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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 

——一本书和一堂课 

徐一大 

 

最近到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听了一堂公开课，是由我国八十一岁高龄的资

深经济专家吴敬琏主讲，讲课的题目是《2011 年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展望》，

讲课到最后，吴是这样总结的：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积累了很多问题和矛

盾，尤其是体制上的问题，这个瓶颈不打破，经济发展就存在隐患。第二，我们

的政府做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让市场经济的走向有点扭曲，这个问题在当前宏

观经济发展的态势看，是已经表现出来的突出矛盾。第三，缺少顶层设计，换句

话讲，缺少宏观战略上的大格局布局，或者讲，缺乏整体性的战略考量，致使很

多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出来的问题无法得到应有的解答。 

听了以后，如“当头棒喝，轰雷贯顶”，有些话在他的文章中也出现过，但

他仍坚持经济发展应以市场为主线的想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在课中还听到他

讲到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影响，他对于房地产在国内生产总值里居高不下的比例

也很困惑，而且按现有的态势，他好像也没有办法，这大概可以归结为“过程中

的矛盾”，经济在自由竞争下，由于供需矛盾的作用，会产生这种结果，但问题

是市场经济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让市场化变得非常被动，朝令夕改让人困惑。 

历史总是有延续性的，最近看一本由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大师陈占祥女儿写

的回忆录《多少往事风雨中》，记录了陈先生解放前从英国留学回沪，到解放后

北上主持北京城市规划工作，与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城的古城保护和新城建设提出

“梁陈方案”，结果被否决；再到后来反右，文革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被批、被斗，

再到出国到美国讲学，最后在京去世的一系列事件，令人感概，让人唏嘘！ 

该书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我国老一辈城市、建设专家的理想和实践，突出了

与政治体制的矛盾，当年国家主席是这样回答梁陈方案的：“为老城墙哭鼻子，

还讲什么城市建设”，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我要让天安门周围，布

满烟囱！”，我想象了一下当时拆古城墙，把大型重工企业建在北京城内的情形，

有些不寒而栗，这是封建君王的做法，与开明先进的社会主义体制大相径庭。结

果可想而知，在反右与文革中，陈备受凌辱与折磨，还好有梁的支援，幸免于难！ 

当时，一个大前提是：“听苏联老大哥的”，因为指定北京城市建设方案时，

苏联专家插手了，而且是主导了城市建设的方向，这让人很困惑，这些专业的苏

联专家，居然向新中国献上这么一个“大蛋糕”，一个充满了污染的城市，城市

化与工业化可以并驾齐驱，但是工业化的区域必须有适当的选址，否则，再进行

改造，就会很难。因为留下来的烂摊子，要花很多精力和人力、财力才能够消除

城市结构性的破坏！我们很多新城直接建在老工业区上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

的建设，城市工业化带来的效益是经济性的，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都背道而驰，

这也导致了人口结构和就业的不稳定！城市规划是城市在土地开发和空间布局上

的战略，而我国当前很多城市规划在结构上所做出的“几年一个大调整”让人无

所适从，这显示出“顶层设计”的乏力！ 

面对体制性的矛盾，面对理想的破灭，梁思成选择留下，陈占祥选择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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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是勇敢的，至少坚持了许多作为城建专家应该坚持的原则，虽然为体制所不容，

但他没有退却，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献身精神，而且梁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也非常人可以企及，当然这与他的家

学有关，他的父亲梁启超是变法的先行者，与政治体制如何进行有效的对话他应

该是有备而来。 

“逝者如斯夫！”，现在又在掀起的新一轮区域规划和城市建设浪潮陆续将

中国的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推向风口浪尖，作为城市规划和开发管理者，作为

专业人士，我认为应有所坚持，城市规划是手段，是方法，但不是“假把式”，

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尽早提出，以绝后患！ 

记得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