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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伟大历程。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充分发挥了&ldquo;
试验田&rdquo;、&ldquo;窗口&rdquo;和&ldquo;示范区&rdquo;作用。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认真研究总结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改革
开放重要意义的认识，对于全省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促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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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5年轻工业总产值达到4.72亿元（1957年不变价），比1957年增长了80％；全省有60个主要轻工
产品保持或赶上全国先进水平。
　  第三个阶段是&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1966-1978年）。
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广东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打击，国民经济比例再次严重失调。
不少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生产紊乱，建设比例失调，流通、分配等领域出现混乱现象。
广东的对外贸易遭受严重破坏，出口曾经大幅下降，此后起伏徘徊，发展缓慢。
广东的农业生产也受到第二次严重的挫折，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又被放弃，农村经济处于徘徊不
前的状态。
　  在动荡的十年中，广东并不受全国重视。
1960年中苏分裂以及对越战争期间，由于担心沿海地区受到攻击，广东的处境艰难。
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所有的投资都集中于偏远&ldquo;三线&rdquo;地区，广东作为最容易暴露的
前沿，不仅得不到投资，而且部分工厂变迁内地，部分搬迁到韶关等地。
为突出&ldquo;三线&rdquo;建设，广东工业实行&ldquo;山、散、洞&rdquo;战略，在韶关、梅县、肇庆
等地建立了一批&ldquo;小三线&rdquo;厂。
这些企业虽然在省内，由于贯彻&ldquo;三边&rdquo;（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做法、供应线较长
，生产和职工生活均受到极大的影响。
　  （四）改革开放30年，广东迅速崛起：1978年至今　  经历了&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人们产生
了改革的渴望，外界的成就促成了改革开放的产生（傅高义，1990）。
在&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期间，中国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人们相信制度的优越性，到了1976年，人们不再这样想了，准备改革。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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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舒元，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副主席，经济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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