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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任明超

在历史长河里走过 2099 年后，海南岛

终于成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省级行政区。

公 元 前 100 年 ， 西 汉 王 朝 在 海 南 岛 设

置了俩“行政地名”：珠崖郡、儋耳郡。有

了这俩地名，意味着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正

式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中央政权开始

了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然而，在此后的

两千多年里，海南岛要么归广东管辖，要

么归广西管辖，直至 1988 年年初，海南还

是广东省下辖的一个行政区。

1988 年 4 月 26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挂

牌成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还同时

决定在海南省设立经济特区。全省成为经

济特区，面积最大，国内唯一，海南由此

进入了历史发展快车道，用一次次惊艳来

展示自己的特区之“特”。

海南能够建省办特区，一定程度上要

“归功”于震惊全国的“汽车倒卖事件”。

“汽车倒卖事件”是怎么回事？在 《口

述改革历史》 一书中，曾任海南省委副书

记、海南省省长的刘剑锋回忆说：“深圳、

珠海、厦门和汕头 4 个特区办了以后，广

东省给予了海南岛一些特殊的政策，一个

就是把原来的地级地区升格为副省级的海

南行政区，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其中也包

括一些进出口的特殊政策，但是由于大家

经 验 不 足 ，1984 年、1985 年、1986 年海南

利 用 这 些 特 殊 政 策 进 口 了 许 多 免 税 的 汽

车，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汽车事件’。为了

吸取教训，处分了海南行政区的领导人。”

据统计，自 1984 年 1 月 1 日至 1985 年 3
月 5 日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

借贷款等错误做法，海南行政区党委、政

府 先 后 批 准 进 口 8.9 万 多 辆 汽 车 ， 已 到 货

7.9 万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

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甚至连一些学

校、幼儿园也参与其中。

事发之后，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

宇被降级使用，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林桃森因在“海南汽车倒卖事件”

中的一些职务行为，于 1986 年 5 月被以“投

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直至 2004 年 2 月

才“彻底平反”。“海南汽车倒卖事件”由此成

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大事件。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在 2000 年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上，海南人民非常

感谢雷宇以“海南汽车倒卖事件”给当地

上了市场经济的宝贵一课，它加速了海南

的改革开放。

刘剑锋则回忆说：“海南建省办特区这

件事从中央来讲，据我了解是从‘汽车倒

卖事件’末期就提出来的。就是说海南岛

不能因为有了‘汽车倒卖事件’就不发展

了，重要的是吸取教训。”

相 关 资 料 显 示 ，1985 年 7 月 ， 邓 小 平

在 一 次 谈 到 4 个 经 济 特 区 的 建 设 问 题 时

说，4 个特区办得好，为今后扩大开放积累

了经验，如果说有不足，就是没有把海南

岛也列入特区。

“1986 年，梁湘（曾任深圳市委书记、海

南 首 任 省 长）受 王 震 的 委 托 到 海 南 进 行 考

察。考察完了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

告里头就提出：一个是海南要单独建省，脱

离广东省；再一个就是办一个特区，而且比

其他 4 个特区还要大。”刘剑锋回忆说。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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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唐代诗人李

商 隐 的 这 一 名 句 ， 在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有 着 特 殊 的 政 治 意

味。陈云在 80 岁那年书写这句诗时，特意在条幅上补写

了“后来居上第三梯队”的赠言。而这句诗，也曾被叶

剑英在中共十二大上吟诵过。

所谓“雏凤”“老凤”，在当时的语境下，指的正是

干部队伍中的年轻同志与老同志。怎么将干部队伍的交

接班问题解决好，怎么让领导干部年轻化，是几乎贯穿

了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的重要问题。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之 后 ， 尤 其 是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期 ， 党 的 中 高 级 干 部 队 伍 年 龄 老 化 成 了 一 个 不 得 不 正

视的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领导干部队伍

年轻化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十三大上要致力解决的

重点问题。

1987 年 9 月，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会见日本政治

家 二 阶 堂 进 一 行 时 再 次 提 到 ， 十 三 大 选 出 的 中 央 委 员

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

“ 领 导 层 年 轻 化 是 9 年 前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确 定

的，但做起来不容易。”邓小平这样简明地阐述：“年轻

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

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事实证明，一切也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在进行。相

关资料显示，十三大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 64.4
岁。同上一届中央机构相比，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

会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明显下降。

有一则小故事，侧面反映 了 领 导 干 部 年 轻 化 的 努 力

正 在 逐 步 收 到 成 效 。1987 年 10 月 25 日 ， 中 共 十 三 大 开

幕 当 天 ，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尚 志 找 到 时 任 中 办 主 任 温 家

宝 ， 请 他 帮 忙 进 入 中 央 领 导 人 的 休 息 室 。 而 当 时 ， 除

了 中 央 日 常 工 作 外 ， 温 家 宝 参 与 了 十 三 大 政 治 报 告 中

关 于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内 容 的 研 究 、 起 草 工 作 。 这 一 年 ，

他只有 45 岁。

新同志提拔的同时，自然也要有老同志退出。早在

1980 年接受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便谈到：“不但我辞职

（指想辞去副总理），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

而后，在中共十二大上，一大批老同志从第一线领

导岗位退出，经选举进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们的任

务从担任具体的领导职务，变为“传帮带”支持中青年

干部的工作。十三大时，中顾委也由十二大时的 172 位委

员增加到十三大时提名 200 位候选人。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为这样的新老交替树

立 典 范 。 在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研 究 员 李 颖 的 著 述 中 提 到 ，

1986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0 时，邓小平、李先念来到陈云住

地，3 位老人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共同商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

起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经过反复酝酿，才议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

“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

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李先

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

臻同志“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

职务。

在“三老”半退和“四老”全退的带动下，又有一

批老同志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十三大时，一批年富

力强的优秀干部进入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正在酝

酿的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班子的提名人选，基本上

由年富力强的人员组成。

年轻化是否越年轻越好？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标准究

竟是什么？邓小平也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选干部，要

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

化、专业化。其二，不能把‘年轻化’简单地理解为越

年轻越好，不能把年龄当成选拔使用干部的唯一刚性指

标。其三，在干部队伍选拔配备上，年龄的条件不能说

得过死，领导班子配备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

加，形成梯级结构。”

这一系列举措，对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

稳定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份努力仍在绵延，并且一步步接近并实现了党中

央的目标。据统计，十四大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

为 62 岁，进入政治局的胡锦涛、温家宝当时才 50 岁。

邓小平曾说过，当时的领导干部年轻化，“这不是一

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

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老

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

“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背后，是一个国家领导层的传

承与责任，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博大胸怀，亦是中国共

产党通过自身的组织建设，向人民、向国家递交的一份

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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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往后的改革之路定下

基调。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后 期 至 90 年 代 初 ， 是 中

国经济社会演变的特殊时期，新旧体制转轨，

改革加快深化。

十三大报告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轮廓，指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报告特别强调，“改革

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不可逆转”。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 1936 人，特邀代表

61 人，代表全国 4600 多万党员。还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数百名记者，他们共同关注着、讨论着

一个中心议题“改革”。

“ 改 革 、 开 放 、 透 明 ， 是 十 三 大 的 基 本 特

色。”彼时采访十三大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

回忆起那次大会时说：“这也是粉碎‘四人帮’

后中国第一次有这样的‘新姿态’，邓小平以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告

诉世界中国的姿态。”

“巨轮”的跨世纪“三步走”

“中国犹如一艘航行在茫茫海洋上的巨轮，

这艘巨轮正是通过不断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并

不断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一程一程地驶向美

好的彼岸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

一龙曾这样形容中国的几次规划。

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个跨世纪的规划。在此之前，中

国在 1964 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只规划

到 20 世纪末。

1979 年 12 月 6 日，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

平正芳向邓小平提问：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

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沉思片刻后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

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使到了

本世纪末，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

到第三世界国家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

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 1000 美金，我们也还得

付 出 很 大 的 努 力 才 行 。 就 算 是 达 到 那 样 的 水

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

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 是 中 国 第 一 次 提 出 小 康 的 目 标 。 后 来,
邓小平考虑到 20 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会增长到 12
亿 ，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翻 两 番 达 到 1 万 亿 美 元 左

右 ，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就 是 800 美 元 多 一 点 。

邓小平特地对“小康社会”作了一个说明：“所

谓小康, 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达 到 800 美 元 。” 他 一 再 强 调 ， 这 个 目 标 并 不

高，只是达到第三世界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

平，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是落后的。

从规划的调整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

情况令邓小平怀有信心。到了 1984 年，他将目

光 投 向 下 个 世 纪 中 叶 ， 形 成 了 初 步 的 “ 两 步

走”：一万亿美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

基础上，再发展 30 到 50 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

国家的水平”。

有 统 计 显 示 ， 1987 年 同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相

比，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国家

财 政 收 入 还 是 城 乡 居 民 平 均 收 入 水 平 都 大 体

翻 了 一 番 。 截 至 十 三 大 召 开 ， 1978 年 到 1987
年 的 9 年 成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经 济 发 展 最 旺

盛 、 国 力 增 长 最 迅 速 、 人 民 生 活 得 到 改 善 最

多的时期。

1987 年 4 月 30 日, 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

首相格拉时,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现代化建

设分“三步走”的战略。以 1980 年的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250 美元为基数，第一步是在 80 年代

翻 一 番 ， 达 到 500 美 元 。 第 二 步 是 到 本 世 纪

末 ， 再 翻 一 番 ， 达 到 1000 美 元 ， 步 入 “ 小 康

社 会 ”。 更 重 要 的 是 第 三 步 ， 在 下 世 纪 用 30
到 50 年 再 翻 两 番 ， 大 体 上 达 到 人 均 4000 美

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

水平。“三步走”的设想在十三大中以文件的

形式正式确立。

不 积 跬 步 ， 无 以 至 千 里 。 而 在 新 加 坡 国

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共之所

以能不间断地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是因为中

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

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中国到底处在社会主义坐标轴上的哪个位

置？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观点。

经 济 学 家 冯 兰 瑞 在 1978 年 中 央 召 开 的 理

论务虚会上称，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至共产

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

过几个阶段；我国当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阶段。在 1959年年底，毛泽东在杭州集体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中也说过这个概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称

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过渡时期”；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于光

远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叶剑英在

1979 年 指 出 ，“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还 处 在 幼 年 时

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

到高级的过程”。

一 些 争 议 声 渐 起 。 有 人 认 为 我 国 现 在 已

经 建 立 了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 已 经 属 于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的 初 级 阶 段 了 。 还 有 人 否 认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的 必 要 性 ， 否 认 我 国 已 经 建 立 起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

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在十

二大及之前就出现过，只不过都在陪衬位置。

1986 年 10 月下旬，十三大报告起草组在京陆续

召开理论座谈会。于光远强调：“处在什么发展

阶段, 从来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挑明中国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时候了，要把初级阶段的

特征搞清楚。”

几个月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

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

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十三大要根据这个

实际来制定规划。”

这一实际，关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曾

有过一段头脑发热，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

期，并蒙受了脱离实际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灾难。

以史为镜，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而又

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等

现实国情必须得到正视。

十三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

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通过改

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

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

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一切

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而不能超越这个

阶段。”

“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是 当 代 中 国 的 最 大 国

情、最大实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要立足于此，谋划长远。

改革是主旋律

十三大制定了进一步开放和搞活的基本方

针 和 行 动 纲 领 ， 第 一 次 提 出 “ 全 方 位 开 放 ”

“开放格局”“外向型经济”等新概念，向世界

展示了坚定改革开放的中国姿态。

在邓小平看来，十三大还要干一件“都不

容易，但非干不可”的事，那就是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深化，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进一

步下放权力，“党领导一切，不要包办一切。要

搞成一部机器，一个合唱队，各干各的不行”。

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在位于中国东北边境

的辽宁省丹东市，一些基层单位曾经搞过民意

测验，98%的人都举双手赞成。然而，改革一

旦触及切身利益，一些人则惶惶然不安、不满

起来。

彼时的十三大代表、丹东市委书记刘仲文

告诉马役军，人的观念的变革，是政治体制改

革顺利开展的首要前提。“理顺人的思想，远比

制定出一个美妙动人的改革方案更为艰难”。

刘 仲 文 谈 到 机 构 改 革 的 具 体 做 法 时 表 示 ，

一方面要告诉人们，改革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

的历程，改革，就要打破坛坛罐罐，付出一定

的 牺 牲 ； 另 一 方 面 ， 要 先 立 后 破 ， 实 践 造 就

人，要比靠说教造就人扎实、迅速得多。

实践证明，先立后破的改革能够使人破釜

沉舟，激发出更大的向上动力。

对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还要做的一件大事

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提拔培养

成 千 上 万 的 中 青 年 干 部 ， 保 证 党 和 国 家 的 活

力，为改革任务护航。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曾对马

役军说，党和人民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

托在代表未来的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

回顾 30 年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十三大的

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十七大时，这幅国家蓝

图上多了“和谐”二字，到十九大时，又多了

“美丽”二字，“现代化国家”也朝着 “现代化

强国”更进一步。

“字面上的变化放到实际中，改革带来的变

化清晰可见。”马役军感慨，“中国将以什么样

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就是这样的姿态”。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屹立东方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 艺 尹希宁

中国最大经济特区诞生记

雏凤清于老凤声

2019 年 10 月 1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邓小平同志的巨幅画像，在群众簇拥下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