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四版）其目的是让企业成为自主
经营的主体，提升企业自主经营的能力和
市场竞争的能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
们都清楚，改革的阻力有多大，碰到的困
难就有多多。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改革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
企业改革是宝华同志最先向中央提出来并
得到中央支持的，企业扩权的十条意见也
是在他主持下拟定出来并得到中央全会通
过颁发的。

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始终坚定着宝
华同志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推进改革的信
念，而从扩权让利到建立经济责任制、提
高经济效益的艰难实践也考验着宝华同
志的无穷智慧和坚强毅力。实践证明，他
组织领导企业改革的方法和策略是正确
的，效果是卓著的。概括起来有这么几
条：一是善于把借势与造势有机结合起
来，就是把可行的主张转变为领导的主
张，通过领导的东风和力量推进改革工
作；二是善于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
认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
之前，先统一思想认识；三是把解决思想
认识问题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促进实际
问题的解决；四是先行试点，积累经验，试
点中鼓励支持大家勇于实践，大胆创新。
试点中出现问题，主动推功揽过，承担责
任，使在一线工作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
上阵。宝华同志以其雄厚的素养、高超的
艺术、敏锐的洞察力，结合着企业改革的
进程，春风化雨般无形地化解着改革进行
中的重重矛盾，把握并指导着企业改革这
艘航船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企业改革从1979年，国家经委确定的
京、津、沪8家企业和四川省100家企业试
点起步，到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区市
和一些工交部门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扩
大到6600余家，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
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达到总产值的
60%左右，利润达到利润总额的70%左右。
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的利润达到利润
总额的80%以上，北京达到94%。企业改
革从扩权让利的利润基数留成、利润增长
提成、利润包干到利改税以及建立经济责
任制为核心的各项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落
实，到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时，企业改革已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企业改革与企业整顿同步开展，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既为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开路先
锋，又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繁荣城乡
市场，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制定企业法（原

为工厂法），是又一项比企业改革难度还
要大的开创性工作。这项工作的倡导者
是邓小平，他于 1978 年提出这一重大命
题。制定企业法的牵头人开始是彭真，
1984年移交给宝华同志为牵头人。参与
这项工作的部门多达 60家，少时也有20
多家。直到1988年终获全国人大会议通
过，前后历时10年。其间组织全国性大型
调查研究6次，不同类型的座谈会不计其
数，先后修改易稿21次，向中央书记处汇
报3次，向全国人大汇报3次，可谓十年磨
一剑，这在我国立法史上绝无仅有。

回顾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制
定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的企业法，注定了
它必然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为
它所要解决的不仅是企业领导体制即企
业内部党政工三者关系、三者分工问题，
而且是直接牵扯到了国家领导体制的重
大问题，绝不是制定企业法能够解决得了
的。因为小平倡导、彭真重托，当然发展
商品经济，企业也需要明确法律地位，再
难的担子也得担起来。为此，他率领企业
法起草小组不畏艰难，负重前行。首先，
问计于企业，向企业调查研究要办法；其
次，问计于各相关部门，向各部门调查研
究要办法；第三，选择大连、常州开展厂长
负责制试点，向试点要办法，要经验；第
四，把调查研究和试点进展状况及时向中
央书记处汇报，听取中央的指示。通过以
上的做法，积极推动着企业立法工作。最
终通过的法律草案对企业领导体制的表
述为：“企业建立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
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
企业负有全面责任。”这是历时10年，集中
了上上下下各个方面的智慧，形成的厂长
负责制的内涵，很不容易。

《企业法》的制定和颁布实施是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
一是，它结束了长期以来企业法律地位不
明确的状态，是具有一定权利和责任的经
济法人。二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
企业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有了初步规
范和律条。三是，企业的经营方式不再拘
泥于“国有国营”的传统模式，而是依据企
业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承包、租赁、股份
等多种方式。四是，《企业法》的出台还表
明了我们党开始注意到把自己的主张通
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这对以法
治国，以法治理经济，以法巩固改革成果，
推进改革步伐，以法调整企业内外部各种
经济关系，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
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整顿、改革与立法，长期由宝华
同志一肩挑着，已经足够艰巨繁重。宝华
同志那时已届70岁高龄，工作繁忙紧张的
程度一般人理解不了。每天中午1时许，
机关办公楼里人们都已饭毕休息，而他还
在伏案阅批急件要件。晚上不过8点，他
从未离开过办公室，10点或11点也是经常
的，年年月月天天如此……他肩上的担子
实在太重了！

然而，他未曾料到，新的重担又向他
压来。那是1985年，中央酝酿由他兼任中
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
的第一所大学，由1937年延安的陕北公学
几经辗转变迁，从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中央决定改名组
建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民大学”），
前两任校长吴玉章、成仿吾，都是我党资
格最老、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和教育
家，自1982年成仿吾校长去世，校长位置
一直空缺。中央领导从各方面综合考虑
想到了袁宝华同志，而且明确非他莫属。
宝华同志深知做好人民大学校长的分量，
他唯恐辜负中央厚望，几经推辞未果。怎
么挑起人民大学校长这副重担？宝华同
志依然从调查研究入手。他一手有条不
紊处理着国家经委的繁重工作，一手调查
思考着人民大学的校情实际与未来发
展。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学校的各级
领导班子包括各教学行政部门负责人交
流思想，找老教授、青年教师谈心，倾听学
生们的想法，召开各种形式与规模的座谈
会，心中有了底数。一幅人民大学的宏伟
蓝图绘制出来了！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大
学历史与现实问题成堆。人们瞧着满头
银丝、精神矍铄、慈祥可亲的老人，既对他
抱着重望，又为他捏把汗。宝华同志看问
题解难题历来更胜一筹，人民大学问题
多，优势也多。困难大，决心更大。他要
依靠学校干部，依靠学校师生，依靠学校
的党组织，调动起校内外一切经济因素，
老当益壮，排除万难，为着继承光大人民
大学的光荣传统，发挥人民大学的学科优
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学校教
育改革和发展努力奋斗。

首先，他在中央领导支持下，从自身
工作实际和人民大学实际出发，创新设立
人民大学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
导体制。人民大学党组对国家教委党组
负责，党组成员由教委党组指定，学校的
大政方针由党组讨论决定，其他一切校
务、教学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样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宝华同志集中精
力抓事关学校发展方向和全局的大事，日
常工作放手交由常务副校长全权去处
理。实践证明，这样做大家都觉得顺当。

二是，建设一个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
和一支坚强有力的科研与教学队伍是办
学的根本。宝华同志到人民大学，首先抓
校、院（系）两级班子和队伍的建设，他期
望班子和队伍应成为众望所归的班子和
队伍。他提出“学新知、立新意、树新风”
的九字要求，使人民大学有一股清新的空
气；他要求大胆选拔、起用有才能的年轻
人，把他们放到各级领导岗位，给他们锻
炼机会，使他们很快成长起来。同时，对
年轻干部加强培育使用，严格要求，希望
人民大学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三是，对人民大学的教育改革，宝华
同志提出，首先是教育指导思想的改革。
他主张民主办学，反对教授治校。他认为
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要的，但
办学还是要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他强
调，民主办学意识不光领导者要有，所有

师生员工都要有。民主办学意识不是自
我意识，而是自主意识。在他主持下，制
定了以疏通民主渠道、落实民主办学为主
旨的13条具体办法。办法规定，学校定期
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教职员工代表会议
和学生代表会议，作为师生员工对学校进
行民主管理和公开监督的有效形式。学
校领导班子在确定学校重大决策前要广
泛征询师生员工的意见，按照民主办学程
序反复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切合实
际，科学决策，避免失误。所有的人都要
身体力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与老
教授、老专家赤诚相见，虚心听取他们的
意见，和他们交知心朋友。宝华同志强
调，要在发挥老教授、老专家、老教师作用
的同时，加强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育，促
进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得到更快
的提高。要求老教师们都要挈带青年，奖
掖后进，为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创造条
件。那些年在许多老教授的带领下，人民
大学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人脱颖而出。

四是，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这个
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要求教学科研要为
实践服务，努力培育数量更多、层次更高
的合格人才。在许多教授的主张和支持
下学校恢复社会劳动课，让学生走出学
校，到农村、到工厂、到商店调查研究。改
变研究生在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办法，规
定招收的研究生中有实践工作经验的必
须占一半以上，应届毕业生的研究生进校
后必须按规定先到工厂和商店实习一段
时间，再回来攻读学科理论，当然教师也
需要实践，学生实习，教师要带队。

五是，他心系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
子。他把思想上的关心、尊重知识分子与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切实解决他们工作、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在思想建
设上他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坚持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马克思
主义政治理论课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
位不动摇，抵制并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思潮的干扰和影响。针对现代大学生的
特点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寓思想政治教育
于系统的理论教育之中，侧重培育学生树
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
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他强调，捍卫马克思主义就要通
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落实政策和解决实际问题上，宝华同志
也花了很大力气。在他的努力下，中青年
教师的职称问题，教授、副教授的住房、电
话问题、家中安装煤气灶问题等等，都一
一得到妥善解决，使大家都把精力集中用
在教学、科研上，用在学校发展建设上。

宝华同志在人民大学的7年，为人民
大学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条件，
也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可亲可敬老校长
的赞誉。

四、坚持培育干部的关键
工作方法

注重培育干部，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
素质，是宝华同志领导工作的高明远见之
处。宝华同志以他的亲身经历和实践认
为，培育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在实行改
革开放、发展商品生产，进行企业改革，加
强企业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是非常重要
和必要的，否则要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
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下转第六版）

学习袁宝华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袁宝华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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