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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披露朱镕基上海执政往事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记录朱镕基当年如何推进改革开放

朱镕基亲自审阅每篇文章
自从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朱

镕基已出版过三种书，每一本都有
意想不到的市场好评。

朱镕基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部下
也借此向他建议，能否把他在上海
工作时的讲话整理起来。“朱镕基认
真考虑后决定做这件事，于是2011
年底本书编辑组成立，着手整理上
海讲话资料。”编辑组成员、人民出
版社副编审鲁静告诉记者。

编辑组由朱镕基秘书、有关方
面专家和人民出版社两名编辑组
成。在朱镕基秘书统筹下，编辑组的
主要任务是在图书正式编辑出版前
的文稿整理、挑选、核实等编辑工
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朱镕基系列图
书出版过程中，编辑组担当了朱镕
基助手的角色。

朱镕基十年前退休时，身边工
作人员就开始整理他工作中的影音
资料，搜集他在各地的讲话，“不是
搜集已经有的书面东西，而是把原
汁原味的讲话整理成文字。”2007年
11月鲁静加入编辑组，开始策划朱
镕基一系列书籍，等她接手《朱镕基
上海讲话实录》编辑工作时，“文字
已经成型了”。

编辑组是在朱镕基的直接指导
下进行工作。朱镕基秘书主要负责
选文工作，要从三百多万字中挑出
三十多万字；选文原则由朱镕基亲

自制定：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凡内
容有重复，已经公开，或由别人代笔
起草的，一律不选。

据编辑组成员透露，85 岁高龄
的朱镕基，对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
血，“亲自认真审阅每篇文章，逐篇
通读文稿，经常就文章的细微调整
给出指示，与编辑组时时沟通并交
换意见。”

5 月下旬，人民出版社做了五
百多本样书，由编辑组负责征询各
方对书稿的意见。“主要是发到中央
有关领导，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负责人，包括总理的老朋友、老部
下，以及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编辑
组成员鲁静告诉记者，“这本书得到
了他们很高评价。”

朱镕基特意让上海市委书记韩
正也看一遍，提一些意见。韩正在座
谈会上说，他通读全书之后感觉非
常亲切，也很受教育。

该书项目组成员、人民出版社编
审李春林李春林说，“这本书代表了
他个人的思想。”

8 月 12 日，《朱镕基上海讲话
实录》全国发售。人民出版社首印
110 万册，除北京外，还有长沙、广
州、上海，三地同步首发。人民出版
社常务副总编辑陈亚明解释：“上海
不言而喻，长沙是他老家，广州则是
改革开放的前沿。”

□据《南方周末》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
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
府。”这段话来自1988年4月25日，朱
镕基即将当选上海市长时，面对全市
人大代表所作的承诺，同时也是朱镕
基最新出版的书中内容。

2013年8月12日，由人民出版社
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镕
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正式向全国
发行。尘封已久的朱镕基上海执政岁
月，也重新被人记起。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
基先后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那
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
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
期。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遇到
的考验尤为艰巨复杂。《朱镕基上海
讲话实录》一书收录了朱镕基这一时
期的部分讲话、谈话、信件、批语等
106篇，照片83幅，批语及书信影印件
9幅。

“普通读者可以把它当历史去
看，领导干部可以当教科书看。”该书
项目组成员、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春林
对记者说，你读完书就知道上海那段
历史了，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政府
又做了哪些工作，“不要把它简单地
当做一个领导人的文集去看，否则思
路就有点窄了”。

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也是上海
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处在非常特殊
而又关键的时期。在原人民日报社副
总编周瑞金看来，朱镕基顶住了“姓
社姓资”责难，依靠群众稳定上海，大
胆推进改革开放，打开了上海改革发
展的新局面。

8 月 14 日，在上海举行的该书座
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
委书记韩正说：“当时改革开放的力
度，现在看来是很感动的。”

广泛听取民意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完
整记录了上世纪 80 年代末，朱镕基在
上海的执政往事。

1988 年，朱镕基到上海担任市长，
他一上任就抓三件事，“菜篮子”、公共
交通、住房问题，而以抓“菜篮子”为突
破口。“这三件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因为我在上海工作过。”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回忆。

该书透露，1988 年 2 月 10 日，朱
镕基听取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负责人工
作汇报后也阐明了自己的想法：上海
要从城市建设入手作突破口，难度太
大，欠账太多。“我想来想去，还是田纪
云同志讲的首先抓‘菜篮子’可行。”

朱镕基非常重视媒体，他推动的
几件事都是通过媒体发布改革方案。
在推进住房改革方案时，怎么补贴，朱
镕基都是先要将草案发布在媒体上，
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一般讨论十到十
五天，然后就做决定。”原人民日报副
总编辑周瑞金告诉记者，朱镕基是雷
厉风行的，“不是长期论道不下手的”。

因为广泛听取民意，朱镕基推进
的改革进行顺利。1990 年朱镕基担任
市委书记后，把江泽民在任时两个月
会见一次驻沪媒体的传统坚持下来。
周瑞金当时是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
副总编辑，他常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
媒体参加与朱镕基的见面会。会上朱
镕基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非常民
主”。

朱镕基工作作风以雷厉风行著
称，韩正就有过切身体会。1988 年，韩
正在大中华橡胶厂当党委书记，有一
次朱镕基到大中华视察谁都没通知。
门卫看到后赶紧报告，朱镕基见到韩
正就说要开工人座谈会，他去车间里，
临时挑 10 个人。“我问他座谈会主题
是什么，他说没主题，就是听大家意
见。”韩正在 8 月 14 日的座谈会上回
忆说。

朱镕基让韩正离开，“你不要参

加，你在人家不好提意见。”中午 12
点，朱镕基开完会出来对韩正说，工人
的确有意见，但对你们工作还是肯定
的，就是有一条，中班的伙食不行，马
上改！

当天晚上 10 点，市委副秘书长就
带人赶到大中华橡胶厂，因为上中班
的人要在22时30分吃营养餐。副秘书
长直冲食堂，把菜单和价目表拿过
来看，“我们当天晚上幸好已经有所
改进，镕基同志就没有批评我。”后
来，朱镕基还跟韩正提起此事，问韩
正：“我在座谈会上讲了什么？”韩正
笑着回答，“你别问我，你当时没让
我参加。”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

1989年之后，全国地方媒体讲改
革很少。周瑞金透露，1991 年春“皇甫
平”系列评论就是在朱镕基领导和支
持下，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
上发表的。开篇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
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紧接着《改革
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
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
兼备的干部》见诸报端。“文章中写的

‘1991 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
改革’，都引自镕基同志在上海市干部
传达会议上的原话。”周瑞金说。

上海是纺织工业老城，为了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朱镕基安排纺织女工
下岗、促进纺织业升级换代花了很大
力气。李春林发现，十八大讲的生态文
明建设，朱镕基二十多年前已经开始
实践。对苏州河的治理难题，朱镕基力
推把苏州河两边棚户区全部拆迁，“现
在苏州河多漂亮”。

力推浦东开发开放

在朱镕基担任市长前，汪道涵和
江泽民两任市长都在考虑上海战略规
划方案。朱镕基上任后，力推浦东开发
开放工作。“当时邓小平建议朱镕基多
向江泽民谈，但是江泽民因为从上海
出去的，不太方便多替上海讲话。”周
瑞金说，“因为发展浦东要集中全国的
财力，只有邓小平说话才行。”

在朱镕基的动员下，邓小平出来
为开发浦东讲话。之后 1990 年 3 月底
4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姚依林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

题进行专题研究。
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也

收录了“向姚依林同志汇报浦东开发
问题”一文，里面开篇即提：开发浦东
问题的提出，道涵同志是最大的积极
分子，他比我积极得多。这次小平同
志、尚昆同志来上海，我们汇报了两
次。

1990 年 4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李
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
年庆祝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
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
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
政策。“浦东不是借鉴深圳那四个开发
区的经验，它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跟
国际接轨。”周瑞金觉得这一着很厉
害，它是用自由港的政策、关税互免，
并且开放外资银行，“这些都是开创性
的”。

“一个改革，一个开放，就是这本
书的中心。”通读本书两遍的李春林
说。

朱镕基非常强调依法治国

领导人著作要对历史负责。为了
确保选编的资料真实客观，人民出版
社专门为《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
书成立项目组，下设编辑、出版、宣
传、发行四个工作小组。

2013 年 5 月中旬，项目组接到
书稿后，先后组织了十几位编辑，对
书中内容进行了三轮核对。。

李春林的主要任务是看法律方
面的文字。他发现朱镕基对法律的观
念始终贯穿在他的工作中，非常强调
依法治国，“你看他搞棚户区改造，要
不断征求意见，形成一个规章”。朱镕
基有自己的想法，“但从来就不是政
府拍板了就做，而是充分体现法治的
精神”。

编辑组给项目组的要求是，尽量
保持朱镕基口语的风格。改核查下
来，朱镕基在法规用语上非常精细，
一处改动也没有，“他的脑子太好使
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
先知的印象是，《朱镕基上海讲话实
录》反映了朱镕基怎样为人、怎样“做
官”。逄先知记得邓小平讲过，朱镕基
讲经济危机我听得懂，“朱镕基不回
避问题，讲话很生动，一听就明白，所
以他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

相关链接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摘编
现在基层搞一个项目确实很难，有人统计过，要盖109个图章。有的

事，一会儿说行，一会儿又说不行；这个人说行，到那个人又说不行了，
没个依据。要用法来管理。你先把项目的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对照，依
法办事，不要盖那么多图章。但是有一条，如果事后有关部门在检查时
发现项目情况不符合法律法规，就重重地罚你。我们要搞法治，不要搞人
治。现在是人治，官的权力太大了，想卡就卡，提高效率就是一句空话。

——— 1988年2月12日《关于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的意见》

在对各种不正之风、官僚主义也要揭露，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虽然
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但是由于不负责任、搞不正之风、以权谋私等
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可是大得不得了。而对这种人往往没有办法把
他们绳之以法，现在还没有渎职法，但是可以叫他们下台。现在一些领
导干部就有点手软，有一位局长就当面跟我讲：“我是下不了手。”你为
什么下不了手？你要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话，有什么下不了手？当然，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自己行得正、立得稳。你自己吃吃喝喝接受人家
送礼请客，讲交情、关系，你敢得罪人吗？所以，我们应该扶持和鼓励正
气，一定要压倒这个邪气。大家都来根据党性、党的原则办事情，绝对
不能讲情面、讲关系，不要怕得罪人。

——— 1990年11月28日《重视和做好信息工作》

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
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
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
满。所以群众说，共产党把党员标准越来越降低了，过去说为了人民利
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员要“吃苦在前”，现在变成“同甘共苦”了，甚
至连同甘共苦也做不到了。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
特权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提得高一点，得有一个办法。人大是最高的权
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
等的。

——— 1990年2月26日《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
(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

12日，在上海书城新书展示区拍摄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新华社发

1991 年 1 月 24 日，朱镕基到上海市南市区棚户区居民家慰问。


	A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