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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中全会”

读懂中国改革的逻辑
张广昭 陈振凯

!!月 "日至 !#日，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上，新一

届领导集体将首次向外界全面阐释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线图。日前，多名高层领

导人已在不同公开场合表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

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在这次“空前”的改革之前，中国已经探索了 $%年的“改革开放”之路。

这 $% 年，一些历史性的节点永恒地记载史册。回顾 $%

年历程，“三中全会”是观察中国“后 $&年”（指中国改革

开放之后的年代） 伟大变革的一扇窗口，是串起“改革开放”

伟大时代的一条主线。

历届三中全会，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

印，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前瞻十八

届三中全会，有外媒分析认为，习近平、李克强等新

一届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道路，或许将开启自 '""(

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谈话”以来，影响最为深

远的中国变革。

纵观党的
历史，改革开放以

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
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
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

上作出的。可以说，#"年来/个三中全会的
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党对于中国

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
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
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

是观察中国“后#'年”变革的历史线索。&$/%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过的/次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始
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次三中全会，有"次议题直
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
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次关系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全会，

它们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
三中全会。它们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时代性色彩，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最常被提及的三中全会，是&$/%年&+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

揭开了改革开放“新革命”的序幕，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具体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重大历史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

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
进程。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
成。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改革特点在于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深圳经济特
区则是这个阶段改革开放的标签，中国经济开始意识到“市场”的力量。著
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曾说，这次全会的意义将随
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则是&$%(年&'月十二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
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
“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还是原来的那
套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各种弊端不断凸显。此时，农村改
革的倒逼机制开始发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中
国开始探索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

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有许多重大突
破，现代企业开始萌芽，社会各阶

层活力空前。

&$$#

年 &&月召开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则勾勒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
框架。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
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自此，“市场”的力
量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动力，并
深刻改变了近+'年的中国。

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必然要联系到十四大，必然
要联系到&$$+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自从&$/%年中国重
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上世纪%'年

代末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面临巨大困难。此时，
邓小平拿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年春天发出“中国不
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呼声。当年&'月召开的
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把“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具体化，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

这个阶段可以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
架的阶段。它始于&$$+年&'月，一直持续了&'年时间，直到+''+年&'月。这一阶段
的改革力度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较强劲。其中，“$+派”的崛起、&$$(年的分
税制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改革等影响深远，深刻烙印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

又过&'年，即+''#年&'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为此后&'年中国的改革与
发展勾画出“蓝图”，同时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思路。

与&'年前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这次全会提
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出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
展观”，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人
性化的执政理念，标志着最高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了重大变
化。

一个明显的改变是，+''#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日益重视社
会的发展。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年后，中共首次面临贫富
差距、阶层分化、社会矛盾集中等现代化转型难题。中国
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执
政目标，以此统一中共上下的执政理念，扭转单纯
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建设的问题。在发
展仍是党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
保护好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将是
考验党执政能力和执政素质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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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过几天，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就要召开了。中国

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
此次三中全会，本质上来

讲，是期待中国改革，期待中国
改革惠及更多的国内公众乃至
世界人民。
此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全

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被认为是习
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全面阐
释执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线图的
重要时点。此次三中全会是在中国发展
的一个关键点上召开的，无论这次三中
全会将出台什么样的改革方案，都将为
中国改革史写上至关重要的一笔。

事实上，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履新伊始，“深化改
革”的议题就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一个
异常明确的信号是，+'&+年&+月#&日，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坚定不
移推进改革开放”。今年适逢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周年，中国领
导人已经明确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财政、金融、价
格、企业等改革都会走向深入，而

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
大，都将是空前的”。

然而 0与

前
几 轮 改 革
相比，这一轮改
革的难度和阻力更
大。对此，清华大学政治
学系教授张小劲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三十
余年，容易改革的领域已基本完
成，剩下的都是代价更大的改革。
与#'多年前相比，历史环境已经有
了很大不同。#'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敌
人是意识形态障碍，如今的改革难点
主要是‘利益’障碍。”

跟#"年前相比，当下的中国在经
济上要发达得多，社会状况也复杂得
多，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
攻坚期。因此，人们期待的改革应该

是大胆而审慎的改革，即“胆子要大，步子要
稳”。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
德在英国 《金融时报》 所说，“大爆炸式的改
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维持现状的人的强烈反
对，从而破坏长期的改革事业。中国政府的
谨慎或许反映了其经济和政治智慧，而非
缺乏诚意。”

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
“中国梦”提供巨大“正能量”，
值得在中国改革史上大
书特书。

“ 后
#'年”有一

个醒目现象，即
经济体制改革或伴生

或催生着一系列其他领域
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政治

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
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等。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时说：

“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
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从未停止过

多种层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真如部
分外媒所说，中国近几十年几乎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该如何解释中国这 #' 多年的“经济奇迹”？邓小平
早在上世纪 %'年代就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
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
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
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
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一
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来向前
推进。换言之，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执政党体制
的完善，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国的社会结构和
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需要什么
样的政治秩序与之相适应，并没有现成
模式可以套用。越是发展快的社会，
在共识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难。因

此，国内有一个强大的组织
力量显得极为重要。

现 在

的
中 国 不 用
说与 &$($ 年相
比，即使是与上世纪
%' 年代相比，都已发生
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无论
是国家的财富积累、制度化和
规则化建设，还是普通民众的生
活质量、教育水平，均发生了巨大
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堪称世界上最
善于变革的政党。贯穿于历届三中全会的

永恒主题便是“改革”。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始于邓小平时
代的内部变革，延续至今。任期制、责任制、差额选举制等
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进。以党内民主为
例，中国地方官员选举的差额比例越来越大，竞争性成分
越来越高；中共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公开透明
程度均在不断增加。甚至，中国执政党开始引入以党内民
主方式产生高层领导人和重大决策的机制。美国布鲁金斯
学会学者李成就认为，党内民主等内部建设不仅反映了中
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新规范，而且还可
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

正如邓小平所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
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
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换言之，世
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当然，
中国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体制模式的
形成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和执
政党内部的经验教训，都将是改革的
动力。

读懂中国，先要读懂中
国改革的事实，与其
中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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