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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2006年以来，围绕着对改革的不同评价而引起的思想碰撞和社会事件此起彼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
关注，而且，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著名记者马国川继《大碰撞：2004～2006年改革纪事》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反映改革的力作。
作者以理性、中立的视角，客观地描述了从2006年到党的十七大期间的各种新闻事件，是第一部全景
式反映近两年社会思潮激荡的作品。
作者在叙述一个个新闻事件时，在保持客观性的同时，综合运用各类表现手法使得新闻有趣，充满了
可读性，很有感染力，而且，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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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国川，著名记者，现供职于《经济观察报》，已出版作品有：《大碰撞：2004-2006年中国改革纪事
、《高考年轮》（与赵学勤合作）、《时代台词》。
《大碰撞：2004-2006年中国改革纪事》一书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作品，在国
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被人民网读者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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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一章 一篇博客文章引燃经济民族主义　一、向文波：卖什么都可以，但“卖
国”不行　二、收购的三国演义　三、听证会——签约——否决　四、争论在升级第二章 社会主义究
竟是什么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来的客人　二、学者们的追问：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三、批判的声浪　四、聚讼“张勤德现象”第三章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
　一、总理与文艺家谈心　二、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三、激情与空想：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
兴吗第四章 在苏联的镜子里观照中国 　一、一部仅供县级以上干部观看的“党内参考片”　二、是
谁搞垮了苏联第五章 “大国崛起”搅动中国思想界　一、一部电视纪录片的前世今生　二、《大国崛
起》：千奇百怪的解读　三、《大国崛起》折射当代中国的思想谱系第六章 民企“原罪”与两极分化
　一、民企“原罪”风波起　二、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　三、民企原罪：有
，还是没有　四、刘吉：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第七章 两种改革观的较量　一、暗潮汹涌　二、两
种改革观的较量　三、温总理的回答第八章 民主是个好东西　一、“民主是个好东西”　二、俞可平
其人　三、民主是个好东西吗第九章 交锋物权法（上）　一、忙碌的巩献田教授　二、物权法：“两
会”前的较量　三、《物权法》：2799票︰52票的背后第十章 交锋物权法（下） 　一、物权法遭遇“
史上最牛的钉子户”　二、江平：我们究竟要民本主义，还是要民粹主义　三、“史上最牛钉子户”
终于被拆了第十一章 “汉奸言论”是与非　一、喻权域：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二、到
底谁是“汉奸言论”　三、袁伟时: 惩治汉奸言论是一个笑料而已第十二章 从大飞机上马到《读书》
换帅 　一、当大飞机遭遇民族主义　二、中国大飞机项目终于上马了　三、一本杂志主编换人引发的
风波 　四、汪晖其人和新左派的来龙去脉第十三章 《炎黄春秋》推开了一扇门　一、谢韬文章横空
出世　二、《炎黄春秋》推开了一扇门　三、批判潮声动地来 　四、党报党刊的回应　五、第二届社
会主义论坛　六、从中国到瑞典第十四章 变化真的开始了吗　一、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热潮　二、党
外人士“入阁”：一个积极的信号　三、万钢、陈竺之后还会有谁第十五章 民主争论第三波　一、中
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
　二、一个政治学者眼中的“中国式民主”　三、二王之争第十六章 针锋相对　一、是喜庆气象，还
是错误思潮　二、针锋相对　三、中共十七大的回应尾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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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篇博客文章引燃经济民族主义　　美国凯雷集团要收购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的中国
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徐工集团，国内的民营企业总裁在网上发难，使得一起本身充满争议的
收购案唤醒了中国网民们的民族热情，终于酿成了愈演愈烈的“徐工事件”。
并且最终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　　引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　　从2004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
争论”，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到2006年初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针对改革的各种反思声音喧嚣嘈杂，其中甚至夹杂着否定改革的声音。
许多人士对中国改革的前途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来势汹汹的大争论将引向何处。
　　随着2006年春天的到来，人们终于看到了“第三次大争论”终结的曙光。
　　2006年3月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上海代表团时说：“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8天后，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中外记者见面。
他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他坚定地说：“中国的总理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
失败。
”　　媒体迅速捕捉到了两位高层领导人讲话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停止争
论，形成改革共识，再铸改革辉煌。
它们认为，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讲话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对澄清混乱、引导改革争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有评论引述吴敬琏的话说，当前所发生的争论是改革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发生在1981年到1984年，争论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最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
。
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到1992年，争论焦点是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最后邓小平南方讲话
终结争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体制。
胡锦涛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是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重要转折点。
作为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认为，胡锦涛在目前形势下就改革问题做
出鲜明的表态，强调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是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
的鲜明回答，表明了中央鲜明的态度。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也集中刊出四位理论家的集束式文章《坚持改革方向　倒退没有出
路》，矢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就在2006年“两会”闭幕9天后，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在上海开幕。
该会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于当年5月和4月下旬召开，而本年度“改革会”的开幕日期距离“两会”
时间之近则前所未有。
中新社的报道称，在有关中国“第三次改革争论”形成舆论热点之际，官方透过此次会议意欲传递的
信号似乎意蕴深长。
新华社为此专门发表了评论，认为以中共高层胡锦涛、温家宝在全国“两会”上坚定表态为清晰时间
点，官方在各方观点论争之际，适时为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定调。
在此次会议上，直接负责改革指导与总体协调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表示：在加快推进改革问
题上，犹豫动摇不得，拖延迟缓不得，敷衍对付不得，从现在起直至改革目标的实现，每一年均至为
关键，都是无可置疑的“改革攻坚年”，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推进改革”。
　　观察人士认为，持续将近两年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徐徐落下了帷幕。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的解读就存在着巨大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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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名为《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读胡锦涛同志3月6日讲话有感》的文章中，作
者认为，改革中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较量，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意识形态问题。
邓小平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是需要坚持的。
但是，确确实实还有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则是必须反对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旦在中国出现，就要假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同中国正确的改革观，即邓小
平的改革观进行较量，同马克思主义进行较量。
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过几次交锋，错误的改革观被正确的改革观所击退。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渐滋长蔓延。
文章最后，作者充满豪情地说：“挑战书已经抛出，真理不怕争论。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
”　　几乎就在同时，坊间流传着所谓“西山会议”的各种传闻。
所谓“西山会议”就是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
革走势座谈会”。
会议的速记稿在未经举办方同意的情况下，就被人张贴到互联网上，此后迅速刊登在其他网站上。
这次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现状和前途的会议，被中国一些人指控为可以“与81年前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
山会议相提并论”，于是就冠名为“西山会议”。
乌有之乡网站不但刊登了所谓“西山会议”纪要的完整版，而且还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指责会议“实
质上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不久，“毛泽东旗帜”网站主办召开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声讨“西山会议”。
在研讨会上，有人说一定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警惕另一种形式的“颜色革命”。
有人说“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公然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里应外合，他们同美国究竟是什么关系
？
这是必须查清楚的”。
有人说“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中国面临全局危机。
甚至有人给党中央写信，斥责参加会议的某些人是“亲美反华”汉奸，要求“全党进行批判、揭露”
。
　　2006年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文章署名“钟轩理”。
知悉内情的人知道，这其实是“中宣部理论局”缩写的谐音。
也就是说，这是一篇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观点的文章。
文章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3000多字的长文的同时，新华社发出通稿，全国各大媒体予以转载。
奇怪的是这篇重量级的文章没有按照惯例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而是刊登在第二版上，中共中
央宣传部主管的《光明日报》则干脆没有转载。
有人说，这篇重量级的文章写作、修改和发表的背后也充满了故事⋯⋯　　声音没有统一，议论依旧
嘈杂。
各种社会思潮就像起于青萍之末的秋风一样，“飘荡于八荒四野，拂万物而盘旋”（宋玉《风赋》）
，并通过网络等媒介全面走向公开。
　　2006年的春天过去了，随着炎热夏天而来的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大争锋⋯⋯　　向文波：卖
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　　——你不是爱写文章吗，你怎么不在网上开个自己的博客啊？
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啊。
　　——我都二十年没写文章了。
　　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开设博客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话。
但是2006年年初两个朋友之间进行的上面的对话，却成为2006年一场大争论的最初发端，虽然他们在
嬉笑之间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对话所催生的博客的威力。
　　“二十年没写文章了”的向文波内心的那根弦被拨动了。
于是，在2006年的春节刚刚过去的第六天，向文波在新浪网上开设了个人博客。
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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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波在博客的开篇语中写道：“我已经在新浪BLOG安家了，欢迎你时常过来做客，大家多多交流
哦。
我会把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记录下来一块儿与你分享。
也希望你记住我的BLOG地址，你可以把她添加到你的收藏夹，也可以把它复制下来告诉你的朋友们
。
”　　和许多刚刚开设博客的人们一样，向文波热情高涨。
稍有不同的是，向文波不太会用电脑打字——这并不奇怪，和今天那些打字如飞的大学生相比，1984
年湖南大学毕业时的向文波和他的同学一样，虽然知道世界上有了电脑，但是，他们很多人还没有见
过。
当电脑开始普及的今天，他们又因为身负重任而无暇学习打字技术。
于是，“三一重工”总裁身份的优势显示出来——向文波有秘书。
向文波经常自己先用笔写出来，然后秘书帮他整理、打字，然后发到网上去。
　　向文波从湖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兵器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国企。
在涟源市的大山里，向文波这结识了一个叫“梁稳根”的人。
两人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一次，向文波到车间找梁稳根，却意外地在梁稳根的办公桌上看见一本有
关生产管理的书，书已经被翻烂了。
同样对生产管理非常有兴趣的向文波与梁稳根有相同志向，两人惺惺相惜。
　　第二年，向文波如愿考上了大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三年后再次回到涟源市，先到经委，后来到
一家国企阀门厂当厂长。
在涟源，他又遇到了梁稳根，此时的梁稳根也离开了过去的企业，在涟源市创办了湖南省涟源市特种
焊接材料厂——这就是“三一重工”集团的前身。
梁稳根向向文波发出了邀请。
于是，1991年向文波辞职来到了梁稳根身边。
　　1993年，“三一”决定把混凝土机械作为企业的大产品，同时也把企业从涟源搬迁到了省会长沙
，因为“大产品就得找到大市场”。
创业的日子很艰苦。
向文波同工人一样，每天坐着拖拉机来到工地，穿着长筒雨靴到处跑来跑去，经常住在工棚里。
但向文波却丝毫没有苦的感觉。
他后来对媒体的记者回忆说：“别人都会觉得创业是很苦的，但是，我倒是觉得挺过瘾的。
当时办一个好企业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是我们的理想，也是希望，而且，我们对这个理想非常自信，
所以，没有什么担心，也不觉得辛苦，反而有一种豪迈感。
”　　正是这个混凝土机械项目成就了“三一重工”集团在工程机械行业民企老大的地位。
“三一”集团是全国第一家进入重工制造领域的民营企业，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主导产
品混凝土输送泵占据国内市场的一半份额，产品全面取代进口，并出口至东欧、中东、南亚、非洲。
2005年4月30日，在证监会关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通知出台后，“三一”集团第一时间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三一重工”的试点方案。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流通股股东93.44％的高赞成票顺利通过表决，成为
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被载人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史册。
作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梁稳根也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担任主任评委的“2005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顺利当选当年的十大年度人物之一，风光一时。
　　担任“三一”集团的总裁向文波个性张扬。
和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一起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攻读MBA的时候，向文波就和老师吴敬琏有过多
次争执，因为他不同意吴敬琏对于农村问题的一些观点。
出身农村的向文波认为很多经济学家高高在上，其实并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后来，他还据此写了一篇论文，吴敬琏给了他92分的高分。
　　在“三一重工”的股改方案出台后不久，向文波对媒体引用了梁稳根的一个比喻，把大股东比作
大猪，小股东比作小猪，这后来被某媒体简化为“大猪拱食，小猪别闹”，不久传遍证券行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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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猪论”。
这个有失雅驯的比喻，加上后来投资者对于首个方案的过分关注，网上骂声四起。
这件事最后以向文波出面向投资者道歉而结束。
他的道歉也很别致：“我代表大猪向大家道歉”。
现场的人不禁莞尔。
　　向文波初次领略了网络的威力。
这或许也是他开设博客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样，向文波的博客开张了。
只是他的博客是以教育开头的。
从第一篇《中国教育“那是相当的有问题”！
》开始，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向文波就洋洋洒洒写了十四篇抨击中国教育现状的文章，平均每
三天就写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两篇。
他总结成了《中国式教育十不赦》：虐待生命、教育腐败、教育歧视、竞技教育、教育浪费、理念腐
朽、畸形体制、忘本轻祖、学风日下、三不知。
文笔泼辣，毫不隐讳。
　　也许是中国教育被骂得太多、太久的缘故，向文波博客文章的读者并不太多，至于那些评论者，
有的说他说的很有道理，也有的认为他所发议论都属外行的皮毛之论，不足为奇。
当然，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向文波似乎也无意依靠博客走红，所以，他依然兴致勃勃地随意地写
着自己的博客。
从《爱超女就是爱自己》，到《窦唯事件与“猪论”风波》，再到股改这样的热门话题，向文波和网
上数以万计的普通博客作者一样，把博客当作自己自由表达思想、伤世感怀、针砭时弊的讲台。
“台”下有人赞扬、有人反对、有人理性地探讨，也有人情绪化地发泄，当然还有人不断地进行广告
骚扰。
向文波不删不减，一律保留。
　　进入6月，向文波的博客突然像天气一样急剧升温，点击率迅速突破10万、20万、30万大关，成为
名副其实的财经第一博客，并最终为向文波赢得了“2006年度财经博客大奖”。
　　秘密在于向文波在博客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第一篇文章就是《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主权》。
向文波开篇即说出“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不可能进口一个现代化，更不可能靠别人来帮我们实现
强国梦，中国的强国梦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
他认为，“战略产业更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支撑，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工具，是国
家国际政治地位的基础”，但是，我国“战略产业的管理现状令人忧”。
他说：“我在这里提出‘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主权’的概念，目的是想唤起大家的产业保护
意识，因为：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
”如此决绝的话，很容易激起大众的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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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
的错误路线？
这是过去两年从党内开始继而波及整个社会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焦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
并不奇怪。
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恐怕也会有。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争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高尚全　　马国川一个有思想的优秀记者，从《大碰撞》到《争
锋》，他描写了2004年以来中国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的激荡，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刘吉　　《争锋》是近几年中国思想理论大碰撞的真实纪录。
通读全书必定深感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是何等英明，胡锦涛强调
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是何等的及时重要！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　　既然有“碰撞”和“争锋”，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作鸵鸟
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
无论这些年的“争锋”有多少是非曲直，在总体上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点，这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
道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　　马国川的这本新作，生动记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
个关键时刻发生的思想交锋，引人注目，发人深思。
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了解中共十七大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
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论断所具有的鲜明针对性和重火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　　如果不适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进一步
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都将遇到滞后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同志们的
共识。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中国正走在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上，无数理得清
、理不清的纠葛伴随着这个国家。
前行途中可能遭遇障碍，也许还会有激烈的争论，甚至短期的反复，但总趋势已经明朗，那就是前行
一永不却步。
　　——经济观察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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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再次面临抉择：向何处去？
路怎么走？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关于本书：　　改革的30年中国变富变强了，人民生活质量
提高了，而未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出路在哪里?我们百姓和谐、平等、舒适的生活又如何保证？
　　基于这样的思考，作者就中国自2006年以来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的论争、房地产
的狂涨、《物权法》的不同解答等，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碰撞和社会事件，以理性、中立的视角，客
观地描述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全景式反映近年来激荡的社会思潮。
理性地告诉读者关注中国的改革和未来的远景，适应改革环境，经营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不可不读本书的理由：　　1、把握中国改革政策，社会思潮的起伏；　　2、了解专家对中国问
题的解读；　　3、思想的碰撞激越你的心声；　　4、可以改善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5、启迪你对
自己前途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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