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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人生处于跨世纪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培育下成长的。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
我是“五四”的同龄人。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我的人生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1919
～1949年），我国长期处于硝烟密布的战争年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结束了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个30年，正处于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从小深受“五四"运动的启蒙和历次革命运动的思想影响。
1936年发生“双十二”西安事变，当时我在宁波青年会夜校读书，开始参加宁波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
读书会推动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3月我弃商从戎，经当时宁波中共地下党书记应起同志介绍，到皖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
1940年在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经济委员会参加中国共产党。
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专门从事革命的风雨历程，从一个钱庄学徒开始成为一个抗
日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的战士。
　　第二个30年（1949～1979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
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同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前3年，经过1950～1952年的努力，加强财经统一，制止了通货膨胀，促进了经济发展，完成了国
民经济恢复任务。
当时中央财委拟订1950～1952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并对逐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指标提
出了控制数字，对指导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是一种指导性计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探索阶段。
1953～1957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逐步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运行稳健有
力，物价平稳，社会治安和风气良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充分显示了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后22年社会经济发展中，由于遇到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剧烈波动。
三年“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并引来
了此后五年的经济大调整。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社会混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经过全党、全国人民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抗争，才保持了后几年的经济艰难、缓慢、
徘徊地增长。
总之，1958～1976年经济运行处在大风大浪中曲折前进的状态。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百废待兴，经济的发展仍受到“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30年，我主要从事综合计划工作。
1952年在福建省财委任副秘书长，主管计划工作。
1953年在上海任华东财委计划局副局长。
1954年调国家计委任综合局副局长。
计划工作是一项崭新的工作。
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有很多指示，走的是一条艰辛、不平坦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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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我共参与了5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顺利执行外，第二、第三、第
四个五年计划在制订和执行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倾错误的冲击和阻扰，难以顺利执行。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1958～1962年的“二五”计划建议，遭受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被迫架
空了。
1966年原打算开始实行1966～1970年的“三五”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
态，计划的执行受到严重干扰。
1967年年度计划没有下达，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计划。
侥幸的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三线建设的一些重点项目，如攀枝花钢铁厂、成昆铁路等，仍能排除干
扰，继续施工，直至完成。
197l～1975年的“四五”计划纲要，出台时就困难重重，原拟提交1970年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讨论，后
因陈伯达反党事发，政治局会议没有正式讨论。
1973年虽重新修订了“四五”计划纲要，也无法顺利下达和执行。
1976～1980年的“五五”计划，由于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振，制订和执行都比较顺利。
“五五”计划要求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基本实现。
　　上述几个五年计划，尽管难以避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具体执行中要靠各个年度计划，根据实
际情况修订落实。
但五年计划决不能没有一定的约束性，把它束之高阁，随心所欲，放任自流，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
损失，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当时运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有效动员和集中国家有限的资源，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初步基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保证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应当
予以充分肯定的。
但由于经济管理权限过于高度集中在中央，经济管得过死，影响了地方、特别是企业以至其他市场主
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往往出现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现象，没有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忽视、甚至
排斥市场的作用；过多采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忽视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
发展。
因此，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个30年（1979～2010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这30年，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经过6个五年计划、规划（“六五”～“十一五”）的建设，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国民生产总值持续
增长，平均每年增长近10％。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固然，在前进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令人们关切的能源、环保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付出了代价
。
现在又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和考验。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结构已经从传统的工业化逐步向现代化过渡；经济管理体制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
济体制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正在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在这个期间，我主持过国家统计局工作；1981年重返国家计委参加“六五”、“七五”计划的编
制工作；曾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副组长；还担任过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参与物价改革初
期的研究工作。
1988年被选任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从事立法工作和参政议政。
1990年开始从事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工作，分别担任中国信息协会和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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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十纪行》作者陈先曾任国家评委副主任，他以自己九十岁人生，书写了跨世纪的“大动荡、
大变革、大发展”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九十纪行》作者把自己的人生历程分为三个时期：1919-1949年的第一个30年，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1949-1979年为第二个30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79-2009年为第3个30年，为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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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经历三年“大跃进”　　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原来是按照“二五计划建议”精神拟订的
。
遗憾的是，经济的实际运行并没有按“建议”的要求办。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上半年的钢产
量只有312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
当时我正随同计委领导在北戴河研究计划问题。
有一天安志文同志叫我跟他去参加冶金部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冶金厅局长会议，讨论1958年全国钢铁
计划。
会议在北戴河西区的一个小礼堂召开，我们人座后不久，突然见到毛泽东主席穿着浴衣来参加会议，
并即席严肃地作了大办钢铁的讲话，动员大家认真执行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还提出了六条纪
律。
会议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会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1959年和1960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冲击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严重泛滥，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经济工作一片混乱，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
损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第一次遭受的严重挫折。
　　这一时期，我同很多从事经济和计划工作的同志一样，开始是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头脑有些发热
，以后去徐水、天津等实地进行考察，看到一些弄虚作假现象，感到味道有些不对，思想很沉重。
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着当时的钢铁生产和经济情况，会议前期主要是
批“左”的错误，批判高指标，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
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同志，经常将会议情况向我们通气，大家听了都很兴奋。
但到后期，会议方向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由纠“左”变为反右。
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不仅打断了纠“左”错误
的进程，而且还火上加油，使错误进一步升级，并延续了更长时间。
我同很多同志像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还被迫违心地做了检讨。
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
　　1960年我随李先念副总理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路过莫
斯科，当坐汽车从机场经红场时，我感到十分兴奋，心情极为激动。
我们住在列宁山国宾馆。
当时中苏关系虽然已经很紧张，但苏方接待还算过得去。
到达地拉那后，受到阿劳动党的热情接待，并由阿农业部副部长陪同我和外贸部一位局长沿亚德里亚
海到了发罗拉、都拉斯等地，还从希腊、南斯拉夫边境沿线进行实地考察，印象很深。
到了阿南边境奥赫里德湖地区稍作停留，这个湖由阿、南两国划区分治，在南管辖的湖泊内，有一个
小岛屿，是由阿管理的飞地。
这是一个避暑胜地，我们还专门去了这个飞地察看。
回程中，陪同我们的阿农业部副部长郑重地向我们说明，这是阿的领土，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
对他的这种爱国精神，我表示敬佩和尊重。
并与他说，世界上有些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这样就开始使气氛融洽。
阿人民对我国人民很友好，很热情。
　　1978年11月，我有机会到南斯拉夫考察，重游该湖，感慨万千。
回到驻地，还在日记中留下以下诗句：　　时光飞逝双九春，　　重游奥湖实堪惆。
　　昔年东眺南国光，　　如今西望阿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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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处于亚得里亚海之滨，山区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3／4，盛产橄榄油、橙子、沙丁鱼和
烟叶。
阿劳动党领导人很热情，送给中方访问人员每人一篮橙子和一些零用钱，大家还买了一些土特产返国
。
由于阿对我国的贸易逆差较大，当时双方还商定，我国从阿进口大量香烟，供应国内市场。
　　中方代表团离开阿尔巴尼亚那天早晨，地拉那机场漫天大雪，苏制伊尔18飞机不能起飞。
莫斯科方面急调一架伊尔14小型飞机专程来地拉那接中国代表团返回莫斯科。
小型飞机经与大雪的恶劣天气进行搏斗后，终于到达莫斯科机场安全降落。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机场等候，还在机场热情款待了过境的中国代表团，盛情可感。
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苏联班机，一直在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登机，推迟了起飞时间达几个小时，我们
上机后对班机乘客表示了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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