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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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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转折时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干部队伍建设思
想，如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专

业化的思想；改革开放时期，他提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思想。他的上述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

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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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陈云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不止一次地引用斯

大林“干部决定一切”和毛泽东“政治路线确定之

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来说明干部对于

党的事业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是通用于全世界

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

他政党也通用。”［１］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

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２］２１１尤其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转折时期，他提出的许多

有价值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针

对性。

一、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的

思想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４年３月，陈云在延安任中
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挫

折走向成熟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建国共同奋斗

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

矛盾，干部是否忠于党和无产阶级事业，将直接关系

到中国抗日战争的成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的存亡。陈云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许多

觉悟了的农民也纷纷入党，与此同时，国民党加强反

共。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制定了全面抗

战的路线，并将党自身建设的工作重心放在敌后，指

出党的任务不仅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

后抗日根据地，还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在此方

针指引下，抗战后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干部队伍

也不断壮大。在干部队伍人数增长的同时，干部的

成分也日趋复杂化。在各个根据地中，还有广大数

量的非党干部。如何提高这些干部的水平，坚定他

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之更好地适应革命形势发展

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陈

云针对全国的抗战局势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提出了一系列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

（一）将忠于党的事业和遵守纪律作为干部选

拔的重要标准

随着党员和干部数量的增加，许多新党员和干

部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了党内，对干部队伍

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为此，陈云将毛泽东提

出的“德才兼备”选拔干部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提

出了选拔干部的４条标准：（１）忠于无产阶级事业，
忠于党；（２）与群众有密切联系；（３）能独立决定工
作方向并负起责任；（４）守纪律。他尤其强调第 １
条和第４条，他指出，忠实，讲得具体一点，就是革命
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

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２］２１２共

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

斗。［３］１３１他还指出，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



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４］１９６“如果党不是有铁

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

众。”［５］１２７同时，他还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

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领导干部、领

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４］１９６

１９３９年，陈云亲自处理了刘力功违反党纪的典
型事例，向全党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组织纪律教育和

党性修养教育。刘力功是外地到延安的新党员，组

织上决定派他到基层锻炼，他不去，坚持要上马列学

院。经过批评教育，他虽然同意到前方，但一定要到

八路军总部工作，否则就退党。陈云主持中央党务

委员会开会，研究了他的问题，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并公布全党。事后，陈云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

功的党籍》一文，刊载在１９３９年５月党中央的机关
刊物《解放》杂志上，并发放到了各抗日根据地，以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指出，严格

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

任。所有党员，不管是中央委员或是一般党员，老党

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律。［５］１２６

（二）要求干部加强理论学习

陈云反复强调干部要学习理论，并将学习理论

作为每个党员的责任。他以列宁的名言———“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教育广大干部，

以使他们懂得学习理论的极端重要性。［６］１８７他还说：

“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

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

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

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

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

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３］１４２

陈云主张，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

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６］１８８当时，延安有许多土地

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出身贫苦农民，文化

低，不少人还是文盲。他们中有一种糊涂认识，认为

干革命只是打仗“一冲就行”，学不学无所谓。［７］对

于老干部的这种错误思想，陈云耐心地进行批评指

导，指出：老干部常常担负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更

有责任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６］１８８老干部

领导革命的本领够了没有？在政治上文化上各方面

的本领够了没有？还不够。［８］

陈云特别强调学习理论要坚持与实际相结合。

他在《解放日报》专门发表《到什么地方去学习》的

文章，指出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实际斗

争中培养，不能专门从学校里训练。提高政治水平，

既要在思想方法、政治理论、路线政策上加强教育，

又要扩充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

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

才能逐步深刻领会，因为理论归根到底来自实际而

不是书本。［９］同时，针对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

学习中存在的一知半解的问题，他指出，读书要读

懂，不要急于联系实际，以免“牛头不对马嘴”，只有

读懂了，消化了，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

法，才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

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一般理论去指导实

践。［６］１８９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

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

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１０］

陈云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还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２年在中央组织部领导干部
学习小组进行了长达５年的理论学习。陈云亲自担
任这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的组长，李富春、陶铸、王

鹤寿等都是学习小组的骨干。按照陈云的要求，大

家先后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产党宣

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经

济学》、《哲学概论》等。［１１］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

讨论，广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

综上可见，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陈云在干部队

伍建设方面紧紧围绕干部的“革命化”和政治素质

的培养，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的一系列思想，

为纯洁干部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了干部队伍专业化的

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普通的在野

党变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

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此，早在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出：“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

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

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

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１２］“严重的

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

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

做。”［１３］刘少奇也提出：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

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

经济。［１４］

可见，干部缺乏，尤其是懂经济的干部缺乏，是

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迅速教育广

大干部熟悉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

成为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真才实学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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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建设的内行专家，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

重要任务。建国初期，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领

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了尽快为新中国培养出一

批懂经济的干部，他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干部队伍建

设“专业化”的思想。

（一）在干部选拔上，不拘一格，广纳贤才

为能够迅速壮大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干部力量，

陈云注意从多种渠道选拔懂经济的人才。早在

１９４９年３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简称中财委），由陈云任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

济工作。中财委成立后首先面临的是干部问题。由

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农村从事革命战争，缺乏经

济建设的人才。他曾说，“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

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１５］１３０１３１，为此，陈云特

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他曾经

说：“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

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

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

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

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

功的。”［１６］

陈云从各地调来了地委专员以上的领导骨干

２０多人，还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
专家学者十五六人。此外，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

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为尽可能地避免

闲置党外财经人才，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

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１７］著

名学者、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

陈云的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著名化学

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侯德榜，陈云认为他是

不可多得的人才，１９５０年４月，他同薄一波联名致
电党中央，建议请侯德榜担任中财委高级技术顾问，

当即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在陈云不拘一格广泛选

用人才的思想指导下，中财委不到３个月的时间便
从成立初期的３０多人迅速组建成一支３００多人的
精干队伍。

（二）反复强调干部学习专业知识的迫切性

１９５１年４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
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陈云就尖锐地指出：我们的

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很少。

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的资本家比较，还是外

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

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和人

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１５］１３０１３１他还将建国前后经

济环境变化作了形象的对比，教育广大干部要加紧

学习，由外行变为内行。他说：过去战争年代，不论

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

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现在我们建立了一

整套的财经制度，许多人还很不习惯。我们现在银

行的干部，过去是背干粮袋的，当勤务员、警卫员。

比如管金库的，我们就告诉他：“你就睡在那个钞票

上边，不丢掉就行。”现在全国有２０００多个县，财经
工作很复杂，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了。现在管钱，

借款、存款、缴税，都要到银行里去，有的人连帐都算

不清，很不适应。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

业家。同时，他警告广大干部缺乏经济知识的危害：

“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

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

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

笑”。“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

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我们的任务还很重，

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离内行还很远。不怕外行，内

行是外行变来的。”［１５］１３０１３１

当时，财经工作中一个大的缺点就是许多干部

不懂经济核算，对于这个问题，陈云抓得很紧，他曾

多次指出，一定要搞经济核算。１９５１年，针对当时
的贸易公司只知道完成任务，不搞经济核算的问题，

他严厉地指出：“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要告诉

他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搞基

本建设，事先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

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

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

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太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晚，

要从头学起，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帐，力求省

一点。”［１５］１３２１９５２年１月，他还指出：财经干部比较
熟悉的本领已经不够用了，对不熟悉的工作，如工业

建设等，必须努力学习。［１８］１２２１２３对财政工作人员应

随时进行教育，只记钱数和斤数是不行的，财政工作

者若无经济头脑是危险的。［１９］

对于如何学习业务知识，陈云建议干部们在工

作中边做边学。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初，中财委展开了学
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①一书的活动。

陈云要求大家把这一学习当作基本建设来看待，并

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明学习的重要性。

为了保证学习效果，中财委专门成立了以陈云、薄一

波、曾山等为正副主任的学习委员会，确定每星期

三、六下午为集中学习时间，在此时间内不得请假、

迟到、早退、办公、打电话、传递信件，并自带学习材

料，保持学习室的安静秩序。［１８］１５４

（三）身体力行，帮助干部提高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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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不仅要求大家要有经济头脑，要搞经济核

算，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为大家作表率。中国第一汽

车制造厂厂址的选定，就是一个典范。１９５０年初，
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访问时，曾同斯大林商定，由

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汽车制造厂。１９５０年 １２
月，苏联派两位汽车专家到北京，根据苏方的建议，

准备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年产３万辆吉斯１５０型载重
汽车的工厂。当时，对于汽车厂址选在哪里，有很多

种意见。有人主张设在首都北京，有人主张为了战

备的需要，设在西安。也有人主张设在石家庄或太

原。陈云主张不要急于下结论，应首先进行认真讨

论和反复测算。经过认真核算，这些地方都不行。

因为要生产３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２４万千瓦，钢
铁一年需要２０多万吨，木材也要２万立方米，此外，
还有一个运输问题。这些条件北京、西安、石家庄、

太原都不具备，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条件。因此，最

后陈云决定厂址选在东北的长春。后来建设实践表

明，陈云主持制定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一汽的建

设非常顺利，厂址选定后，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５日在长春
举行了开工典礼，仅用了３年时间，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５
日就组装出了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２０］

在中财委工作期间，陈云十分注意向各部门、各

机关的干部通报财经情况。因为他在工作中感到，

各部门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对当时的财政困难和解决

办法不甚了解。例如，提出的预算太大，不分先后和

轻重缓急，什么都想干。军队干部则因前线生活常

难得到保证而埋怨，说“既很穷，为什么养九百多万

人”。地方干部则说“公粮、税收任务太重”。陈云

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当时

全国的财经状况。因此，中财委决定采取“通气”方

法，每旬、每半月或一月发通报一次，报道财经要闻。

这些报告或要闻，陈云大多亲自起草，并经中共中央

批转各地，使军队或地方的负责人及时了解全局性

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便交换意见、统一

看法、做好工作、共同克服困难。［２１］

建国初期，陈云狠抓了财经干部队伍的整顿，及

时提出了经济工作由供给制向经济核算制转变，使

中国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

失，也培养了一批有经济头脑的人才。

三、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

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中国迎来了又一个历史

转折的新时期。经过“文化大革命”，全国百废待

兴。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大量忠实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的各级领导干部，而当时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着老化

等突出问题。以当时恢复工作的几位老干部为例，

洪学智６６岁，刘澜涛６９岁，王鹤寿和安子文都是
７０岁，薄一波７１岁，杨尚昆７２岁，陆定一７３岁，彭
真７７岁。老干部们虽然充满工作热情，但由于年事
已高，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事

业。对此，邓小平曾严肃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

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

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

才。”［２２］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的成败。为此，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干部队

伍“年轻化”的思想。

（一）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陈云认识到，大力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是决

定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并对此表现出强

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１９７９年３月，他在国务院财
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找一个，两

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

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让他们“参与讨

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２３］。１９８０年２月
２４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书记
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

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

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

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２４］１９８２年 ９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

呼吁：“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

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因为“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

当长的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

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

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

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

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２５］３１４。

在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陈云主张应“成

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２６］２９８，只有“成千上万”，

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

能有人接替；才能使党组织有较大的选择余地，把班

交给确实可靠的人。［２５］３１５同时，他又强调选拔干部

时要注重干部的德，他说：“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

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现在有同志

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

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

一。”［２７］为此，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

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２８］此外，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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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特别强调要培养选拔懂经济、懂管理的中青年干

部，要培养选拔能执笔、善写作的干部，要培养选拔

一批政治可靠的知识分子干部。因为“生产科研、

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

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

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

挥了他们的作用”［２９］。“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

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

中国。”［３０］２９６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广大老干部担

负着特殊的历史责任。他说：要解决干部队伍的交

接班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

出”［２５］３１４３１５。“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

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

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２６］３１５

（二）打破陈旧观念，推进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和

培养

为了切实推进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

陈云提出必须解放思想，克服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

他说：“我们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

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３０］２９４针对有人认为

年轻干部缺乏经验，他说：“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

的必然现象”，“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

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

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３０］２９４为了加快对中青年

干部的培养步伐，他主张：坚持台阶论，不唯台阶论。

他指出：台阶论还是对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按台阶

的办法上台的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但

是也不能绝对化，“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

只能是少数”［２６］３０１。为使优秀的年轻干部尽快成

长，陈云提出要在实践中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锻炼，

要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岗位上去，

让他们挑担子。他说：“各级党政军组织都应该自

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

室、秘书处、研究室等机构及相应人员，“让中青年

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

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

出的问题和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

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

办法，提供党委参考”。“只有这样用大批真正年富

力强的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工作岗位上调

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才可以减轻各级党委

的工作，而且可以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只要有

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

才的。”［３０］２９４２９５

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在党的十二

大上，一大批较为年轻的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他们是：江泽民，５５岁，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鹏，５３
岁，水电部第一副部长；李瑞环，４７岁，中共天津市
委书记。在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最年轻的是胡

锦涛，３９岁，甘肃省建委副主任。他们日后都成了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担负起了

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历史重任。

在中国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已经日益成熟、干部

队伍建设已经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的今天，陈云提

出的上述有价值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及其对中国干

部队伍建设所创造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忘记的。

［参考文献］

［１］陈云．论干部政策［Ｍ］／／陈云．陈云文选：第１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０９．

［２］陈云．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Ｍ］／／陈云．陈云文选：
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Ｍ］／／陈云．陈云文选：第１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陈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Ｍ］／／陈云．陈云文选：第 １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５］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Ｍ］／／陈云．陈云文
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陈云．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Ｍ］／／陈云．陈云文选：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陈云．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Ｍ］／／陈云．陈云文选：
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６５．

［８］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Ｍ］／／陈云．陈云
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７７．

［９］朱佳木．陈云年谱：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３４８３４９．

［１０］陈云．到什么地方学习［Ｍ］／／陈云．陈云文选：第１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５２．

［１１］丁青．加强党性修养 塑造高尚人格［Ｍ］／／朱明德，左
宪民．陈云人格与党的先进性建设．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６１３６２．

［１２］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的报告［Ｍ］／／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２６．

［１３］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Ｍ］／／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８０．

［１４］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Ｍ］／／刘少奇．刘
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２９．

［１５］陈云．一九五一年财政工作要点［Ｍ］／／陈云．陈云文
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６］焦善民．陈云同志与中财委的队伍建设［Ｎ］．人民日
报，１９９６０４０９（１１）．

［１７］曹应旺．１９４９年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Ｊ］．党史博览，
２００６（８）：１０．

·０７·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６月



［１８］朱佳木．陈云年谱：中［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９］陈云．财政工作者要有经济头脑［Ｍ］／／陈云．陈云文
集：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２９．

［２０］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Ｍ］．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５７．

［２１］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６６８．

［２２］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Ｍ］／／邓
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２０２２１．

［２３］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Ｍ］／／陈云．陈云文选：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２５７２５８．

［２４］陈云．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Ｍ］／／陈
云．陈云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７０．

［２５］陈云．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Ｍ］／／
陈云．陈云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６］陈云．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Ｍ］／／陈云．陈云文

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７］陈云．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问题［Ｍ］／／陈云．

陈云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５９．
［２８］陈云．干部交接班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Ｍ］／／陈

云．陈云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０９．
［２９］陈云．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Ｍ］／／陈云．陈云文选：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３１２．

［３０］陈云．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Ｍ］／／陈云．陈
云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注释：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社会
主义经济运动的著作，也是苏联３０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
经验总结。这部著作中有些问题尽管今天看来存在一些

问题，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但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

主义的一些认识。

［责任编辑：王继洲］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ｈｅｎＹｕｎ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ａｄ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ｂｒｕｐｔＴｕｒｎＰｅｒｉｏｄ

ＬＩＵＷｅｉｆａｎｇ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ｅｎＹｕｎｈａｓｍｕｃｈ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ｂｒｕｐｔｔｕｒｎｐｅ
ｒｉｏ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ｈ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ｏｔｈｌｏｙａｌ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ｈｉｎ，ｈ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ｔｏｈａｖｅ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ｈｅａｌｓｏｏｆｆｅｒｅｄｓｏｍ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ａｂｏｕｔ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ｙｏｕｎｇｅｒ．Ａｌｌｏｆ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ｒ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ｔｉ
ｎ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ｎＹｕ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ｄ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
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１７·第２６卷　第３期　　　　　　　　　　刘维芳：陈云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