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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区再出发:而立之年论珠海特区》介绍了珠海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珠港澳、珠中江区域合作等。
在深入总结珠江经济特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描述了经济特区的新使命和今后发展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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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济特区现代化的生态之路 珠海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珠海生态与经济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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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邓小平的经济特区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
邓小平的特区建设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
理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
 一、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的经济特区建设思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世
界各种模式的特区的经验而创造起来的，它经历了探索、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第一阶段，从1978年春至1980年8月，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酝酿、探索和决策的阶段。
 1978年春夏间，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扭转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积极探索发展经济的路子。
他和党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和考察组，赴日本、港澳、东欧和西欧5国访问和考察，决心打破闭
关自守或半自守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
出访前，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作了具体布置；出访后，他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并以其战略
家的头脑和目光，作出决策：一是引进这件事要做；二是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
取时间。
邓小平还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对如何发展外
贸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这年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务虚会，重点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
会议强调放手利用外国的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最后，党中央和邓小平郑重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中央和邓小平要求广东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
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工作。
为此，广东省于同年6月下旬提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
随后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并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和
批准。
 这年10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同意国家交通部《关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请示报告》。
据此，交通部和广东省商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负责人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
施，并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的场所，按照国际惯例
，创办贸易合作区。
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
究竟是办贸易合作区，还是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
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
“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以“杀”字来形容试办特区，令人发聋振聩。
这一方面显示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豪情气概，另一方面也显示试办
特区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只有前仆后继，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把特区办好。
 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
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的结果。
 首先，邓小平研究了中国国情，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
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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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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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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