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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陈云研究助力新时代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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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他

对于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提出的主张，不仅经受住了

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且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许多契合之处。陈云研究在新时代是大有可为、

大有前途的，要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为实现

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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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ll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with Research on Chen Yun

ZHU Jiam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Chen Yun, with a great and glorious life,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period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His in-depth thinking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party building, ideological 
methods, working methods and other issues has not only withstood tests in practice, but also conformed wi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ith a promising future in the new era, research on Chen 
Yun should be carried out more widely, deeply and persistently, so as to contribute mor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arty’s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o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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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参与了党

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

施。他在经济、党建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方



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154 期）

面的主张，不仅经受了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且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高度契合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

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1]

他在讲话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开国元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陈云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

出了杰出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陈云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陈云

在上述各个时期的贡献，无疑包括他在经济建设、

党的建设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问题上所进行

的思考、提出的主张。历史证明，这些主张不仅

经受了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且至今仍然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一、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主张

在经济工作方面，陈云主张把民生放在第一

位，把保障人民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工作的根本方

针。他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

善人民的生活。”[2]280“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

于基建。”[2]53 开展“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

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

进行建设。”[2]306“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

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2]350 同时，他

也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

不能过高、过快。”[2]367“在我国，还是低工资、

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

一项基本国策。”[2]376

陈云主张，做经济工作要搞好综合平衡，把重

点放在质量、效益上，不要单纯追求产值、产量

和速度。他指出：“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

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2]351

脚踏实地地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

快 [2]268。他在 1979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目前人

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

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

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

发展速度。”[2]268 陈云还总结了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认为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

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

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2]254。要把注意力

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2]380。

陈云主张，计划和市场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搞活经济，又活而不乱。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完成后，他就针对工商业经营、生产和市场

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设

想，即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

计划生产为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

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

市场为补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主张在那

个时期未能得到实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他把这一主张凝聚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思想，成为改革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2000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纪

念陈云诞辰 95 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计

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这一主张，“当时

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3]。后来，陈云还用“鸟”和“笼子”的

关系来比喻计划指导与搞活经济的关系，说把鸟

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没有笼子，它就飞

跑了。“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

到活而不乱。”[2]350“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

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2]366

陈云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和稳步前进的方针，注意随时总结经验。

他说：“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

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

经济体制改革。”[2]347“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

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

活。”[2]350 他还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

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

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

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

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2]279。陈云还进一步强调，

由于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对此

还不很熟悉，这就会在进行中带来一些现在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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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

结经验 [2]338。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

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 [2]337。企业

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

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

带病运转 [2]365，这是不应提倡的。不能只注重物质

文明建设，而忘记或者放松了抓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那样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 [2]347。

陈云主张，对外开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早在改革开放前，他

就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与利用资本

主义信贷相对立 [2]219。他强调，“资本主义市场

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对于商品交易所，

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

避。”[2]222“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

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

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

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些大的加工出口都

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 [2]224。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允许引进外资，陈云认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

的新形势 [2]276，并提出既要引进外资，也要对外投

资。他说：“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

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这不是卖国，

是爱国。”[4]537 他还竭力主张扩大劳务出口，说这

件事很重要 [4]526。他十分重视技术引进，说“引进

先进技术比引进先进设备重要得多”[4]520；“既要

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2]262。

不过，当看到一些人头脑发热，把外国商人

简单看成国际友人，只想借钱而不考虑国内配套

能力和还款能力时，陈云又及时提醒大家：“外

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

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因此，他强调

既要把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作为我们当前的一

项重要政策措施，同时也要头脑清醒 [2]277。他反对

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扩大经济特区，更反对人民

币和外币同时流通。他大声疾呼，在扩大进口、

办三资企业时，要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强调搞来

料加工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 [4]307。他还着

重指出，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思想和作风的渗入。

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完全正确并且要坚

持的。“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

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

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2]355“‘一切向

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

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

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2]356

粮食安全是经济建设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对

此，陈云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陈云主张，对粮

食问题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早在编制“一五”

计划时他就指出，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

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

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 [5]210。面

对 1956 年的“冒进”，他作出《建设规模要和国

力相适应》的著名讲话，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

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2]55。他在第一次国民经

济调整中说，解决农业问题与市场问题应该成为

重要的国策，因为这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

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 [2]210。在改革

开放之初的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中，他再次强调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说坚持实事求是，首

先要弄清这个事实，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他说：“钢

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2]258 后来，当通过包

产到户、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大量进口粮

食，使粮食紧张局面缓解后，有人又过于乐观，

认为粮食过关了，今后农民愿意种什么就可以种

什么，并大力宣传无工不富。对此，他反复敲警钟，

指出：“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

粮食还是第一位。”[2]280-281“我们国家人口多，耕

地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好转。……我们

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6]“十亿人口

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

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2]350

陈云主张，对生态和资源问题也要高度重视，

并且要早抓、抓紧。他指出，建工厂必须把处理

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

先 [2]263。他还指出：今后设立工厂时，必须注意到

用水量的问题。即使是有水资源的工厂，也要采

取节约用水的办法 [2]263。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他

看到《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

况调查》和《四川排放污染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

两份材料，立即批给当时的国务院负责同志，指出：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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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2]364

二、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主张

在党的建设方面，陈云历来主张从严要求，

尤其是要抓紧抓好党员的信仰、纪律和作风。他

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撰写的《怎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指出：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

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

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

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才能建立和

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

前途 [7]137。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 [7]138-139。党

员“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不仅要在日常

工作中，而且要在困难中和生死关头；不仅要在

有组织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组织监督时；不仅

要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 [7]140。曾有一个党员

拒绝组织分配，在经多次教育不改后，陈云主持

中央党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在中

央机关刊物《解放》上撰文强调：“‘严格的遵

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这里所谓‘所有党员’，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

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

要遵守纪律。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

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

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

组织’。”[7]126 他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

话，指出文艺工作者中的党员应当基本上是党员，

其次才是文化人。否则，“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

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

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7]27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中共

中央副主席，并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 9 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

期的 9 年，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外部环境的多重考验。那时，有人鼓吹“共产主

义遥遥无期，今后要少讲共产主义，多讲如何发

财”。针对这类观点和问题，陈云进行了坚决的

批驳，他指出：“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

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1] 他强调，凡是在

意识形态工作中认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

如资本主义的人，“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

的工作”[2]332。他说：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

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2]347。

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

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

业献身的精神 [2]352-353。他甚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

全会大会发言最后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

主义万岁！”[2]333

陈云还针对认为“帝国主义论”过时的观点指

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并没有过时，帝

国主义的侵略、渗透在过去主要是“武”的，后

来是“文”“武”并用，到了现在，“文”的（包

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表

现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上 [2]370。

针对有人鼓吹的“一切向钱看”思想，以及一

些党员甚至领导干部钻改革的空子，大搞权钱交

易、行贿受贿、走私贩私、销售假药假酒的行为，

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

存亡的问题。”[2]273“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

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

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8] 他强调，

对歪风邪气大量存在的单位和地区，除了追究那

些为非作歹的个人的责任，还要追究那个单位、

那个地区的党委包括纪委的责任 [2]356。对于当时中

央提出北京市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

气根本好转中作表率的要求，他建议做表率要首

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

起 [4]543。

针对“改革中应在党纪上对党员干部松绑”的

主张，陈云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

‘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

的。”[2]275“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

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

理。”[2]356 针对要有“开拓型干部”的提法，他指

出：“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

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2]359

针对一些人错误总结和接受“文化大革命”中

“左”的指导思想的教训，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到另一个极端，变得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

人、是非不分、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

人，坚持原则的人反受孤立的现象，陈云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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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

精神。”[2]274 他还对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作了特

别要求，强调他们应当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

应当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

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做和

事佬、老好人，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4]511-512。

三、陈云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主张

实践反复证明，实事求是是决定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

陈云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做到实事求是

的可靠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

践行了一生。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这不是

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1] 延安时期，在同毛

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

后，陈云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

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

陈云回忆说，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先后三次

同他谈话，要他学哲学。他为此在中组部成立了

一个学习小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和毛主席的著作边学边议，前后坚持了 5 年。

他还利用养病时间，把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

找来看，发现其中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实事求是。

经过深入思考，陈云针对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的问题，总结出了著名的“十五字诀”，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把事实看全面看清楚，才能真正做

到实事求是。

为了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

格外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难者在弄清情况，

不在决定政策。”[2]46“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

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

之十的时间就够了。”[2]189 他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期间经常下基层，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据

此提出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最

为著名的就是“青浦农村调查”。关于调查研究

的方法，他主张可以是下乡下厂，也可以找有不

同意见的人交换意见，还可以通过敢讲真话的知

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听取基层呼声，但绝不能

搞“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他每作决策，必先把

情况弄准确，对方案反复研究，所以被他领导过

的财经干部普遍反映：“陈云同志一生大错没有，

小错也不多。”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

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也评价说：

陈云同志“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

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

算小账明察秋毫”[9]。

为了做到“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尤其

强调发扬民主、允许大家讲不同意见，提倡要讲

真理，不要讲面子 [7]296，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

精神 [2]274。他说：“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

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

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

不容易听到。”[2]188“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

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

对自己意见的人。”[2]361“‘逢人只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

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

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

话。”[2]187“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

天下不妙。”[2]275“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

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

要方法。”[2]46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陈云的
主张高度契合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和实施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强调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

的基础之上；在经济工作上，确定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强调不以速度快慢、产值多少论英雄，

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经济体制上，强

调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既要使市场在配置

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体制改革上，强调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出

改革的目的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和发展，主张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

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感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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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再推动，“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

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10]；在对外开放上，

提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施自由贸易试

验区提升战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粮食

问题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守住十八亿亩

耕地红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1]；在生态问题上，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和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新时代在党建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党提出治

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要求全面从严治党，

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强调革命理想高于

天，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不能因为实

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过程，就认为那是虚

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指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

部变质、变色、变味，从严治党要坚持从中央政

治局做起，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树立正确

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强化政治

纪律和组织纪律，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提倡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指出讲

团结不是搞一团和气，讲和谐不是要“和稀泥”，

“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那一套市侩哲学！”[12]

新时代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强调加强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把调

查研究作为党的传家宝，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

脯蛮干；在讨论工作、审议方案时，“可以充分

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

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13]。2023 年 3 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

特别指出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强调“听

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

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14]。

以上这一切都充分说明，陈云在经济、党建和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方面的主张，经受了改革

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反复检验，不仅没有过

时，而且在新时代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我们

要面向新的问题，结合新的实际，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加强陈

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力争拿出更多切合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适应当今时代需要，能

做出深入分析、提出创新见解的研究成果。只要

我们这样做，陈云研究就是大有可为、大有前途

的，就一定会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为实现

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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