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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深 刻 指 出 ：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 时， 没 有 完

成时。 ”中国改革开 放 是 发 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 就 举 世

瞩目，意义重大。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 放，理 论 与

实践相结合，深入总 结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 们 党 治 国 理 政 的 宝 贵 历

史经验，寻求社会全 面 发 展 的 顺

利推进之路，是党史 研 究 的 题 中

应有之义。 在研究中真正秉持马

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才 能 全 方 位

地描绘改革开放的历 史 脉 络，分

析认识改革共识的凝 聚 过 程，把

握住改革开放的主题 和 主 线、主

流和本质，为新一轮 改 革 提 供 理

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一、必 须 重 视 研 究 群 众 的 首

创精神

唯 物 史 观 认 为，历 史 是 由 人

民群众创造的。 从 1978 年 11 月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实 行“农 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 乡 镇 企

业 的 异 军 突 起 、 国 有 企 业 的 改

革 、经 济 特 区 的 创 办 、各 城 市 经

济社会各具特色的前 进 道 路，在

完 成 各 阶 段 改 革 目 标 任 务 的 攻

坚 战 中 ，波 澜 壮 阔 、一 往 无 前 的

群众创新精神和创新 实 践，充 分

证 明 了 人 民 群 众 是 社 会 发 展 和

社会进步的主体。 改革以思想解

放为先导，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的

蓬 勃 发 展 有 赖 于 人 民 群 众 思 想

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与 人 民 群

众的首创精神紧密相关。 究其原

因 ， 是 改 革 开 放 带 来 了 人 的 变

化，党的领导极大地 调 动 了 最 广

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 导 他 们

作 为 生 产 力 中 最 活 跃 最 根 本 的

因 素 ，激 发 出 丰 沛 的 活 力 ，形 成

推动力量，这些都是 值 得 研 究 者

深思并加以深入阐释的。 改革是

一场人民群众总体参 与、普 遍 受

益的伟大实践。 人民群众是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 造 者，这 一

特性决定了研究的应有取向。 当

前 ，应 开 拓 研 究 视 野 ，在 宏 大 叙

事中深化研究细节，重 视 见 证 者

关 于 新 思 路 、新 办 法 、新 模 式 的

系统口述，以探求改 革 开 放 的 基

层经验和方法。 此外，在 深 入 发

掘与分析传统史料之 外，应 注 重

民 间 材 料 的 及 时 保 存 和 多 元 应

用 ， 如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的 契 约 文

书、诉 讼 文 书 、乡 规 民 约 、账 本 、
日记、书信、图片、影像、实物、音

频等，这些材料是体 现 人 民 群 众

首创精神的直观证据，充 分 汇 聚

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有 助 于 从 更

多 角 度 或 层 面 增 进 对 改 革 开 放

史的认识与理解。
二、必 须 重 视 群 众 社 会 生 活

史的研究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我 国 逐 步 实 现 从 高 度 集 中 的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到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 折，对 外 开

放也从沿海向内地发 展，形 成 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 作

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事 业，改 革 在

中 国 历 史 的 跨 越 式 前 进 中 创 造

出了巨大的红利，人 民 群 众 的 生

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 提 高，日 新

月异的多方面变化有目共睹。 正

是在物质和精神生活 发 生 改 变，
民生保障体系、收入 分 配 制 度 等

日趋合理，每一个社 会 成 员 日 益

获得充分发展空间的 基 础 上，改

革 得 到 了 人 民 的 广 泛 认 同 和 支

持。 改革开放后群众社会生活史

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 野，此 类 专

题 研 究 从 微 观 的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切入，立足于普通人教育、消费、
衣着、饮食、娱乐等日常变迁，视

角和方法的变化是可 喜 的，也 是

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 当

前，应在近年来热门 论 题 的 基 础

上， 进一步重视通史 的 研 究，加

强专史研究方面地域 性、行 业 性

的纵深发展，以期具 体 深 刻 的 反

映改革开放以来人民 生 活 方 式、

社 会 关 系 、 文 化 心 态 的 巨 大 改

观，从而在宏观考量 与 微 观 考 察

结合的基础上，总结 社 会 主 义 建

设的历史经验，特别 是 改 革 开 放

以来的新鲜经验。
三、必 须 重 视 对 群 众 利 益 诉

求的研究

改 革 开 放 是 党 在 中 国 社 会

主义建设关键时期的 伟 大 抉 择，

是 党 在 新 的 时 代 条 件 下 带 领 全

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 大 革 命，得

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衷 心 拥 护，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 是，人 民 群

改革开放史研究必须注重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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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北京党史阶段划分浅谈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温卫东

编 写 新 时 期 即 开 创 和 发 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 党 史，
要正确处理历史阶段划分 问 题。

纵观中共 90 多 年 历 史， 十 一 届

三中全会 前 67 年 的 各 个 阶 段 比

较清晰，而新时期还未达 到 这 样

的程度。 以党的十四大为 标 志，

分 成 前 后 两 个 阶 段 有 着 较 多 共

识（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在 全 党

的指导地位，在党的历史 上 第 一

次 明 确 提 出 了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经济体制的目 标 模 式）， 关 于

这 一 时 期 历 史 阶 段 细 分 的 研 究

仍在进行中。

对于地 方 党 史 研 究 来 讲，历

史 阶 段 划 分 面 临 更 加 复 杂 的 情

况，难度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
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全国性 的，而

各地历史、地域、人文、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在与 全 国 大

体 同 步 的 情 况 下 ， 突 出 地 方 特

色，对于写好新时期地方 党 史 是

必要的。 具体到北京，市委、市政

府重大决策，改革开放历 史 进 程

中 经 济 建 设 、政 治 建 设 、文 化 建

设 、社 会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党 的 自 身 建 设 等 各 个 方 面 的 重

要节点，重要人事变动及 对 北 京

整体工作的影响等等，都 是 阶 段

划分的重要参考。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北京时强调，要明确 北 京 的

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 化 首 都

全 国 政 治 中 心 、文 化 中 心 、国 际

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的 核 心

功 能 ，深 入 实 施 人 文 北 京 、科 技

北 京 、绿 色 北 京 战 略 ，努 力 把 北

京 建 设 成 为 国 际 一 流 的 和 谐 宜

居之都。 习总书记的讲话令人茅

塞顿开。 对于一个城市的 发 展，

首 先 要 搞 清 其 性 质 、 地 位 和 功

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 对 北 京

的 政 策 是 明 确 的 ， 无 论 是 1980
年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中

央 领 导 同 志 考 察 北 京 的 多 次 重

要 讲 话 ，还 是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对

北 京 历 次 城 市 建 设 总 体 规 划 的

批复。 由于复杂的原因，人 们 对

北 京 城 市 的 战 略 定 位 并 非 理 解

得那么透彻，在工作中有 意 无 意

地走过一些弯路。 比如，直 到 上

世纪 90 年 代 中 期， 北 京 仍 在 发

展高污染的工业，首钢甚 至 制 定

（在全国钢铁企业） 首钢 为 首 的

目标，喊出“一千万吨（钢）万岁”
的 口 号。 这 种 情 况 在 1997 年 北

京 市 第 八 次 党 代 会 后 得 到 根 本

扭转。 会议明确提出“首都经济”

的 概 念 ：“首 都 经 济 具 有 丰 富 而

众 的 切 身 利 益 同 改 革 的 深 入 紧

密联系在一起，随着 社 会 经 济 的

迅速转型，波澜壮阔 的 奋 斗 历 程

中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出 现 各 种 纷 繁

复杂的矛盾，甚至出 现 一 些 涉 及

群 众 利 益 的 比 较 突 出 的 社 会 难

点和社会问题。 人民群众从多方

面 创 造 了 改 革 开 放 的 活 动 和 成

就，对改革开放史中 这 一 部 分 新

情 况 和 新 变 化 必 须 以 历 史 唯 物

主义的视角加以研究，记 录 人 民

群 众 为 国 家 民 族 的 整 体 利 益 义

无反顾、 甘于奉献的 崇 高 精 神，

从 历 史 研 究 的 角 度 深 思 我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生 活 中 存 在 的 突 出 问

题和困难。 如改革开放以来许多

新 时 期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的 形 成 过

程和形成脉络，都饱 含 着 人 民 群

众的智慧和牺牲精神，如 抗 洪 抢

险 精 神 、抗 击 非 典 精 神 、青 藏 铁

路精神等。 近年来，学界对就业、

征 地 拆 迁 、三 峡 外 迁 移 民 、南 水

北 调 移 民 的 生 活 状 态 与 适 应 情

况 等 涉 及 面 广 泛 的 民 生 选 题 进

行 了 一 些 研 究 ， 提 出 了 一 些 思

考，研究内容日渐精 深。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必 须 时 刻 保 持 党 同 人 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充 分 反 映 人 民

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诉求。 这些研

究体现了对群众利益 的 重 视，切

实 维 护 社 会 大 局 和 谐 稳 定 的 历

史视角和历史使命感。
当 前，我 国 正 进 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新 阶 段 ，知 往 鉴 今 ，学 界

对 于 改 革 开 放 史 的 深 入 研 究 方

兴未艾， 这一领域还 有 待 开 拓、

有待加强。 在研究中毫不动摇地

坚 持 人 民 创 造 历 史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知 基 点 ， 注 重 贯 彻 群 众 史

观，进一步深刻总结 党 领 导 人 民

推进改革开放的宝贵 经 验，就 一

定能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开 辟 更

为宏远的学术视界，取 得 更 为 丰

硕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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