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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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贤语：“三十而立。
”30年中，特区在争议声里昂然前行，以速度迅捷与财富累积彰显优势。
30年之后，昔日之茁壮少年已成长为成熟稳重的青年，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注重社会综合协调发展
成为摆在特区建设者面前新的课题。
年岁的增加给了我们盘点的机会，角色的转换更需我们多加理性审视。
回顾30年来之成就与缺陷，斟酌当下纠结之矛盾与困境，对于特区而言，此种反思与审视，大有裨益
。
30年历程，固非一帆风顺，个中甘苦，非回顾，无以显其曲折与别致，面对当今，则无从知晓成就与
困顿之所由来。
“疏通知远，书教也”，贯通30年历史，恰可观其中之丰赡与缺漏，正可作今天与明日之风帆。
而此举，于深圳大学，更是当仁不让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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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各特区、开发区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力图准确、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对所有资料
的来源都进行了再次核实与确定，以更好地符合学术规范。
《史要》对每一个特区和开发区都增加了一个概括性的整体描述，这不仅有利于读者把握各特区、开
发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特点、特征，同时也赋予历史的研究基于史料而又超越史料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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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一桃，1958年4月生于哈尔滨，1987年考取上海财经大学[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从师
于著名学者寄窗生，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4年7月调入深圳大学曾任深圳大学经济系主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委书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现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兼任武汉大学社会保障中心
研究员、博士生指导教师；[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职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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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深圳市妇联第三届执委；深圳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
1997年被评为深圳市优秀社会工作者；1998年被评为深圳市优秀主任；2000年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教师
。
　　鲁志国，男，浙江舟山人，经济学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现为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深圳大学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委员，政治经济学专业博
士生导师，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广东经济学会理事。
主讲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学、投资环境分析（研究生），获得深
圳大学首届和第二届本科优秀课堂教学一等奖。
长期致力于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专著及合作完成学术著作（教
材）10部，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CSSCI、新华网全文转载或索引。
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及深圳市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等纵向科研课
题6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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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宝安县的行政隶属关系多次变动，1949年属东江专员公署管辖
，1952年属粤中行政公署，此后曾分属惠阳专区和佛山专区管辖，1963-1979年属惠阳地区管辖。
经济发展是以农业为主，自给和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整整30年的改造、调整、巩
固和瓦解的历史过程。
　　20世纪50年代初，在完成农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宝安县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到195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3008万元，粮食播种面积为775666亩，总产量达到1540763担（平均
亩产量413斤），比1952年增加24.6％。
其中稻谷总产量达1429208担，平均亩产量219斤。
全县种植荔枝8550亩，当年产量为6.5万担。
从1967年起，宝安县每年上交国家商品粮都是1亿多斤，人均上交400余斤，高于珠三角各县，是广东
粤东地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主要农作物为水稻、花生、大豆、蔬菜、蚝、荔枝等。
1979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为：稻谷127559吨，薯类4285吨，花生6877吨，蔬菜8639吨，水果2401吨，
牛25633头，生猪存栏11.69万头。
主要海产品产量为：海水产品6068吨，淡水产品971吨。
　　特区建立前夕，宝安县的工业基础相当脆弱，根据《宝安县志》记载，1978年全县的工业企业，
省属5个，市属1个，县属266个，镇属60个，村属185个，其中轻工业为242个，重工业为30个，全民所
有制27个，集体所有制245个，基本属于封闭型的县镇工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大部分为农机厂、
石灰厂、砖厂等与农业配套的粗加工型小厂，仅能生产化肥、小农具等初级产品。
1979年，主要工业产品为：发电量609万千瓦／时，水泥2.15万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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