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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协会

本报记者 林瑞泉

袁宝华，1916年出生，河南

南召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

1935年参加了著名的“一二·

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

国运动，1940年到延安中央党

校学习，1941年到中央组织部

工作，1945年赴东北，先后担任

中共县委书记和省青委书记等

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袁宝华同志

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兼

计划处处长， 重工业部副局长、

局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物资

管理总局局长， 物资管理部部

长， 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兼全国

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1985

年5月至1991年12月兼任中国人

民大学校长。系中国企业管理协

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会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

他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

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

十三大上当选为第二届中央顾

问委员会委员。

50多年来，袁宝华同志一直

在国家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

济综合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经

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

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国工

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对我国经济工作十分熟悉，有

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他一贯主张，经济建设必须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实事求是、

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

尤其要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

产中的重要作用，力主经济建设

要走出中国自己的新路子。他认

为管理科学不能停留在西方现

代管理理论的圈子内，学习外国

的先进经验要采取“以我为主，

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的方针。他是我国管理科学的创

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他指出“人

的研究是一切管理的核心问

题”，“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学

习”， 并提出企业家要坚持进行

“十大修养”， 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 做清正廉明的企业经营者，

要永葆创业青春。

他在担任国家计委常务副

主任和再次担任国家经委副主

任、主任时，用了八年时间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企业整顿，扩大企

业自主权和深入进行企业改革，

推动了我国企业改革事业的深

入发展。 他十分重视职工教育，

指出“职工教育是万古长青的事

业”。 他在兼任全国职工教育管

理委员会主任的八年间，把提高

企业职工素质作为改善企业管

理、提高企业素质的一项战略任

务组织实施。 他是我国MBA教

育的开拓者。 他针对美国MBA

教育的发展方向提出“中国也要

发展技术型的工商管理硕士”。

我国的企业改革、 职工队伍建

设、企业家队伍建设都凝聚着他

的心血和智慧。

袁宝华同志在长期工作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

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

风，在经济建设、物资管理、企业

管理、工业管理、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管理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和

高等教育等方面多有论述，著作

颇丰。

十卷本《袁宝华文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为文集撰写了序言。《袁宝华文集》

首次全面总结袁宝华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

发展中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 对全面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5月23日，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人民大学、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共同

举办的“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在京召

开。百岁高龄的袁宝华同志专程出席会议。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

镕基和夫人出席了座谈会。第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第九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陈锦华、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

出席座谈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何立峰，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中

国侨联主席林军，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思想

政治研究会副会长王世明，国家行政学院副

院长杨克勤，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理事长李德

成，中央有关部委领导，部分离退休老干部、

老同志，来自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代表

共100多人出席座谈会。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

忠禹主持了座谈会。 （下转特02版）

寿超期颐，文垂百世

袁宝华简历

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召开，朱 基、顾秀莲、陈锦华、王忠禹、李德成等出席

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传奇。

从50年代东北建设就开始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袁宝华经历了中国经

济的奠基期、波折期、“文革”后期经济的恢

复期、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等中国经济的主

要发展阶段，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作

是中国经济的“总调度”，前任总理朱镕基更

是称其为中国企业改革的“运筹者”。

恰逢袁宝华百年寿辰，我们通过对袁宝

华传奇经历的重新阅读，真切感受到了一个

人与一个时代的脉搏是如何共同跳动的。

我们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他被多

方面评价为中国经济史的象征，他与中国经

济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证明着这个判断，他

长期以来对中国企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也

印证着这一点。

2001年，袁宝华在接受《中华锦绣》记者

采访时回忆：1949年6月，我被调到东北工业

部计划处工作。 我国搞计划经济最早在东

北，然后再向全国铺开。

1952年，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了，

我们作了全国五年计划的编制， 到8月份，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雏形。 也就是

在这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陈云、李

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飞抵莫斯科，

就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援助项目

同苏共进行谈判， 我作为随员参加了这个

代表团。 我们一回国就开始抓五年计划的

落实， 我到了重工业部任钢铁工业局副局

长，后来又调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局长，

负责落实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工业项目

建设。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完

成。

1958年， 我从冶金部调到国家经委工

作，由冶金部副部长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

物资局局长。1964年，成立物资管理部，我任

部长。1970年，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余

秋里任主任， 我任副主任兼任生产组组长。

“文革”期间，我这个抓生产的实际上就是一

个救火队队长。我说这一段的意思是在那样

长的一个时期内， 我们向苏联学习计划经

济，而且是按照这个路数去指导国民经济运

行的。

1974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国务院第一

副总理，1975年7月开始抓国民经济的整顿。

他专门找了谷牧、万里和我，谈了要从整顿

铁路开始，进行全面整顿。

通过对国外经济的考察和对国内经济

的分析，我认识到要想振兴中国经济，企业

改革是关键，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充满活

力的企业运营机制，促进技术进步是重要手

段。于是我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理论。

围绕企业改革，我们还提出了扩大企业

的自主权。这是企业改革的开始，是企业改

革的发轫。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提出要制定“工厂法”，根据小平同志的

建议，我们提出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厂长

负责制。为了让厂长负责制贯彻下去，彭真

同志带领我们到南方调查， 到东北调查，然

后向中央汇报。

为了将经济改革深化下去，必须学会运

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为了这部企业法的诞

生，我们耗费了10年春秋。

宏观如此，微观到企业管理，袁宝华的

真知灼见也广为各方所赞同。我们同样是在

对《袁宝华文集》的阅读中发现，他对企业及

其管理不仅有长期既深入一线又高屋建瓴

的观察和领导，而且有深刻的思考。

（下转特04版）

百岁袁宝华 中国经济史

朱 基曾评价他：在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他总能作出符

合客观实际的理性判断，并称其为中国企业改革的“运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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