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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立经济特区的世界意义
40 年前，中国创立了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
区，它们在改革开放最前沿见
证了中国从极度困境到发展
奇迹的嬗变。

经济特区为中国快速健
康发展蹚出了新路，也为世界
后发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发展方案。

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一段视频
还原了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场景，那被
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

经济特区这一崭新事物在古老大地上
宣告诞生，开启了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探索。

在传统观念意识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
制与市场经济是一对悖论，是不能相容的。

年逾 70 的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
原总经理梁宪回忆当年遭到的非议说，国
内有人甚至指责深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的试验场”。

中国经济特区被赋予了突破理论认知
的“试验田”角色。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1992 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
给中国带来了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

如今，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 8.5 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天逾 70 件发
明专利获得授权，2019 年人均 GDP 接近 3
万美元。

2 万张照片，85 岁的摄影师李志均用
镜头记录了珠海的沧桑巨变。“40 年前，一
个警察、一条马路、一组红绿灯是珠海的
写照。”

如今，珠海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旅
游休闲城市。

坚持市场化导向，是经济特区和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信条。邓小平再度视察深圳
的同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沿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的方向，中国首批四大经济特区一路闯
关，从“三来一补”低端制造到自主创新占
据产业链中高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40 年来，座座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厦
门 经 济 特 区 拔 地 而 起 ，产 业 结 构 脱 胎 换
骨，跨国企业纷至沓来。厦门已从紧张封
闭的海防前线崛起为国际资本青睐的开
放之都。

英国《经济学人》曾如此评价：“全世界
超过 4000 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
于‘深圳奇迹’。”

“经济特区奇迹，靠的就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
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3 年
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

“这是在长期经验探索基础上的重大
理论总结和突破。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也避免和消除了市场经济的先天
缺陷。”郭万达说。

“本质上是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市场
经济体制。”他说。

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
市场经济体制

在深圳的南头古城里，南北街装扮
一新，店家们 8 月 26 日开始恢复营业。
昔日杂乱的“城中村”变身为整洁的“文
化街区”。

南头古城已有近 1700 年历史，被称
为“深港历史文化之根”。改造前，这里
有 各 类 房 屋 近 千 栋 ，物 权 利 益 相 互 交
错，难以形成发展合力。

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和实践，是中
国制度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表现。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许多西方
政治分析人士断言：“社会主义在 20 世
纪的产生和失败，将是 20 世纪留给人类
的两大遗产。”

然而，“西方断言”在“中国奇迹”面
前崩碎了。

在 40 年 发 展 历 程 中 ，中 国 经 济 特
区 统 筹 推 进 经 济 、政 治 、文 化 、社 会 、
生 态 文 明 体 制 和 党 的 建 设 制 度 等 各

领 域 改 革 ，成 为 展 现 中 国 制 度 生 命 力
的“橱窗”。

2018年，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成为
“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建成的首个跨
越粤港澳三地的超大型跨境基础设施。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
荼，一个包括深圳、珠海在内的世界级
城市群将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新坐标。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
思康表示，经济特区的探索发展，是通
过创新不断增强中国制度生命力的进
程表现。

如今，全国的经济特区、国家级新
区、自贸区等已达 45 个。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
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协同推进。

“每个国家都应走适合自己的发展
道路，都应通过创新增强各自制度的生
命力。”吴思康说。

午后的塔可墨西哥餐厅生意依旧兴
隆。餐厅老板埃塞基耶尔·圣克鲁斯·克
莱门特来自墨西哥，他不曾想到自己在深
圳一住就是 10 年。“深圳的文化包容，已成
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追求社会繁荣
进步，追求个人幸福尊严，追求全人类合
作共赢。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进程中，时
时处处展现着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
和坚守。

在中国的经济特区，各类文明文化在
和谐包容、交流互鉴中共存，成为中国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例 如 ，凭 借 对 葡 语 系 国 家 的 地 缘 优
势，珠海正携手澳门大力推进中国与拉美
国家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有望成为中拉合
作的中心城市之一。

从“百载商埠”到“活力特区”，汕头的
发展与“对外开放”“侨资侨力”紧密相连。

1984年，泰国侨领谢国民回到家乡，投
资兴办了汕头第一家外资企业。40 年来，
汕头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 5000多家。

厦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
学习、就业、定居。其中，仅厦门官任社区
就 集 中 居 住 着 来 自 46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500 多名人士。厦门大学教授、福建省第
一位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美国人潘维
廉说，美丽开放的厦门，有着丰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也有着灿烂的现代文明融合。

今年以来，各国交往深受新冠肺炎疫
情干扰，但人心之间架起的文明桥梁未断。

“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数以万
计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从深圳发往釜山，包
装箱上印着韩国古代诗人许筠的诗句。
而从深圳宝安区发往法国阿维尼翁市的
防疫物资货箱上，则印着法国名言“向前
走，胜利终将到来”。

“携手抗疫，本身就是各种文明交流
互鉴、共克时艰的生动实践。”深圳市委外
事办副主任孙怀忠说。

自 1986 年以来，深圳已与 56 个国家
和地区的 88座城市结成了国际友好城市。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
任陶一桃表示，人类文明滋养了中国的经
济特区，它们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
动实践。 据新华社

开放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创新增强自身制度生命力

▲ 深圳市城区景色

◀ 珠海中
心大厦和远处
的澳门景象。

▶ 港珠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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