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十三版）
邓小平已经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手

中的一张王牌，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
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
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这意味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
放的区域开始由南向北转移。这又是中国改
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转移。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具有历史
转折意义的新阶段。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
口”，急需在整体思路上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在地域上需要一个带动力强、腹地广阔、对国
内外可产生巨大带动效应的城市或地区进行
更大程度的先行开放试验，以此来促进中国
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邓小平的视线越过层层迷雾，穿透历史
和未来。一种崭新的思路在他心中形成：浦
东开发开放要成为一项跨世纪国家战略。

经历过战争年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
邓小平深知战机稍纵即逝。满弓搭箭，总设
计师期望浦东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强
力的箭头。

1990年4月18日上午，风和日丽，湛蓝
的天空飘着一丝白云，历史意义的一刻来
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原
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
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
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向世界“借脑”

浦东究竟应怎样开发？早在1989年10
月 26 日，上海市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
朱镕基就提出：“上海的发展一定要考虑面
向太平洋、面向未来，各种基础设施的布局一
定要按这个要求。”

1990 年 12 月，朱镕基主持了浦东新区
总体规划审议会，并计划先从黄浦江边的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打造一个集中国与世
界、现在与未来相融合的上海新标志地区。
为此，浦东率先向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征集
规划设计方案。

1992年11月20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三楼，5 个精心制作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
心区域的规划模型摆放在中央，世界顶级规
划设计大师们围着模型而坐，各抒己见。

经过17轮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完
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这在中国历史
上是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
产生第一个汇集国际智慧的规划方案。

这样的国际招标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但
在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突破。有很多人表示怀
疑：“一个城市的规划，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
当时是否触动了‘红线’。”

浦东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李佳能说，在
上世纪90年代初，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城市
的设计规划通常被认为是“保密”的，参与设
计人员都有严格的要求，更别提花大价钱请
外国人去设计和规划。

还有人认为这费时间，而且还很花钱，没
有什么必要。比如，浦东那条著名的世纪大
道，是邀请了多方设计机构竞标，最后由法国
人中标，当时也受到质疑：就造一条马路也要
外国人来设计，花费上百万？

又比如，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人无不
赞叹陆家嘴中心区域的一大片绿地，草地、阳
光、蓝天、湖水，草地上散落银杏树叶，鸟儿从
空中掠过。

不过大片绿地的建造最初也有着理念冲
突。那是1992年冬天，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
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会在上海举行。英国、
法国的两位专家陈述了自己的设想：“陆家嘴
四周是建筑群，中间建一块圆形的绿地，让人
与自然融合，置身于大自然的环抱当中。”

有人问道：“建中心绿地需多少土地？”
外国专家回答：“要占地10公顷。”
一时间，会场震动了。陆家嘴是一块黄

金宝地，在这里发展房地产必将产生黄金收
益。而在此建绿地，不仅赚不了钱而且还要
投钱！

“这样的想法，何止是设计上的突破，更
是观念上的碰撞，在场的人有些坐不住了。”
李佳能回忆说。

但通过国际招标后，浦东建设者在与外方
的交流中达成了共识，高楼林立的金融贸易区

不能只有“水泥森林”没有绿荫。
后来，这块绿地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

的绿地，在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中就像一块绿
宝石镶嵌其中。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东后由衷感
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
大赛，这是浦东的骄傲，也是联合国的光荣。我
祝你们成功。”

要不要发展第三产业

曾经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
的深圳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中的

“破冰之旅”，那么浦东开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攻坚之役”，是改革开放总体上的升级。

浦东开发启动后，这种攻坚首先体现在浦
东选择了第三产业实现突破，通过集聚要素市

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了“惊人一跃”。
今天“第三产业”这个名词，人们耳熟能

详。但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之既陌生又
疏远。“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思想
不通，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就连当时的
统计指标都只有工农业产值，而没有一个关
于第三产业的。”姚锡棠说。那时候，对于是
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领导和学者们都非常
严肃地对待这一话题。

这并非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
在中国发展第三产业并不容易，计划经

济时代，中国经济拷贝苏联模式，一向是以工
业为中心，而且是以重化工业为重。即便到
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也以第二
产业为主，尽管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第
三产业的大多数行业还处于对外封闭状态。

在“三个先行”方针指导下，浦东有了中
国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家
金融贸易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第
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第一家外资银
行落户，等等。第三产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中，有两个时刻
体现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惊人一跃”。

第一个时刻是1990年12月19日11时，
在欧式风格的浦江饭店内，上海证券交易所
总经理尉文渊敲响了开市铜锣，一时国内外
反响强烈。将早已被撤掉的证券交易所重新
开张，显示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上海重塑金
融中心的决心。

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上海的要素
市场建设也高潮迭起。上海期货交易所、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石
油交易所也一一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亮
相，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初步为上海搭建起
了全国性的金融体系。

第二个时刻是1995年12月20日，日本
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合
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东开张，107 万顾
客顶着凛冽寒风，潮水般涌入商场。这一数
字，也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上海第一八佰伴开业之前，中国国内
的商业界里并没有外国投资者涉足，上海第
一八佰伴打破了中国商业界中资经营一统天
下的局面。

如果再将历史的镜头拉远一点，更能看
清楚浦东发展第三产业、集聚要素市场的意
义。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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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
一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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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
制和机制，如何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
作用，中国人并没有经验。上海的领导和专家
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很自然地借助浦东开发将
发展和培育要素市场，作为重点突破口。

多年后，曾有记者描述了浦东的要素市
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表现：北京时间每个
工作日的上午九时一刻，总部设在上海浦东
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随着交易员轻轻敲击键
盘，一组数据即刻传遍全球。一刻钟后，另一
组令人关注的数字又从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传出。

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金融机构、外汇交
易员、进出口商及投资者们都会在这个时候，

等待着来自上海浦东的数据。
对这些数据，新华社一位记者称之为“浦

东价格”。这意味着浦东正在成为全球的“定
价中心”之一。

中国的浦东 世界的浦东

浦东开发后，大量投资者来到浦东，盖楼

就成为必须。那么，盖什么样的楼？浦东的
投资者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如何进行中外文化的融合就成为建设者所考
虑的。

1992 年，外经贸部打算在浦东找一个
最好的地方，为各家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盖一
幢“中华第一高楼”。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沿江核心区，要建 88
层，420米。

浦东要建“中华第一高楼”也吸引了全球
建筑师的目光。1993年2月，浦东正式面向
国际开始了金茂大厦设计方案的招标。众多
实力雄厚的建筑事务所纷纷来到上海。9家
设计机构投入了竞争，其中有日建、波特曼、
SOM，都是国际顶尖的建筑设计巨头。

SOM 是世界超高层的权威设计机构。
但日建也志在必得，光准备方案，就花掉了
100万美元。投票表决那天，12位评委把注
意力集中在了日建和 SOM 的两个方案上。
最后来自日本的黑川纪章却把手头的一票投
给了SOM，他说：“要是日建获胜，那么我会
觉得耻辱，因为SOM的方案太出色了。”

SOM 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是把中国文
化之精髓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大楼。

美国设计师接手这个项目的投标任务
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现代超高层建筑与
中国历史建筑文脉相沿袭。他们在中国大江
南北寻找了大量古代高层建筑的式样，最终
他们选定了西安的大雁塔作为构思上海金茂
大厦的原型。

中国文化深深地植入了这座钻石般精致
的建筑，88层高度，8角型外观。尽管浦东高
楼林立，但路人都会被金茂大厦宝塔外形所
吸引。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2007 年第 5 期登
载了一张照片：两个外国人坐在高空中，其中
一人探出平台伸出两个手指转身做胜利状，
他们身后的背景是东方明珠电视塔、黄浦江
和林立的高楼大厦。照片说明写道：寻求刺
激的外国人选择上海金茂大厦作为跳伞平台
情有可原：这里号称“中华第一高楼”。在古
老中国最具现代感的城市上空进行西方式的
探险似乎意味深长——完成了古老与现代、
东方和西方的对接。

浦东的世纪公园，也是不同文化交融的
结晶。当时，浦东要建一个140公顷的中央
公园，浦东方面邀请了美国、日本、德国、法
国、英国、中国的6家设计事务所来设计。最
后选定了英国的方案，据公园建设指挥部总
指挥朱纯宏回忆，“英国设计将中国传统园林
文化与西方的大草坪结合，效果很好”。

据介绍，为设计这座公园，英国设计师们

骑着自行车，逛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公园，了
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看到
在中国公园里有人下棋，有人跳舞、唱歌，有
人喝茶，有人打太极拳，等等。

不同文化在这座后来被称为“世纪公园”
的设计中实现了融合，英国设计师巧妙地做到
了“人与自然的结合，中西文化的结合”，成就
了上海最大的富有自然特征的生态城市公园。

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认为，
浦东开发中我们不只是吸引世界的资金、世
界的技术，还吸收了世界的智慧。同时，在浦
东开发中形成的文化是推动浦东开发高速发
展的重要原因。

中西文化的融合，不仅仅让本地居民容
易接受，也让外来者容易接受。

2011年6月3日，赵启正访问美国耶鲁
大学时，该校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主任保罗·格
维兹告诉赵启正：他曾带 13 岁的儿子去中
国。他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东边的滨江大
道，正值入夜，陆家嘴璀璨的灯火深深地印入
了他儿子的脑海中。

格维兹兴奋地告诉赵启正：我的儿子现
在说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他一共去过中国6
次，现在是大二学生，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大概
有一年。我对此非常高兴，也想借此感谢您，
因为是您在上海的工作让我的儿子有机会更
好地认识中国。

从质疑到惊叹

最初，对于浦东开发，海外不少人不看
好、不理解。赵启正曾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
者：对于浦东开发，最初的国际舆论是怀疑
的，认为这是个口号而不是行动。

颇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嘲讽浦东开
发就像沙俄时代为女皇建造的“波将金村”。

“波将金村”是俄国波将金元帅为使女皇叶卡
捷琳娜二世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
在其必经路旁建起一批漂亮村庄，看上去很
美，其实都是布景，里面是破败的茅草屋。“波
将金村”也就成为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而历史也似乎要考验浦东。1997年，高
速发展的浦东曾被亚洲金融危机狠狠地“撞
了一下腰”，刚刚开始建设地基的环球金融中
心大厦面临投资者要求撤资的窘境，资金链
断裂，工程不得不叫停。泰国商人投资的浦
东陆家嘴地区大型购物娱乐中心——正大广
场也因金融风暴，开工不久就缓建。汤臣集
团刚刚在陆家嘴拿到了一块地，但也因金融
危机苦苦请求浦东政府退地拿钱。

投资者纷纷后退，国外媒体出现“浦东开
发失败”“办公楼出租率只有 20%”“浦东的
灯亮不起来”等描述。那时，夜晚来到浦东陆
家嘴，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大批的商务楼宇建
立起来，但是入驻公司少，大楼无声地矗立
着，偶尔有着点点的灯光。

曾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胡炜回
忆，那时到访浦东的境外人士都要问：“东南
亚货币危机对中国有何影响，浦东开发还能
顺利进行吗？”

这也让上海和浦东的领导高度紧张。上
海市原市长徐匡迪坦言：那段时间真的是睡
不着觉。

但是浦东开发的建设者还是顶住了压
力。胡炜回忆：亚洲金融危机，世纪大道建设
到一半出现了资金困难，市领导亲临现场激
情鼓励建设者：再大的困难咬咬牙也要顶过
去，杀出一条血路！

对此，西方人往往会很困惑，中国人为何
如此顽强？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对中国经济
有着深入的研究，到访中国60多次，他曾有
一个奇妙的观点解释了这一现象：经济发展
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是使用汉字，一个是
使用筷子，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使用
汉字和筷子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呢？
我的看法是：汉字和筷子对于一个幼小的孩
子来说，是一个很严酷的要求。要记住汉字
需要很强的记忆力，小孩子要学会使用筷子
也很难，正因为这些民族的孩子从小就经受
了严格的训练，所以他长大以后就具备了应
对更加恶劣环境的能力。

鉴于大批楼宇建造起来，各类功能性企
业机构进驻一时跟不上，1995年11月23日，
时任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姚锡棠教
授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写信，建议把
位于浦西的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东迁浦
东，通过要素市场东移，促进陆家嘴中央商务
区的形成。建议得到徐匡迪批示肯定，也得
到上海市其他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

这封信也加速了要素市场向浦东集聚。
很快，在上海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各类要素
市场集聚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渐成气候，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

徐匡迪回忆，经过几年，特别到了2000
年完全好转，小陆家嘴全租完了，全市办公楼
的租售率也超过了80％。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陆家嘴的上百幢楼
里灯逐渐地亮了起来，入夜璀璨的灯火成为
上海最迷人的风景。

此前曾经有外国人批评，陆家嘴的房子
造得太多了，空置得厉害。浦东人则说，在中
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
些，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

没过几年，大量的金融机构云集陆家嘴
证实了“大衣服”理论。当年已经做得大了不
少的“裤子”，也变得小了。到了2005年，浦
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林立着128幢高档写字
楼，智能化办公面积达230万平方米，平均入
驻率近90%，许多楼宇已一房难求。

后来担任基辛格顾问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的雷默也修正了他当年的看法：浦东是“中国
例外论”的代表。几乎在每一个角落，你都能
看到西方政界人士如今梦寐以求的经济工具
在发挥作用，正是这些工具，让中国在过去的
改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若干年后，知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传
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说：我认为，弗里德曼
当时的（对上海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
还健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上海，包
括整个中国，都证明了市场力量的强大。

（作者系《浦东时报》原副主编、《浦东开
发》原主编，著有《浦东样本》《中国传奇：浦东
开发史》等。本文资料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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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风来
——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开 发 纪 事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
东后由衷感叹东后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你们正在进行一
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这这
是浦东的骄傲是浦东的骄傲，，也是联合国的光也是联合国的光
荣荣。。我祝你们成功我祝你们成功。。””

1990年5月，从浦西看浦东陆家嘴。 （资料图片）

1998年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现规模。 （资料图片）

今日陆家嘴风景线。 刘思弘摄

19951995年年1212月月2020日日，，日本八佰日本八佰
伴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
店合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东开店合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东开
张张，，107107万名顾客顶着凛冽寒风万名顾客顶着凛冽寒风，，潮潮
水般涌入商场水般涌入商场。。

浦东开发中我们不只是吸引世浦东开发中我们不只是吸引世
界的资金界的资金、、世界的技术世界的技术，，还吸收了还吸收了
世界的智慧世界的智慧。。同时同时，，在浦东开发中在浦东开发中
形成的文化是推动浦东开发高速发形成的文化是推动浦东开发高速发
展的重要原因展的重要原因。。

浦东是浦东是““中国例外论中国例外论””的代表的代表。。
几乎在每一个角落几乎在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西你都能看到西
方政界人士如今梦寐以求的经济工方政界人士如今梦寐以求的经济工
具在发挥作用具在发挥作用，，让中国在过去的改让中国在过去的改
革中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图为杨浦大桥

建成不久后拍摄的

照片。杨浦大桥于

1991 年 5 月 1 日开

工，1993 年 9 月 15

日建成通车，总投

资 13.3 亿元，是连

接浦东、浦西两岸

的重要交通纽带。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