城市每斤
高5分钱，货源则放开由个体户来经营。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
流动。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从
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到山东的苹果，
海南岛的椰子、香蕉，广东的荔枝。过去国营
公司的采购员在产地采购后不随货回来，新疆
的哈密瓜运到上海沿途损失达25％到30％；而
个体户从新疆到上海是睡在哈密瓜上的，基本
上没有损失。

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
放开的改革。在1995年时，全国粮食和食用油
的价格还是固定、统一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
个是继续维持现状，由于购销价格倒挂，每年由
财政补贴6000多万元。另一个是价格放开，粮
油价格随行就市，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将受
影响。

我们算了一笔账：上海当时共有三十几万低
收入群体，其中包括孤寡老人、下岗职工和支边
支疆回来后没有合适工作的青年。如果每个月白
送他们20斤粮食和半斤油，算下来还不到4000
万元。所以我们建议，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
后，粮油价格可放开，顺价销售，上海人民就能
吃到最好的米、最好的油。

后来随着发展，老百姓的要求不断提高，我
们也不断调整政策，先是发食品券，自己到粮店
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后来为了制止倒卖食品
券，干脆直接发补贴，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
么。这样，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
开了。

价格放开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上海的
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了。这引起了干部、群众的议
论。物价高到底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水平整齐划一时，什么地
方物价低，那个地方的人民肯定是安居乐业的，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地方物价高，而且工
资也高，那个地方肯定是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地
方。比如东京、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物价都高。
什么地方物价低呢？非洲那些贫穷国家的物价
低，中国的老少边穷地方物价低。

黄菊同志总结大家的讨论后，形象地提出要
做到“三个一点”，即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一点，
工资也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的增幅比物价的
增幅再高一点。有了这“三个一点”，上海人在
物价较高、物资丰富的条件下也可以安居乐业。

放开价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办公室与人民政协报社从历年出
版的文史资料中，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

回忆文章重新编发，为党的百年华诞献
礼。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
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
识和理论创新成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上海外滩景象上海外滩景象

上海南浦大桥上海南浦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