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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了。
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
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
在过去60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
，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
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能为我们指明解决任务的方向。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1949～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
之一新。
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
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和高估自己能力的思想。
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
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
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来区分，可以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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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中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根据过去6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应
对新一轮的挑战。
    最近，青年记者马国川采访了10位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深厚学术修养的经济学家，
结集为《共和国一代访谈录》一书出版。
访谈围绕着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成长历程展开。
从一代人成长的轨迹史，不但可以看到60年间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30年间改革走过的不平
凡道路，而且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寻找到仍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在改革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下，这些思想资源是非常可贵的，它们是穿越历史的烛光；可以帮助人们
认清未来的道路。
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
不会平坦。
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
，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熊走上坦途。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一代访谈录>>

作者简介

马国川，《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1971年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热
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其中《大碰撞：2004-2006中国
改革纪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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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郑新立　亲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过程陈元　做一个真正
的银行家许善达　见证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秦晓　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宋晓梧　在理论观点上，我
从来坚持独立己见周其仁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樊纲　中国的转轨经济学郭树清　“中国道路”
需要再来一个三十年范恒山　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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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马国川：新中国成立六十
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
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1952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
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
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马国川：李先念先后当了二十一年的财政部长，是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怀诚：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
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的办公室是在国务院。
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
吴波从1952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
第六任是王丙乾。
我们这茬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马国川：您是山东大学毕业的？
　　项怀诚：我祖籍江苏，后来跟着父母到上海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
当时全国统考，1956年我考进了山东大学，学的是中文。
我们那一届扩招，就像现在的扩招一样，不过那时是把在职的干部吸收进来，叫做调干生，所以我们
那一班里的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调干生年龄都偏大，最大的35岁，我算最小的，17岁。
　　马国川：在大学里，您想毕业以后做什么？
　　项怀诚：当时的学生毕业以后做什么都不大想的，没有自我设计的问题，也不能自己联系工作，
都是组织分配。
1960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来山东大学挑人，我被选中了。
　　马国川：您是学中文的，为什么会进入计算机研究所呢？
　　项怀诚：听起来好像是“乱摸脑袋”，其实不是随便决定的，是有原因的。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个研究课题组“俄汉机器翻译研究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前沿性项
目，对人员的要求，第一要懂一点外语，第二要懂一点数学，第三要懂得中文，还有就是欢迎年轻人
。
　　马国川：您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项怀诚：我想是吧，没有人跟我说过。
我报到后，先送到人民大学去学俄语，一边进修外语，一边开始研究工作。
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具备，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
1962年国家进行整顿，这个项目就下马了。
我们这一批研究人员里，一部分本来就是学数学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所以就留在了
计算所里；一部分是搞语言的，就把他们送回到语言研究所去了。
本来，计算所对我的使用就不太合适，根据我的条件，组织部门认为我到大学里去教书可能比较合适
，所以就找了很多学校。
后来包括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都来找我，要叫我去教什么英语、俄语。
因为这些学校管事的人看了我的简历，误认为我是学外语的，我说，要我教汉语可能还凑凑合合，但
俄语、英语我是教不了的。
当时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爱人正怀孕，走不开，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就行了
。
　　马国川：不服从组织行吗？
　　项怀诚：那一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向会议代
表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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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知识分子心情还是蛮舒畅的，组织部门对知识分子的分配也是比较慎重的，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
理。
恰好也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开了个会，叫做“西楼会议”。
会议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决定在财政部税务总局设立一个机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监管。
　　马国川：财政部招人，机会来了。
　　项怀诚：对，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当时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留在北京就
好。
这样，1963年初我就到财政部工作了，从那时起，我在财政部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一直到2003年调
离财政部。
　　在财政部成长起来　　马国川：从学中文到去计算所搞研究，然后又到财政部，这个弯转得很大
。
　　项怀诚：在计算所搞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和数字打交道，这样增长了很多知识。
我在财政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做办事员，这个处负责监督国有企业利润的缴纳。
我这个人还算幸运，大学毕业分到了北京，然后进到了层级比较高的机关单位工作，增长了许多才干
。
　　马国川：假如当时把您分到云南或其他边远地区，中国可能就少了一位财政部长。
　　项怀诚：我进了北京，进了中央机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不是万里挑一，而是几千万里挑
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财政部许多人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我是1969年4
月份去的，在那里待了三年。
　　马国川：主要做什么？
　　项怀诚：种棉花、种水稻，我干了一年的农活，第二年就开始教书。
财政部干部认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就为自己的子弟开办了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把我调去
当老师，所以叫我“老九”。
我教的是中学，语文、历史都教过。
我们的教学质量确实比当地的要好，因为老师都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留苏的副博士。
学生后来也都非常有成就。
我当了两年老师，1972年4月份又把我调回来，去预算司，当时预算司长点了名要我。
“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还是财政部长，可是基本上“靠边站”了，虽然没有被打倒，但也管不了
多少事儿。
当时财政部实行军管，一位叫殷承桢的部队同志到财政部做军管会主任，不过，财政部名义上还是李
先念领导的。
殷承桢这个人非常好，是一位老红军，他对我们都特别好。
当时他出差，点了名要我跟着去，他们把我叫做“拐棍”，因为部队的干部不懂财政业务，把我当他
们的“拐棍”使。
　　马国川：从资料上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部队才撤离财政部。
　　项怀诚：当时周恩来同志还在世，他说给你们财政部派一个精明能干的强将，派的是谁呢？
就是张劲夫。
张劲夫同志做了四年多的财政部长，到1979年才到国务院当国务委员。
　　马国川：1978年召开了“三中全会”，国家开始走上正轨了。
　　项怀诚：我1960年就开始参加工作了，但直到1979年我40岁的时候，也即正是而立之年之时，我
才真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
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提出来干部要“四化”：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
我这个人很幸运，赶上了三中全会后的好的政治气氛。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搞纺织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医生。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在三中全会以前最多当一名教师，但三中全会后我赶上了好时候、好政策。
张劲夫当部长的时候我还没有入党，张劲夫就要我参加部里的务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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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是非常开放的一个人，有真知灼见。
　　马国川：您如何评价他？
　　项怀诚：思想解放，非常开放。
在财政部我是属于有争议的人物。
大家公认我这个人很能干，所有的领导都喜欢。
但是我1962年以前就申请入党，直到1984年才入党。
为什么？
在“左”的思潮看来，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
我在财政部里一直表现很好。
1980年开始提干部时，第一批没有我，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年轻嘛！
　　张劲夫之后，吴波同志做了一年的部长，因为年龄大了，主动让贤，由王丙乾同志接任财政部长
。
解放前，吴波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是华北财政部审计处副科长。
解放后，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财政部，吴波担任了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一
职，王丙乾是财政部审计处科长。
所以，吴波和王丙乾是财政部内部成长起来的部长，为人非常亲切也很随和，所以他们在财政部都有
特殊的威望。
财政部的人们对前三任部长都非常尊重，不过在感情上都不是那么亲近。
　　马国川：为什么呢？
　　项怀诚：因为他们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地位更高。
我在财政部是小字辈，是一个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干部，上面领导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缺点、什
么优点他们心里都明白。
我在预算司十年，到1982年组建综合计划司，我就调到综合计划司当副处长了，第二年入党，第三年
提副司长，过了两年就提了副部长。
　　马国川：开玩笑话，您这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
　　项怀诚：对，人家说你要么不动，要动你是乱动，开玩笑嘛！
反过来讲，我自己就很注意。
我在财政部当副部长的时候，我分管司局的领导很多都是老同志，工作上有问题要商量时我从来都是
到他们办公室去的，这样关系不就处理好了吗？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马国川：您赶上了历史机遇，一个是大时代变了，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再一个是您碰上了一群
好领导。
当然，这和您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项怀诚：如果没有劲夫、吴波、丙乾等老部长们的培养，我不可能成长起来。
我一辈子都碰到了好领导、好政策，这些都让我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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