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道路上袁 产生了具有

重要意义的经济特区现象遥 中国经济特区的独特性

本质上源于设立特区的出发点 渊起点于计划体制冤尧
基本动机渊以探索经济体制尧发展路径为根本意图冤
和内涵渊经济特区虽然以经济尧社会尧制度建设为主

体袁 但也包括行政体制尧 文化改革与社会建设等内

容冤遥由此形成了经济特区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上具有

率先性渊体制尧机制冤尧在功能上具有试验性渊经济制

度的试验场冤袁因而是制度性的试验区遥 虽然在中国

出现经济特区现象仅有 30 年历史袁但却经历了明显

而快速的发展演化过程袁 表现为在空间区域的选择

上袁 由合作目标导向要区域发展带动导向要发展问

题导向曰在期望功能的设定上袁由全局性要战略区域

性要特定局部性曰从本质内涵上袁由制度试验要综合

实践要路径探索[1]遥 任何时期的经济特区袁开放是共

有的根本策略与关键路径袁 经过不同时代经济特区

的实践袁 形成具有广泛启示意义的中国经济特区开

放发展范式袁这种范式同样对野一带一路冶国家具有

启示价值遥

一尧探寻目标经济体制和
发展路径是两大任务

中国经济特区以制度改革试验为主要使命袁围
绕中国发展的两个重大问题进行着实践和探索尧寻
找答案遥

渊一冤探索如何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目标体制

制度变革的任务是通过推进制度演进袁实现新的

制度均衡遥在由旧的非均衡制度到新的均衡制度过程

中创生发展新动力袁由此推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遥 深

圳新旧体制的替换是通过一系列行动产生的袁 比如院
国有土地使用拍卖交易曰 比如 野放权让利冶尧野引进外

资冶尧野价格改革冶尧野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冶等新体制的建

立袁等等袁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围绕资本和劳动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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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素展开遥劳动力在企业组织中的地位与身份的变

化和由此变化带来的野自由权利冶是制度改革的关键

效应袁仅深圳土地制度一项变革就能创造出奇迹来遥
对于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改革袁 可以有这样的结

论院一是从生产者角度袁以建立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要

素的新制度为实质内容袁 释放旧体制对资本与劳动

力要素的束缚袁形成明确的资本尧土地尧劳动尧管理等

权利主体袁创造出对要素所有者的激励遥正是这一激

励的存在袁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才可能发生曰二
是价格体制改革加上市场交易体系的建立袁 使得要

素和商品的交易成为可能遥 当利于社会财富创造的

价格和交易制度建立起来后袁 市场经济便可运行起

来遥 所以袁要素的产权主体确立和市场交易体系渊包
括有形场所与无形交易市场冤 一起就构成了中国市

场经济的基本框架遥

渊二冤探索如何实现由增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

路径

在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使命即将完成之际袁
寻找新增长动力袁顺利地跨越野中等发展陷阱冶是中

国面临的新问题遥 经济特区的有效实践产生的由增

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路径对中国应对转型问题具有

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袁 这样的价值源于由经济增

长向发展的内涵转变:
1.由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的转变

推进社会发展首先需要为实现社会与经济平衡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袁这是必须的制度变革过程遥从中

国的改革历程看来袁 不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

农村体制变革袁还是其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袁其基

本的目标均是创造效率袁通过效率提升财富水平袁因
此袁这样的改革是野效率导向冶的制度变革袁制度被

野内生化冶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遥 新一时期经济特区

的改革则需要首先关注社会发展过程袁是一次野公平

导向冶的体制变迁过程袁新制度必须被野内生化冶在社

会发展过程里袁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2.由经济增长到增长质量的转变

由经济增长到增长质量的转变袁 其基本点在于

通过制度变革袁改变资源利用方法袁提升利用效率袁
转变增长方式袁走科学发展道路袁以缓解资源供给的

日益稀缺与需求量迅速上升二者的矛盾遥
3.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转变

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转变袁 即是注重区

域之间发展的协调和区域内不同领域之间的协调遥
前者的本质内涵在于通过区域间的经济要素重组实

现发展整合袁后者则以社会尧经济尧文化尧环境的发展

协调为主要内容遥

二尧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

制约经济体起飞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资本与市

场袁这是在给定经济制度下的情形遥资本稀缺使得劳

动力资源和土地空间显得相对丰富袁 甚至是极其丰

富袁表现为土地价值和劳动生产力低下袁这是发展经

济学理论表述的劳动力数量无限供给的情形遥 实际

上袁土地资源也接近于无限供给的状况遥
资本尧 土地和劳动力数量间的严重失调使得经

济活动强度低下袁甚至难以发生袁不论是劳动者还是

土地所有者都处于贫困境地遥 例如私有制下出现少

数资本拥有者的高度富有和社会大面积赤贫两种现

象的共存袁印度等南亚国家就是如此遥
市场缺乏是落后国家普遍面临的另一重要制约

因素袁这往往与资本约束紧密相联系袁二者间存在着

这样的关系院资本稀缺决定了经济活跃程度低袁进而

社会的收入水平低袁市场需求受阻遥如此引起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滞缓现象的普遍存在遥
起飞前的中国情形更为复杂遥资本不足尧市场制

约和经济制度落后袁是经济起飞的三个阻碍因素遥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对解决资本和市场问题产生强大的

掣肘作用袁成为克服资本尧市场问题的制度障碍袁因
此中国需要首先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遥

经济特区通过开放策略同时解决了资本要素和

有效经济制度供给不足两个问题袁 从长期落后的困

境中走了出来遥 中国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开启经

济起飞的基本逻辑是院
第一袁创造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院制度条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将一个国家的经济

增长定义为生产经济产品的能力获得长期提升和制

度尧思想意识的调整[2]遥 这个定义有三层含义院国民

生产总值增长尧技术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形成尧具备

制度渊包括政治与法律制度尧经济体制尧经济结构等冤
和思想意识条件[3]遥 中国的起飞内涵并不完全如此袁
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革和经济规模的增长袁 经济

特区的发展就是佐证遥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源于野中
国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袁 体制和制度上不合理的

条条框框阻碍了中国进步冶的深刻而准确的判断[4]遥
这里所说的制度上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袁 就是指计划

经济制度袁 制度的改变不仅仅是指改革计划经济制

度下的不合理部分袁 更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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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建立遥
经济特区建立之初袁 普遍计划体制背景下的深

圳等经济特区向外开放袁成为对外开放野窗口冶遥信息

的内外交流是先于物质流动的遥 这里的信息流动包

括两种流向院一种是改革的信息流向海外尧首先是香

港和澳门地区遥 向外流动的改革讯息袁使海外资本尧
特别是华人资本具有了想象空间袁在观望尧吸收尧加
工尧风险评估后袁收益预期日渐形成袁成为后来资本

进入经济特区的巨大推力曰 另一种信息流动则是从

海外及香港尧澳门地区流向经济特区袁这就是市场知

识尧市场理念尧财富水平与财富分配噎噎等等遥野经济

特区的作用就在于在率先开放过程中袁 率先获得了

较为完全的制度信息遥 冶[4]袁新鲜制度信息渊与原来的

截然不同冤和有效性渊香港和澳门如此繁荣冤袁使这些

信息逐渐成为了关键发展动力遥
海外关于经济制度信息的高强度进入袁 创造了

经济特区经济起飞的野库兹涅茨条件冶遥由于观念尧知
识并不是制度袁它至多是制度的必要条件袁来自海外

的市场制度信息经过另外一个重要而艰难的过程即

改革演变成具有市场性质的野游戏规则冶遥显然袁经济

特区市场制度的创建过程是一个海外市场制度信

息尧知识尧理论的野内部化过程冶袁亦即改革过程遥这一

过程就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 野刺激要
反应机制冶的建立过程遥通过建立个人作为决策者的

刺激要反应机制[3]袁在利益的驱使和成本约束下袁人
们在不同的选择间进行抉择以获最大福利袁 逐步地

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遥
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过程是在市场制度信息尧

知识与原有计划体制的冲突尧矛盾之间发生的遥原有

制度和规则对新制度的高度不相容是改革过程发生

的根本原因遥 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将市场制度信息

内部化为新的经济制度袁 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新经济

制度的野拓荒者冶遥
第二袁 开放发展范式创造市场制度运行的基本

条件院市场企业

市场制度具有财富效率的本质原因是市场制度

的竞争属性袁 所以竞争才是经济发展能力的根本原

由遥 而自由企业是竞争的主体因素袁 这包括两重含

义院企业必须是自主的且有足够多的企业数量遥企业

性质即公有与私有是计划与计划经济的重要差别袁
大比例的计划企业会野挤出冶竞争机制袁缺乏财富效

率遥另一种情形是袁因为垄断或者因为资源禀赋条件

严重不足引起企业数量不足时袁 市场制度的效率也

会大打折扣袁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同样低下袁这也正是

一些国家虽然是市场体制但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的

原因遥
经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解决了市场企业的问

题遥 比如袁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第一年间袁营业的外

商协议投资数量增长 91%袁协议投资金额年度增长

218%袁而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额度则增长了 242%遥
企业数量大量增加袁由 517 家增到 16136 家遥 另外袁
在全部 16136 企业中袁大型企业仅 71 个袁 99%的企

业为中小规模袁其竞争性可见一斑遥不同性质企业开

始大量出现袁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者群体袁竞争机制

由此建立遥
对于以制度试验为重要使命的经济特区而言袁

企业性质与企业数量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袁 也是

经济制度试验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检验尺度遥 开放

路径带来的市场主体变化袁 是经济特区成为中国经

济制度现代化中先行者的其中一个重要体现遥
第三袁开放发展范式创造经济起飞必备条件院资

本

外资流入资本数量增加尧 特别是在短期内迅速

增长袁就业机会突发式增加袁劳动力需求高速递增袁
跨区域流动产生袁特别是源于农村的流动袁劳动力收

入因此大幅度增长遥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吸引境外资本

流入袁 同时境内民间收入的资本化过程得以开展袁外
资利润与民间收入的资本化袁 资本积累快速形成袁中
国经济特区因此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关键条件要要要资

本遥
经济特区突破起飞的资本困境的特有模式与西

方解释封闭国际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起飞的 野费要拉

尼斯模式冶譹訛形成区别遥 中国经济特区起飞模式的要

义在于起飞时期外源资本的重要作用袁由此形成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初始推动力量袁进一步与内生资本

一起成为经济特区资本要素的野双重积累冶现象遥
第四袁开放发展范式创造市场空间

消费潜力大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是落后经济体

长期存在的现象遥 消费数量与消费层次制约经济起

飞袁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遥开放发展范式具有促进

经济发展的两种效应袁 即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结构

效应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为经济起飞提供动力袁通过

市场结构效应带动技术结构水平提升遥
历史数据是袁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出口仅有

0.17 亿美元袁1990 年为 81.52 亿美元袁1997 年则是

256.18 亿美元 [4]袁10 年间增长近 480 倍袁17 年间增长

1507 倍遥 国际市场空间的获取源于开放路径上基于

比较优势的生产力分工袁带动产品加工起步与发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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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在深圳渊加工装配冤和香港渊市场冤间形成跨

境分布袁 海外市场开拓与发展使得深圳走出了起飞

时的市场困境遥
浦东起步时的市场状态虽然与早期的经济特区

不同袁当时国内市场规模已大为扩张袁也就是说袁这
一个阶段经济特区的市场约束已经弱于早期袁 市场

的空间策略也由初期的单一向外演变为内外市场的

结合袁产生了 野利用两个市场冶的政策主张遥 但是长

期增长的贸易数量依然说明袁 开放路径创造市场的

效应巨大而持久遥
总之袁以上分析得出院开放是不同时代经济特区

的共同路径袁 通过实施开放释放自身起飞的发展制

约袁通过开放与改革结合袁实现市场制度的野内部化冶
过程和履行了制度探索及试验的最高任务遥

三尧以开放发展范式创造野一带一路冶
经济体共同发展能力

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首先起飞于东南沿海的几个

经济特区呢钥 因为开放路径使得这个地理区域距国

际市场最近渊当然不仅仅指地理距离冤袁加入国际市

场带领市场空间在短时间内的高速扩张遥 也正因此

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起飞袁 同时在这个国际市场空

间里袁成就了经济特区的历史发展奇迹遥
约半个世纪以来袁 在世界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

的经济起飞与发展模式要要要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遥
走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典型经济体有新加坡尧香港尧
台湾等经济体曰而进口替代的代表袁如巴西尧阿根廷

等南美经济遥 以开放为本质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为

亚洲三个经济体创造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

奇迹袁因为通过出口导向模式创造市场空间尧推动产

业升级转换袁 使香港和新加坡由渔村走向现代产业

都市袁成为世界著名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遥
在美国和欧洲的高速发展时期袁 虽然不具备经

济全球化的外在条件袁 国家间存在着严格的市场封

锁袁国际市场也存在着市场分割袁但在它们的国内袁
却拥有高度一体化的市场袁国内省与省之间尧州与州

之间尧 城市与城市之间完全自由的产品与要素流动

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结构演变袁 两者间形成重要的因

果关系遥日本的国内市场规模不如美国袁所以其工业

品在世界上到处都是遥
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和发达经济体的

历史共同说明院 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决定于市场需

求袁而市场空间是充分必要条件袁开放是创造这一条

件的必然路径遥 只有市场空间里的市场需求是真实

的袁 只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决定的经济发展才是有效

的遥
从这样的规律出发袁推进野一带一路冶国家的有

效合作需要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袁通
过这一发展范式袁创造以下四个效应院

一是市场效应遥 即在野一带一路冶国家间形成巨

大的市场空间遥野一带一路冶涵盖中亚尧南亚尧西亚尧东
南亚和中东欧地区袁涉及 60 多个国家袁人口 44 亿袁
占全球人口 63%袁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袁占全球

经济总量的 29%遥 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的一些小经济

体袁经济起飞受制于其国内市场规模袁又受到有效需

求小的约束袁如巴基斯坦尧马来西亚尧泰国尧菲律宾尧
越南等国袁通过彼此开放袁这些国家可以在野一带一

路冶上获得到所需市场遥
二是优势互补效应遥 即在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

形成经济发展的优势共享袁避免各自发展的野比较劣

势冶遥 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资源优势各异袁有的有着

丰富的自然资源袁比如矿产资源约 1400 种袁煤尧铝尧
铜尧银尧汞尧镍尧铬尧钍尧铀尧石棉尧重晶石尧磷灰石等的

储量名列世界前茅袁铁尧钨尧锑尧锌尧钼尧钒尧钛尧稀土尧
云母等的储量居世界第一曰 有的地区有着丰富的水

利资源尧农业资源尧森林资源尧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

等曰还有的国家能源优势突出袁例如野一带一路冶沿线

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袁 特别是中东和中亚

地区袁被称为野世界油库冶和野石油海洋冶遥 目前袁全球

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 1800 多亿吨袁其中袁中东地区

的石油储量约 1190 亿吨袁 占世界石油储量的约

65%袁海湾国家的沙特尧伊朗尧伊拉克尧阿联酋和科威

特的石油储量分别占世界的前五位遥 同时袁野一带一

路冶沿线国家的天然气储量也相当丰富袁约占世界已

探明的天然气储量 80%遥 借鉴中国经济特区开放发

展范式袁有利于使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走出资源丰

裕型经济体的野发展诅咒冶困境袁将资源潜力转换成

为经济起飞的推动力量遥
三是贸易数量效应遥国家间的相互开放袁促进商

品市场一体化袁形成巨大的商品供求空间袁就可以大

量增加 野一带一路冶 国家间的商品贸易数量遥 2014
年袁中国与野一带一路冶国家或地区进出口双边贸易

值就接近 7 万亿元人民币袁 占同期全国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 1 辕 4袁增长 7%左右袁是中国进出口总体增速

的三倍遥数据表明渊见下表冤袁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已经产

生了国家间贸易数量增长效应袁 通过市场开放与贸

易数量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袁可以克服野一带一路冶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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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 of the Open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爷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o the Countries along 野One

Belt and One Road冶
YUAN Yi-mi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爷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e experimentation with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are the tasks specific to
China爷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xcellent fulfillment of the tasks not only helps create great success in China爷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but also offer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to find a general path of
opening-up. The open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爷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ormed on this basis creates not only a
favorable system for economic takeoff, but also the market enterprises for the operation of marke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reates capital condition and market space. Patterning after the open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爷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countries along 野One Belt and One Road冶 will be complementary with each
other, create huge market and increase trade volume for each other, and institutionally learn from each other, which
will help all countries involved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of mutu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pen development model; the countries along 野One Belt and One Road冶

线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市场不足遥

表院野一带一路冶区域贸易增长情况 单位院%

数据来源院世界银行

四是制度学习效应遥 国家间的发展道路与制度

是可以互鉴的遥就经济体制而言袁野一带一路冶区域的

经济体有三个突出特征袁即院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具

有良好的市场制度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袁如新加坡尧
韩国尧香港尧台湾等曰资源丰富但发展路径不明确的

经济体如巴基斯坦尧柬埔寨尧越南等曰经济制度由传

统体制向新体制的制度转轨国家袁 主要是在中亚地

区和部分东欧国家遥其中袁已经形成并具有良好发展

制度的小经济体如新加坡尧韩国尧香港尧台湾等袁这些

经济体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创的野出口导向冶模式

和完善的市场制度带来的著名的 野东亚发展奇迹冶袁
成为野一带一路冶小经济体的成功典范遥

总之袁 起步于经济特区的中国内地经济获得长

时间高速增长袁 形成了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经

济特区开放发展范式曰 通过开放打破旧经济体制的

均衡袁进而实施制度改革袁形成新的发展路径遥 中国

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可以为野一带一路冶国家的

经济体推进经济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遥 通过经济制

度与发展路径的互鉴袁形成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

制度共享效应袁成为推动野一带一路冶国家经济发展

的制度力量袁 同时也有利于改变占全球总人口的

61.1%袁但人均 GDP 却仅为 5050 美元袁不到世界平

均水平一半的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现存格局遥

注院
譹訛 费要拉尼斯模式强调经济起飞的资本的内源特征袁即通过

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袁生产率提升袁积累增加袁工业

发展创造资本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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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世界 一带一路 世界 一带一路 世界 一带一路

1990-2000 2.8 3.7 21.0 17.4 6.4 11.3
2000-2010 2.6 6.7 1.5 18.9 9.0 14.8
2010-2013 2.4 4.7 2.8 6.2 9.3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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