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我是半个上海人”

2020 年，且前

承改革开放 40 周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眺望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

辛亥革命发生 110

周年———诸多重大

历史节点由近及远，

一波接着一波，画就

百年中国史远山近

岑最壮阔的那几笔。

上海，更有浦东开发

开放 30 年奇迹的

回眸。

周年纪念，常常

是一种提醒，适时回

看来时的路，记住那

些披荆斩棘的开路

人、那些燃灯者，凝视

那些思想的火烛，星

星点点，终成汪洋。

和 90 岁的吴

敬琏，聊“90 后”的

浦东，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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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旦学长有硬骨

    吴老是 1954级的复旦学长。对他的最初

印象，来自于一本书———《拆下肋骨当火
把———顾准全传》———一位颇有风骨的顾准弟

子。若干年后，这位“吴市场”，也以一种“拆骨
燃灯”的形象，锲入中国改革史册。

浦东开发开放元年———1990 年的中国，

很不宁静。报刊上不乏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
音，而这位年届花甲的经济学家，很有些“杜鹃

声声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气概，呼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曾和同道一起，舌战

群儒———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腐败横行，这类

百姓深恶痛绝的积弊，病根何在？有人剑指“市
场经济”，而吴敬琏坚称，“原因不是改革的市
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

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出路在于推进经

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建立有宏观调节的市
场经济体制。”

这一年，浦东横空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版图。
两年后的 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谈话

再定改革乾坤；那年深秋，党的十四大从根本
上解除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

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不再是洪

水猛兽。

重提旧事，吴敬琏笑了，“吴市场”的绰号

曾是贬义，直到 1992年……

    吴敬琏始终关注“寻找中国改革突破

口”，关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三度结缘浦东，持续深度观察，他认为

浦东开发开放找对“中国改革突破口”吗？
他沉思着回答道：这个突破口，涉及到建

立市场体系的方方面面，很难靠一个措施就
能带动。比如关于“四个中心”建设，有的走得

快些，有的慢些。说到底是两件事，一是改革，

一是开放。我们和国际体制怎么对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完全做到了

吗？对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精神，

中央正确决策能否完全落到实处？世界范围
逆全球化浪潮还很猖獗，怎么对待？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高举一个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秉承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对浦东代表中国走向高水平开放的巨

大潜能，寄予厚望。

我们聊起搭在浦东 30年的一头一尾，历
史颇有相似之处。

1990年和现在，中国同样面临一些国家

的封堵。小平同志当时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

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这条“捷
径”，对中国改革全局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吴敬琏认为，是激活了中心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

他回忆，1985年，国务院批复他们的调研
提纲时提及，不要再去考核上海的工农业总

产值，而要讲国民生产总值，区别何在？“工农

业生产总值是按照苏联经济学，不把第三产
业算作财富。而上海要成为中心城市，就要靠

你的金融、商贸，靠服务业来辐射全国———你
看，这样的细节很有意思！”

条块分割严苛，中心城市作用就很难
发挥。

吴敬琏当年访问过华东协作区办公室，
听到很多棘手的例子：上海的品牌服装，国际

市场卖价较高，但原产地主要在苏浙，那出口
量算谁的呢？再如茶叶出口，之前是拼配的，

西湖龙井、祁门红茶等，都是小包装，一大箱
茶叶里面各个品种都有。在计划经济行政主

导、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各省只愿用自己的出
口公司，于是整箱都只有一个品种，零售店就

没法卖了。

“当年，如果中央不下决心改革旧的体制，

上海要辐射带动长三角，甚至全国，没法办

啊！只能做上海滩的中心而已。”
浦东这着先手棋，在中央的及时决策下，

在全国改革不断破冰的背景中，终于盘活了
一条“大龙”。

30年过去，“浦东也好，上海也好，真是天
壤之别啊！靠上海人努力、精明、勤奋，更靠中

央的大局观。”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站在地球仪边谋划
改革，搭上了全球化浪潮的快车。而今，逆全

球化浪潮汹涌，浦东这枚开放“棋子”怎样发
挥新的作用？中央为什么如此看重长三角一

体化，把浦东高水平的开发开放，列为长三角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的七项重要工作之

一，有怎样的深意存焉？
吴老说，全国的改革开放都在深化，“长

三角地区带头突破条条框框，上海中心城市
的作用得以发挥。然而，国家对上海的要求越

来越高。浦东开发开放 30年，成就很大，今后
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比如国际大环境和国内

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再上一层楼，并非

轻而易举。”

只有靠进一步开放，突破来自国内和国
外的诸多障碍。“破除障碍，上海的条件最

好，不单是本身素质高，更重要的是有很大
的腹地，这个别处比不了，经济发展水平又

在全国前列。要起中心城市的作用，非常重
要的是靠金融，这个重担需要上海担起来、

浦东担起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挥浦东

的作用非常重要，浦东的高水平开放，牵一
发动全身啊！”

吴老很有信心，“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
起克服困难，一定会实现中央提出的要求。借

改革开放的东风，上海已经起飞，祝愿它鹏程
万里，一往无前。”

听吴老娓娓道来，中国改革的路线波澜
壮阔，渐次恢宏。棋局一眼一眼逐步做“活”，

撬动一个浦东，“活”了长三角，“活”了长江，
“活”了中国腹地。

挥别吴老，心中忽有一个念头：当浦东开

发 40周年之际，希望能和百岁吴敬琏再聊一
回……

    约访这位宗师级的经济学家，是在 8

月底，恰逢北京新发疫情，只能约着老人
“网聊”。

工作人员帮吴老安排了手机支架，吴老
很灵活地调整着镜头角度，“咱们得彼此看

得见，才不别扭”。
之前，给了吴老一份采访提纲，他表示

“提问专业、细致”，还希望我把相关资料给

他的学生。其实功课差远了，听他聊往事，不
少信息，于我仍很“新鲜”。

吴敬琏曾获“浦东新区杰出贡献奖”，我
好奇于他和浦东的缘起，他自况，“我是半个

上海人呢！”
他与浦东结缘，始于 1984年秋，“我参加

了国务院的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离京之前，
他听说有位曾在上海工作的领导说过一句话：

很对不起上海人啊，这么多年了，拍部三十年
代的电影，都不用搭布景……“到了上海发现，

这么多粤语培训班，一直很骄傲的上海人，觉
得自己不如广东了！”这让他触动很深，在上海

工作了 40多天，他们形成一份《关于上海经济
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5年初，国务院批

转了这份提纲：“同意，要求遵照执行，要在
1990年以前尽快转上良性循环，力争到 20世

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
构合理的、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
“提纲”首次这样定位上海，“是我国最重

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
中心、科技中心和重要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

———“四个中心”的提法，也首次出现。吴敬琏
还记得当时的表述，“不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的

模式，上海就没有‘长袖善舞’的活动舞台”；

“对外开放、对内联合，犹如两个扇形的辐射，
一个扇形向内地辐射，一个扇形向国外辐射，

上海就是这两个扇面的结合部和枢纽。”“提
纲”也提及上海的发展空间要向东、东南……

这份“提纲”，出现在黄浦江硬生生隔开现
代工业和原始农业、上海有如“泥足巨人”步履

蹒跚的 80年代中期，不能不佩服其远见卓识。

过了 5年，邓小平从浦西看向浦东，“抓
紧浦东开放，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浦东，

这片曾经冷寂的土地脱胎换骨，成了世界上
“长”得最快、最高的“90后”。吴老至今背得

出小平当年关于浦东、关于上海的论述，“就
几句话，可每一句都石破天惊！”

吴敬琏再次结缘浦东，是 1993年。
原设在北京的中欧管理中心即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的前身，要搬往上海，放在哪里呢？
作为其学术委员会唯一的中方成员，吴敬琏

去了热气腾腾的浦东选址，见了浦东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

理朱晓明，两人一拍即合———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就此落户金桥。他开了一门“中国经济”

课，一直教到 2017年，他 87岁。
“我现在还是中欧的终身教授呢！”吴老

很自豪。“‘中欧’今如今也算是浦东吸引中外
企业的一片吸铁石吧！”

吴老与浦东的第三段缘份，始于 2010

年，他持续参加了关于浦东产业发展的研究。

浦东和上海要“升级”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
学技术中心。他时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

员会副主任，对信息技术兴趣浓厚，着重调研
集成电路———当时叫半导体芯片，他在浦东

跑了很多企业，交了很多朋友。“好多企业家

提出，这个产业太复杂，是全世界高新技术集
成的成果。我们国家应当有一个整体规划。”

2013年，他就《关于推进我国半导体芯片产
业跨越式发展的措施意见的征求意见稿》给

当时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写了一封建
议信。信中提出，在解决芯片产业发展所需巨

额投资的问题时，应以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
为主。这一建议在次年发布的《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被吸纳。而今，集成电路
已昂然进入上海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因他目睹和助力了浦东奇迹的发生，
2017年，浦东新区给吴老颁发了“浦东新区

杰出贡献奖”，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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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旬学者的深情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