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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金心异相交已近10年。
每隔一段到金心异的博客上去看他的博文已经成了一个习惯。
虽然不常见面，也不常通电话，每隔一段时间，互通短信也已经是一个习惯。
今年3月中旬，我收到了金心异电邮来的《深圳模式》（注：出版时改为《深圳转型》）的书稿，因
为当时正在准备参加夏威夷美国东西方中心成立60周年的系列学术讨论会之“关于不确定经济条件下
城市发展”论坛的——演讲，深圳作为亚洲新兴城市受邀参加，我立刻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书稿，
对于金心异所言，本书在国内首个提出“深圳模式”，揭示在后特区时代，深圳为中国作出了哪些贡
献，印象深刻。
在以后的日子，他又出访美国，并在国内云游，期间见过，但始终没有机会就“深圳模式”进行讨论
。
8月初，接到金心异的短信，希望我能够为《深圳模式》一书写个序言。
从内心感受而言，金心异是给了我一个对他表示尊重与感谢的机会。
过去几年我曾经不断地请他给予帮助，比较主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2004年8月深圳处在“以外修带内
修”的敏感时刻。
“外修”是推行整治临时违法建筑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梳理行动”，“内修”则是借这场声势浩
大的城市整治行动来提振公务员队伍的士气。
此时，网络上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学者对贫民窟合法权利的讨论，以及依据专家关于贫民窟合法权利
观点对深圳政府整治行动合法性的质疑甚至是激烈批评。
作为当年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几个月以前我曾请综合开发院的副院长郭万达就贫民窟与非法棚户区的
法律差异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很快即为《新华文摘》转载，显示出有很高的研
究水平，同时也表明深圳正在做的事情具有广泛的理论及高层决策意义。
不过这一成果在网络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使我萌生了与金心异合作的念头。
最初我不过是想将学者的学术论文网文化而已，不过和金心异深谈之后，我才发现优秀的网文绝不是
以“通俗”二字来概括的。
金心异最初对我的建议很不以为然，除了他对政府的做法不理解外，更主要是他不愿意去做给政府形
象贴金的事情。
我们谈了很久，他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完整与清晰的决策过程与依据；二是
政府有关部门不预设结论；三是金心异文责自负，没有政府部门审定程序。
若我能答应就可合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答应了他的条件，而这也就成了日后我们多次合作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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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心异最初对我的建议很不以为然，除了他对政府的做法不理解外，更主要是他不愿意去做给政
府形象贴金的事情。
我们谈了很久，他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完整与清晰的决策过程与依据；二是
政府有关部门不预设结论；三是金心异文责自负，没有政府部门审定程序。
若我能答应就可合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答应了他的条件，而这也就成了日后我们多次合作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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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心异，网名，原名金城，现为《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兼深商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致公党深圳市
委委员、参政议政工委副主任、深圳市政协委员。
因特虎网络“三剑客”之一。
主编“民间版深圳蓝皮书”，致力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深港城市竞争力和珠三角区域产业经济研究
。
在近年广东网络问政议政的大潮中，是理性问政的代表者之一。
2003年以网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
》蜚声南粤，2008年发表《南粤十一问》，成为著名的“岭南十拍”中的第一拍，《广东区域统筹发
展要有新思维》一文获得广东省委省政府“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征文一等奖，2008、2009年
两度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友及社会人士的座谈会，并荣膺2009年深圳“
年度意见领袖”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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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第一章 没有谁能抛弃深圳有人认为自1994年胡鞍钢与厉有为掀起“特区不特”之争论开始，深圳
特区其实已名存实亡；有人认为1997年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深圳完成帮助香港平稳过渡后。
深圳在中国版图上的政治地位就开始走下坡路；有人则认为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完成全面对外开
放后，所谓经济特区的存在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唱衰之声四起，深圳你将被谁抛弃?第一节 后特区时代
的来临第二节 1996-1998年，深圳跌落凡间了吗厉、胡之争开了个很不好的头1997香港回归深港关系受
抑制吗第三节 1999-2002年，深圳沉沦央行深圳特区分行降格为中心支行深交所停发新股沉重打击深圳
“四大金刚”迁出传言风声鹤唳第四节 “抛弃论”笼罩深圳第五节 2003-2007年，触底反弹了吗CEPA
是中央香港政策调整的重大信号温家宝听见了深圳的哀怨“一行三会”恢复深圳级别待遇中小企业板
恢复深交所融资功能深港结成战略联盟共建国际大都会深圳在全国高速铁路网中取得应有地位“深港
创新圈”计划获国家支持深圳获得“大运会”主办权第六节 2008-2009年，深圳回到前台第七节 深圳
没有自暴自弃第二章 科学发展的深圳模式据观察，中国出现了三种市场经济的苗头：一种叫权贵(或
日官僚的、裙带的)市场经济，一种叫买办市场经济，一种叫本土民本的自由市场经济。
如果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框架下来看，深圳的本土民本、自主创新模式，正是引领中国转型的那个
所谓“起于青萍之末”的南风。
第一节 未来30年是中国转型关键期第二节 为什么需要“整理十年美国“进步运动”的镜鉴中国的“镀
金时代第三节 《珠纲要》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第四节 科学发展观的“深圳印证第三章 深圳的三次产业
转型深圳这个城市产业体，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已然经历了两次成功的产业转型，并正在进行第三
次产业转型。
虽然每一次转型都显得惊惶失措、不知何所之，但都涉险过关，更上一层楼。
第一节 深圳的第一次产业转型第二节 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第三节 深圳的第三次产业转型第四节 深
圳的产业格局从三大到四大支柱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在国内具有优势地位十大传统制造业如何升级三大
适度重型化产业三大新兴主导产业的确立第五节 外源型诱发内源型第六节 国有、民营与外资的三方
平衡外资由制造业渐转向服务业民营资本是深圳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深圳地方国资控制市政公用设施
深圳是央企的“风水宝地驻香港央企在深圳表现最佳深圳原本土居民集体资本去向不明深圳的“国进
民退”第七节 深圳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及失去有效性第八节 深圳的产业用地问题深圳工业用地渐耗渐
少旧工业区改造考验政府的政经智慧确保产业升级用地是深圳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住宅用地的供给也事
关深圳产业未来格局生态用地和公共服务用地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四章 区域创新体系：深圳的新奶酪
深圳的哪些经验是不同于上海、北京、广州、香港这些城市的。
属于自己独有创造的，对国家作出的特别贡献?深圳的产业体系里面，有哪些不是受香港的辐射或随香
港产业北迁而来，而是由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发展出来的?那就是自主创新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
第一节 创新型国家与创新型城市建设第二节 深圳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经验第三节 中国最引人注目的
民营科技企业群体第四节 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驱动力赛格驱动时代华为驱动时代腾讯驱动时代市场驱
动力与政府驱动力第五节 深圳高新区的升级换代深圳高新区是中国最成功的高新区之一深圳高新区必
须转型升级不做制造做什么深圳高新区扩容和二次创业⋯⋯第五章 中国急速城市化的深圳标本第六章
城市治理模式的革命第七章 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八章 香港+深圳：升级中国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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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之所以常说20世纪90年代市委书记李灏为深圳成为一个重要城市奠定了基础，除了他主导建设了
深圳机场、深圳港等重要城市基础设施外，还包括他推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业基础，并为深圳成
为一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创造了条件，在他任内，创建了证券交易所、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一系列金
融市场，创办了深圳发展银行、深圳特区证券等一系列金融企业，主导了深圳企业股份化改制第一次
浪潮。
而其中1991年正式获准出生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后来成为整个深圳金融体系的核心。
短短的不足10年时间，金融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一起，迅速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第二次产业
转型的重要成果。
1999年末，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3.2 %，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一起被列为深
圳的三大支柱产业。
然而1999年到2002年间，深圳金融体系迭遭来自政策方面的重创。
央行深圳特区分行降格为中心支行1998年底，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央行对管理体制进行重
大改革，根据地域关联性、经济金融总量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广
州、西安、成都、沈阳等建立了九个大区行和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作为央
行的派出机构。
大区行制度正式确立。
此政策的用意是打破地方政府对央行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挟持，令央行可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可以说
这一出发点是符合央行的角色转变和需要的，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但是这一决策却重创了深圳，金融界的人士应该很清楚深圳金融业务规模之大，与整个广东省差不多
相当，更超过类似西北（央行西安分行）或东北数省（央行沈阳分行）的规模，更不要说央行重庆营
业管理部所管辖的范围了。
一方面说这样的大区分行的设置是尊重市场经济，一方面却仍以行政中心作为大区分行所在地，深圳
因此被降级为中心支行，其地位仅与银川、西宁等中小城市相类似。
原央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在级别上与省级分行相当，并具有一般省级分行不具备的改革创新功能，贡
献了许多试验和创新经验。
现在降格为中心支行以后，不但被扼杀了创新的功能，连很多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正常的业务，也都必
须经过广州分行，而广州市和深圳市又在金融业务上有着竞争关系，这样的结果对深圳意味着失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继央行大区分行改革蔑视深圳之后，接下来受挫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人一向视深交所为自己金融体系的核心，但这一核心在2001年之后也岌岌可危。
深交所停炭新股沉重打击深圳2000年，中国政府希望模仿纳斯达克模式设立中国内地的创业板，深圳
证券交易所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并且打算以放弃主板发展的代价来获得设立创业板的机会。
但是在2001年深交所停发A股（IPO）之后（2000年9月15日，中联重科在深交所上网发行后，深交所已
停止在主板市场新股发行），创业板却迟迟不能决策上马，这使得本来有望成为一个重大政策利好的
消息越来越变得像是利空。
停发新股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国信证券200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停发新股对深圳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对策建议》说，自从2000年10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新股发行（IPO）及上市被停止后，大量资金就掉头而去，源源北流上海。
这幅资金流失的图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一级市场，另一个是二级市场。
从2000年10月份到2002年5月份的20个月中，按照0.5 的比例估算，深市平均流失冻结资金数量最高达
到4500亿元以上，最少也有1660亿元，平均每个月流失冻结资金数量则为2830亿元之巨。
1997年和1999年，深市A股IPO募集资金占A股IPO募集资金比例都超过50%，停发新股当年就对募集资
金产生显著影响，所占比例迅速下降到26.2 %。
这个数字意味着，少筹资规模累计已经达到666.1 1亿元，相当于1998～2000年深市A股吸纳资金的总额
。
在停止IP0前的21个月份，深市累计上市新股成交贡献一直领先于沪市，停止IPO之后，形势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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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02年10月，沪市累计上市新股成交贡献已经达到41.8 2%，比深市停止IPO前沪市累计上市新股
成交贡献的19.8 6%增加110%以上，而同期深市累计上市新股成交贡献还不到4%。
证券同业资金是深圳银行系统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停发新股后，已从1999年12月到2001年4月间月
均1000亿元的历史高点，降至2002年10月的400亿元左右。
截至2001年底，深圳银行系统同业存款余额减少了800亿元左右。
2001年后设立的基金公司除一家落户广州外，全部落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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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遇到。
深圳的转型或许将再次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
　　——美国《时代》周刊深圳是我国的先行地区，深圳的实践、深圳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
均走在全国前面。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深圳最重要的经验是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并逐步形
成内生性的创新优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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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圳转型:城市治理模式的革命》：详实的例证客观的评价，来自民间智囊独特的观察，洞悉深圳的
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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