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

—————李昌

最早提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人

—————卓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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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12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会

上，李昌作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言。第二

天，他又写信给邓小平说，他一直觉得经过十年“文化

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党内还有“四人帮”极左的余毒，

还有封建主义宗派思想残余等， 在这些思想的袭击

下，党内外思想有些涣散。在他看来，现在已经有了一

个总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凡是中

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但是他觉得，在提出“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目标。

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他认为包括两个部分，一

是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一是

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前者(实体部分)是

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可以努力推进的，而后者(意

识形态部分) 则是广大人民都能出力参加建设的。提

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 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就是要动员工农商学兵、男女老青幼参加这个

建设， 从而把广大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明确的革

命的爱国主义目标上， 更有力地推进四个现代化的

工作。

邓小平对此颇为重视，在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

谈到了“建设精神文明”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社会

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

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

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

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与会者也都赞同和响应这个建议。

会后不久，1981年第三期《半月谈》杂志刊登了李

昌的信，并配发编者按，呼吁读者阅读、思考，就“建设

精神文明”问题“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想法和建议。

杂志出刊当日，即2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

民日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全文转载了李昌的信和《半

月谈》的编者按。

此后，“建设精神文明”多次成为中共高层讨论的

议题，并写入文件。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1984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都重申了“建

设精神文明”的任务。“精神文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

家喻户晓、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

及至1986年9月，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

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

关于“精神文明”问题的文件，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

的内涵和目标、途径。文件将“精神文明”解释为思想

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显然是采纳

了李昌的概括； 而其中若隐若现贯穿的爱国主义旗

帜，也是李昌在信中明确表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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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炯(1908-1987)，中国经济学家。湖南慈利县人。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1—1946年在中山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南方大学华侨学院副主任、广东省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卓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生产资

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根据这个思想，合乎逻辑地得出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的

科学结论。1961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而且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后

来，经过20多年的理论探索，他创立了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这一理论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昌，1914年生于湖南永顺县。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入清

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1982—1985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书记；1985—1994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0年5月， 卓炯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1953

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后任中共广

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先后写出《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以及

《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等专著，提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

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195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

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1960年，任广东省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副组长，在他起草的前言中阐

发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因而被撤销副组长职务。他执

着追求真理，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的课题。

1961年参加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写了一组关

于商品经济的论文。《论商品经济》 一文的结论是:

“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

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是他的商品经

济理论的中心思想， 并据此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

卓炯的观点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严厉的

批评，连答辩的权利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批

判和凌辱。1973年，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

复,他任副所长兼经济研究室主任。

197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他任副院长。

他继续致力于商品经济研究，写出《关于〈资本论〉的

生命力的探讨》、《政治经济学新探》、《价值规律论》

专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开始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的理论探讨。1979年4月，他向无锡全国学术会

议提交《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论文。

1980年夏，卓炯写了《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

商品经济体制》，明确指出:“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

题，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984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写了《试论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试论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

理论基础》等论文。1986年，参加在珠海召开的迈向

二十一世纪的粤港关系第二次研讨会， 他宣读《从

“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的论文，提出两

个不等式，即“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

不等于社会主义”。卓炯创立的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9年，卓炯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被推

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成

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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