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版
2013年11月4日 星期一

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35 年前，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改革开放，如春风吹拂大地，改变了中国，
影响了世界。

从那时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每届
的三中全会上，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推出一
个个事关全局宏观战略的重大决策。

也正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三中全
会”几乎成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时代脚步疾速前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大幕即将开启。

35 年，弹指挥间，8 次“三中全会”，改革，
是不变的主题词。

35 年，栉风沐雨，一路高歌奋进，改革开
放，成为中华大地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

冲破樊篱 伟大转折

“这速度真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感
觉。”35 岁的卢丽今年国庆节去泰山旅游，坐上
时速 300 公里的高铁，只用 1 个多小时就从北
京到了山东。

卢丽并不知道，在她出生的 1978 年，中国
旅客列车的平均时速仅为 43公里。

那时的中国，慢的远不只是火车的时速。
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的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
的边缘，贫困人口高达 2.5 亿，与世界发达国家
的差距越拉越大。

一个沉重的问号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人面前：中国向何处去？

危机的深处是转机。
1978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

议。这次历时 36 天的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经济
工作，最终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的
会议。

12 月 13 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会
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
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
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
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
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国内的困局，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我们
必须要改革开放，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
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清华大学教授胡
鞍钢说。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一个彪炳史册的日
子。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
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这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唤醒了古老的中国，推开了中国走向改革
开放的大门——

发祥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四川等地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两天半
建起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蛇口工业区喊出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北京
前门二分钱的大碗茶⋯⋯从农村到城市，从集
体到个人，一股股强大的改革气旋喷涌而出。

成功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成功
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正因如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 30 多年来中外媒体

提及最多的历史事件之一。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党中央审时度势，

及时提出要对束缚生产力解放发展的经济体
制进行改革。

1984 年 10 月，一份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
方案提交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
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
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体现了党
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新认识。改革开始由
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央文献研
究室研究员杨光说。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起步、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
充”载入宪法、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 14 个
沿海港口城市⋯⋯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发展道路取得了重大突破，开创了现代化建
设的新局面。

1988 年 9 月，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党的
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环境经济秩序进
行治理整顿。

改革开放头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
速发展的飞跃期，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番，综
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改革开放成功地让中国
跨越了温饱，开始向着实现小康的目标迈进。

标定方位 重大突破

“下海”，词典里的一个释义是：放弃原来
的工作而经营商业。

改革开放之初，贫穷让中国人燃起对富裕
的渴望。许多人放弃党政机关的“铁饭碗”“金
饭碗”，“扑通一声”投身商海。

作为早期下海者，北京数银英才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卫东深有体会地说：

“说小了是个人对生活的重新定位，往大说，就
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纠结冲
撞。”

个人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巨变。
“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这个

羁绊中国改革的历史性难题，1992年的春天给
出了全新的答案。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视
察南方时发表的重要谈话，在事关中国道路向
何处去的又一重大历史关头，为全党指引了
方向。

改革开放酝酿着重大突破。
同年 6 月 9 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

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针对建立什么样的
经济体制问题，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

从“计划”与“市场”互斥不容，到“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4 年的艰辛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终于找准
了自己的方位。

坚冰又一次被打破。1993 年 11 月召开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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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起基本
框架。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在
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央
党校教授辛鸣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新阶段。一场波
澜壮阔的制度变革，由此开启。

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开。制定公司法、实
行资产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构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坚实基础。

非公经济得到空前发展。1999 年九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个体私
营经济的地位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上升为

“重要组成部分”。
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住房

等方面的改革渐次推进，金融市场、劳动力市
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信息市场开始形成⋯⋯

市场经济势如破竹，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
广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为抓住并
用好新世纪头一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奠
定了坚实基础。

温饱解决的中国，仅用了不到十年就基本
实现了总体小康，向着全面小康阔步迈进。

不到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越。
国内生产总值从 1992 年的不到 2.7 万亿元，猛
增到 2000 年的 8.9 万亿元，人均达到 7858 元，
提前实现“翻两番”的预期目标；主要工农业产
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
束；商品市场中的市场调节比重不断加大，社
会商品零售环节、农产品收购环节和生产资料
出 厂 环 节 ，市 场 调 节 比 重 分 别 高 达 95.8% 、
92.5%和 87.4%⋯⋯

不仅是数字的跳跃，还有思想意识、价值
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中国，不可逆转
地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解放和发
展了生产力，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入了
一个新境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迟福林说。

转型升级 科学发展

2001 年 11 月 10 日，随着一声槌响，世界
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宣布
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这是世界对中
国改革开放的认可。

开放的时序由不确定变为确定，改革的步
伐必须加快。

“中国号列车”带着发展的喜悦与成长的

烦恼驶入新世纪——
经济增速保持高位，自主创新却明显不

足；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渐
拉大；民主法制建设成效显著，社会管理则缺
乏经验⋯⋯

2003 年 ，中 国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跨 过
1000 美元大关，“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相
互交织。

大转折就是大机遇。
“纵观全局，21 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

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人冷静观察、深
邃思考、总揽全局，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科
学判断。

一面是机遇，一面是挑战。“实现什么样的
发展、怎样发展？”新的课题再次摆到了全党
面前。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树立和落实科
学发展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

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到“完善”，映照出
十年间中国改革开放呈现的新进展，遇到的新
问题；

这是改革目标的又一次部署，这是改革之
路的再一次出发。

此后的十年，科学发展旗帜下的中国改
革，看似静水深流，实则动人心魄：

——“发展计划”变为“发展规划”，“又快
又好”变成“又好又快”，“人均”取代“总量”，

“质量”重于“数量”，改革发展思路发生根本
转变；

——教育改革大胆突围，医疗改革破冰前
行，社会保障愈发完善，以人为本的民生本色
成为改革主旋律；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修订完善法律法
规，着力启动司法改革，追求公平正义让改革
更具底气；

——始终心系农村发展，继党的十五届三
中全会后，时隔十年，2008 年 10 月召开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再次通过有关农村改革的决定，为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石。

十年改革发展，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冲击到抗击特大自然灾害取得胜利，中国共产
党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

十年改革发展，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到经
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
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十年改革发展，从城镇居民广泛获得社会
保障到广大农民种田不再交税，中国人民的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共产党用理论与实践反复昭示：中国

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
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全面深化 走向复兴

再过几天，中国共产党又将迎来一次三中
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此时，中国改革开
放已走过整整 35年。

35年接力奋斗，35年硕果累累。
数 字 是 明 证 ：142 倍 —— 从 1978 年 到

201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3645 亿元增长
到 52 万亿元；187 倍——进出口总额从 206 亿
美元提高到 38668 亿美元；71 倍——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43 元增加到 24565
元；59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34 元增加到
7917元⋯⋯

深化改革已成共识，推进改革挑战重重。
深水区、攻坚期、硬骨头，一连串的改革难

题无法回避。
在胡鞍钢看来，“改革从来都不是单向度

的。改革是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当
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点尤为明显。”

回顾过往，审视未来，“中国道路”领航者
清醒自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今天，距离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
有 7 年，距离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目标也只有 30 多年。曾经的愿景已经变为紧
迫任务。

时不我待，使命艰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党全国发
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动员令，表
达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开放
的决心与信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两次中央
政治局会议已释放出强烈的全面深化改革的
信号——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新一轮改革要抓住关键环节或突破口，
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尽快并有效运转，进而
把发展潜力持续不断地发掘出来。”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

11月 2日，在会见 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
外方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国际社会郑
重宣示——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越发
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
革进行总体部署。”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
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党领导亿万人民将开始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出发，把光荣与梦想镌刻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上。

文/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赵 超 安 蓓

（新华社北京 11月 3日电）

跨 越 时 空 的 改 革 坐 标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