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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反思不等于动摇改革－－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 

作者：杨圣明

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报》 2006年4月20日 

【阅读提示】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成就巨大，但积累的问题、矛盾也不少。近两年来，一些群众和学
者开始反思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和步骤。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正如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的“我们的全
面改革是一种试验，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他又说：“对的要坚持，
错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 

最近，读了《财经》杂志1月23日发表的 ，《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以下简称《动摇》一文）后，觉得
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批判新自由主义不是反对改革 

《动摇》一文开宗明义地写道：“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
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文章的结尾部分
又写道：“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论断显然把批判新自由主义看成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新思潮，换言
之，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新思潮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果真如此吗？否也。 
新自由主义是二战后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思潮、新理论。有人曾把它称为“华盛顿共识”。在经济理论
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认为私有制是最
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认
为市场万能，一切交由市场解决；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成功地引进了许多西方先进的东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所采用。但是，糟粕也进来了。邓
小平同志指出，“有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倾向不是真正的
拥护改革政策，它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年谱》第1284页）新自由主义进入我国后，
就假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同中国的正确改革观，即邓小平的改革观、社会主义改革观进行较量。在
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开始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击。显然，批判新自由主义，决不是什么否定改革，反
对改革，恰恰相反，是捍卫改革，坚持改革，坚持邓小平同志开拓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反思改革中的某些向题、内容和步骤：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 

《动摇》一文写道：“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
改革。”这里说的“有些人”是指哪些人呢？文中另一处说明了，包括骂土地被征用、旧房被拆迁的
人，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的人，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的人，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的人，骂治安
太乱、安全无保障的人，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的人，以及“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
娘”的人，一句话，是“弱势群体”。他们的“骂”有不够理性的地方，但也是对改革的一种反思。
《动摇》一文把这些人以及上文所说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打成反对改革派或保守派。这是值得商
榷的。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成就巨大，但积累的问题、矛盾也不少，应当总结经验教训。近两年来，一些群
众和学者开始反思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和步骤。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正如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的“我
们的全面改革是一种试验，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邓小平年谱》
第1060页）他又说：“对的要坚持，错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邓小平车谱》第1280页）这
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与此不同，《动摇》一文则把群众和学者对改革的反思视为“动摇
和否定改革”的新潮流。这样做，有害怕群众和学者在反思中深思熟虑与对比分析之嫌。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有本身缺陷 

《动摇》一文写道：“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
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 这是一种变相的市场完美论、市场万能说。 
邓小平确立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必须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市场的作用、性质、覆盖面以及不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等应有全面认识。当
前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既有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的因素所致，更由市场经济、市
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所造成。市场像一切事物一样有二重性、双重作用，由市场配置资源，确实能调动和
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市场机遇、市场信息、市场
决策能力、市场运作手段，等等，对每个人或每个企业并不是均等的，甚至相差悬殊。结果，有的赢
利，有的亏空；有的暴富，有的赤贫；即使都获利，也有大小、多少之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即
价值规律具有二重作用，既能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又具有分配和分化的功能，使生产经营
者分化，胜者上天堂，败者下地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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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市场有二重性、双重作用，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积极作
用（正面效应），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抑制或消除它的分化性，最大限度地
消除它的消极作用（负面效应），防止或消除社会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
义方向。 
再者，市场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波动性。对此，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和干预。这就是 
说，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两手并用，岂可只用一只手。 
从市场覆盖面和市场化程度分析，有的领域应进一步推动市场化，也有的领域市场本来不应进入，而今
已经进人；有的行业市场化程度尚低，也有的过高；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
们，要具体分析，分类指导，切忌一刀切，不能以“市场化不足”一个调门说话。 

我们党总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政策导向 

《动摇》一文写道：“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这完全不符合历
史事实。“效率优先”并不是我国整个改革开放28年间的旗帜。其实，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历了四个
阶段：其一，“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改革初期经验的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决议。其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其三“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再分配中注重
公平”，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其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13亿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
果”，写进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从 
党的历次决议和文件中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总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 
政策导向，指导亿万群众前进，不愧为成熟的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先进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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