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 年，厉以宁从北京大

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我认为自

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

料室编译工作。”

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

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

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

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

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

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

凳，一坐就是 20 年。

正是这 20 年的冷板凳，让

厉以宁受益匪浅。

“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

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

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

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

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

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

陈岱孙、赵迺抟教授教会他

“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

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

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

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

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

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

他。

20 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

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

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

床铺下。

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

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

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

重任。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

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

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

了。

一句玩笑，几多辛酸。这 20

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

点发生了剧烈变化。

“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

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

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

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

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

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

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

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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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消息，中国

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

主席、“改革先锋”奖章获得

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

导者，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

以宁先生于 2 月 27 日在北

京逝世，享年 92 岁。

厉以宁是中国最著名、

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

一。厉以宁以“厉股份”在中

国经济史上留名，在当年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辩论

中，他始终坚持以所有制改

革为主线。从早年经历，到经

济政策，再到人生感悟，这个

经济界泰斗走过了不平凡的

一生。

湘西边城的文学少年

厉以宁的父亲是粮店店员，

母亲没念完小学，17 岁就嫁入

厉家。

1930 年 11 月 22 日，厉以宁

的母亲在南京生下长子厉以宁，

“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南京

的简称。两年后，厉以宁弟弟出

生，父亲开始经商，家境得以改

善。厉以宁 4 岁时举家迁往上

海，住在租界内，6岁入学读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

入上海的租界，1943 年，他随家

人迁往湖南沅陵，就读于湖南名

校雅礼中学，这所学校当时由长

沙迁到了湘西沅陵。

年少的厉以宁远眺山水，醉

心文学，“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

当成枕边的读物”，还以“山外

山”的笔名写小说，为日后在诗

词方面的造诣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 年，厉以

宁重返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

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

高中毕业前，全班同学去参观一

家化工厂。“如果全国每一座城

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

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的财力物

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那么，拥

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

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

了！”

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

的道路。1948 年被保送到金陵

大学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厉

以宁决定参加国家建设。年底，

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合

作社当会计。此次重返沅陵，他

已经把湖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

乡，直到花甲之年，他还填词抒

怀：“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

梦中留……”

1951 年，厉以宁决定参加

高考，并委托雅礼中学的同

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

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

厉以宁做过会计，便替他做

主，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

济系。7 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

高考，8 月接到了北大经济系

的录取通知书。

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命

运推上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道

路。

坐了 20 年“冷板凳”

“厉股份”

1978 年，中央停止“上山下

乡”，上千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

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

1980 年 4 月，中共中央书

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

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

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

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

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

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

业问题”。

3 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

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

些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表示支

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更有

甚者，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

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

仓”。

1986 年 9 月，厉以宁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

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

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

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

号。

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

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

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

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

路。”

在厉以宁提出所有制改革

成功论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

开始向外界寻求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药方。邓小平两度邀

请世界银行到中国开展调研，

“世界银行 1984 年经济考察

团”在 1985 年定稿并提交中国

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把国有企

业改造成由董事会控制的股

份公司，并把股份分散给主要

关心这些公司利润水平的多

家公共机构。

世界银行的报告虽然从宏

观层面给中国经济发展把脉，

但并没有明确指明具体、清晰

的改革路径。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经济

体制改革方向也存在分歧，一方

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一方则

主张所有制改革为主线。此外，

还有一方则是与世界银行合作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张的“两条主线”并重的改革

方法。

直至 1992 年，邓小平发表

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

后，股份制改革才得以全面展

开。

1997 年 1 月，第三次全国

工业普查结果出炉，39 个大行

业中，有 18 个是全行业亏损，

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9 月，股

份制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厉

以宁说，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

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

出重大修正。

从此，石油、电力、电信、民

航、银行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纷

纷转变成股份制企业。

民营经济之春

1992 年 6 月，在上级领导的

推荐下，厉以宁担任证券交易法

起草组组长，从股份制的倡导者

转变成了相关法律草案的起草

者。

6年后，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高票

获得通过。

此后，厉以宁在民营经济研

究上投入了更多精力。

2003 年下半年开始，刚担任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的厉以宁牵头成立了一个 20

多人的调研组，在辽宁、广东、浙

江、深圳等省市频频召开座谈会，

拜访当地企业家。

一个多月后，调研组汇集了

一份长达 17 页的调研报告，提

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

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

2004 年 2 月 13 日，这份报告连

同厉以宁的一封信递交到国务

院。

2005 年 2 月 25 日，新华社发

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

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

融等行业和领域。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

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 36

条，被简称为“非公经济 36 条”，

2005 年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

之春”。

2010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发

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

中，“允许”变成了“鼓励”，在市场

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

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中国

民营经济迎来“第二春”。

2009 年 11 月 22 日，厉以宁

80 岁生日那天，第二届中国经济

理论创新奖揭晓，国有企业股份

制改革理论以 84 票赞成获奖。

当厉以宁接过奖杯，会场掌

声雷动。

股份制理论从提出到获奖用

了近 30 年，这 30 年的经济腾飞

是对厉以宁最好的致敬。

“不想当官，只想做学者”

“我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

个学者。”30 余年教书生涯里，厉

以宁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不乏

各界精英。

在 80 多岁高龄时，厉以宁还

在给本科生上大课，每次听课的

学生都会挤满教室。

据一位学生回忆：“厉老师讲

课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在卡

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

或坐，或走动，脸上挂着轻松的笑

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

注视着某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

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后问大家：

‘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滕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党委副书记，2000 年至 2010 年

间师从厉以宁。他回忆道：“有一

次跟厉老师到贵州毕节去调研，

厉老师婉拒了当地政府安排的参

观活动，主动提出：‘我们自己走

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儿，就直接

跟那儿的农民聊天，获得第一手

资料。”

滕飞说，厉以宁像普通人那

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

“厉老师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

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

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

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

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

感。”

厉以宁的学生、曾任中国铝

业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志

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

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

厉以宁和夫人两地分居 13

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

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

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

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

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

用呢？”

媒体曾经采访厉以宁，在经

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

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

年轻人？

他说：“我的一生分三个阶

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

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

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

造了很多年；1979 年以后仍然有

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

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

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

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

话，但不要说假话。”

（田亮 许陈静来源：《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