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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深圳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经济特区研究的高校之一。
1983年，成口深圳人学特区经济研究所，1996年，更名为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
200l年正式组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并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这也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高校中唯一以研究经济特区为宗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进入21世纪，经济特区在我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现象，需要我们进
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我们将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坚持经济特区研究，更加注重内涵发展，更加注重
特色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提高，把经济特区研究从一种形式研究延伸到多种形式研究、从国内经济特
区研究延伸到国外经济特区研究，提升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开创经济
特区研究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把基地建设成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和较大影响的经济特区研究领域的重
要科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咨询服务中心和资料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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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进一步促进经济特区的研究，我们特主办了《中国经济特区研究》集刊。
    “经济特区”的名称是我国的首创，因为在我国建立经济特区之前，世界上还没有这个称呼。
然而，世界上经济特区问世和发展却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特别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经济特区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得到蓬勃发展，至今风靡不衰。
所谓经济特区，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划出一定的地域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更加开放的特殊政
策和特殊管理体制，以此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的特殊区域。
从世界和我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情况看，经济特区主要有五种发展模式：（1）贸易型经济特区，如自
由港、自由贸易区等；（2）工贸型经济特区，如出口加工区、自由工业区、保税区等；（3）科技型
经济特区，如科学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4）综合型经济特区，如中国的深圳、巴西马瑙
斯自由贸易区等；（5）跨境型经济特区，如欧盟、东盟等。
就整个中国内地而言，除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上海浦东、天津滨海7大综合性经济特
区以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设立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设立了15
个国家级保税区，自2000年后设立了59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2005年来又设立7个国家级保税港区。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特区已从一种形式到多种形式，从沿海到内陆，甚至西安、成都、乌鲁木齐等
内陆和边远地区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经济特区。
过去我们一谈到经济特区，就是指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冠名为“经济特区”的5个经济特
区，而其他更具有经济特区属性的各类经济特区则排除在外，这未免太“机械”了。
实际上世界经济特区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中国内地几乎具有经济特区的所有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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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易明，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方向
带头人，深圳市政府软科学专家委员会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
主持或承担过研究课题35项，正在主持教育部与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开放条件
下泛珠三角地区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竞争力研究。
近年来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教育部课题），“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源供给研究”（
教育部课题），“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研究”（广东省重点学科重点课题），“高技术产业的内部结
构对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广东省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世界国有经济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平等—
—效率的替代与选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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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转型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　中国所有制改革对效率改进的贡献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发展与调整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贫困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论
国有控股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　中国地区间互作、人力资本、技术扩散与技术进步中国经济特区改革
与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研究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科学发展观在深圳的实践　老特区新构想　论中国对外开放的递进　中国西部成都都市圈的经济集聚
和外向功能效应研究　服务外包的本质及形成机理研究体制借鉴与区域合作研究　借鉴香港体制优势
，完善社会基础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崛起对东亚地缘经济的影响　深港金融合作：理念、定位和路径
　深港合作：发展历程与总体评述　试论“c>2+2+1：珠江口—粤港澳发展湾区”  ——全球化区域协
作时代的一个“东亚发展范式”体制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　日本地方自治体的财政改革及其现状  —
—基于制定“关于地方公共团体财政健全化法律”和“三位一体”的改革回顾　中俄经济体制转轨的
成效比较及其启示　日本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构造和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比较后记：关于《中国
经济特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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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经济转型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林毅夫（世界银行 纽约）摘要：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
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并不具有自生能力。
当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忽视这一现实时，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可能出现有“休克”、无“疗法
”的尴尬局面。
为此，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变量不仅
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
这样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明晰其经济职能，避免继续采用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
企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能稳定、快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
关键词：自生能力 转型经济 现代经济学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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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致力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与
发展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学位培养单位。
其前身是于1983年成立的深圳大学特区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为著名经济学家、深圳大学原副校长方
生教授。
中心长期坚持中外经济特区、深圳与珠三角经济、港澳台经济三个方向的研究。
中心创办和发起了“中国经济特区论坛”、“中国经济特区研究工作联席会议”等重要学术交流活动
，已取得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机构。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是由我中心主办、定期出版的理论刊物，着重反映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中国经
济特区建没的重大理沦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
本刊主要栏目有特约专稿、热点探讨、比较与借鉴、专题综述（或调研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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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08年第1期)》着重反映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中国经济特区建没的重大理沦与现
实问题的研究成果。
本刊主要栏目有特约专稿、热点探讨、比较与借鉴、专题综述（或调研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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