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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打出致胜王牌

1992年2月7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上海杨浦大桥浦东工地。 □新华社/发

■谢国平

1. 要再造几个“香港”

1990年春节，上海下起了并不常见

的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给人一丝惊

喜。上海市民过节休息也一如往常，走

亲访友，合家欢聚，嗑着瓜子聊天。

在上海西郊，一座绿荫掩映的宾馆

内，已经退位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上

海度过第三个春节。

窗外，不时传来了贺新春的爆竹声，

空中一阵焰火闪过，充满着温馨祥和的气

氛。但是86岁的邓小平并没有休息，他在

思考，抽着烟，他外表平静，心系全球大

势，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正在内心形成。

在上海期间，他坦率地对朱镕基等

上海领导人说，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

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

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邓小平说话简

短直白，言语中也没有深奥的理论色彩，

微言大义。听者也明白邓小平此话的分

量。那么，这应该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从上世纪 80年代末起，国际局势出

现了大动荡。苏联阵营开始分裂。

1989年 11月，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

对抗标志性的建筑——柏林墙轰然被推

倒，东德人顷刻像潮水一般迅猛地涌向

西德。柏林墙倒塌恰如一块多米诺骨牌

倒下，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也

跟着发生了剧变。全球政治格局出现雪

崩式的变化，就像一场奇变的魔术让全

世界的观众目瞪口呆。

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为海外投资

者看好。1988年中国经济过热，政府高调进

行价格改革，导致罕见的商品抢购风潮，尤

其是大城市里，传言四起，人们什么都抢购，

人心惶惶。为防止经济失控，中国政府作出

了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的决策。

经济治理整顿的后果是经济增长放

缓。1989 年和 1990 年是中国自 1978 年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两年。上

海GDP的增长没有超过 4%。而银根收

紧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只能以记账单而

不是现金来收购农民的粮食，也就是“打

白条”，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

北京“六四风波”后欧美等国发起了

对中国的“制裁”。海外的投资者裹足不

前，犹豫再三。大多数西方在中国的公

司已经停止运营，在观察窥测。

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国内稳定以及国际关系方面同时遭遇严

重困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

1989年6月16日，北京发生的“六四风

波”刚刚平息，邓小平与江泽民等几位中国

领导人谈话时就提出：要进一步把开放的旗

帜打出去，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

情。他明确地向世界表明：“我们改革开放

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在之后连续的几次谈话中，邓小平

都谈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

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

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

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

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1979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批准了在

中国南方边陲举办经济特区，经过十年

的发展，深圳由渔业小镇变成了现代化

的城市，以其令人晕眩的年均经济增长

26.9%的速度创造了经济特区的奇迹。

十年后，邓小平显然已经不满足于

深圳、珠海这几个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

他要找更强有力的支撑点，撬动中国改

革开放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发展。因

此，他说，要再造几个“香港”。

在哪里造“香港”呢？

邓小平的视线投向了上海，投向了

上海黄浦江东面的那块土地。酷爱打桥

牌的邓小平还打了一个比方：“比如抓上

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

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把上海搞起来”就是要在上海黄浦

江东面的那块土地上实现更大程度的开

放。这就是大动作，是一张王牌，也是一

条捷径。邓小平要通过上海的大动作，

告诉西方世界，中国不会关上国门，反而

会将国门拉得更开。

2. 退休后的嘱托

1990 年 2 月 13 日晚，邓小平返回北

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谈

话。在谈到开发浦东时，邓小平说：你们

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

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

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

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在谈

到浦东开发需要优惠政策时他说：我赞

成，你们应当多向江泽民同志汇报。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市委一位官员回

忆，坐在前排的邓小平转过身来，严肃地

对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

赞成。你们去跟江泽民同志说。”朱镕基

当即回道：“泽民同志刚到北京，上海的

事情要他讲不方便。”

邓小平爽快地答应:“好，我来讲!”
检索史料，类似浦东开发晚了的话，

邓小平说过多次，可见其内心遗憾之深。

确实，1980年当深圳等经济特区旋

风般崛起，当财富快速增长首先在中国

南方实现时，也曾让一些学者和官员不

解，中国政府在南方偏远之地设立经济

特区时，为什么不考虑上海，为什么要到

十年后才想到上海浦东？

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在没

有任何经验和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上海贸

然建立经济特区的风险太大，只能等一等。

除了“风险太大”的说法外，还有“长

子”一说。据浦东开发的一位参与者回忆，

有一次，中央某领导来上海考察讲了一番

情真意切的话，大意是中国几十年来体制

机制僵化，走了很长的弯路，通过改革开放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条新路，但是这个过程

或会产生风险，这个风险，可以让穷一些的

地方去冒，上海一旦出风险，成本太高，同

时，我们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又是一个穷

家庭，上海就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为了照顾

家庭，可能要承担得多一些。

不过，邓小平为20世纪80年代没有在

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不止一次地表示遗憾。

因此，到了1990年，邓小平不再犹豫

了，他的视线越过重重迷雾，穿透历史和未

来。一种崭新的思路已在他心中形成：浦

东开发开放要成为一项跨世纪的国家战

略，“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

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

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这一年2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

建厅，邓小平郑重地嘱托江泽民等新任

的几位中央领导：“我已经退下来了，但

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

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他还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

发这件事，你要管。”

在《李鹏经济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3月3号，泽民同志和我，我们应邀来到

小平同志住处，广泛的就当时的国际形势、

国内形势作了谈话，小平同志在这一次谈话

中用很长的篇幅，谈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问

题，他说上海有它独特的优势，工业中心，技

术上有优势，特别讲人才的优势，我们把它

加以很好的开发的话，这将是促进中国发展

的一条捷径，我特别记得他讲的，这是一条

捷径，发展中国经济的一条捷径。他还很谦

虚地说，当年我们搞深圳、珠海四个经济特

区，现在看来很后悔，没有当时就把上海放

进去，晚了十年了，这个责任在我。

这次谈话后，3月28日至4月8日，国

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

委托，率领一个中央政府部委领导组成

的庞大的工作班子来到上海，对浦东开

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

姚依林在浦东考察后，很快形成《关

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

纲》。同年 4月 10日，李鹏总理在北京主

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开发浦

东的专题报告。两天以后，中共中央总

书记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

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方案。

4月 18日上午，李鹏在上海宣布：中

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

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从邓小平郑重地嘱托到4月18日，仅

两个月，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打出了一张

王牌，浦东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了。

3. 我的一大失误

1991 年 1 月 28 日晚，邓小平和往年

一样到上海过春节。在去住地的途中他

听取了朱镕基的汇报，在谈到浦东开发

问题时他惋惜地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

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

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同时，邓小平又说：“开发浦东。这个

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

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

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2 月 18 日，中国农历大年初四的上

午，上海市民还沉浸在新春的节日气氛

中，邓小平登上了上海一家宾馆 41层的

旋转餐厅。窗外晴空万里，阳光明媚。

他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

城区的面貌，一边对身边的朱镕基说：

“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

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

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

时任浦东新区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的李

佳能回忆道：朱镕基引着邓小平到事先准

备好的圆桌前，大家围着圆桌坐下，表示是

家庭谈心式的汇报。邓小平穿着灰色的两

用夹克衫，精神很好，非常慈祥，笑容满面。

朱镕基开始汇报，邓小平一边听着一边

发表看法。“小平讲话是浓浓的四川口音，听

起来很亲切，口气是商量性的。”李佳能说。

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有点遗憾地

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

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

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

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

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

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

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

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

他还叮嘱道：“抓紧浦东开发，不要

动摇，一直到建成。”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他

竟然承认自己的失误：“回过头看，我的一

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

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

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

不一样。”他还说：“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

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

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对一个地方

的建设反复地表示歉意，并公开承认自

己的失误是不多见的。

在邓小平眼里，如果从 1980年深圳

等经济特区建立算起，浦东开发晚了十

年，如果从 1984年中国开放 14个沿海城

市算起，浦东开发则至少晚了五年。

1992年2月17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

上海市领导关于浦东开发和发展规划的汇

报，并审看浦东新区规划图后，惋惜但仍鼓

励道：浦东开发是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

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

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

点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1993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上

海市领导：“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

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

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

而上海市领导人对这样一幕印象深刻：

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

车站上，火车即将出发前，他又把上海市领

导叫进列车，一再关照：你们要抓住20世纪

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

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更快。

邓小平身上的急迫感也成为上海和

浦东领导的压力。

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意识到这

一点，把希望寄予浦东，把浦东开发定位

于“中国今后十年开发开放的重点”、“带

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龙头”、“中国改

革开放的标志”等等，浦东开发已成为国

家意志的体现。

那时，面对到浦东来采访的记者，浦

东的官员总会提醒一下，注意到了吗？

浦东开发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这是

前所未有的。

4. 邓小平即兴吟诗

1993 年岁末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

海时，他的内心依然牵挂着浦东。

也就三年多的时间，浦东开发高速

起步。经济总量从 1990 年的 60 亿元到

1993 年的 164 亿元，年均增长的速度是

21%。从 1990年到这年 11月，外商投资

项目1522个。

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漫步于高高

的杨浦大桥。那是一座才建成通车两个月

的新桥，犹如一道彩虹横跨黄浦江面上。

陪同官员考虑到邓小平年事已高，

劝他不要下车，但是邓小平兴奋地下了

车迎着寒风，走在宽阔的大桥上。大桥

建设总指挥告诉他桥面距离黄浦江面 62
米，是世界第一大跨度的桥。邓小平听

后露出满意的笑容。

风越来越大，雨也越来越大，邓小平

走到桥中，透过琴弦般的斜拉索，眺望着

远方的浦东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

年书。”并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诗言心声，看得出对于浦东开发开

放的速度，邓小平还是满意的，浦东热火

朝天的建设景象深深地拨动了老人的心

弦，开发浦东是三年前他向世界打出的

一张王牌。

纪
念
邓
小
平
诞
辰

周
年
特
刊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