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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胡德平近年来对改革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建议。
主要分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力推进开放”、“非公经济是人民经济的一部分”、“义利统一与光
彩事业”、“农村土地确权必须惠及所有者”、“打造中国绿色火车头”、“用百年视角审视中国进
步”等几部分。
在这些部分，作者大胆、自由地放言。
这些放言，或是作者经过实地调查而得，或是作者深思熟虑而发，是作者为中国改革建言的真实声音
。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作者胡德平个人历史言行的真实记录。
它真实记录了作者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调研的真实情况。
胡德平向来以独立思考、敢于说话著称。
本书精选的这些文章，具有极高的思想性、理论性、可读性和现实性，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具
有重要的鉴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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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德平，湖南浏阳人。
1942年11月生于延安。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大学毕业后，先在部队农场锻炼，后任机械厂工人、博物馆保管员、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国家文物
局党组成员。
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中国光
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等职。
曾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2008年3月起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胡德平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瞭望》等报刊
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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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力推进改革开放 为自由鸣炮 恩格斯论中国铁路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谈中国的
开放 不做超越阶段的事情 正确看待新时期的有产者 结合变化了的实际研究阶级、阶层问题 扬弃“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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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如何看待民企“第一桶金” “原罪”三论 认
清“多种所有” “国进民退”之我见 民营经济是人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进民退”之争实非国
家之福 人民经济就是要收益惠及全民 义利统一与光彩事业 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私营
经济的兴起与《资本论》的理论思考 关于“诚信”的谈话 就业与光彩事业 财富与责任 民营企业的生
与死都应得到法律保护 民营经济的科学发展 民营企业要追求利润最佳化 创新光彩理念拓展光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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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统筹城乡土地制度统一城乡土地市场 农村土地资源是农民的，好处应还给农民 城镇化问
题的若干思考 集体、国有土地应同价同权 关于充分体现农村建设用地的完整价值 “尊重群众的选择
”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 农村土地确权要严格到位 打造中国绿色火车头 打造中国的绿色火车头 “十
二五”要讲绿色GDP 科技产业的地位应高于企业所有制的性质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江豚家族的一则
聊斋神话 用百年视角审视中国进步 谈《岳阳楼记》兼为《黄鹤楼记》征文倡议 谈墨子“兼相爱，交
相利” 生命中最闪光的时段是青春 《中国会馆志》导言 把握好“现在”的这一瞬间 在俄罗斯科学院
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讲话 中国商人之道 用百年视角审视中国的进步 不能用“文革”的方法解
决现有的矛盾 中日两国应世代友好 活国在于活人 往事如烟斯人如霞 往事如烟斯人如霞 怀念华罗庚 厚
泽同志在80年代 文化不可横向移植 致敏生光教长的信 致中曾根康弘先生 对当今世界的看法 历史是民
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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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今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国企的全民所有制都有一个所
有者如何到位的严肃问题。
我认为这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其改革攻坚的难度不谓不大，进入的深水区不谓不深。
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曾真情实感向毛主席进过一言：全民所有，实为“全民所无”、“全民所困
”。
我国的改革应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否则还有什么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呢？
当然，时机、条件要选择好。
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的改革就不算完成，甚至还会走向邪路。
“地票”交易有集体土地私有化之嫌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使我对某地的“地票”制度有不少疑问，现
就《中国改革》杂志提供的材料说些观点。
该地对“地票”制度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也看出了不少问题。
农民因此“地票”，可能收入也比单纯的市政征地要多一些，但问题也有非常严重的一面。
该地“地票”的内容和操作程序，我试着做一概括。
第一，把集体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先做确权认定，既有存量的确权，也有增量确权。
增量确权即把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再确权。
第二，把确权的土地证券化，发行了该市用地的“地票”。
第三，“地票”可在该地成立的土地交易所中进行交易。
第四，土地交易价格，由政府制定基准价格再由购买者竞拍。
第五，宅基地地票的价格构成为：征地价+宅基地使用权补偿价+城市购房补贴价。
承包耕地地票的价格构成则为：土地经营权的市场价+承包期剩余年份受益物权的补偿价。
第六，所进行的地票交易均是一次性买卖的交割。
宅基地一亩价格大约为10万元，承包地价格一亩价格大约为1万—2万元。
 表面上看，竟拍“地票”是对农村土地经营权、使用权、受益权的交易，但更深刻的交易则是土地所
有权的交易。
因为这在交易所是一次性的买断，从此，“地票”、土地不再和农民发生产权联系。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早在该地的土地确权时，暗中就包括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确权，“地票”在交易
所的交易也隐含着对土地所有权的交易。
但其政策却采取了模糊的方法，并没有说明更为深刻的所有权交易的秘密。
这种交易不计算所有权的价格，却买断了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如果进城农民容易找到工作还
好说，如果城市就业很难，较大人群没有工作，后果是很可怕的。
即使是经营权、使用权、受益权的价格也不是市场价格，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基准价格。
再说一句，承包土地、使用宅基地的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中，都是用益物权的享有人，他们不能单
方面进行以上的不动产的交易。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改革放言录>>

编辑推荐

《改革放言录》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作者胡德平个人历史言行的真实记录。
它真实记录了作者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调研的真实情况。
胡德平向来以独立思考、敢于说话著称，《改革放言录》精选的这些文章，具有极高的思想性、理论
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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