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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八大前后经济体制改革中

周恩来的和谐思想

杨成敏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 !和谐∀ 是周恩来处理复杂关系、解决各种矛盾一贯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他在中共

八大前后提出所有制结构不要求大求纯, 可以搞一点私营的、分散的生产; 改革收入分配政策, 先要

反对平均主义, 还要防止收入过分悬殊; 加强经济管理的统一领导但不能过分集中, 要发挥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等。这些观点正是周恩来和谐思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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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直被喻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手, 处理危急

事件的巨匠。而 ! 和谐∀ 是他处理复杂关系、解决各种

矛盾一贯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 笔者着重揭示周恩来

在中共八大前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和谐思想。

一、所有制结构不要求大求纯, 搞一点私营的、分

散的生产, 活一点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好处

由于建国初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问题没有搞清楚, 再加上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形成

了一种观念, 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能是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两种, 任何私有制的存在都是与社会主义相

左的。那么相应的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 农业、手工业

甚至工商业集中经营就是社会主义, 分散经营就不是社

会主义, 所以组织规模越大就越社会主义。结果出现了

所有制结构盲目求纯, 经济组织的规模盲目求大。在探

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 周恩来一向就以辩证的

方法思考问题, 而且更关注矛盾的统一性, 事物的和谐

性, 所以较早发现并提出所有制结构不要盲目求纯, 经

济组织不能盲目求大, 搞一点私营的、分散的生产, 活

一点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好处。

周恩来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要以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式, 以保证国民经济

的社会主义性质, 要允许个体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既是我国落后生产力水平决

定的, 又是迅速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的客观需要; 既是促

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也是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需要;

是协调生产方式的需要, 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需要。在

当时的生产水平条件下,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高,

要改善这种状况, 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国家安定团结,

社会和谐发展, 离开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制肯定是不行的。

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 所以他在八大会议的报

告中明确指出: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 社会主

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这就使我们

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 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 来影响

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

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 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为

此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是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

农村中, 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贩。与此相适应,

! 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 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

市场∀ 1 , 这样, 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

53



用。1957 年 4 月 6 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十四次全体

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在各行各业保留和发展小量私有经

济的好处。他说: ! 主流是社会主义, 小的给些自由, 这

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 ! 工业、农业、手工业都

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 其他的都

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

亏的办法。合作社占百分之九十六, 其余的个体就让它

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 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

农、商、学、兵, 除了兵以外, 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

由, 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 这样才可以百

家争鸣嘛!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 活一点有

好处∀ 2 。

周恩来不仅强调要搞点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补充,

而且还提出经济组织不能过大, 要搞些个体生产或分散

经营。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开始出现了各种经济组织都

在规模上一味求大的倾向。周恩来意识到这种倾向是脱

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是脱离人民生活需要的。1956 年

夏, 针对一些地区忽视农业技术条件和干部管理水平低,

而要人为地把小社并为大社的现象, 周恩来指示农业部

到农村调查研究。他在同年 8 月 17 日接见印度农业合作

化、农业计划及技术两个代表团时谈到, 在我们国家最

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趋向, 因此造成一些强迫命令, 现在

有的社已经扩大到五千户人家、五万亩地、五十个生产

队, 这比工厂还大, 我怀疑是否搞得好, 这样大的组织,

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还好一些, 山地土地分散更不好管。

周恩来主张还应 ! 搞些个体生产∀, 至于为什么, 首先他

指出, 我国农民有 ! 人力畜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

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 所以搞些个体生产, 对改善

农民的生活是有利的∀ 3 。其次是对于工业, 周恩来在随

后召开的八大会议的报告中强调: !从工业方面来说, 小

型工厂固然有它的缺点, 但是它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比较

机动灵活, 容易适应多样的、经常变化的需要 , 因此,

凡是经营合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小型工厂, 都应

该保存下来, 不应该草率地加以合并或者取消。∀ 当然对

于手工业也一样, 合作组织一般也不宜过分集中, 应该

! 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 , ! 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

务, 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4 

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确, 可以搞私有制的搞一点, 不

能搞的坚决不搞, 不能影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

公社不能过大, 要因地制宜,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样

既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 又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

发展; 既能改善和丰富群众的生活, 又能调动人民群众

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从而照顾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

者的利益, 使社会关系和谐发展。

二、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改革收入分配政策, 先要

反对平均主义, 还要缩小贫富差距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基本形式, 而新中

国分配制度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工资制。由于种种复杂

的原因, 当时的工资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

义倾向。这样的工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问题,

尤其是工资制度的平均主义严重影响了人们建设社会主

义的积极性。针对工资制中的平均主义, 1954 年 9 月,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 #政府工作报

告∃ 就明确指出: ! 工资制度在过去几年内有了一些改

进, 但是目前仍然相当混乱, 而且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

克服。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

级思想, 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

点。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

极性, 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

对平均主义。∀ 5 1956年 3 月, 周恩来又向出席全国基本

建设和劳动工资等 21 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时指出:

! 现在, 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突出出来, 非

解决不可了, 因此要求我们来一个全面的解决, 以更大

地激发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6 

很明显, 改革工资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 ! 平均主

义∀。问题提出来了, 但怎么做就难了。要打破这个 ! 平

均主义∀ , 有人愿意, 有人不愿意。如何协调改革后带来

的复杂的社会关系, 会不会引起骚乱? 那么采取什么样

的措施才能让社会不乱, 而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周

恩来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指出: 在工资制度改革

中, 我们要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升级制度, 并逐步扩大

规定了先进定额标准的计件工资制的范围 7 。他还强调

在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标准上同样要反对和克服平均

主义, 并指出: 有些人提出上海、广州等地的工资高了,

实际上那里工业较发展, 技术条件较好, 生活也高, 工

资自然也要高些。何必给它们扣个帽子, 说很不合理呢?

一句话, ! 先进的就要高些, 不能保护落后∀ 8 。在 1956

年 6 月 25 日 #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 中, 周恩来指出,

凡是经过技术鉴定和考工, 符合高等级的技术标准的都

应该升级, 并且按照新等级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他还

指出: 改进后的职工工资等级制度, ! 对熟练劳动与不熟

练劳动, 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 , ! 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

别∀ , 并且 !适当地扩大了低等级工人与高等级工人工资

标准的差额∀ 9 。!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也有较多

的提高, 同时对其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

的制度。∀ 10 通过这些制度上的规定, 应该说在很大程度

上克服了工资待遇上的平均主义。

改革分配制度的目的是克服平均主义, 但还必须防

止收入过分悬殊。这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和

谐。所以, 周恩来在克服平均主义的同时, 还兼顾社会

主义的公平原则。他主张公职人员中的最高工资和最低

工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不能过分悬殊, 要

防止 ! 城市中一部分人, 乃至城市中也是极少数人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 而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村的人民生活水平

不能提高, 造成悬殊太大, 高级工资不要跟低级工资相

差的倍数太多。这是我们工资中应该注意的∀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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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向全党提出要

初步改革公费医疗制度, 提出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

少量收费, 减少国家补贴等改革建议。在这次会议上,

周恩来还提出要改革城市住宅管理制度, 提高公房的租

金, 解决国家在房租问题上的财政负担, 这样可以进一

步打破平均主义, 防止贫富两级分化。为了起到示范作

用, 周恩来身体力行, 他在主持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的

工作中注意缩小工作人员最高与最低工资的倍数, 并在

确定城市职工工资标准时, 适当照顾到农民的低水平问

题。所有这些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的建议、措施和做

法, 都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富有远见的、辩证的和谐思想。

三、加强经济管理的统一领导但不能过分集中, 要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建国初期, 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了以行政管理甚至带

有军事色彩的集中经济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在建设工业

化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中央集权过多, 统得过死, 地方、

单位和个人缺乏独立性和积极性等弊端。毛泽东、周恩

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同时,

对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反思, 并开始沿着集

权与分权的思路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着手进

行体制改革。

八大前夕, 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

遍存在程度不同的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 给生产力的发

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他说, 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能光靠集

权, 相反, 权太多了, 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 必然束缚

生产的发展。事实证明, 集权过多必然束缚地方和企业、

个人的手脚, 限制地方和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也限制了中央的思维, 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最终影

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恩来以 1956 年 4 月中旬他在鞍钢

了解到的 ! 厂矿动用 200 元以上就要报中央批准∀, ! 什

么事都拿来批, 不胜其烦∀ 11 为例直观地说明: 中央集

权过多一方面严重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手脚; 另一方面

使中央被繁重的审批事务所赘, 无法有充裕的时间和精

力思考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 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整个

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 , 要想解放地方生产力, 促进经

济的发展, 必须适当分权给地方, 达到集权和分权的和

谐统一。周恩来善于协调各方, 理顺关系。所以, 在解

释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十大关系时, 周恩来提

出了分权问题并解释了分权的意义, 他说, 实行分权的

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 而不是减少生产。过去, 力量没

都用上, 厂矿动用二百元以上就要报中央批准, 给地方

的权很少使得地方有力无处用, 限制住了。现在是全部

用上, 生产会发展起来。换句话说, 过去担子一个人挑,

现在很多人挑, 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他还对分权的范

围作了分析, 他强调, 分权问题的中心不要放在分现有

的厂矿企业, 而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 有权才能动员,

! 地方除了有党权、政权 (就是行政权) 以外, 还要有人

权、财权∀ , ! 有权就能增加生产∀ 12 。为了让相关的人

能够理解分权的意义, 周恩来还着重解释集权与分权的

辩证关系, 他说: ! 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

央。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 , !各种制度, 要

有利于把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多多发扬地方民主, 就会大大巩固中央领导。最集权就

等于无权, 碰到的事管一下, 碰不到的事就管不上∀ 13 。

! 所以, 要善于使用权力。我们要变无权为有权, 把权分

给地方, 中央有权, 地方也有权, 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

建设。∀ 14 

仅仅解释为什么要分权是远远不够的, 确立与之相

适应的方针、原则和科学程序, 并出台各项比较切实可

行的改革方案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

分权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周恩来很清楚这一点, 他指

出, 解决分权的方针和原则是 ! 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

! 统一计划, 分工合作, 因地制宜, 因事制宜∀; 改进体

制要 ! 逐步实现∀ 15 。由于分权涉及面广, 情况复杂,

没有经验, 因而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搞体制不会

十全十美的, 也会发生偏差, 因此要加强领导。同时,

这个改进不是一下子实现, 而是逐步实现。! 在执行中要

不断地改进。实行一个时期, 又要有改进, 要不断改

进∀ , ! 不要急, 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 也不

要右倾保守; 要逐步实现, 不要求之一步登天∀ 16 。以

上体现了周恩来两个方面的思想: 第一, 分权既要有利

于国家统一, 又要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 分权要因地制宜, 循序渐进, 不可一步到位。这

正是周恩来和谐思维方式的有力体现。

最后, 按照 ! 今年准备, 明年试办∀ 的思想, 同时

也为了慎重, 国务院体制会议期间所初步草拟的各项体

制的改革方案都没有仓促推出, 自然也就不可能实行。

尽管当时提出的这些改革思想和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 富有远见的,

也是比较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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