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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回忆
父亲胡耀邦的新著《中国为什么
要改革》，最近正式出版。该书凝
结父子两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中
国改革的深度思考。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作者从
直接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出
发，探寻胡耀邦力主改革的思想
历程，尤其是当思绪已尽，无路
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怎样迈出
第一步。近日，胡德平在北京接
受了专访。

改革初衷是让人民

富起来

记者：中国社会改革是在怎样
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胡
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都有这
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变高
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的
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
主义纯净度的体制，明确人民的
主人翁地位；改革经费管理体
制，突出发展经济的目的，把生
产消费、分配、流通结合起来；改
革吃大锅饭、端着铁饭碗那种窘
迫的讲话模式。
记者：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胡德平：父亲曾经说过：“党

的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
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
群众观点了。什么怕失控、失灵
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

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
私的权不放。”对于改革的目的，
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
“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他
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
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
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
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
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
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胡耀邦很
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
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

记者：那衡量改革成功与否
的标准有没有呢？

胡德平：1983年他在一次会
议上演讲曾提出衡量改革正确
与否的“三个有利于”。一、是不
是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二、是不是有利于国家
的兴旺发展；三、是不是有利于
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记者：中国目前依旧处在改
革的过程之中，还是回到问题的
原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这个大的题目包含
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
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
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
现状如何评价。有人把改革开放
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
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
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
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
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很
多突发性的矛盾还很尖锐，所以

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

农村改革别打农民

土地的主意

记者：农业问题是中国改革
的起点和重点，您觉得当下农业
改革的路走出来了吗？

胡德平：在农业问题上，胡
耀邦在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
前提下，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经营
权和使用权。现在的问题是，农
民土地的所有权益经常受到各
方面的侵害，以各种名义打农民
土地的主意。
记者：现在很多农村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农民都被
“上楼”了，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胡德平：用社保换耕地，这
种做法是把老百姓的生产资料
和对象都给剥夺了。如果我们上
亿的农民失地，那么就是一半人
富裕起来，一半人失去生产资
料，这怎么能行？

记者：城市化运动会带来农
民失地以及很多社会问题，如果
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后果会
怎样？

胡德平：大部分农民消失
了，流转土地，是一个较长的历
史时期，首先应该实行农业的现
代化、有工业化的支撑、有众多
小城镇市级镇的建立，才能完
成。如果是因为农民不爱农业生
产而改变身份，以后新生一代农
民也不想种地，就会导致城市严

重的过度膨胀，城市的周边布满
了失去土地、失去温饱的人，那
该如何办？

国企不能以政府的

名义代替全民

记者：近期，中石化“天价酒”
事件发生之后，激起了很多群众
对国有企业的不满甚至怨恨。

胡德平：我国改革之前，国
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
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
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
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
对全民有何义务。国有企业当时
是用举国之力来改制的，国家银
行主动帮助其从负债中剥离出
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
龄。国企轻装上阵之后，反过来
又与民争利、赚老百姓的钱，这
样的改革是不是有点变样了，老
百姓当然有疑问，全民所有制是
不是全民的？

记者：对于国有企业，您觉
得有何具体改革的路径？

胡德平：1983年中央政府对
国有企业实行利税改革以后的 20
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
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
5%给政府，今年的最高上缴额又
调整为 15%。能否以政府的名义
代替全民？能否以政府财政代替全
民的权益？我想都不可以。国有独
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仍要体现
它的双重性，作为上市公司，它应

当给股民分红，并受股民监督。作
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我认为同样
应该给全民支付红利，政府应得的
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它占用的资
源是全民的资源，利润的一部分就
应该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以
给国家上交利税而回避对全民应
尽的义务，同时应该受人民代表大
会的监督。

有一种感情力量想

对这段历史做些回顾

记者：改革走到今天的得与
失，以及今后该怎么走，这是不
是您写作此书的初衷？

胡德平：在中国，一个“文
革”，一个改革，这两大事件是翻
天覆地的。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更
多的人研究这段历史，出版一些
历史书籍对此进行梳理和回顾，
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好
处的。我希望这本书能让参加了
改革，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
的人和没有经过80年代以及没有
出生的人，都站在一个客观的历
史科学的问题上，对过去和未来
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有人
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再过
五百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充其量
不过是一页纸吧！这句话完全驳
倒也很难，我也不知道到那时是
否还会有人像现在这样研究、反
思。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感情力量
和信念想对党的这段历史做些回
顾。 据《中国青年报》

“在中国，一个‘文革’，一个改革，这两大事件是翻天覆地的。我们中国人应该

有更多的人研究这段历史，出版一些历史书籍对此进行梳理和回顾，我认为这对

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胡耀邦在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