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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三中改革五位一體
建議總書記親掛帥

高尚全生於1929年9月，

上海嘉定人。博士生導師。

1952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

學經濟系。現任中國經濟體

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曾

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副主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

革方案辦公室主任、國務院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研

究協調小組成員，參與了中

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

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決策報告

的起草工作。

高
尚
全
：

高尚全經改八重點
1. 深化農村綜合改革和城鎮化相關改革

2. 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為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3.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4. 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通過制

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

5. 形成並健全全國統一的現代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

環境，完善市場決定價格機制，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

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更大範圍更廣泛地發

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6.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

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

共財政體制，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體制

7. 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的開放體系

8. 進一步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要通過社會

體制改革創新，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最大限度增強社會

發展活力，充分發揮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使全社會創造能量

充分釋放、創業活動蓬勃開展

作為中國改革智囊的高尚全，與香港淵源
也頗深。他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
員兼經濟小組組長，對「九七」前後香港經
濟進行過深入研究，並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
機爆發前提前向中央預警，提出聯手抗擊危
機的政策建議，得到中央重視和採納。

倡增黃金儲備 優化外儲結構

1996年高尚全在研究報告中指出，東南亞

國家經常項目赤字的擴大和政治的不甚穩
定，很容易使其貨幣成為國際投機匯商衝擊
的目標和獵物，可能企圖利用港元兌美元的
固定聯繫匯率以狙擊港元，應高度戒備。當
時高尚全建議中央，在增加和預留必要的外
匯儲備及結合外匯儲備的最終用途，合理地
安排幣別結構的基礎上，聯手達成一些預防
性和補救性措施，在必要和危急時，以更強
大的力量干預外匯市場，報告獲得中央高度

重視，並指示有關部門閱辦。
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之際，高尚全向

中央提交了增加黃金儲備、優化外儲結構的
報告，建議用5年左右時間增加黃金儲備至
6,000噸，該建議受到中央高度重視。
今年，高尚全建議用中國超額外匯儲備組

建「中國外匯基金」，讓這部分滯留在虛擬經
濟領域的國際淨財富，回流到社會再生產運
動中去，以保障中國總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高尚全曾參與中共史上三份改革決議的起草工
作，長期為中國改革獻計獻策，他指，從歷史

經驗來看，大概每十年中央作一次改革的決定，今年
正是中央作出改革新決定的時候。從現實情況看，當
前中國改革處於攻堅階段、深水區，難度大，阻力也
較大，攻堅克難任務繁重。

全面改革涉政經文社生

因此，在向中央提交的《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
的建議》報告中，高尚全建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
的名稱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主
要內容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新時期改革的特點是全面性。」高尚全認
為，不僅包括經濟體制改革，還有政治

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
體制改革、生態

文明體制

改革，五位一體改革都要在三中全會文件裡做出部
署，而且要做出突破口的表述。

財產公示成政改突破口

對於改革突破口，高尚全在建議中提出，腐敗問題
是中國的最大危險，解決腐敗問題的突破口是建立官
員財產公示制度，但難度很大，所以提出三個率先：
一是新當選或新任命的官員率先公示；二是新任官員
中領導幹部率先公示；三是財產中不動產率先公示。
高尚全還建議設立高級別的改革機構，以增強改革的

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在他看來，加強
改革的統籌協調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關鍵，要建立一
個統籌

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層次的權威性改革協調機制和工作機
構，作為在改革關鍵時期攻堅克難的重要舉措。

擴大中央財經小組職能

高尚全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由總書記任組長，國務院總理任副組長，中央
和國務院相關負責人組成。下設辦公室，負責全面深
化改革的協調督查、評估落實。
在實際操作中，高尚全建議，在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的基礎上擴大職能、充
實人員，一個機構，兩塊牌
子，一塊是中央財經領導小
組，另一塊是中央改革領導小
組。「但全面深化改革的名稱
不能沒有，因為財經包含不
了政治、文化、社會、生
態文明改革。」

1984年：
突破性提出「商品經濟」

■ 記　者：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

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

的決定》，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關於改

革的決定，您在起草過程中強調提出

「商品經濟」並最終寫入決定，成為重

大突破和創新，其間遇到哪些爭論？

■ 高尚全：這次《決定》第一次提出了

「商品經濟」概念。在起草過程中，我

提出，改革就是要為迅速發展社會主義

商品經濟掃清道路。但是當時在起草小

組有的同志不贊成，害怕社會主義跟資

本主義混同起來。後來，我召集以中國

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

革研究所的名義在於1984年9月初在北

京西苑飯店開了個理論研討會，對「社

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概念進行討論，

後將討論結果報告給中央，時任總理閱

後批示給起草小組。中央經過反覆徵求

各方面的意見，最終把「有計劃的商品

經濟」寫到決定上去。

1993年：
採納「勞動力市場」新概念

■ 記　者：1993年11月在起草十四屆三中全會《中

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

的決定》時，您又提出「應明確提出勞動力市場

概念」的建議，當時經歷怎樣的爭論過程？

■ 高尚全：在起草這個《決定》過程中我負責市場

體系這部分，當時我和鄭新立、張卓元同志三個

人是一個小組。對於提「勞動就業市場」還是提

「勞動力市場」有不同意見。我堅持要理直氣壯

地提出勞動力市場，但有人不贊成，說勞動力進

入市場就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為了使我

的建議得到高層的支持，我曾分別徵求薄一波和

李嵐清副總理的意見，他們的反應很積極。後來

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開會討論決定文件時，我有

幸列席並心血來潮發了言，一口氣講了必須明確

提出「勞動力市場」的五條理由。會議沒有繼續

討論，總書記只說了一句：提出勞動力市場，社

會上能不能接受？會後，主持起草小組的溫家寶

同志把我的材料報送給總書記，總書記又批轉給

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沒有意見，最後「勞動

力市場」寫進當次三中全會的決定。

2003年：
「以民」「以人」為本惹爭論
■ 記　者：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

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首次提出

「科學發展觀」，當時有什麼爭論嗎？

■ 高尚全：《決定》提出 「科學發展

觀」的論斷，「以人為本」是科學發

展觀的核心。提「以民為本」還是提

「以人為本」，起草小組作過認真的討

論。我贊成提「以民為本」，因為中

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

人共和國」。毛主席提出「為人民服

務」，而不是「為人服務」；江澤民

同志的「三個代表」中，代表廣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提出「情

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

謀」，都講的是民。鄭必堅同志則提

出「以民為本」帶有政治的內容，因

為有些不是「民」，是不是可以擴大

到「以人為本」。最後中央文件上用

了「以人為本」。

■高尚全諫

言三中全會

部署政治、

經 濟 、 文

化、社會和

生態文明五

位 一 體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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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三份文件用語 透視解放思想過程
過去30年，中共中央分別在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

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出台了三個中央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高尚全參與了全部三份中央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對當年在文件
起草過程中遇到的曲折與爭論仍記憶猶新，在他的回顧中可以發

現，中央文件用詞表述的點滴改變，折射出的卻是中國改革邁出的
一大步，中國35年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每次改革
開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實現
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此外，改革開放中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很突
出，經驗教訓都很深刻，必須認真總結。

五位一體改革內容

政治體制

經濟體制

文化體制

社會體制

生態文明體制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已屆耄耋之年的改革元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

譽會長高尚全接受本報訪問表示，他於今年5月再向中央提交建議報告，諫言部署政治體制、

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等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其中政改以建立官

員財產公示制度為突破口，經改則由八大重點（見表）全面鋪開。高尚全還建議成立由總書

記親自掛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進而推進改革。據悉，高尚全這份建議報告獲得

中央高層重視和批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預警九七金融危機 提議外儲回流生產

對於當前改革形勢，高尚全判斷，改革的深刻性、複雜性、
艱巨性前所未有：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
型、治理轉型都直接依賴於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
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調整重大利益關係上取得進展；轉型倒
逼改革，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全面增強。

政府自身改革是主要任務

「上世紀80年代，改革為什麼比較順利？」高尚全分析，從
動力來講，聯產承包制、工廠擴大自主權以後，改革使大家普
遍受益，動力比較足，阻力小。再者，那時從領導到群眾，大
家都有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危機感，例如那時影響極大的關於
「球籍」（編按：指中國從地球上被開除）的討論，就顯示了這
種危機感。而現在，社會普遍認為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
一種自滿情緒。
高尚全還指出，當前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觸及了一些部門自身

的利益，因此，動力不足，阻力增大，矛盾增多。而且，需要
特別警惕的是，那些掌握㠥權力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與極端落
後的思想合流，打㠥維護國家利益、反對「私有化」的旗號，
反對改革，來回折騰。
因此，高尚全認為，當前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推動政府部

門自身的改革。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高尚全把生態文明體制列入五大改革領

域。圖為天津市濱海新區擴容污水處理能

力，建設生態宜居新城區。 資料圖片

自
滿
削
動
力

利
益
增
阻
力

■高尚全建議深化農

村綜合改革和城鎮化

相關改革。圖為貴州

通過城鎮化讓農民變

「市民」，消減貧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