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有为：路在何方（上） 
 
2020-09-21 
厲有為 
 
在深圳改革開放 40 周年之際，提出路在何方的問題，彷彿有些不合時宜。但是，實事求是

地講，這問題真的存在。 
 
改革開放初期，根據以往的實踐，有人提出取消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

人就大呼大叫，這是企圖纂改毛澤東思想，這是砍旗，萬萬使不得。 
 
路在何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出了方向。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 
 
有人主張搞幾個經濟特區，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有人堅決反對，說特區是租界，這

是賣國，搞不得！ 
 
路在何方？ 
 
胡耀邦同志堅定地回答，主權在我不是租界，經濟特區可以搞，特事特辦。才有了深圳的今

天。 
 
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有利於生產力的大發展。但更有人堅決反對，說計劃經

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市場經濟姓資，計劃經濟姓社，搞市場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搞不得！ 
 
路在何方？ 
 
鄧小平 1992 年南方談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這是

發展經濟的手段。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於是中國繼續大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力

飛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達到 12 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三位日本的三倍多。 
 
在全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之後的今天，生產力得到解放，一批企業家脫穎而出，民營經濟得

到大力發展，已經佔到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佔對外貿易的 45%，佔稅收的 50%，佔 GDP 的

60%，佔科技創新的 70%，佔職工就業的 80%，佔企業數量的 90%以上。這些數字說明了什

麼？說明社會主義經過 40 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由計劃經濟時代的幾乎百分之百的國有，發展到這麼大比例的民有，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巨

大變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新探索、新實踐、新境界。 
 
至此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是改革上層建築，來適應現實的已經變化了的

經濟基礎；第二條路是改變現在的經濟基礎，往回走，來適應上層建築；第三條路是誰都不

改變，維持現狀，實行雙軌制運行。我們現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路在何方？ 
 
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條路是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民

營與國有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取長補短，自願組合，共同發展。另一條路徑是以政府為主

導，以行政手段為主配置資源，給國有企業下指標，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吃掉。我們正站在十

字路口。 
 
路在何方？ 
 
民營企業發展到今天，是在不斷有人大喊大叫批判「私有化」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可見它

的生命力有多強大，因為它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更符合常識。實踐已經證明：民有經濟是我

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華為等民營企業受

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強烈打壓，就完全證明了它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但是，

並未得到我國法律的承認，法律還只承認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承認

不承認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人民政府的神聖職責就是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只有這兩個安全得到切實保障的

情況下，公民才能全力以赴地安心創業。我們的法律就是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不

受侵犯的。在財產保護方面，國家大法中只承認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可不可以民有的私

人財產和公共財產一樣，都神聖不可侵犯並載入大法呢？我們又遇到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

之間的問題，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國家大法中只承認：「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裏的關鍵詞是「合法的」三個字，

寫在大法中的合法的私人財產，一定是指從法律意義上講是合法的。私人財產這麼多，而且

隨時隨地都在變化之中，國家有什麼部門或機構來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進行認證呢？沒有！

起碼直到現在沒有！那麼問題就出來了：這麼龐大的私人財產沒經過法律認證是合法的之前，

都處在不合法的狀態，這就變成了私人財產是有原罪的，只有經過政府認證是合法的之後才

合法！這把我們國家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變成了有罪推定！ 
 
如果大法裏對公共財產和公民的私人財產都同樣承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沒有以上的問題

了。這裡又涉及到對公共財產和對私人財產平等保護的問題。我們又站在十字路口。（作者

為中共深圳市委原書記）（未完，明日待續。） 
 
路在何方 （下） 
2020-09-22 
厲有為 中共深圳市委原書記 
 
路在何方？ 
 



由舊時的蘇聯傳給我們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

徵。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改革開放 40 年的實踐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社會主義有私有制，資本主義有公有制（如沙特

的阿美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上市前就是百分之百沙特國有。沙特是社會主義

國家嗎？）對私有經濟（民營經濟）該不該與公有經濟在法律、政策、制度等等方面都一視

同仁？還是在法律政策上對民營經濟低人一等，在資源配置上厚公薄民呢？目前這種情況在

地方政府官員中是較為普遍存在的。我們又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我們國家權威的社會科學機構的領導人，大談階級鬥爭，來勢洶洶，彷彿誰不同意他的階級

鬥爭觀點誰就是階級敵人。還有人寫文章說，前三十年消滅了資產階級，後三十年又培養了

一個資產階級；前三十年消滅了剝削，後三十年到處都是剝削。我們怎麼看待資產階級？怎

麼看待剝削？怎麼看待階級鬥爭？這是迴避不了也無法迴避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勞動創造價值說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告訴我

們，勞動必須與資本結合才能創造價值，這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勞動離不開資本，資本

也離不開勞動，只有二者結合，才能創造價值、創造社會財富。二者是和諧共處關係、和合

共生關係，是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不管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管是簡單勞動還

是複雜勞動，不管是農業勞動、工業勞動還是服務業勞動，無一例外都是如此。不管是使用

價值還是交換價值都是如此。 
 
由此，我們引出什麼結論呢？就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和諧共處、和合共生、利益共同體

和命運共同體關係呢？還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係呢？ 
 
在習總書記大力倡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況下，我們在國內是搞階級鬥爭還是建設中國

公民的命運共同體？我們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有沒有矛盾？有沒有對立的利益訴求？有沒有鬥爭？有！肯定是有。我

們是用和平方式、用法律手段加行政手段來解決矛盾和不同的利益訴求呢？還是大搞階級鬥

爭，用批鬥、打倒、剝奪甚至是消滅的方式去解決矛盾呢？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在市場經

濟規律的作用下，互相依存的契約關係？還是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關係？我們

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資產階級在我們的語境中已經是負面的詞意了。我給它一個新的稱謂；有產的勞動階層。 
 
我們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實踐中實事求是地總結出符合客觀實際的道理加

以實施？還是不看實踐抱着舊的框框、舊的教條、舊的理念不放？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就當前形勢，用孫立平的話說是：四面埋伏，八面楚歌。外部壓力大增。我認為任何外部壓

力都不會壓垮我們！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有人說，美國壓中國什麼籌碼都加上了，還

有一個籌碼：就是等着中國在外部壓力下犯錯誤，自己垮台。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最容易犯

的是什麼錯誤呢？我認為最容易犯的是左的錯誤。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這個關鍵時刻，最重要的是穩定民心，其中關鍵的又是

穩定企業家的民心，使他們覺得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都得到政府法律的確實保障，便

死心塌地的在國內拚搏、投資、發展。因而，就可以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

穩投資、穩預期等等。而不是像某大學教授所說民營企業家的心態那樣：「需要我們是你們

不得已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的神聖使命。」如果他們對前景充滿恐懼和擔心，我們將如

何振興中華，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路在腳下，路在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要下決心進行全局性、戰略性重大問題的突破，從理

論認知、法律制度、實際工作上的突破！ 
 
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一定會有所作為！一定會有新的突破！ 
 
（續昨日，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