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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发展及其在全国城市发展中的地位

朱 庆 芳

本文以经济社会 发展指标体系分析评价 了深圳
、

珠海
、

汕头
、

厦门等四个特区
、

市的综合发展状况
,

指出特区在社会发展水平
、

增长速度
、

实现小康 目标诸方面均

居子全国城市的领先地位
,

高速度与高水平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
。

但是
,

人 口

素质处于全 国城市后列
、

文化教育卫生投入相对较低
、

城市交通
、

通讯邮电
、

环保
、

卫生
、

水电煤气供应等设施与经济发展不适应
、

社会治安问题较突出
、

党员千部违纪

案件上升
、

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发生率较高
、

人 口控制问题较多
,

诸方面问题亚待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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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特区建设的成就和特点

在邓小平同志特区建设思想的指导下
,

深圳
、

珠海
、

汕头
、

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利用地处

沿海港口和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
,

加上中央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
,

形成了 良好的

投资环境
。

特区作为改革的
“
试验场

” ,

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

大力引进资金和技术
,

创办

了第一批三资企业
,

承接来料加工
,

打开 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门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艰苦创业
,

逐步建立 了自我积累
、

自我发展的机制
。

改革 1 0多年来
,

特区经济发生了巨大变

化
,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

其主要成就和特点是
:

(一 ) 创造了
“
特区速度

” ,

保持了持续
、

高速
、

协调发展的局面
。

,

四个特区市自1 9 8 0年 以来
,

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

以高速度建造了良好的投

资环境
。 1 9 9 2年特区的工业总产值达 5 93 亿元

,

工业资金总额达 2 9 4亿元
,

地方财政收入 66 亿

元
,

比特区建立时的 1 9 8 0年均增长几十倍
。

1 9 9 1年特区国内生产总 值 为 27 5亿元
,

按可比价

格计算
,

比 1 9 8 0年增长了 30 倍
,

平均每年递增 3 6
.

8%
,

其中深圳增长最快
,

增长 50 倍
,

共次

是珠海增长 27 倍
,

汕头增长 5
.

8倍
,

厦门增长 4
.

8倍
,

平均每年递增速度分别为 43 %
、

35 %
、

19 %和 17 %
。

邓小平 同志南巡讲话以后
,

特区人民思想进一步解放
,

加快了改革步伐
, 1 9 9 2年

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在基数增大的基础上仍保持了 3 3
.

6% 的高速增长
。

特区的高速度是建立在

高效益基础上 的
,

因此能保持稳定协调发展的局面
。

据 1 9 9 1年 7 个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综合得

分
,

特区 4 市经济效益得分居全国 1 88 个地级以上市的前列
,

深 圳居第一位
,

厦门第 3 位
,

珠海第 6 位
,

社会劳动生产率均居前三名
,

另据 1” 2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排序
,
深

、

珠

二市居广东省第 2 、
5位

。

.

一

呜匀 弃分利用本地优势
,

发展外向型经济 :

称



四个特区市通过
“
外引内联

” 已办起了一大批三资企业
,

1 9 9 2年 4 市实际利用外资 1 6
。

5

亿美元
,

占全 国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 4
.

6%
,

相当于 14 个沿 海 开 放 城市的 32 %
,

深圳

1 9 8 0一 1 9 9 2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 4 5
.

5亿美元
,

对外贸易也有迅速发展
, 19 9 2年 4 市的出 口

总额达 8 4
.

7亿美元
,

占全国出 口总额的 10 %
,

相当于 14 个沿海城市的 56 %
,

其中深圳出口额

由 19 8 0年 o
·

1 1亿美元增至 1 9 9 2年51 亿美元
,

速度是惊人的
。

4 个特区市通过城市建设已建成了环境优美
、

广厦林立
、

交通发达
、

设施配套
、

各具特

色的现代化新兴城市
,

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
。 1 9 9 2年 4 市共接待国际旅游者和港澳台同胞

27 D多万人
,

旅游外汇收入 25 亿元 (外汇券 )
,

比 1 9 8 0年增长 35 倍
,

相当于 14 个沿海城市的

40 %
,

其中深圳旅游外汇收入由 1 9 8 0年 0
.

01 亿元增至 1 9 9 1年 1 1
.

05 亿元
,

珠海由0
.

01 亿元增到

7
.

5亿元
。

1 9 9 2年是旅游观光年
,
4 市的外汇收入约比上年增长 45 %

,

住房率高达 80 一90 %
。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

使特区发挥了
“
窗 口 ” 和基地的作用

,

境外的大量先进技术信息通

过特区向内地传递
,

并培养了一批管理干部和熟练工人
, 通过

“
窗口

” ,
向各国展示了我国

改革开放的形象
,
对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

(三 )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

正在成为效益较好的支柱产业
。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
,

第三产生 比例的上升反映社会化
、

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

特区

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

4 市 1 9 9 1年第三产业劳动者 占社会劳动者的比例为 44
。

4%
,

比 18 8个市平均 3 1
.

3%
,

高13 个百分点
。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

第三 产 业占3 8
.

6纬
,

其比例也

高于其他各城市
。

按 1 88 个市第三产业劳动者比例排序
,

4 特区市均 居 于前列
,

以汕头
、

珠

海占5 6
.

9蜕和 4 7
。

3%为最高
。

在第三产业中
,

已形成了以商贸
、

金融
、

运输邮电
、

房地产和旅游为主的五大支柱行业
,

而且开创了全 民
、

三资
、

集体
、

个体一起上的繁荣局面
。

在经济效益方面
,

从深圳 1 9 9 1年的

劳均增加值看
,

平均为 2
.

77 万元
,

其中金融业最高达 1 8
.

6万元
,

房地产 12
。

3万元
,

运输邮电

4
。

9万元
,

创利税也是这三个行业最高
。

1 9 9 2年外商对特区房地产
、

金融 业 和零售商业等第

三产业的投资极其活跃
,

已成为投资热点
。

特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

对推进社会进步
、

完善城市功能
、

积累资金
、

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同时也为全国率先发展第三产业创造了经验和提供了信息
。

(四 ) 特区将率先步入小康向富裕迈进
。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小康 目标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指标课题组选择了30 个指标组成小康

指标体系
,

对各市进行了小康实现程度的综合评价
。

根据 19 9 1年统计资料评价结果
,

特区 4

市得分较高
,

实现 2 0 0 0年小康 目标的程度较高
,

深圳
、

珠海已实现小康目标 98
·

6%和 97
0

1吓
,

居 1 88 个市的第 1和 3 位
,

厦门和汕头实现 8 8
.

9% 和 7 9
.

6%
,

居第 10 和 41 位
。

详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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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表明
,

深圳
、

珠海二市虽从整体上 已接近小康
,

但从各子系统实现程度来看
,

发展是不平衡的
,

二市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都已提前实现了小康 目标
,

但人 口素质
、

社会秩

序和城市化水平还未实现
,

尤其是人 口素质和社会秩序差距较大
,

若能加强这两方面的薄弱荞

环节
,

便能从总体上提前实现小康 目标而向富裕 目标迈进
。

需要说明的是
,

以上评价和 2 0 0 0年 目标的制定是采取了同一标准的
“ 一刀切 ” ,

虽方法

简单
,

地区之间有可比性
,

但由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

用全国同一目标衡量
,

对不发达地

区来说
,

目标显得过高
;
对发达地区则目标显得过低

,

都能提前实现
。

因此还应从本地实际

出发
,

制定出适合本地区的小康目标
,

例如特区的小康目标就应比其他
`

地区定得高一些
,

应

按高标准检查实现状况并找出薄弱环节
,

率先实现小康目标
。

二
、

特区社会经济水平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

社会指标课题组选择 39 个经济社会主要指标
,

用综合评分法对 1 88 个地 级 以上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已进行了四次
,

这种方法能全面
、

概括地反映各城市的综合社会

发履水平
,

还能客观地反映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程度与问题
,

根据 1 9 9 1年统计资料的评价

结果是
:

特区 4 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在各城市中均名列前茅
。

深圳综合得分 6 9
.

3分
,

居 18 8个 地 区

级市的第 3 位 , 珠海
、

厦门均为 6 6
.

5分
,

居 1 0
、

1 1位 , 汕头 6 1
.

3分
,

居 33 位
。

4 市平均 得 分

8 6
·

7分
,

比 1 8 8市平 均 5 8
.

3分高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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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五个子系统来看
,

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得分较高
,

特 区 4 市均居前列
,

并大大高于 1 88

市和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平均水平
,

社会结构也略高于 1 88 个市平均水平
,

只有人 口素 质 和

社会结构得分较低
。

1
.

社会结构
。

是由非农业人 口比例
、

第三产业 比例等 6个指标组成
,

反映了城市化
、

现代化
、

社会化程度
。

4 个特 区平均得分为 1 1
.

0分
,

略高于 18 8市平均 9
.

7分的水平
。

其中深

圳为 1 2
·

1分居第 10 位 ; 汕头 1 1
.

5分
,

居 21 位 , 厦门 10
.

7分
,

居 70 位
; 珠海 9

.

4分
,

居 1 33 位
。

从主要指标看
,

非农业人 口特 区市比例都较高
,

为 7 1
.

8%
,

其中以深圳最高
,

达 8 9
·

5%
。

第三产业劳动者比例
,

特区平均为 44
.

4%
,

比 1 88 市和沿海 14 市平均高 13 和 8个百分点
,

以

汕头和珠海为最高分别达 56
.

9%和 4 7
.

3%
,

居 18 8市的第 2
、

4 位
,

海 口居第 1
,

占 57
.

7%
。

.2 人 口素质
。

它的高低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

同时它又是社会发展 成果 的 体

外 由每万人 日中学生数
,

每万职工 自然科技人员等 5 个指标组成
,

反映了教育科技水平
、

号可
,



人口控制医疗水平
。

4 市平均得分仅5
.

6分
,

低于 18 8市平均 9
.

3分的3
.

7个百分点
,

低 4Q %
,

以深
、

珠二市为最低为 5
.

3和 5
.

9分
,

居 1 76 和 1 60 位
,

厦门
、

汕头为 6
.

8和 6
.

6分
,

居 132 和 13 9位
。

反映科技水平的每万职工科技人员 4 市平均仅 5 44 人
,

深圳仅 38 5人
,

比 1 88 市平均 900 人

低很多
,

仅为沿海 1 4市 1 1 8 8人的一半 ; 每万人 口医生数 4 市平均为 30 人
,

比 188 市平均 41 人

少 n 人 ; 人 IJ 自然增长率高达 1 2
·

5输
,

比 188 市 7
.

5输和 14 沿海市 .3 3瑜高 5 一 9 个千分 点
。

3
.

经济效益
。

它的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物质基础
,

同时也是社会结

构优化
、

人 口素质提高的结果
。

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工业资金利税率等 7 个指标组成
,

大致

反映了全社会的劳动效益
、

生产
、

投资和流通效益
。

4 市平均为 1 7
.

8分
,

高于 18 8市平均 12
.

1

分的 47 %
。

深圳得分为全国城市的首位
, 1 8

.

2分
; 厦门 17

.

9分
,

居第 3位 , 珠海 16
.

9分
,

居

第 6 位 , 汕头 1 2
.

7分
,

居 6 0位
。

反映综合效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4 市为 9 4 6 4元
、

社会劳动生产率 1
.

5万元
,

分 别 比

18 8市平均高 1
.

2倍和 1
.

1倍 ; 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 1 6
.

3%
,

比 1 88 市高 3
.

8个百分点
, 人 均 地

方财政收入 1 6 8 8元
,

比 18 8市高 1
.

6倍
。

分市看
,

以深圳和珠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最高都

达万元以上 (深圳人 口包括了暂住人 口
,

珠海未包括
,

其他指标同 )
,

社会劳动生产率均在

2 万元 以上
,

均比 18 8市平均高出 2倍左右
。

4
.

生活质量
。

它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

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

它的提高是以经济效益

提高为前提的
。

选择了反映收入水平
、

公用事业
、

物价
、

储蓄
、

环保等17 个指标
。

4 市 得

2 .7 2分
,

高于 1 88 市 2 0
.

9分的3 0%
,

其中深圳最高为 30 分
,

居 18 8市的首位 ; 珠海 2 9
.

2分
,

居

第 2 位 ; 厦门 2 5
.

2分
,

居第 6 位 , 汕头 2 2
.

8分
,

居第 18 位
。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特区平均为 3 1 8 7元
,

比 18 8市高 8 2%
。

深圳
、

珠海居全国第 1 、 2 位
。

人均居住面积 9
.

3平米
,

也以深圳为最高
,

达 1 1
.

3平米
,

比 1 88 市平均高 4 平米
。

由于特区是新

建的现代化城市
,

基础设施建设比其他老城市水平高
,

如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 4 市为 7

.

3平

米
,

比 1 88 市 3
.

3平米高 4 平米 ; 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 3
.

5辆 ; 燃气普及率 58 % ;
人均生 活 用

电量 2 46 千瓦小时 ; 每百人拥有彩电和电话为 9 5%和 15 台
;
绿化复盖率 5 0% ,

每万人拥 有 的

商
、

饮
、

服人员高达 9 20 人 ,
人均储蓄余额 47 5 5元

,

均比 18 8市平均数高出很多
,

反映了特区

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均有大幅度提高
。

唯有 2 个环保指标工业废水
、

废气处理率略低于

平均数
。

5
.

社会秩序
。

它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

由刑事案件立案率
、

交通
、

火灾事故 4 个指标组

成
。

特区平均得分较低仅 5
.

1分
,

低于平均数 6
.

3分的 19 %
。

以深圳为最低仅 3
.

7分
,

居 I 4B 位 ;

珠海 5
.

1分
,

居 176 位 , 厦门 5
.

9分
,

居 15 6位 ; 汕头 7
.

7分
,

居 74位
。

深圳每万人口 的刑 事 案

件立案率较高达 5 3
.

选件
,

比 1 8 8市平均高出1
.

4倍
。

4 市的交通事故和火灾发生率也均 比 18 8

市和沿海 14 市的发生率要高
。

三
、

特区综合发展速度与各城市的比较

为了综合反映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
,

我们选择了2 1个主要指标
,

以 1 9 9 1年与上年比

较用综合指数法进行综合分析
,

这种方法避免了用单一指标的片面性
,

而且可以从各子系统

的速度中找出薄弱环节
。

计算结果是
: 1 88 个市的综合指数为 11 0

。

2%
,

即比上年增长 1 0
.

2%
,

4 个特区市增长 21 写
,

其中汕头增长最快
,

为 24
·

3% ;深圳 22
·

4%
;
珠海 2。

·

5% ;厦门 1了
·

1% ,

异尽



均比 1幼市平均快 1 0个左右百分点
。

分子系统着
,

以 “ 个经济总量指标增长最快 , , 市 平均
增长 3 .2 1% (国内生产总值

、

工业总产值
、

社会商品零售额
、

外贸收购额
、

固定资产投资屯

邮电业务量
,

其中 1
、

2
、

6 项是按可比价计算的 )
,

比 1 88 市平均 1 .6 5%快了一
’

倍 , 其 殊
是经济效益增长 1 7

.

8%
,

比 1 88 市的 5
,

O%快 2
.

6倍
。

现将各市比较列表如下
:

( 1 9 9 1年 比 上

年增长% )

}
188市平均

}
4个特区

…
深 泪1}

}
“ 海

}
汕 头

{
“ f l 、

鉴牛扮从上表 比较看
,

深圳和厦门生活质量的增长快于经济效益的增长 ; 珠海的经济总量增长

过快
,

达 44 %
,

而社会结构下降了5
.

7%
,

从主要指标看
,

珠海国内生产总 值 比 上 年 增 长

6 7
.

5%
,

而人均财政收入却下降了 1 1%
,

这种反差过大的现象反映了发展中不协 姆
。

四
、

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从以上评价比较中
,

特区在总体上
,

无论是社会发展水平还是增长速度
、

实现小康目标

都处于全国城市的领先地位
,

如实地反映了特区发展的总成果— 高速度和高水平
,

但
一

是
,

在各子系统和主要指标的评价中也存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之处
,

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

如

在社会发展水平的39 个指标中
,

特区有 1
.

6个指标尚低于全国 188 个市的平均水平
,

在 5 个 子

系统比较中人 口素质和社会秩序方面是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

1
.

人 口素质的低水平与特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相适应

人口素质主要指文化和科技素质
,

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起 着 决 定 作

用
。

特区外来人 口和劳动力的比例较大
,

深
、

珠二市约占一半以上
,

外来人 口文化素质较低
,

本市常住人口素质也有待提高
,

这就需要加大智力投资
。

而特区文教卫生的投入相对较低
,

1 9 9 1年
`

4 市仅占财政支出 1 2
.

5%
,

比 188 市平均 2 1
.

5%低 9个百分点
。

深圳的教育和科 研投

入 1 9 9 1年总共只有 3 亿元
,

仅占国内生产总值 2 %左右
,

其中科研投资
、

事业费和科技三项费

用总共只有 0
.

47 亿元
,

仅占国内生产总值 0
.

3%
。

4 市的每万职工拥有的科技人员只有 5 “ 人
,

每万职工成人高校生 1 30 人
,

每 万人 口中学生仅 3 9 0人
,

分别 比 1 88 市平均低40 %
、

17 %和 2 5 %
,

每万人 口的医生数只有30 人
,

也低于平均水平
。

4 个特区市人 口素质的得分居 1 88 市的 1 32 一

1 76 位
,

而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均居 1一 18 位之间
。

教育和科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

这种反差

与特区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的振兴
、

市场的竞争关键是

科技和教育的竞争
,

要使特区经济保持高速
、

高效增长
,

必须重视教育和科技的投入
,

使其

比例在近期内有较大的提高
。

2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疏通市内交通

万9



特区大多是新建的现代化城市
,

基础设施的水平高子其他城市
,

但由于特区经济发展迅

速
、

流动人口和旅游人数剧增
、

各种车辆成倍增长
,

原有基础设施仍赶不上经济和人 口
、

车

辆的增长
,

如今特区道路狭窄
,

人流
、

车流迅速增长
,

交通事故频繁
,

特区的交通事故每 10

万人死伤率42 人
,

高于 1 88 市平均 3 5人
。

行车难和交通堵塞间题 日益严重
,

其他如水
、

电
、

电

话
、

住房
、

卫生
、

环保
、

煤气供应等问题也日趋紧张
。

为使特区能保持持续高效发展
,

进一步改

善居民生活质量
,

吸引更多的外资
,

必须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做到适当超前
,
加快运

输邮电
、

道路的建设
,

创造一个水电供应充足
,

道路畅通
,

生活环境优雅清洁的投资环境
。

3
.

要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在体制转换过程中
,

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
,

西方腐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侵蚀
,

收入分配

不公而产生的利益矛盾
,

法制不健全等原因都会诱发犯罪率的上升
。

特区除上述原因外
,

又

毗邻港澳
,

流窜犯聚集
,

社会治安问题比某他城市更为严峻
,

特区的刑事案件 1 9 91 年为每万

人 33 件
,

高于 1 88 个市平均 212
.

6件
,

4 市中尤以深如立案率最高
,

达 5 3
.

4件
,

在 18 唇个市中属

高发案之列
,

而且大案要案多
、

情节严重
、

破坏性大
,

外地流窜犯作案比例大
。

近年来车匪

路霸
、

抢夺扒窃
、

赌博
、

吸毒
、

卖淫漂娟
、

黑社会活动
、

传播淫秽物品等社会丑恶现象滋长

蔓延
,

群众反映强烈
。

此外
,

在商品经济发展中
,

由于管理手段的弱化
, “

权钱交易” ,

化

公为私
、

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长
,

出现了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
、

炒买炒卖外汇
、

滥发钱物的

不正之风
。

如深圳 10 年来查处的违纪案件有 12 0。多宗
,

处分党员 14 2。多人
,

受处分的处以上

干部有 100 多人
。

特区的交通事故
、

火灾事故发生率也较高
,

在全国 18 8个市的 综 合评价中
,

特区的社会

秩序得分较低
,

居于各市的后列
,

反映出
“
经济超前

、

安全滞后
” 的局面

。

为了社会稳定和

经济的高速发展
,

特区应将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放在重要的议事 日程上
,

要加强社会治安的

调控手段
,

增加民警编制
,

改善公安装备 , 加强法制建设
,

进行综合治理
,

依靠群众
,

建立

严密的治安控制体系
。

4
.

要严格控制人 口的增长
1 9 9 1年 4 个特区人 口 自然增长率

,

以珠海为最高
,

达 17
.

05 %。 ;其次是深圳 16
.

2 6编 , 汕头

2 1
.

83 编 ;
厦门 7

.

83 %
。 ,

均大大高于 1 8 8个市平均 7
.

51 编的增长率
。

特区人 口出生率高
,

固然与人

日 结构年轻化有关
,

但控制不严也是原因之一
。

以上 仅是常住人 口的增长率
,

还不包括暂住

人 口和流动人 口的增长率
,

而深圳和珠海暂住人 口均超过了常住人口
。

对这两部分人管理不

严
,

也会造成超生现象
。

控制人 口是基本国策
,

决不能有丝毫放松
,

尤其人 口对特区经济的

发展关系密切
。

因此要坚持不懈地抓好计划生育工作
,

同时要加强对暂住人 口和流动人 口的

管理
,

确保人 口增长率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
。

5
.

特区三资企业职工的劳动保护设施差
,

尤其是
“ 三来一补

” 企业劳动保护设施极差
,

职工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

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环境污染
,

导致职业病危害
,

严重影响职工的身

体健康
。

为加强安全生产应建立和健余劳动保护
、

安全生产的管理机构坚持
“ 三 同时

,
做好

环保工作
,

并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
,

健全劳保法规
。

责任编辑
. 王 倾

注:
文中数据引自i今蛇年城市统计年鉴

,

深圳
、

珠海统计年鉴等
。
均为市区数

.

不包括市辖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