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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建立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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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兴办经济特区打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大门。经济特区的辉煌成就,是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

伟大成就的生动缩影。 

  ●经济特区以举世瞩目的“中国神话”,走出了一条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之路。经济特

区率先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大胆地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为全国推进改

革开放探索了道路。 

  ●经济特区的责任与使命同在。这就要求,经济特区必须立足新起点,适应新形势,瞄准新目

标,抓住“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这一特区的新内涵,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的旗帜举得更高。 

  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

国家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一个伟大创举。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下,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兴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它们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深圳等经济特区发展的辉煌成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生

动缩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印证。中央作出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符合党心民心、

顺应时代潮流;经济特区的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 

    深圳经济特区的创新实践,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兴办经济特区打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大门。 

  1977年,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的中国百业待兴。当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的

首站,选择了广东。在深圳,邓小平的眼光紧紧盯住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这个小渔村。那

一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人民币,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却为60多港元。如何尽快让中

国的百姓富起来,中国如何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成了邓小平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难题。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9年4

月,广东、福建省委向中央要求利用邻近港澳等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

邓小平听后十分赞同,他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1980年8月26日,第五

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美国《纽约时报》惊叹:



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轰然鸣响。此后,深圳等经济特区“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

勇往直前,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并且,通过经济特区为突破口

和强力引擎,我国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历史跨越。 

  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地,究竟如何办,怎样办,对全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如何

走具有破局的重大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发展一旦遇到风雨险阻,其他地区的

改革开放就会裹足不前;而经济特区发展顺利,其他地区搞改革开放的信心就会更足。特别是在

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等事关改革开放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各种争议、各方眼光都聚焦到经济特区

上。每当改革开放处于重大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总是亲临经

济特区,指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描绘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壮丽画卷。 

  1984年,邓小平看到深圳由过去的渔民村变成“户户小洋楼”,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

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他又要求“把经济

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同年,中国进一步开放了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开辟

了“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等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来到深圳经济特区等地视察。他强调指出:“特区姓‘社’不姓

‘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也可

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和

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深圳等经济特区在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经济特区不仅收获了奇迹般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孕育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推动我国形成

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文化精神。改革开放30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为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而经济特区正是孕育这一时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土壤。经济特区

创造的发展奇迹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在“杀出一条血

路”的过程中,经济特区不断在思想观念和精神层面上自我超越,敢于冲破 “左”的思想束缚,

不陷入空洞争论,不随意给新生事物贴上姓什么的标记,不畏惧各种误解和非难,以“三个有利

于”为标准,大胆试,大胆闯, 催生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并引领和推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的进

步与创新。 

   经济特区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推动科学发展和实现自主创

新中发挥排头兵作用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主题,而在这个过程中,直到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真正走上快速发展之路。而在这当中,经济特区率先冲破封闭

僵化的发展模式,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潮流紧密相连,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变发展方

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驱开路。 

  30年来,深圳等经济特区以举世瞩目的“中国神话”,不仅走出了一条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迈进之路,而且,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改革理论和经验上的准备较

以往更为充分。经济特区率先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大胆地进行体制与机制

的创新,在计划、投融资、流通、劳动工资、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和政府自身改革等方面体制

改革中走在前面,为全国推进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比如,率先打破所有制,为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率先打破计划体制坚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最早探索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及外汇调剂、人才、产权、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

市场;率先打破“铁饭碗”,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随着改革深入



发展,特区又率先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步入“深水区”,深圳最早实行

“大部制”改革,创造性开展“行政三分制”改革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珠海率先按照加强政

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新理念,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这些体制创新上的一个个突

破,为全国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经济特区都起着率先开辟、创出新的发展路径的

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利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成功抓住国际产业

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企业,开始了跨越式工业化进程,创造了经济建设的“特区速

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比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特区主动调整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从依赖

规模扩张转变为依靠效率提升,尤其是深圳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淘汰高污染、

高能耗企业,用腾出的空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进入新世纪,面对世界发生的广泛而

深刻的变化,特区牢牢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大力度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

极实施“科教兴市”、“依法治市”、“文化强市”、“人才强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经济特区在自主创新上的巨大成就,展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新形象,为探

索科学发展新路发挥了示范作用。经济特区率先摒弃片面追求速度的增长方式,把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比如,深圳在2005年率先提出建立“自主创新型城市”,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

新体系,深圳的科技园区形成了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结构最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通过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力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优化了产业结构,形成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等四大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60%。如今的深圳

特区,已从加工基地转变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地区、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和创意之

都,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走科学发展道路取得的新面貌。 

   经济特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实现

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经济特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

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解放

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今天,对于深圳等经济特区“先行先试”而言,责任与使命同在,信心与勇气依旧。从经济特

区本身看,特区虽然在改革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一些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改革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和深化,一些尚未触及的领域还亟待改革攻坚和“啃硬骨头”。这就要求,特区必须立

足新起点,适应新形势,瞄准新目标,抓住“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这一特区新

内涵,坚持保持“特”的品格、“特”的地位、“特”的面貌,继续弘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

一时代文化精神,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 

  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需要经济特区继续大力加快创新和转变发展方式。经济特区要增创

新优势,实现新跨越,必须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促进信息化与

工业化相融合,围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发展集聚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

位,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金使用效益、发展循环经济上下

功夫,大力建设“效益特区”、“低碳特区”。更加自觉地把自主创新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核心

推动力,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着眼于拥有更多的自主品牌、自主知识



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名牌,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率先建成全国创新

型区域,建设自主创新新高地。坚持统筹兼顾,着眼于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

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按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发展科

技、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 

  经济特区要保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历史地位,就必须重点突破,率先建立科学发

展的新体制机制。要根据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先行先

试;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对

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对国家加强内地

与港澳台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要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重点在深化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上取得新突破,在全面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

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上取得新突破。以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为重点,加快

形成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以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为重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重点,着力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和运行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