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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一套“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是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组为了学科建设而创作的学术专著
。
它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博士研究生的文化视野。
陶一桃教授主编的这本书是丛书的第四部。
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业来讲，根本目的更在于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在如何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丛书在引证中强调：其一，早在1874年，清末有识之士，曾经担任清廷
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未，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未在商贾。
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
，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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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她标志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型的开始，标志着国门的开放，标志着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
可以说，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创立市场经济的绿洲
开始的。
深圳作为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凭借着地位优势（毗邻香港）首先成了这块绿洲。
建立特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打破了传统体制的一般均衡状态，而且还使非均衡的社会变革成为最佳
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如果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那么普遍存在着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
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则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严重的社会资源约束。
建立特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仅大大减少了在传统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制
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传统体制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的风
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期内就能迅速显现出来，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研究特区，当我们把非均衡增长引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特
区就不仅仅是特殊政策，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的模式与路径。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特区还要“特”下去，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应该理解为对中国社
会制度变迁模式和路径的认同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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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8年生于哈尔滨，1987年考取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从师于著名学者
胡寄窗，1989获博士学位。
1994年调人深圳大学，曾任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经济学院院长。
现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思
想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社科联第五届委员；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资本论》研究会副
会长；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深圳市妇联第三届执委。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评述》（2001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文化论》
（2000年，中国冶金工业出版社）、《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演进》（200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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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月1日周溪舞副市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指出深圳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外向型经济将提高到新水平。
1月3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中顾委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于老对深圳特区去年经济的发展情况表示高兴。
结合深圳的实际，他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深圳特区要建立科学的统计体系。
于光远说，要研究深圳特区的发展，就要建立一整套能够更好地表现特区发展的统计指标，更善于运
用各种指标说明各方面问题。
例如GDP这项指标，对深圳市是有意义的，它能说明这个地区的繁荣程度，但并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
利益。
由于深圳这个地区不同于香港，在深圳有必要统计GNP，即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还
要考察GNP这项指标。
但是，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统计指标并不容易。
于光远建议特区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请国内专家咨询，办法是可以先提出一批统计项目，然后
确定新的统计方法，逐步使特区的统计工作科学化。
第二，要深入地研究竞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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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参与《年谱》编写的是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们。
他们与深圳这座城市一样年轻，并与这座城市一样充满着青春活力和探索精神。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凭借着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学习与提高，排除了资料收集过程中
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很好地完成了资料的收集与梳理，并尽可能地以真实、详尽的史料记载、回忆、
还原深圳发展的历程和前进的足迹。
在这里，我要感谢同学们的努力，感谢他们踏实的治学态度，感谢他们勤奋的工作精神，甚至感谢他
们时而出现的拖拉与马虎。
或许教学相长更在于专业知识以外的收获，如果说经历是人生的课堂，那么问题则是最有启发意义的
老师。
人不仅可以从经历中收获人生，而且还能从问题中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要感谢的同学们是：许志成同学，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他负责的是1978～1988年的资料收集、整理与撰写工作。
在《年谱》完成的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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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圳经济特区年谱(1978-2007)》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圳经济特区年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