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以特别之为谋特别之位

本刊记者  ★刘慧娴★

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在

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的号召下，深

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试 验田和排

头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探索路子、积累经验，以罕见的

“深圳速度”昭示了“中国建立经济特

区的政 策是正确的”。但是长期的高

速发展使深圳在人口、资源、环境等

方面瓶颈突显，同时，随着改革开放

不断深化，经济特区建立早期所具有

的政策优势也已经逐渐丧失。面对新

形势，深圳转变发展模式，提出了建设

“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战略目标，

迈向科学发展的新时期。

利用政策优势  

创造“深圳速度”

1984 年，深圳国 际贸易中心 大厦

施工 单位创造了三天 建成一层楼的建

筑记录，从此“三天一层楼”成为享誉

中外的“ 深圳速度”的象征。12 年后，

高 324.8 米的地王商业大厦以“四天九

层楼”的建设速度成功刷新了国贸纪

录，成为新的深圳地标。

与施工建设速度同样耀眼，1980—

2004 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28%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0.2% ，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33.7% 。

G D P 达 到 100 0 亿 元 用 了 整 整 18 年，

但达到 2000 亿 元只用了 5 年，而突破

3000 亿 元 仅 用了 2 年。截 至 2005年，

深圳累计创造了2万亿元 G D P。1994 年

至 2007年累计上划中央收入达 8338.26

亿元的税收 。

深圳的高速发展凝 结着一代代深

圳人的勤劳和智慧，也

得益于经济特区独有的

“优惠政策”。为带动经

济特区发展，国家赋予

了经济特区较大的经济

管理权限；赋予特区企

业充分 的经营自主权，

并 统 一 实 行 15% 企 业

所得税率的优惠政策；

企 业 出口 产 品 免 征 关

税、增值税；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企业经批准

进口用于特区建设 和生

产用的机器设备、零部

件、原材料、燃料以及

货运车 辆，旅游、饮食

业营业用的餐料，自用

的数量合理的办公用品

和交通工 具，均免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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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和增值税，等等。

正是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1981

年，深圳财政大胆改革资金供应制度，

首次突破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财政性支

出的理论禁区，把部分信贷资金纳入

财政分配渠道，统筹安排、综合利用，

将原由广东省特区发展公 司办贷，用

于罗湖小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30 00万

元贷款转由市财政承担和管理，首次

开拓了以借债收入补充建设资金的先

河。在以后年度，大部分 贷款都由城

建开发建设集团公 司、液化气公 司、自

来水公 司等用款单位通过银行 贷进，

财政担保，还有部分是由财政局直接

办贷，贷款资金转入基建专户，然后划

拨各用款单位。

据 深 圳市财 政 局有关 负责人介

绍，从 1981 年财政 第一笔贷款 起 至

1986 年底 止，市财政共向银 行 贷款

7.6 亿 元，占了 19 81—19 86 年财政总

收入的 35.2 % ，财政总支出的 37.7% ，

全部用于城 区“七通一平”土地开发

（即宗地 外通路、通电、通信、通 上

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力及 宗地

内土地平整）和道路网建设、城市公

共工 程建设。

此外，为了解决特区建立初期资

金匮乏问题，财政还大规模举债，开

展了以市政建设 为中心的基础设 施建

设。1979—1987 年，深 圳 市 通 过 地

方财 政投 资拨 款（包括 贷款）、地 方

自筹资金和外引内联的投资，用于基

础设 施建设，共完成投资总额 103 亿

元。短短 8 年间，深圳由一个 边陲小

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等

城市，投资环境 得到巨大 改善，吸引

了大量内外资。到 19 87 年底，深圳与

20 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签订 了各

种协议合同 5400 多项，协议利用外资

46.2 亿 美元，引进外资居全国首位；
三资企业增加到 140 0 多家，内联企业

2 800 多家。1987 年 与 1979 年相比 工

业总产值增长 59 倍，社会商品零售额

增长 25 倍，出口贸易总额增长 150 倍，

国民收入 增长 34.5 倍，财政收入增长

56 倍。

深圳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 表 示，

尽管在深圳特区财政举债投资的几年

中，财政性贷款和财政无偿拨款占特

区总投资的比重只占 23% 左右，贷款

部分更少，约占 7.4% ，但在特区始创

初期，财政举债投资增强了各方投资

的决心和信心，壮大了投资规模。可以

说，特区财政举债投资是特区经济高

速发展的初始力，其启动器效应是特

区建设成功的原因之一。

依 靠各种优惠政 策，深圳步入 发

展的快车道，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1984 年就到罗湖区财政局工作的

黄志红亲身经历了深圳的巨变。“我刚

到罗湖的时候，地王大厦 那还是一片

小山坡，如今已经高楼林立。第一家

肯德基在深圳开业时我也去了，门外

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现在洋餐厅

已经遍地开花。当年我们年轻人买新

潮一些的衣服、小饰品都要跑到盐田

区的沙头角，现在朋友中只要是女士

来深圳我都推荐她们到我们罗湖的东

门步行街和万象城。”黄 志红笑着告

诉记者。

黄志红所说的东门步行街是由具

有 300 年历史的“东门老街”改造而成。

30 年前，东门只 是一条小街，所谓商

街也只是由几间小门店组成。1998 年，

政 府开始花大 力气进行东门老 街改

造，历时 3 年，总投资 5.7 亿 元。如今

东门步行街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步

行街区，一年营业额达到 80 亿元，拥

有 5500 多个商家，成为深圳商业繁荣

的象征。2004 年开业的华润万象城经

过4 年经营，商家从 当初的 49 家发展

到目前的 200 余家，包括大批世界级

品牌店，2007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5.6 亿元。

1995 年来到深圳的张忠平同样对

这座城市赞叹不已：“到深圳最先看到

的是深南大道，主路加辅路双向 10 车

道，中间的绿化隔离带比普通的公路

还宽，让人 立刻感到了深圳的与众不

同。第一次到沃尔玛也让我耳目一新，

从来没有见过那 么大的仓储式超市，

商品琳琅 满目，自由选购，感觉特别

棒。”

受益于优惠政策的不仅仅是城市

面貌，同样包括作为深圳经济支柱之

一的高新技术产业。

1991 年 5月，深 圳 市 委、市 政 府

颁布《 关于加快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

展的暂行规定》以后，深圳高新技术

产业进入 全面启动、发展 阶段。1998

年，深圳推出《 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俗称“22

条”。一系列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优 惠政 策的推出效果明显。1991年，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 22 .9 亿 元，

2005 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为 4885.26 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

口也高速增长，1992 年，出口额仅有

1.92 亿 美 元， 20 05 年 已达 到 471 亿

美元，占全市出口的 46.4% 。同时，孵

化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高新技术企

业和名牌产品。截至 20 05 年，全市从

事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骨干企

业有 1630 家，共研 究、开发和生产高

新技术产品 2713 种。此外，科技人才

队伍 规模扩大，结构趋于合理。截至

20 05 年，全市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

品企业的长期职工总数将近 70万人。

从“速度”向“和谐”“效益”转变

在取得辉煌 成就的同时，持续的

高速发展 也使深圳付出了沉 重代价。

截至 20 05 年，可建设用地只有 760 平

方公 里的深圳，500多平方公 里已经

竖起 了高楼 大 厦 ；仅 有 1952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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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面积却容纳了 1000 多万人口，人

口 密度居全国首位；各种资源供应趋

紧… … 深圳 经济特 区 成立 25周年前

夕，深圳市委市政府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坦言，深圳面临四个“难以为继”：

——土地、空间难以为继。剩余可

开发用地仅 2 67 平方公 里，按每年 12

至 13 平方公 里的土地利用速度，不到

20 年，深圳将无 地可用。

——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深圳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下降到 20 年前的

1/18，即使抽干东江水也无 法满足速

度模 式下的增长需要；作为一个能源

极度贫乏、外向依存度非常高的城市，

深圳经济发展所需的一次能源的全部

和主要二次能源从内陆或港口进入。

——人口重负难以为继。按照速度

模式，实现万亿元 G D P 需要更多的劳

动力投入，而已超过 10 00 万人口的深

圳已经不堪重负。

——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深圳的

环境容量已经严重透支，如不改变发

展模式，就会出现环境危机。

同 时，从 外部环境 来看，随着企

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经济特区的“最后

一项优惠政策”被终结。此外，近年

来，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

东北、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并在上

海浦东、天 津滨海、成渝、武汉城市

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设 立四个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以及在全国建立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等 120 多个。这些新“特区”大有后来

居上之势。在这样的态势下，深圳该何

去何从？

面对现实，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了

抉择。在 2005 年 1月召开的深圳市委

三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上，深圳

第一次明确提出 ：下决心实现从“速度

深圳”到“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

历史性跃进。

为了打造“效 益深圳”，深圳主动

请“退”，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

间表从 2 0 0 5 年推迟至 2 010 年，并按

照科 学发展 观的要求对原有的指标

体系进行调整、充实。20 0 6 年，率先

在全国推出“效 益深圳”统计指标体

系，由“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 益”、“人的发展”等四个方面 20

项指标和效 益指数构成，改 变了长期

以来单纯以 G D P 数字为 刻度的统计

模式。

发展思路的转变在深圳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措施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据深圳市财

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财政

对自主创新的支持重点已经由产业、企

业层面向增强基础能力建设、改善创

新环境等市场失灵方面转变。首先，加

强基础创新能力建设。针对深圳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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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院所，源头创新能力和应用

基础研究能力不足的现状，截至 2006

年，市财政投入 1.8 亿 元分别与清华

大学合作创办了深圳清华研究院，与

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建立深

港产学研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

作建立了深圳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院；

投入 1.1亿元建立 30 多个重点实验室，

以应用开发为主，为 深圳科技发展、

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提供服务。鼓

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国家重

大科 技专项、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等建设任务，凡

在深圳建设 实施的，财政予以配套支

持。其次，改善投融资环境。分 阶段

投资 30 亿元设 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

资金，培育种子期和起步期的创业企

业成长；筹集 10 亿元用于中小企业再

担保和企业集合发债工作；为满足企

业的大额中长期贷款需求，出台了增信

计划，由企业互保金、政府风险补偿

金和银行资金共同承担风险和损失，

其中政府风险补偿金 10 亿元，目前已

经审核通过了 20 多亿 元 贷款。再次，

针对土地资源匮乏的现状，启动了创

新型产业用房建设方案，由政府和社

会 共同出资，200 8 年到 2010 年建 成

500 万—600 万平方米的产业用房，出

售或出租给高新技术企业。最后，搭

建公 共服务平台。包括为高新技术产

业创新人才提供廉价或免费的人 才公

寓；支持建立了 5 个行业聚 集基 地，

设立公 共服务平台。

同时，针对资源紧缺的现 状，深

圳选择了以资源的高效 利用和循环

利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增长模式。

20 0 6 年，深圳 市 委 市 政 府 作 出

了《 关于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决

定》，发布了《 深圳市全面推进循环经

济发展近期实施方案》和《 深圳市循

环经济“十一五”发展 规划》，建立了

绿色 G D P 核算体 系，并首次推出 41

项绿色经济考核指标体系。该体系以

“效益深圳”为核心，分为“宏观效益”、

“生态环境”、“创新动力”三大方面，

其中，人 均 G D P、万元 G D P 建设 用

地、万元 G D P 能耗等 12 项指标又是

核心指标。

财政部门 认 真 落 实市 委市 政 府

精 神，通 过合 理设 定资质门 槛，鼓

励 循环 企 业竞争；科 学采用协议 采

购，扩大 循环经济份 额 ；灵活 运用

采 购方 式，引导进入 政 府采购市场

等方 式 方 法，逐 步提 高政 府 采 购 中

符合 循 环 经济 要求的产 品比例，鼓

励 循环经济产品和企 业进入 政 府采

购领域。

近两年，深圳循环经济发展 成绩

喜人。据 统计，20 07 年，深 圳 的万 元

G D P 能耗在不 到全国平均水平一半

的基础上继续下降；万元 G D P 水耗下

降 7% ，相 当于 世界 平均水平的一半；

每平方公 里土地产出 G D P 达 3.46 亿

元 ，比上年 提高 0.4 8 亿 元。20 0 8 年，

深圳将万元 G D P 地耗、能耗、水耗下

降的预期目标确定为 10% 、2.75% 和

4% 。

在打造“效益深圳”的同时，“和谐

深圳”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作为经济特 区，深圳是全国最早

拥有外来劳务工的城市，现有外来工

达六七百万人。由于现有医疗险种缴

费较高、劳务工 收入较低、医疗费用

居高不下等因素，劳务工 面临的“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尤为严重。20 05 年，

深 圳在全国 率先建 立了专门 针对劳

务工 的医疗保险，劳务工 个人每月只

需缴 纳 4 元 就可参保。截 至 2008 年

6月，已有 480 多万劳务工 参保，得到

企 业、员工的好评。同时，被誉为“劳

务工保护神”的工伤保险在深圳基本

实现了全 覆盖，参保 人数突破 70 0 万

人 ，居全 国 之首。此 外，近年 来，深

圳不断健全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失

业人 员和外来工 提供免费的就 业服

务和技 能 培 训。社会 救 助体 系也逐

步 完善，自 1997 年 实施最 低 生活保

障制度以来 ，深圳先后 4 次调整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目前深圳最低 生活保

障标准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是最高的。

20 07 年，深圳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

了《 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主

要用于考核政府公 共财政的投向，考

核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效果。

在新的指标体系指引下，深圳不

断加大民生投入。据深圳市财政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20 07 年，教育支出达

到 8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2 % ；医

疗 卫 生支 出 24.4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4.9% ；社会 保 障 和就 业支 出 2 3.5

亿 元，比上年 增 长 20 % ；文化 事业

支 出 8.8 亿 元，比 上年 增 长 18.2 % 。

2 0 0 8 年前 四 个月，公 共安全，教育、

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以及交通

运输 等 民 生项 目支 出达 57.61 亿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3.72 % ，占总体支出

增支额的 26.21% 。

2008 年，深圳 将残疾 人 纳入 养

老保 险 范畴，这在全国尚属首例。同

时，采取先垫后补的形式，对 2.4万名

户籍困难残疾 人给 予每年逾 2000 万

元的社保补贴，在全国率先实现残疾

人参加社会保险“全覆盖”。

20 0 8 年 11 月 19 日，尘封 12 年的

广东经济特区工 作会议 在深圳重开。

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在会上表示，深

圳在未来 5 年内将按照建设 服务政

府、效 能政 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和廉洁政府的要求，转变职能、理顺

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到 2013

年比全国提前 7 年完成建立全新的公

共服务型政府。28 年前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路的深圳，2 8

年后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再次先

行先试。2 8 年来，深圳始终以特别之

为巩固着特别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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