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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句座右铭来自于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不同于其他的核心领导人，论军事、论

政治，他的功绩谈不上显著，但是陈云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是

一位经济领域的专家。

陈云（1905 年 6 月 13 日-1995 年 4 月 10 日），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是以毛泽东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的重要成员。

外国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放言：“中共军事一百分，政治六十分，

经济零分。”面对这种狂妄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和数据做

出了漂亮的回应，“中共军事一百分，政治一百分，经济一百分。”经

济这一方面的背后就离不开陈云的贡献和付出。

陈云早在五卅运动后就入了党，是一个资历深厚的革命前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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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时期他担任延安的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局领导，跟林彪、

高岗共事。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中共上海工作时。1927年 11月，中央

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

特科），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保卫自己。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

导，下设 3个科，分别是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的总务科、负

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的情报科、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

等人群的保卫科。1931年 4月，中共中央对特科进行了调整，由陈

云负总责。

中共特科这样一个庞大系统的运转需要大笔经费，而陈云的工作

除了做好组织领导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法设法赚足够的

钱。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上海办了的商业企业赚了很多的钱，

都上交给中央，可以说特科经费中的一大半都是陈云赚来的。为此，

陈云还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

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长，但是边区的经济工作也主要由

陈云来抓，做了不少贡献。尤其是在东北解放后的任职期间，陈云带

领东北的各大城市迅速恢复并发展了经济，在苏联的帮助下制订了东

北经济建设计划，直至今日，东北的工业也是全国领先的。

这些工作经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被重视的程度还有所欠缺，毕

竟在战火四起的年代，军事的重要性还是打头的。但陈云就在自己日

复一日的探索中，成为了建国后尤为稀缺的经济学家，把前半生总结

出来的经验全部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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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由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在

上海打赢经济上的“淮海战役”。在陈云纪念馆里，泛黄的照片和珍

贵的实物，生动再现了 1949年 7月下旬，这位“红色掌柜”奔赴上

海，通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粮食之战”等几次斗争，

使哄抬金融物价的投机资本家遭到沉重打击，很快稳定了全国的金融

物价。

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就发布规定，以人民币 1元收兑金圆券 10万元。起初收兑工作十

分顺利，但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

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来一块银元值 100

元人民币，6月 3日就涨到 720元，6月 4日涨到 1100元。虽然当

时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 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有的商号

还拒收人民币。6月 8日，陈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

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 10日，上海市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

的部署，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经此一役后，上海市场物价仅仅平静了十多天，投机家又由银元

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6月下旬，物价开始波动。6月 23

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 1万 1700元，7月 16日升至 5万 9000

元，7月 18日更高达 6万 5000元。一时之间，人心不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陈云到上海稳定物价。

在陈云纪念馆，可以看到 1949年 7月 10日，陈云为中央财政



经济部起草的“关于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问题给华东财委并告华

中、东北、西北各财委”的电报手稿。7月 22日，陈云一行来沪的

火车行驶到昆山附近时，还遭遇国民党飞机的袭击，专车车头被打坏。

等到上海调拨的火车头来后，才得以安抵上海。

1949年 7月 27日到 8月 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

财经会议。会议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沪

之前，陈云曾设想要将上海的厂校及人员疏散，但在经过调查研究后，

陈云综合与会者意见，决定改变原有想法，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

解决问题；并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

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精简节约、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

应急措施等一系列手段，将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盘子摆好了。

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各地物价相对平稳。但从 1949年 10

月 15日起，全国物价猛涨。在 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

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上海的涨风由纱布带头。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

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

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1月 13日，在涨势趋于稳定后，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

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提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随后向各地

下达了 12条指令。包括稳住物价、调运粮棉、紧缩银根、指导国营

贸易公司、应对投机商人等多方面内容。陈云起草后请周恩来签发，

周恩来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电



报手稿从西花厅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

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当天，电

报下发到各地。

1949年 11月 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煤炭，即“两白

一黑”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25

日当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几天之内，就将

这场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1950年 3月，政务院讨论并通过了陈云

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到了当年 4月，全国

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意

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由于陈云出色的理财能力，毛泽东曾大笔一

挥在纸上写下“能”字来称赞他。

后来，经过商议，陈云还领导还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也

十分顺利。陈云是一个低调而又有卓越贡献的人，他不愿意让自己被

媒体报道、称颂。但是，他在新中国成立时期为祖国经济建设所做的

贡献和付出也一定会留于我们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