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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党的

干部队伍代际交替问题的解决

徐轶杰 李 文

［摘要］改革伊始，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高屋建瓴地

提出了党的领导干部的交接班问题，并通过制度设计和身体力行来加以推动。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

共逐渐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代际交替道路，形成以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和后备干部选拔培养制

度为核心的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可以说，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所探索和建立的领导干部交接班

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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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交接班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共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诚如

陈云所言:“党的交接班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都有过痛苦的教训。”①在改革开放

初期，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交接班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认真细致地

建立起一套以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和后备干部培养制度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从而

有效地解决了党的交接班问题。

一、陈云反复强调解决交接班问题的迫切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大批干部获得平反，重新走上

领导岗位。但是由于他们年龄偏大，繁重的工作已经使其力不从心。以国家机关 30 多个单位主要

领导同志的年龄构成变化为例: 1965 年平均年龄 55 岁，其中 55 岁以下的同志占 70%，66 岁以上的

同志只占 5. 7% ; 而到了 1980 年平均年龄 63 岁，其中 55 岁以下的同志只占 9%，66 岁以上的同志占

40%多。②

干部年龄普遍偏大的同时，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严重。全国省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 62 岁，66

岁以上的占 40%。全国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龄为 56 岁，其中 46 岁至 60 岁的占 72%，有些地市委

书记已经 70 多岁了。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 48 岁，40 岁以下的仅占 10%，56 岁以上的占 16%。③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反复强调解决交接班问题

的迫切性。1979 年 3 月 25 日，陈云在主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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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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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他从老同志的现实

困难出发进行论述，“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
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

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陈云进而指出:“我看

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

必要。”①

同一时期，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意识到交接班问题的重要性，并一再

强调交接班问题的迫切性。1979 年 11 月 2 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

提出把选好接班人作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来对待。② 1980 年 2 月 24 日，在党

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讲道: “我们老同志都想为党多干些时间，多做些工作，但

是年纪不饶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革命事业总有一个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因此培养和造就接班人

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战略任务。”③

1982 年 9 月，在十二大上，陈云又从党的事业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战略高度，语重心长地提醒

全党注意解决好领导干部的交接班问题。他指出:“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

队伍相当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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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

决的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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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当认

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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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改革开放伊始，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提出了领导干部队伍的交

接班问题，并作为国家的战略问题认真思考和对待。及时、正确和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还有许多具

体和细致的工作要开展，陈云在这一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二、陈云与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的逐步建立

如同陈云所说，要解决好交接班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⑤，建立领导干部

离退休制度是解决好交接班问题的基础。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如何建立领导干部

离退休制度，但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制度始终没有真正地实行，反而形成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的客观情况。有鉴于此，陈云反复强调离退休工作的重要性，帮助制定离退休制度的指导原则解决

离退休干部的后顾之忧，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些努力使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逐步有效地建立

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就指出进行交接班的重要性: “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是客观存在。
……现在老干部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紧迫。如果到倒下来的时候，被迫

地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这对我们党是很不利的。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

我们要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党必须这样做。”⑥因此，必须

建立离退休制度。对于为什么实行离退休制度，陈云在 1982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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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再解释道:“这是因为: 一、这些老同志现在比以前战争时期和建国时期年龄增大了，体力变弱

了。对许多繁重的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二、党必须建立一套承前启后的干部制度，使精力旺盛、德
才兼备的干部站在第一线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必须做的大事。”

在强调退休制度重要性的同时，陈云还通过努力制定了离退休制度的指导原则，解决了离退休

人员的后顾之忧。
1981 年 6 月 8 日，陈云召集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就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

进行座谈，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 中国革命经过长期

斗争，党内保存了大批老干部，他们都是 60 以上、70 以上高龄。目前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

人，绝大多数都是 60 岁以上。有相当一批老干部带病工作，不能经常受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

题，《纪要》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纪要》强调“实行离休、退休办法

必须退好。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必须做好的大事。必须把离休、退休的工作办好，决不能使老干

部人心不安，必须做到人心安定。因为这关系到几十万应该离休、退休干部的问题，而且关系每个

干部将来必须面对的现实。必须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而且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坚

决实行。”《纪要》原则上规定了离休、退休老干部的待遇，提出“对于离休、退休老干部必须在政治上

给以应有的待遇，如看文件、听报告、参加重要问题的讨论等等。”“物质待遇上，抗战时期、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的离休、退休老干部，退下以后，必须给以优待，住房、医疗、交通工具必须给

以照顾。”“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酌情成立干部休养所，或干部娱乐场所。”“离休、退休老干部

都发荣誉证书，并可据以享受一定的社会优待。”《纪要》进一步提出离退休制度化的要求: “总管离

休、退休干部事宜的机关是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设立离休、退休干部管理机关。各省、市、自治区

和地委的组织部，设立专门机构。”“党必须制定干部离休、退休的条例。”①

《纪要》提出了解决老干部离退休的后顾之忧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了建立离退休制度的设想。

在此基础上，1982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4 月 10 日，国

务院发出了《关于发布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几项规定的通知》。与 1978 年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相比，老干部的待遇明显提高。

除了做思想工作并进行制度设计之外，陈云还身体力行支持离退休制度的建设。1980 年 8 月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云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为全

党和全国做出了榜样。1987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做

书面讲话，指出“去年十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

业的需要。”1987 年 11 月 2 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在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的努力之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逐步建立，并成

为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陈云与后备干部制度的逐步建立

党的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解决了要不要交班、如何交班的问题，党的后备干部制度的建

立则要解决谁来接班和怎么接班的问题。陈云反复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作为接班人的必要性，首

先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培养接班人的机构，提出了接班人的选择标准，要求建立专门机构管理

中青年干部，并提出成千上万地选拔中青年干部，还亲自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陈云的这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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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党的后备干部制度逐步有效地建立起来。

陈云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十、七十岁

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

四、五十岁的人上来，要好好地多研究一些办法。”①陈云一再提醒，“要抓紧选拔一大批四、五十岁的

优秀干部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机关工作，要有人管这个事，要多研究一些方法。”②

为了使中青年干部得到锻炼，也为了减轻老干部的工作负担，陈云首先提出了重新设立中央书

记处的主张。1979 年 10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

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提出:“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这是

国家的大计，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华国锋太忙了，叶帅

年纪大了，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而且今年七十五岁，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但也是七十六岁了。靠我

们不能持久。”③1980 年 2 月 24 日，陈云强调:“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

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

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④陈云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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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选进重要岗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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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会议时，陈云强调:“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过，

不要安排我进书记处和常委会。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了一半，还有

五个。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选举书记处成员时，不要搞差额选举。”⑤1980 年 2 月，中共

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

虽然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当时历史条

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并不顺利。据统计，1980 年，中央、国家机关 35 个部、委、总局和 29 个省、市、自
治区党委，采用群众推荐和组织考核相结合等办法，挑选了近 500 名选拔对象。但是，实际进领导班

子的同志只有 43 人。29 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充实进领导班子的干部 107 人，人数不算少，但是中

青年干部只有 25 人。⑥ 面对这种形势，陈云万分焦急。在 1981 年 3 月 29 日给陆定一的回信中，陈

云表示:“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几岁的青年干部到各种级别的岗位上，让他们在

工作中取得经验，接班问题就要成为大问题。现在部长和省委第一书记一级的干部都是六十开外

了，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将有极大危险。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

去。我正为此而呼吁。”⑦

为了使全党就选拔中青年干部达成进一步的共识，1981 年 5 月 8 日，陈云在杭州疗养地写成了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该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干部队伍老化的问题和提拔培养

中青年干部工作的不足。陈云提出摆在全党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

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最后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这对党的事业很不

利。另一种是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并由

老干部传帮带。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就老干部认为中青年干部没经验的问题，陈云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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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干部有朝气，多数有专业知识; 但也有某些缺点，并且不成熟，这是中青年人常有的现象。”

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的经验丰富，但经验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

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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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

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

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陈云还提出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

部局，以选拔中青年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①

5 月 20 日，陈云由杭州飞抵北京后就立即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别送给

胡耀邦和邓小平。邓小平高度关注此事，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②。6 月 8 日，陈云上

午与中组部、总政治部举行了关于老干部工作的座谈会，下午会见中组部领导，就成立青年干部局

问题提出三点意见: ( 一) 建“庙”要十分慎重，从领导到每个成员，个个“菩萨”都要是好的。( 二) 这

个局要有一个老干部带头; 还要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逍遥派”和红卫兵中优秀的、德才兼备的年轻

干部，因为他们了解那个时期青年的情况。( 三) 现在不要忙着去提拔干部，首先要花 3 个月至 5 个

月的时间把“庙”建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直到县委都要按这个方针来办。7 月 31 日，中央组

织部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通知》，传达贯彻了陈云的上述意见③。在陈云的指导和帮

助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来。
陈云还提出了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四化”标准和坚决抵制“三种人”的标准。
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在建国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注意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

和专业化，努力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1980 年 5 月，胡耀邦在中

央组织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说明，所谓理想的领导班子，就是领导班

子的成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

精力充沛的。这其间，陈云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把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

度化④。在这年 8 月 1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说这些意见讲得

好⑤。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又把这一提法正式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决议》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

化⑥，干部“四化”原则正式进入党的文件。1982 年，党的十二大将干部队伍的“四化”写入了党章，

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成为选拔接班人的基本标准。
陈云不仅提出了新时期干部的“四化”标准作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准则，还提出坚决不能提拔

“三种人”的标准，以防止接班人队伍经不起政治风波的考验。1982 年 7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在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指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即“三种人”，要保持警惕，对这

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撤下来。为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组织部门对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一定要进行切实的考察。⑦ 陈云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能提拔“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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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

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① 同时，陈云认为，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②，因此

他要求中组部、党校和中纪委把好关，不让“三种人”上来。陈云也指出，“三种人”毕竟是少数，要分

清“老红卫兵”和“三种人”的界限，要考察干部、了解干部，包括干部的历史③。

除了就接班人培养进行制度设计之外，陈云还亲自支持地方后备干部的选拔与培养。1982 年

春天，到杭州休养时，陈云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用两个上午作了一次长谈，中心议题就是上

海市要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市级班子里不仅要有 50 岁左右的人，还要有 40 岁左右的人，特别是要

有 40 岁以下的人; 不仅要有第二梯队，还要有第三梯队。1983 年春天，陈云到杭州休养得知陈国栋

和上海市委已从基层选拔了 18 位年纪轻、有专业知识、政治思想好的干部进入市一级领导班子。在

5 月返回北京途中，他特意取道上海，并于 5 月 21 日在住地接见了上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当时由陈国栋和胡立教、汪道涵等市委主要领导带到陈云住地的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共有 10 位，当

年在省级领导班子中一下子充实这么多中青年干部的，上海还是第一家。后来，邓小平、李先念来

上海视察时，也都接见过这批中青年领导干部。陈云亲自为全党树立一个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的

样板，对于推动全党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具有深远意义④。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伊始，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高屋建瓴地提

出了中共领导干部的交接班问题，陈云通过制度设计和身体力行来推动这项工作。在老干部离退

休制度建立方面，陈云参与制定了相对优厚的离退休待遇原则，为老干部离退休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当时全国范围精简机构的背景下，陈云主张建立专门的老干部工作机构解决老干部离退休问题;

陈云还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地支持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领导干部离退

休制度在全国逐步确立，这就解决好了交班的问题。在解决接班问题中，陈云提出了成千上万选拔

中青年优秀干部的主张，提出了干部选拔和坚决不能选拔的标准，主张设立专门管理青年干部的机

构，还亲自树立中青年干部选拔的样板。经过不懈努力，党的后备干部培养制度逐步建立，这就解

决好了接班的问题。

通过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共逐渐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代际

交替道路，形成以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和后备干部选拔培养制度为核心的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可

以说，陈云和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所探索和建立的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

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也为世界政治文明增添了色彩。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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