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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试图以经济特区的设立、发展和逐步与其他地区趋同化的历史变革
为线索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和遵循的模式，阐述经济特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主要关
注的的是国际因素如何从“外生变量”转变成“内生变量”，从而促进了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嬗变和
制度变革。
经济特区的政治效应还体现在它是国家创亲的的“试验田”以及由此带来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
应”上，也许还可以说经济特区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
因此，与关注经济特区的经济效应研究不同，我们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特区，也就是经
济特区的“政治溢出”效应。
这些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研究的视角是从经济特区的构想、建立、发展到示范效应的扩散，从中折射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传统封闭的社会向现代开放的社会转变的历程，在其中探索政治层面发生
的变革。
因此，本书属于中观层面的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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