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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对接，“其实像
厉老那么大年纪了，
完全可以通过口述，
让他的助手帮把稿子
电子版打印出来，但
是 厉 老 坚 持 手 写 书
稿。”这让周晶非常
感动，把手稿扫描保
存。

“虽然那么大年
纪了，但他写的书稿
思路很清晰。”周晶
介绍，自传有很多动
人的细节，包括他筹
办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的经过，也包括他与
夫人的故事，“自传
里面有很多写到他与
夫人一起在湖南沅陵
的往事。 ”

周晶还提到，编
辑对书稿中一些人名
不太熟悉，需要跟厉
以宁核实，他都会非
常认真地标出来。

“后来两次厉老
又补写了一点东西，
那时候我发现他的字
迹已经开始有点模糊
了，当时就觉得不容
易，毕竟他的年纪这
么大了。”周晶还记
得，自传后面部分的
《市场与政府：论道
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
用》一书的序言中，
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
是厉以宁特别要强调
的一个观点。

从 “ 厉 股 份 ”
到“厉民营”

厉以宁的观点总
会引起各界广泛的讨
论。

改革开放后，厉

以宁凭借加入民盟期
间积蓄的“家底”，
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
路人的重任。

上 世 纪 8 0 年 代
初，大量上山下乡回
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
找到工作岗位，城市
居民的就业成了一大
难题。

1980年夏，厉以
宁在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万里主持召开的全
国劳动就业会议上提
出，以组建股份制形
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
问题。

他说，股份制企
业就是民间集资，不
用国家投入一分钱，
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
者就业。

这是厉以宁首次
提出关于股份制的建
议，引发了理论界、
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
视。不过，当时他的
意见并未被采纳。

1 9 8 6 年 9 月 ， 已
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经 济 管 理 系 主 任 的
厉以宁发表了《我国
所有制改革的设想》
一文，多次为国有企
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
呼，“厉股份”称谓
由此而来。

数十年后，厉以
宁在谈到这个称号时
说：“有人称我是‘
股份制的首创者’，
这不符合事实，我认
为 应 该 是 ‘ 厉 非 均
衡’。”

从1988年到2003
年，厉以宁当了15年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当时最关心的是
国有企业改革，包括
股份制的推进和《证
券法》的制定。

1998年12月，在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 六 次 会 议 上 ， 由
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
长、历经6年酝酿的
《证券法》以135票
赞成高票通过。一年
后，《证券投资基金
法》起草小组成立，
厉以宁任组长。2003

年10月，该法在第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 次 会 议 上 高 票 通
过。

在此期间，他首
倡“非公经济36条”
，笑称自己为“厉民
营”。

厉以宁对中国发
展民营经济的观点，
在今天仍然适用。他
多次说，这一生主要
是两个身份，一是经
济学研究者，二是经
济学教师，两者都是
他所爱。

耄耋之年的厉以
宁 ， 也 未 曾 离 开 北
大讲台。2018年，北
京大学建校120年之
际，厉以宁以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的身份在77级、78级
北大校友返校的时候
再次给同学“上课”
。他指出，现在的经
济学正在变化，可能
在今后的几十年内，
整个经济学会改写。

2 0 1 8 年 1 2 月 1 8
日，党中央、国务院
授予他“改革先锋”
称 号 ， 并 颁 授 他 “
改革先锋”奖章，称
他为“经济体制改革
的积极倡导者”。在
获得这项褒奖时，厉
以宁说：“作为读书
人，总有些正心、齐
家、改善人民生活的
想法，这是我坚持至
今的动力。”（完）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
88岁手写8万字学术自传(下)88岁手写8万字学术自传(下)

北大教授厉以宁先生逝世 厉以宁先生主持了《证券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先生主持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的
起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