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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特区创办30周年。
相隔有岁，但特区之建立与改革开放之推行有如孪生弟兄，相继着力，共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
若言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自改革开放始，其坚实之第一步，则从建立经济特区起。
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以非凡勇气建立经济特区，30年过去，如今各级各类经济开发区已遍地开花
，与当年的先行者——经济特区一道，映射中国经济发展之跫然足音。
其中，尤以深圳经济特区最具代表性。
特区的价值难以尽数，最重要莫过于其试验性。
“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之变革无法在电脑上模拟，任何不慎都可能导致不菲的代价。
特区之试验性，上至决策者的政令，下至创业者们义无反顾地“南下”，热血满腔，而前途难知。
所幸家国有幸，大事得成。
今日，经济特区的建设已是成绩斐然，堪称伟业。
凡此种种，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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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深圳经济特区的确立，行政体制、干部制度、社区治理、基层民主、公民参与、党的建设，以
及政治体制改革等八个维度，对深圳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重要事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透视深圳政治发展三十年的历程，有助于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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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乡镇长选举改革发生的宏观背景上看，与近20年村民委员会选举所奠定的社会基础和经验积累
不无关系。
村委会选举唤醒了中国农民的选举意识，提高了其政治参与的技能。
村委会选举积累的选举经验，培育的选举技能，都为乡镇长选举改革提供了基础条件。
不少地方干部和农村居民在提名、投票、选票设计、秘密投票等各个环节都已经有非常熟练，甚至能
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设计出很多新的方法。
村委会选举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村委会干部的程序合法性基础，也推动了中国决策层探索开放乡镇选举
改革的可能。
　　大鹏镇长的直选实验，与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改革一样，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基层民主选举的重要
案例。
此前，我国基层民主一直限于农村村委会和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层级。
自从将直选方法引入乡镇长的换届选举之后，我国的基层民主还是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层次上升到基
层政权.大鹏镇长的“三轮两票制”不是简单的直接选举，而是先由选民直接选出镇长候选人，再由镇
人民代表大会最终选出镇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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