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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

成绩和进步，其根本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结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成

功经验，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

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

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

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上海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上海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

80年代。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显现，城市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

基础设施老化、工业技术优势减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上

海发展的巨大障碍；按常规的发展思路难以使上海摆脱困境。这一时期，上

海一方面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推进体制改革、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努力为国

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面向世界、

面向2l世纪的发展思路。以1984年12月制订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

的汇报提纲》为标志，上海改革与转型的思路基本形成，这对以后20年上

海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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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20世纪90年代。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

推动上海走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内对外全方位的开放、大市场建设，

大大增强了要素集聚与辐射中心的功能，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逐步完善。期间，对于上海改革与发展目标的探索不断深化，到90年代中

期形成了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思路，以后又加上国

际航运中心，“四个中心”蓝图基本绘就，国际大都市建设大规模启动，以“市

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信息化”为主导方向的改革与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加快。

21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进人新的时期，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

临新的挑战与问题。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上海如何保持并强化

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改革与发展中的

新课题。此外，继续强化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综合功能，加快经济、贸易、

金融和航运中心建设，提升服务全国能力，同时优化城市管理，完善公共服

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也成为

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在未来的发展中．上海一定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坚定不移地

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

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历史和现实

都说明，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上海就一定能按

中央的要求，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

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地承担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历史

责任。

编者

2008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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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体制创新， 一第一章引领上海各项改革全面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然后逐步推动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的全面

展开。

这一时期，上海既要服从全国改革的总体部署，又要在不影响经济稳定的前提

下逐步推进改革，逐步革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调整中求

发展。因此，任重而道远。

上海的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所有制结构、价格、财政、外贸

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在一些领域，上海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在

一定范围内改善了发展环境，为以后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创造了条件。例如，上海

的农村改革最初相对滞后，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加速

农村经济发展、冲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供了经验。在激发国

有经济活力方面，上海冶金局和纺织局首先实行全行业全额利润留成的办法，在全

国发挥了示范作用。以后，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和综

合配套改革、用工制度改革及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

方面，上海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

在价格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等方面。上海也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

通过系统的综合改革，上海打破了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格局逐

步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改革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生

活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没有的活跃局面。

从改革与发展总体走向的视角看。80年代更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上海发展的战略

研究。在为全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上海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的最重

要问题，是从新的角度和更高的水平上重新理解和认识计划经济体钊时期形成的“上

海是全国的上海”的命题。重新定位上海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1984年，国务院派出调查研究组，就改造振兴上海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中共上

海市委、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一起综合分析了各部门的汇报材料和专家学者的意



见，研究上海经济的发展战略，同年12月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简称《提纲》)，1985年2月8日由国务院批转。

《提纲》认为，上海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改革、开放和理顺经济上。《提纲》强

调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全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事；考核上海的

经济工作，应把上海为全国四个现代化服务所作出的贡献作为重要考虑。上海应当充

分发挥综合优势，“服务全中国，面对太平洋，通向全世界，勇当全国四化建设的开

路先锋”。

《提纲》对上海未来城市的定位，是“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要求上海“走发

挥以对外开放为重点的、多功能的中心城市作用的新路”；“还应成为利用外资、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主要门户，以及消化吸收后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

桥梁；成为全国最大的宵品集散地和最重要的外贸口岸；成为全国重要的金融市场

和经济技术信患中心；成为面向全国培训科学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

广泛提供咨询服务的重要基地”，等等。

1987年12月，上海市政府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

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简称《报告>)，提出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

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加工出口，大进大出，以此作为解决当时上海突出矛

盾的积极措施。同时也视之为实现上海经济发晨战略，改造、振兴上海的根本

途径。《报告>还强调上海要发挥多功能经济中心的作用，带动长江三角洲地

区经济外向发展。 ，

现在看来。《提纲》和《报告》已经基本表达了上海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战略思路，

对于以后加多年上海的城市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也形成予80年代中期，但由于篇幅

所限。本章对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展开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时开发浦东

的构想已经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大格局。是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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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前，上海郊区农村经济J

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村人民l

公社体制严重脱离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水I

平，政社合一、高度计划和平均主义的}

构想在实践中已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

桎梏，严重压抑r农民的积极性，因而|

探索适脯I一海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1

产戈系已势在必行。 j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农村政策上存在的

“左”的指导思想，原则通过了《关于

加快农业发展若f一问题的决定(草案)》

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

案)》，并发到全国各地讨论和试行。这【

两个文件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

业工作的经验教训．提f{j了各项政策和

加快发展农业的重大决策性措施。，在

这一精神鼓舞下，卜海农村经济体制

的改革逐步展开。

1979年上牛年，t：海郊区农业生产

管理在大包小评、定额记分的基础上．

有24 700多个生产队实行定额包工责任

制，主要以“四定”(定生产任务，定

质耻标准．定完成时问．定工分报酬)

为主要内容，以改革“大寨式”评工记

分制度为突破u，初步政尘“文化大革

命”时期盛行的“大概工”计酬方法．

探索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下半年．农

村生产管理义作了改进。

与此同时，在上海市固营农场系统

成为全同农T商联合企业试点单位后．

丁1980年5月正式挂出“上海市农垦

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牌子．走j二

了农T商综合经营的发展道路。还接办

了县供销社在各农场的商店，建讧了农

睁商业公一J．进步打大丁网点。接着，



辑农场、公司根据国务皖有芙文件中关

于“农■：商联合企业可以狸城镇设立网

点，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的指示在市

区开办了近50个门市部．直接销售农

啭J二业品和农副产品，办理加1二订货和

修理服务业务，并积微扩大系统外商品

经销业务。农】．商综合经营的发展，促

进r上海农场系统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这些改革举措与全同其他地区相

比．进展较慢。这是由于在同家和城市

的支援下．上海农村与全同大部分地区

农村的情况不太相同，郊区i级经济已

形成实体，农业机械、设施等同定资产

较多．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高．加E当

时中央F迭的文件只肯定附某些副业生

产的特殊需耍和边远山【)(、交通不便的

m家独户可以宴行包产到户，一般弗不

加以提倡。阳此对这一新体制的赏践．

L海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fI=i群众的

寅践和大乜干责任制显示出来的生命力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特别魁1980年9

frI巾央iI{舟《芰丁进一步肌『强和完蒋农

业生产街任制的几个削题》．埘包产到

户作r【F式的肯定。

之后，包产到户不但在经济不发达

地K而闩在经济发腱巾等地K也迅速

艇腱起米，结含I．海史际．市、B领导

fiIl¨r 1981‘I一存在农村I。作台泌r提

⋯：郁『x_妥秘擞发腱々业承包联产汁

酬』f任制，有条件的搞联产到组卅仃制．

政逊提舟定额包『．赍仃制 ⋯⋯叫砷郁

K小搞分⋯竹r．小编包产刮J“．水搞

『I粮⋯t(简{：j：“二小”)址年冬．I海

农村种植粮棉的地b(全面推行舟种彤式

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形式有：专业承

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

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田问管理承包到

劳．联产计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等。

粮棉地区的责任制在形式上时有变化，

但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生产资料所有制

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按劳分配原

则不变。蔬菜地区则根据蔬菜产销的特

点，网地制宜改革原有评工记分制度．

有30％的生产队实行全部或部分蔬菜作

物联产计酬；有10％的生产队实行小段

包1．．定额计酬；有60％的生产队实行

按时计工．定额汁酬．发挥集体统一经

营的优势，保证全市蔬菜’仁产计划的落

实和上市计划的完成。

1982年l¨央一号文件I蝈确“双包”

(即包产到户和包f到户)足}t会主义

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文件下达

后．以“双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枉争『q迅速推广，其在实践中

所产生的“i范效应对上海农村产牛了H

大的冲击。

■＆《＆#±P

胃啊■墨昌●'■一_

隧眵∥f．|j’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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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当年12月，中共

上海市委召开郊区党员干部会议．宣布

取消⋯不”．倡导在多数牡队实行包
十分配．积极推广种植业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和养巯业的专业承包、包干分配

贲任制。由于这些新经营管理形式符合

大多数农民的要求，所以J堑￡推广+很

快就普及了。1983年，上海郊区农村全

面推行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据

同年5月统计+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上

海郊区农村有95 4％的生产队实行r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含土地面积321 9

万亩．农户为1054万户)，从而极大地

渊动r上海郊区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

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卜海农场系统也相

臆实行各种农业承包责任制．逐步解决

彤l 12吃企业“大锅饭”的『丌】题。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家庭承

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生产经营关系连

步建立起来，人民公社这一政n台一的

体制已明硅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

4晒况。1983年3月．t海市以嘉定县曾王，

，5陆、南翔3个公社作为试点，召丌人

豳鬻|

民代表大会，建立乡政府，开始政社分

离工作，实行新的管理体制。之后，在

试点基础上．各县的政社分设工作全面

展开。从1984年上半年起，逐步进行

农村经济组织改革，在不打乱原来的集

体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系、不破坏多年积

累的公共财产、不影响已形成的生产设

施及克分发挥农业机械作用的前提下，

逐步改变原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三级经济组织的行政隶属关系，成立合

作经济组织，建立起企业式的经济管理

体制。到6月，全郊区206个人民公社

全部召开r乡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乡

政府、村民委员会。

1985年春，上海农村将公社改为乡

经济联合社，大队改为村经济合作社，

成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经营第

二产业和第j产业。生产队作为土地公

有制的代表．仍然是独证核算的基层单

位．负责勺农户签订斗：地承包合同和对

土地的调整．管理工作。这一改革措施

从实际效果来看，新的乡党委能够摆脱

过去公礼党委大罱的日常工作和行政事

务．党的T_作得到了明艟加强：新的乡

政府职能得到重视和发挥，政权组织趋

于健全，公安司法、民政、文教卫生

等方面的『作也得到了JJⅡ强，逐步理顺

了乡(镇)歧府‘j合作绎济组织、企业

的关系，为郊区经济逐步适应朴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打下了蕈础二

这一时期．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海农村出现r一些一家一户

难办成或办不到而必须办的事．为此开



始探索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84

年2月．上海市农村1：作会议提出：“加

强产前、产中产后各项服务工作．搞

好‘统’的·面．是目前需要注意解决

的问题。要加强对农业服务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郊区i级集体经济实体的优

势．大力加强各项服务工作，着重为承

包户搞好机耕排灌、植保，种籽等服

筹’r作，解决农民自己想办而又办不了

的事情。同时．逐步建立和健全农副工

备业的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体系。”备

县相继建立农业技术推广巾心，乡建立

技术推广站，村设推广员．生产队有科

技示范户。市政府还先后制定丁加快农

业服务体系建}儿的有关扶持政策，主要

有：“以I．朴农”资金的重点用途之一

足农!lkJ]E务体系建设；乡村合作经济细

晕【的利相要有一部分用于农业服务体系

建设；}牛J。；状的服务体系组织都町兴办

经济文体，d：税收，贷款等方面给r扶

持；允许农陀经f}农机、植保等有偿服

务．等等。’q年约40％的丰f合作经济组

织迎奇_起农业服务队，从事服务的々业

人贝冉3万人；⋯现批农p经营的农

机}A保等服务组织

但址，I：海农村土地规模小的p—I足豇

仍然没打静f决．n．蛮{，联产琅包出任制

仆包r地¨寸．多数丰十队采取好川卉frf、

近⋯远⋯-卜均搭眦的办法．造成乐包耕

地零衅微小、批州卉，r海娜M’P均

街rl农p乐包耕地3．8卣，劳均3 3 ln

般仆为／q LJ史．m小的⋯块t!彳1仆

随竹农、№忻础力凡j止转移到乡蚀I．业等

领域．农业兼业化现象f’分普遍，粗放

耕作，分散经营．在农业基础i殳施建设、

产品销售等方面ilj现砦新问题。1984

年春，市领导在农村I：作会议L鼓励土

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积极发展々业

p、重点户．提高规模效益，世巾下农

业规模经营所需投人大、比较效益低等

阕隶，发展速度缓慢，

另一JJ|面，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确

立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形成农民家

庭经营‘j集体统一经营棚结合的双Jz；经

营体制，克分调动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民的生产霉{擞性．促进r农业生产发展，

’．／11}⋯时．农村湘现出夫姑寓余劳动儿．

这就为进·步改变竹一撕Ik终济发艘
综合绛什创造r条件：|I。海娜lJ(抓住这

个“_i'十／L，【N势利导．州档农牛J，“业结构

r址．争铖介业JI：始片1 1突起．成为冲

破城参．儿钟济}^构 洲惟农利产qk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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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生力军。

同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

府提出简政放权，增强县、乡发展乡镇

1‘业的自主权。9月．市政府批转《关

于扶持乡镇r业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试行)》．明确下放新办企业的审批权

限，减轻乡镇企业税负，鼓励科技人员

下乡。至此，以T农联营企业为主的

乡镇企业在上海农村如衔后春笋，莲

勃发展。农村的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

向乡镇企业转移．乡镇企业不仅成为

上海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且使

农村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上海农村侧整r“以

粮为纲”的农业产业结构，促使农村

经济转向多产业的综合经营。农村经

济结构m原来的纯农业经济向农业、

l，业、建筑、交通、运输、商业、餐饮、

服务等多种产业井举的方向发展。到

■I＆《§十nz∞^镕W{％r{，$目

1985年．上海郊区农村经济内部的一、二、

i业的结构比重为209：602：189。

为了发展乡镇工业，市政府专门召

开了城乡工业协调会，并且颁布了一些

有利于乡镇工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中

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还结合郊区实际，

提出了“一、二、二三、四”即“城乡一

体化”、“两个立足点”、“三业(农副工)

协删发展”、“建设四个基地(剐食品生

产基地、城市工业扩散基地、外贸出口

基地、科研中试基地y’的方针，同时

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从20世纪80年

代中期起，组织一批国有企业与乡镇企

业联合．打破了农村工业单一地域经济

的格局．大力发展工农联合企业。，上海

乡镇工业的发展形式主要有：与城市大

工业坼作兴办一农联营企业；与外贸部

门联合建立外贸出口生产基地；与外资

嫁接，联办合资合作企业。

紧接着．流通领域的改革也紧锣密

鼓地展开。1985年4月，E海市政府按

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和

价格政策的通知精神．开始对农副产品

购销体制进行改革探索，取消猪、禽、

蛋和水产品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和换购，

同时放开价格，实行议购议销。上海对

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改革，采用了先

易后难、先轻后重的做法。先是对蔬菜

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管八放二”．

即对占上市总量80％的22个主要品种

实行合同定购．其余20％的花色品种予

以放开．实行指导性价格。不久又改为

“管七放⋯，故开的蔬菜品种逐步增加。



目目臣巫臻晒匦!蔓量至亟至亟
以后X全部放开生产品种+放开零售经

营。此外．供销祉的体制改革虽然难度

较大，但在恢复“‘性”(组织卜的群

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t的灵{舌

性)、增股扩股，为农服务、发展横向

经济联合等方面做r不少J二作．活力有

所加强。

1986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

府在钶开的农村1．作会上提出，要按照

“城乡·体化”的要求来规划和发展乡

镇『业。4门，市I乏江泽民在市八届人

人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戈于七海市I叫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_丘年计划(草案：

的撤告》中强州．要“在城镇规划的指

导F，发腱为丈I，业配套，为H{口服务．

为铀№服务的乡镇l业”。9川．市政府
f{开城乡r业西删大会．提出受有计划

地加快城『仃【业向郊K的扩散和联合+

努力探索1嗨乡镇I业“城郊型”模A

的新经验。并要求市有盖部f J为乡镇I．

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年．多

镇工业年产值静次突破100亿元，上了

一个新台阶。1986---1987年，上海乡镇

工业出现了一次太的飞跃．产使增长牢

达到78 7％．为历史最高点。

1989年3月．中共E海市委、市政

府印发《戈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夺取农业丰收的决定)的若干

意见》，冉次强调r发展乡镇r．业的必

要性，并提fI{从注重“外延”向注重“内

涵”转变，从劳动密集喇向劳动、技术

密集型相结合转变．从内向型经济向外

向型经济转变的要求．指导乡镇r业滑

着正确的方『bI健康发腱．j：海乡镇1。业

杠治．哩惟顿巾仍保持了通度的增长。

阿‘r 4，1．上海fH政府在市农村工

作会i义I强il{{发展遥崖规模经背，坚持

“积极引导，稳步渐进，园地制宵，分

■1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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