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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熊君慧、郭若溪、冉勇

深圳報道）深圳昨日舉辦「觀念影響中國—南方談
話二十周年與深圳十大觀念」專題論壇，「南方談話」
親身見證者、香港商報總編輯陳錫添認為，解放人
民思想的、敢闖敢試的南方談話精神引領深圳在經
濟體制改革方面創造了很多成果，但也因忽視了政
治體制的改革，以至於當前社會各種矛盾凸現、腐
敗叢生、貧富懸殊。未來若要繼續科學發展，則必
須根據中國國情積極探索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陳錫添提出，應繼續秉

持南方談話精神，大膽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大膽
衝破不合時宜的政策法規，根據中國國情積極探
索，努力在龐大複雜的政治體制改革工程中尋找突
破口，穩步推進。例如政府的職能應轉為從事經濟
調節、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而不是干預微觀經濟
活動，從而避免出現官商勾結，官員受賄、貪污等
行為。此外，還需加強監督機制和加大監督力度，
一方面實現法制，要使公共權利受到法律的約束，
一方面要發揚民主，加強民眾的監督，最主要是發
揮輿論的監督作用。

政改需解放思想
深圳大學副校長李鳳亮則表示，當前中國應謀求

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四位一體的改革，尤其是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需大量的思想解放才能做到。
「思想解放有很多路徑和方式，包括自下而上的民間
力量、破除和建立新的價值觀念等。」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終身教授丁學良在談及中

國未來發展時認為，打破現有利益集團應做到必須在
中國公平競爭的政策和法律平台上進行；各大省市的
公共財政必須要透明化；必須在深圳等新型城市中發
展能鼓勵和保護創新的各類綜合配套措施。
美國著名作家、《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

者庫恩在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時表示，當今中國正
處於十字路口，既有諸多的問題，也有相互衝突的
政策和願景，因此，深圳必須繼續擔當社會改革的
先驅，深圳必須敢為天下先，謹慎、堅定地推進深
化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當年本報在全程報道
中，披露了不少鄧小平在參觀視察過程的細節故事，如今從
這些細節中仍能感受到一個政治家的風範與魅力。
1月20日，鄧小平乘車來到當時的深圳市中心─國貿大廈。

當時報道稱，許多在國貿大廈遊覽和購物的群眾見到鄧小
平，都向他親切打招呼(上圖)。一個在32樓上班的工作人員見
到鄧小平健步走進大廈。他說：鄧小平已經八十多歲，走路
仍這麼有勁，身體實在很好。
21日上午，鄧小平到錦繡中華微縮景區參觀，鄧小平走了

很長一段路，觀看了多個景點。他說，中國很多地方都去過
了，就是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沒去過。於是，鄧小平與全家
在微縮的布達拉宮前合影留念。
22日，鄧小平到深圳郊外的仙湖植物園遊覽(下圖)，當得知

玉樹也叫發財樹時，鄧小平和夫人及家人都興高采烈的摸了
玉樹，還說「讓全國人民都種，讓全國人民都發財。」
發展高科技，是鄧小平一直以來的熱切希望，他在珠海參

觀的兩家企業都是當時珠海市高科技的翹楚，他鼓勵大家努力向高科技進軍。在整個南巡過程
中，88歲的鄧小平給人的印象是：「精神很好」，「記憶力強」，「思維敏捷」。

據已公開的歷史資料，
鄧小平一行於1992年1

月18日乘坐火車離開北京，19
日上午到達深圳，第二天即20
日一早就興致勃勃地遊覽市
容。此行之始，鄧小平即提出

「不報道」的要求，再加上國家領
導人視察結束後才對外發布的慣例，
所以鄧小平南巡之行非常機密。不過鄧

小平到深圳後提出不能因他對道路、場館
進行過度戒嚴而擾民，因此他在深圳的幾次

活動都沒有採取高度戒嚴和完全隔離群眾的措
施，而是處於半公開狀態，這就使得鄧公南巡的

消息不脛而走，引得大批港澳記者聞風而至。

引發保衛部門緊張
1月22日，在鄧小平到達深圳的第四天，本報率先刊登了《鄧小

平在深圳視察 對特區發展表高興》的新聞特稿。隔天的24日，本報
又獨家刊登了多幅鄧小平遊覽深圳、珠海的照片，比內地官方媒體提
早了至少一個月。這些照片是全球首批公開的鄧公南巡的影像資料，
十分珍貴。照片中鄧公神采奕奕，在當地官員的陪同下，高興地與民
眾招手。
「文匯報關於小平的照片像一瓢水潑進油鍋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後來回憶稱，「街
談巷議、道聽途說無法追查，境外傳媒的消息也大可不必去回應真假，但照片發在境外報紙
上，它千真萬確地證實了小平果然就在深圳。」謝非還說，不僅政府的保衛部門緊張起來，
香港新聞界也立刻炸了鍋，香港各大傳媒第一時間作出積極反應，「大批記者湧過羅湖橋，
撒豆成兵似的遍布深圳街頭巷尾、旅遊景點，打探小平的行蹤，捕捉大小傳聞，或者守候在
小平可能出入的下榻及參觀處，用『長槍短炮』隨時侍候。」

鄧旋風席捲全世界
不僅如此，鄧小平南巡的消息在世界上也引起轟動，國外各大通訊社和主要媒體紛紛將
目光轉向中國，一時間「鄧旋風」席捲全世界。路透社、法新社等刊載小平南巡的消息，
並評論稱，鄧公此行顯示了中國高層對經濟改革的支持和決心。英國媒體就此發表評論預

言，「外國投資者再次湧向中國。」德國媒體稱，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可能以兩位
數的經濟增長率在最近這個10年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工業國家。日本《東洋經
濟》發表文章說：「中國正在迎來改革開放的第二個新高潮。」

20年前的新春時節，88歲高齡的

鄧小平從北京一路南下，來到改革開

放的前沿廣東深圳，發出振聾發聵

的號召：「改革膽子要大一些，不

能像小腳女人一樣。」對於這一極

為機密的行程，本報當時衝破了重重

關卡，全球獨家刊出了鄧小平在深

圳、珠海等地視察遊覽的多幅照片，

並全程跟蹤報道鄧公南巡，向全世界率

先披露了南巡講話精神，引發全球轟動。

回首當年，鄧公南巡為處於改革困惑中

的中國指明了發展方向，而今中國再一次

迎來改革攻堅的關鍵時刻，社會各界期待決

策層秉承鄧公當年實事求是、破除教條、鼓勵

試驗的改革精神，突破當下中國遇到的改革

困局。■香港文匯報

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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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鄧小平南巡20年後的今
天，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北
京專家指出，這一次的轉型與改
革更多涉及包括行政體制在內的
存量制度變革，涉及社會需求結

構變化、利益關係調整和利益博弈，其深刻性
和複雜性絲毫不遜於20年前，此時不但需要社會
各界凝聚改革共識，更考驗決策層的勇氣和智
慧，準確研判社會形勢，把握民心取向，做出改
革決斷。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上圖)

認為，鄧小平南方談話對於當下改革的啟示，

一方面是要堅定地把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的根本動力，這一條不能動搖。另一方面，改革需要
決心，需要魄力，要敢試敢闖，允許有些地方在某些
改革上進行一些試驗，這對於推動全局性的改革仍然
很重要。更有現實意義的是，怎麼能夠把那些真正改
革創新的人物大膽使用起來。

利益調整面臨較大阻力
遲福林認為，改革的難度在加大，以往的改革多半

是放權讓利，擁護者眾，阻力相對較小，現在的改革
往往涉及利益調整，面臨較大阻力；以往主要是圍繞
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現在則要全面推進經濟、政治、
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改革；以往的改革往往是

單項改革，現在要系統謀劃、頂層設計、綜合配套。
有專家也指出，如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諸

多領域都面臨㠥繞不過去的轉型困境，一是貧富差距
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二是社會事業發
展嚴重滯後，民生問題凸顯；三是公權力沒有得到有
效制約，腐敗愈演愈烈；四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
破壞，環境被污染。
由此遲福林認為，未來20年改革的關鍵在於能不能

抓住機遇，推進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
改革，其基本內涵為：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綠色增
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也認為，相比

較經濟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顯得滯後，包括就業、
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以及
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這些領域的
改革是中國未來一段時間改革事業的重點。

本報首發南巡照

深層改革考驗決策層勇氣

鄧要全國種發財樹

鄧小平南巡講話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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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2、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
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3、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
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
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

4、「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
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
防止「左」。

5、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
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6、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
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
同富裕。

7、發展才是硬道理。
8、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

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
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
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對於鄧
小平南巡前的國際國內
形勢，以「皇甫平」名
世的原人民日報副總編

輯周瑞金(右圖)指出，當時的
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
降，改革至少面臨㠥三方面的問題：首先，受政
治風波影響，諸多外資和跨國公司紛紛撤資，中
國再度被世界孤立；其次，東歐劇變以及蘇聯解
體，不僅讓很多人對社會主義的未來失去了信
心，對國家前途產生了迷惘和困惑，更有一些人
以此作為反對改革的理由，認為再改革就會重蹈
被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悲劇；第三，在當時
左風盛行一時，保守主義回潮，用鄧小平的話來
說是「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
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
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本報全程報道南巡
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南巡意義重大，他的一

系列講話成為中國改革史上的里程碑。當時本報
全程跟蹤報道小平南巡行程，並率先披露其講話
精神，在海內外都引起極大關注。
鄧小平南巡講話最重要的理論突破，是論述了

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關係，破解了
一直困擾㠥經濟理論和改革實踐的「姓社姓資」
問題，市場經濟從此獲得合法性。這極大的解放
了人們的思想，舊制度和舊觀念禁錮下的生產力
得到空前發展，鄧小平更號召「膽子要再大一
點，步子要再快一些」，而且一再告誡，誰反對
改革，誰就下台，由此改革僵局得以打破，中國
重新回到改革開放的道路上。

「姓資姓社」爭論終結
歷
史
重
溫

■本報1992年1月22日和24日，率先刊出鄧

小平在深圳訪問的特稿(左)和多幅照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