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欣逢大时代  意气论兴亡

——忆 20 世纪 80年代中青年经济改革研究活动

贾 康

改革开放三十年，波澜壮阔的洪

流，改天换地的历程，其中有一段中青

年经济改革研究活动的活跃时期，可

称得上一朵潮头浪花。

1984年，我是财政部科研所研究

生部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积自己若干年

学习与思考形成的认识，写了一篇题为

《 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的论文，发表

在当时经济学界最高层级理论刊物《 经

济研究》上。这通常被认为是学术水

平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种标志，于是，客

观上使我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小有知名

度”，并由此而引出第二年蔡重直同志

找我参加中青年论文初评和“莫干山会

议”的事情。

蔡重直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

的研究生部读硕士，参加了后来广为人

们谈论的“莫干山会议”（即全国第一次

中青年经济改革研讨会，在浙江杭州

附近的莫干山举行）的筹备工作。他想

到了我，并联系我参加会前对征文的

初评工作。莫干山会议的背景在这里

需要多说几句：改革开放初期，久已

沉寂、万马齐喑的思想界在“真理标准”

大讨论后活跃起来，经济理论界也随

之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讨论热潮。

而当时最为决策层需要的是关于改革

思路和方案设计方面的研究，正是在

这个特定领域之内，中青年的研究力

量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已有传闻，王岐

山等同志上书中央，提出“重调整，缓

改革”的阶段性要领建议，得到高层人

士肯定；后来，最初以民间身份活动

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的一些年轻人，

开始进入中央农村政研室工作；再后

来，在国家体改办之下，成立了体改研

究所，成员也是一批十分有朝气的年

轻人。莫干山会议是在1984 年秋天体

改研究所尚未进入活跃状态之前举行

的。会议的筹备者是一群“热血青年”，

他们联络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得到浙江

省省级研究机构的支持，通过全国征

文来选取参会者，共商国家改革大计。

在莫干山会议上，气氛十分热烈。

在各个分组讨论之外，还有“挂牌讨

论”，即专题讨论。题目张贴出来，同

时注明时间、地点，与会者自愿参加。

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挂牌讨论的主题是

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

发言后，大家自由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见

解。基本观点分为“调放派”和“双轨

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

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

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

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

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

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价格调

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

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作用，特别是后者，其功过到现

在还存在争论。

莫干山会议后很快出现了以体改

所为代表、农发所发挥较大影响力的

中青年经济改革及相关研究的活跃期，

一直延续到 1989年夏。其间体改所发

表了与世界银行考察团关于中国改革

的报告相类似的较系统的改革研究报

告，好评如潮；还先后成立了北京青

年经济学会，以及陈元、马凯等已走

上北京市政府系统内较高领导岗位的

中青年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市青年经济

研究会。这两个青年研究团体的活动

我都参加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6

年，应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有

关部门以及在京中青年研究力量都参

加了“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的研究活

动，其基本意图是在1987年推出价格、

税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

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

制框架。研究活动几乎是从年头持续

到年尾，但却没有付诸实施。从1987

年起，转而推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承

包责任制，并自1988年起在财政体制

上也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大包干。解决

“价税财连动”改革所内含的历史任务

的实践，最后落在了1994年由朱镕基

同志主持推行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的

实施上。1994年的财税改革取得了巨

大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那是

后话了。

在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活跃期，

每月都有一次“研讨沙龙”方式的活动，

最初地点设在陶然亭公园内，后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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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在北京天文馆等地，大家自愿参加，

每次有至少一个主讲人，讲后与会者提

问、讨论。周小川、刘克崮等现时的部

门领导者，当时都以中青年研究者的身

份当过主讲人，刘克崮主讲的题目我

还记得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与方案

设想，听后颇为其清楚明晰、深化务实

的特点所折服。关于这个“沙龙”的活

动，在当时风行的柯云路改革系列小说

中曾有过生动的场景描写。

我参加的另一个北京青年经济研

究会的活动，最值得提到的是1986年

后陈元同志主持的“中国经济紧运行”

大型专题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重点

课题，动员了约百名在京的中青年研究

者，办过数次大型研讨会，中小型的研

讨会议就更多了。这个课题研究的背

景是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

改革意图实际受挫之后，“改革综合疲

劳症”之说开始有所表现，中青年人

开始流露出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引

出“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 五

天”的俏皮话，而匈牙利人科尔奈从社

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角度切入引出的

“短缺经济学”研究成果，给了中国人

重要的启示。于是，一群中青年人开始

在“紧运行”课题研究中，静下心来力

求系统、深入地进行中国经济运行机

制的实证研究，认为真正解决了社会主

义经济运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

的实证考察分析之后，改革何去何从

的“应该怎样”的问题，就可能“呼之欲

出”了。我在“紧运行”课题研究中的

任务是负责“财政”组，并有若干次参

与核心组的讨论。这个课题研究虽由

于1988年后的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想

目标，但还是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阶

段性成果和研究资料。对我个人来说，

参加研讨中所受到的启发，对我以后

的一些个人研究成果都产生了潜移默

化的影响。比如获1988年中央国家机

关中青年研究成果一等奖的论文《抽紧

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

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和上世纪 90年

代获中国财政学会组织的全国财经科

研成果一等奖的论文《论我国宏观经济

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都是循着运行

机制实证研究的路径而得到的成果。

作为一个部门或工作系统，财政

系统内部氛围要比社会上更为“严肃”

和“沉稳”。我是1985年春末硕士研究

生毕业后留在财科所工作的，以往传

下来的规矩是开会时中青年只能坐后

排听着，想表达见解得不到机会。在

前面提到的体改所和青年学会、研究

会的研讨活动蓬勃展开的大形势下，

财政系统内的一批中青年受到了“中青

年”概念的启发也坐不住了。几位财科

所的中青年人（我是其中之一）也产生

了举办财政系统中青年研究活动的想

法，并得到了财政理论界前辈的代表

人物、时任财科所所长许毅同志的大

力支持，于是我们借鉴莫干山会议的

模式，举办了全国征文，以文选人，在

时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宁学平同志的

鼎力相助之下，于 1985年冬在长春举

办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

会，并成立了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

会，当时我任副总干事。长春会议的气

氛极为热烈，来自全国的近 200 位中

青年人各抒己见，“挂牌讨论”直到深

夜乃至凌晨两点，散会时在回北京的

列车上还在“挂牌讨论”。会议所在宾

馆的工作人员说 ：“从来没见过你们这

样开会的！”财政部业务司局的一些同

志也应邀到会发言并参加讨论，积聚

在年轻人心中的许多思想和不吐不快

的建议得到了充分表达的机会。后来，

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曾先后在

淄博、抚顺、郑州、上海、苏州等地举

行过年会与专题研讨会，客观上培养、

提高了一大批年轻的财政人。

后来，随着时间流逝，时移势易，

促成中青年研究活动形成活跃期的许

多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意见表达

上“论资排辈”的习惯和氛围在淡化，

另一方面，对于“思想特别活跃”的年

轻人参与改革设计的决策需求也逐渐

淡化，加之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中青

年研究活动中的不少骨干成员在 90年

代以后都陆续走上领导岗位，有了更为

正式的话语权，已不再需要中青年研

究活动这个特殊的意愿表达平台。

可以说，以1985—1989年为活跃

期的中青年研究活动，是我国改革开

放实行现代化转轨伟大征程的特定阶

段上因特定需要应运而生的特定现象，

是一大批热血青年欣逢新的伟大时代

而一展书生意气、为改革建功、为人

生注彩的群体行为。作为其中的一员，

我一直留在了财政研究的工作岗位上，

二十余年不曾变动。在那个阶段所参

加的活动之中得到的启发教益，以及

从那时的观察中就开始领悟到的中青

年研究群体佼佼者的长处和短处，自

己应当努力学习、“见贤思齐”的方面，

以及需要引以为戒、警醒于心的方面，

都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人并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但时

代在选择人。欣逢邓小平开启的改革

开放时代，使中国人看到了百多年来梦

寐以求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并引

升至当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愿景，

也使我们这些个人，幸运地有可能成

为其中的一小束光子。改革决定中国的

命运，当然也在总体上决定着我们的

人生，并要求我们对其作出积极的回

应。改革初期的年轻人，现已步入中老

年，不论具体的人生轨迹如何，三十年

了，都十分值得回忆。我特述以上的片

断回忆于此，意在继续努力自强不息，

并与同时代人共勉。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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