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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四卷，總第五十三期， 20 0 1 N o．3 ，96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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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的經濟改革以及經濟特區的設立

1．1 978年以來主要的經濟改革

1 97 8年，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

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改革的計劃，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其新目標的

戰略決定。在第一個階段，著重的是農業改革及對外開放。經濟開放意味

著要確定相應的戰略及目標，例如為外國直接投資制定一個法律及機構框

架，對外幣匯兌及交換體系進行改革，以及經濟特區的設立。 1 9 84年 1 0

月，作出了對經濟結構進行改革的決定。這一決定加速了城市地區改革的

步伐，開始了對企業的放權。

稍後，在 1 9 8 7年 1 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報

告 中 闡 明 了 建 立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的 目 標 。 這 一 新 概 念 的 基 礎

是：國家調 節市場，市 場引導企業 。以此來發 展一種社會 主義的市場 經

濟。 1 9 9 1 年，公佈了第八個五年計劃及十年發展綱要。這些文件是中央

政府及各個 地方政府 進行工作 的基礎。從 那個時候 開始，地 方政府制 定

了自己的改革計劃。

1 9 9 3年 1 1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上作出了如下決定：至2000年左右，中國將達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此

目的，國營企業將以貿易為主。儘管政府仍然在許多企業中有控制權，它

準備逐漸退出這些企業的大部分管理。在此意義上而言，對金融及稅收政

策進行了重大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建立金融市場和促進不動產的開發。

目前， 有兩項 重大 的事件 將決 定中華 人民 共和國 發展 的新方 向。 首

先，中國將被接納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該組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進行

的改革的發展及廣度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以便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進

入國際經濟生活。其次，200 0年 1 0月公佈了第十個經濟、社會發展五年

計劃（200 0年至200 5年）。

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一新的五年計劃中將把經濟結構改革所需

的要素連繫起來。這一新發展計劃的主要方針是發展科技，進一步提高收

入分配，農村發展及水力資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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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建議值得注意，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通過民主機構的改善及法律

制度的改善來完成政治體系的改革；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建立科研中心

及重組國家企業；採取新的外國直接投資使用方式，主要是合併、購買、

設立投資基金及保險；最後，通過監察制度來同腐敗進行不懈的鬥爭。

這一新的發展計劃表達了中國當局企圖將其國家置於世界經濟範疇之

內的意向，發展市場經濟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內

的改革派越來越堅持向發展國家經濟的方向努力。

2．經濟特區簡史

2．1 經濟特區的成立

1 97 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後，於該

年4月，中央政府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來研究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

三次全體會議上提出的改革計劃。在會談期間，鄧小平聽取了廣東省他的

同盟者關於經濟發展及其經濟潛力的報告之後，建議在該省設立經濟 特

區。同年6月，廣東省及福建省根據中央政府改革開放的精神，向中央政

府提交了報告，申請批准在其對外貿易活動方面採取特殊的政策及靈活的

措施，以便充分利用同香港、澳門及臺灣鄰近及分佈於世界各地的中國社

團大部分來自上述地區的優勢。

同時還建議，根據鄧小平的倡導，在廣東的深圳、珠海及汕頭、福建

的廈門設立以出口為主的經濟特區。在上述城市中，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中

國僑民、香港、澳門及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將獲准進行直接的外匯投資，建

立工廠。同時由地方及投資者共同對其進行管理。不久，前文提及的那些

報告便獲得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國務院的批准。於是上述兩個省份

立即開始了成立經濟特區的籌備工作。 1 98 0年8月，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獲得批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五次臨時委員會予以公佈，這樣

向全世界宣佈了中國經濟特區的誕生。

1 9 87年9月，又作出了一項重要的決定。這一決定加快了海南島的開

發。國務院宣佈將給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權，將採取優惠的政策使海南島變

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 1 9 88年 4月，通過了設立海南省的決議並在中國

共產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設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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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濟特區的主要指數

佔中華人民共和國總面積的百分比 0．35

佔中華人民共和國總人口的百分比 0．80

1 9 7 9年至 1 99 3年人均收入增長率的百分比 45．00

年工業增長率的平均數 51．40

截至 1 9 9 3年的外匯投資（美元 ） 45．107

1 9 9 3年的外國投資（美元） 16．625

1 993年總出口量 19．59

1 99 3年總進口量 22．97

資料來源：古普塔（S．P．Gu p ta）《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濟特區和技術發展區的角色》，印

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委員會，新德里，東南亞研究學院，新加坡，研究發展中心，北

京，1 99 7 年，第35頁 。

根據經濟特區的初期發展計劃，深圳及珠海發展綜合經濟，以工業為

支柱，兼營外貿及其他生意；汕頭及廈門主要是進行出口產品的加工。但

是後來的經驗證明，深圳及珠海的發展模式更加有利，因此這種模式逐漸

擴展至汕頭及廈門經濟特區。

2．2 主要的特殊經濟政策的內容

為了充實這一現已起步的結構，通過了無數的法律及規定，以便在經

濟特區內能夠實施特殊的政策。總體而言，這些特殊政策有五大特點：

1．經濟特區有權處理其經濟事務，享有審查並通過相應計劃的權力。

同時，根據經濟特區的實際情況，有權靈活處理任何問題。

2．經濟特區內的企業所得稅為1 5％。經營期十年以上的生產性企業，

從獲利年度起，企業所得稅可享受二年免、三年減半徵收的優惠。減免稅

期滿後，經確認為產品出口型企業，可減按1 0％的稅率徵收所得稅；經確

認為技術先進企業，可延長三年減半徵收所得稅。經營期十年以上、外商

投資額五百萬美元以上的服務性企業，經申請批准，可享受一年免、二年

減半徵收所得稅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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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進口原料在經濟特區內生產的出口產品免繳關稅及增值稅。除

了原油、石油產品及國家規定的基本產品外，亦免繳關稅及增值稅。

4．經過批准，凡是特區內行政部門、企業及機構用於建設或生產的進

口設備，如機械、零件、原料、材料及燃料免繳進口稅及增值稅。然而，

上述物資（包括使用免稅進口零件在經濟特區內製造的產品）如果運往特

區之外的國內其他地區則需繳納上述稅項。

5．外籍公民、與中國有正式外交及商業關係的國家或地區的中國僑民及

香港、澳門及臺灣同胞來經濟特區進行科技交流、探親訪友不需辦理簽證。

外國投資者、外方聘請的外籍人員及其家屬有權享受多次出入境簽證。

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有兩種。一種是內部的。這些政策包括下放行政

權，中央政府將決定權下放到經濟特區。因此，經濟特區可以根據貿易的

數額批准外國投資項目，控制價格並決定使用土地的租金。另一種特殊政

策是為外國投資者提供稅收鼓勵：1 980年的規定決定對外資企業減稅。減

稅的額度與在香港實行的相同。

（a）經濟特區外 30％ 。

（b）如果用於生產。

（c）在中國內地購置，但通過經濟特區出口的產品須繳納相應的出口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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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經濟特區外購買，但通過經濟特區出口的產品必須繳納相應的出口稅。

（e）經營期十年以上的生產性企業，從獲利年度起，企業所得稅可享受二年免、三年減

半徵收的優惠，高科技企業還可延長三年減半徵收所得稅。

資料來源：古普塔（S．P．Gupta）《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濟特區和技術發展區的角色》，印

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委員會，新德里，東南亞研究學院，新加坡，研究發展中心，北

京 ， 1 997年 ， 第 44頁 。

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較，中國經濟特區所提供的稅收減免最大。為第

一次來華外國投資者提供的勞力與租金也最低廉。同時，經濟特區對外資

企業的出口不加任何限制。

1 996年，經濟特區吸收了六十億美元外資，比1 995年增加了1 2．5％。

對外貿易顯著增長。零售價格的增長低於5％，比中國全國平均數低 1 ％。

與此同時，經濟特區內居民的平均收入增長了1 9．3％。1

除了外國投資外，經濟特區的一部分投資來自於中國的其他省份。這

些投資在特 區獲得了優 良機會，享 受投資優惠 。不僅沿海 在經濟特區 投

資，內地省份例如四川、山西也在特區內成立了許多合資企業。

2．3經濟特區的工業及政治結構

經濟特區的工業化經歷了三個階段：

1 1 980年至1 985年為經濟特區制定了工業發展戰略。在此期間，經濟特

區集中精力建設基礎設施，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根據數字統計，截至1 985

年，四個經濟特區用於基建的累計投資已達七十億六千三百萬元。開發了六

十平方公里的建設用地，建設了廠房、商業樓宇、旅遊基礎設施及住宅。每

個經濟特區積極吸收外資，進口先進技術，促進經濟迅速發展，其主要支柱

為工業。1 985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十一億一千七百萬美

元，佔全國投資的5％。1 985年的工業生產總值達四億八千六百萬元。

2．在1 986年至1 992年期間，經濟特區內的工業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

它表現在經濟特區生產力的發展與外匯投資項目數字的急劇增長上面。

1．參見 http：／／www．chinatorch．com／stipark／english／page91．htm

3．從1 993年至二十世紀末，根據不同的內部實際情況，為了改善外匯

投資的環境 ，以便更 加有效地 吸收外匯投 資，制定 了一系列 新的發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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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經濟特區結合地理及工業優勢 ，為自己的發展設立了優惠。與此 同

時，通過積極及不斷參與國際勞動分工及適應國際市場的發展及要求，對

區域性的工業及生產結構進行了調整。

三個主要部門迅速發展。海南除外，在其他四個經濟特區已構成了一工

業體系。其中第一產業所佔的比重很小，第二產業居首位，第三產業發展迅

速2。在中國大部分的發展區中，第二產業為主，其次是第三產業和第一產

業。上述四個經濟特區已經達到並超過了中等發達國家的工業結構水平。

輕工業結構以出口為主。它以工業集團及多種工業為基礎，包括先進

科技。經濟特區當地政府制定的政策及規定對於新科技工業的發展及傳統

工業的技術更新也是十分重要的。

經濟特區的工業政策包括許多方面，例如外資政策。通過立法由政府

對其進行直接控制，對外資工業進行指導。在制定外資投資法時，中國政

府尤其考慮到了香港、澳門及臺灣同胞的利益。這自然加速了來自香港、

澳門及臺灣的資金進入中國市場。

2．4 經濟特區所面臨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

發展 對外 貿易 關 係是 經濟 特區 的 基本 原則 之一 。 從九 十年 代初 起 ，

國際經濟關係中出 現一系列複雜的 變化，迫使經濟特 區面臨一系列新 的

挑戰 。

冷戰結束後，生產的關鍵要素，例如資金、技術、勞力、能源、原料

已經擺脫了軍備競爭目的，開始轉向經濟競爭與合作。

國際經濟關係的調整是全球化的。亞太地區從此調整中獲益。儘管亞

洲危機產生過負面效應，它仍然是國際投資、國際技術轉讓、旅遊及勞務

合作的主要市場。因此，經濟特區需要有新的工業優勢的標準，來確保其

未來的繁榮。

至於經濟特區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的影響，經濟特區的外

貿政策縮短了中國外貿體系與國際慣例之間的距離。另一方面，入世談判

中也暴露了經濟特區體系與國際慣例之間的矛盾。為特區制定的優惠政策

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不相符合。

2．參見表3所舉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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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濟特區介紹

1．深圳經濟特區

簡介

深圳經濟特區位於廣東省南部。南與香港新界接壤，東通大鵬灣，西

連珠江口，北為惠州及東莞市。

以前僅為一邊陲小鎮，1 979年3月提昇為省直轄市。總面積為三百二十七

點五平方公里，其中城區面積為二點零二平方公里。1 980年8月被宣佈為經濟

特區。深圳市分為五個區：羅湖、福田、南山、寶安以及龍崗。截至1 998年

末，深圳城市總人口為三百九十五萬，其中一百八十五萬人居住在特區內。3

深圳海 岸線 長達 二百三 十公 里， 為捕漁 業及 旅遊 業提供 了優 良的 條

件。現已探明的礦產有十五種金屬礦、十二種非金屬礦。可作建築材料的

礦產豐富，例如花崗岩及石灰岩。

表3

主要的宏觀經濟指數

3．參見 http：／／www．．shenzheninfo．com／szgk／doce／main　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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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

至於能源供應，深圳市的發電能力為二千兆瓦。這一發電量可以滿足居

民及工業生產的每日需要。交通基礎設施可以有效地滿足需要，為持續的發

展提供了交通方便。因此，現已運行的鐵路的貨運量達到一千四百五十噸。

深圳擁有一個完備的高速公路網絡，與全國各地五十個城市連接。目

前已建成的 公路總里程 為一千公里 ，其中三百 公里位於深 圳市區內。 因

此，深圳有公路與香港、廣州及珠海連接。1 994年的客運量約為六千七百

萬人次，貨運量達到了一百七十百萬噸。 4 1 9 96年年底，開始興建第一期

地鐵。地鐵總里程二十公里。至2003年工程結束時，總投資將達到一百億

六千萬 元人 民幣 。

深圳擁有八個深水港，鹽田、蛇口、亦灣、馬灣、東頭角、鯊魚湧及

一個 內河 港口 。

深圳斥資十億元人民幣興建了一個貨運站及一個區域國際機場。目前

已有六十四條航線連接四十個國內城市。黃田國際機場是中國的第四大國

際機場。1 9 9 5年客貨運量分別為四百一十二百萬噸及七萬九千人次。

經濟部門的特點

經濟二十年的迅速發展及由市場調節的出口經濟使深圳成為中國最發

達的城市之一。1 996年總產值為一百七十億三千五百萬美元，佔中國大陸

最發達城市 的第六位 。

利用 靠近 香港 及南 海的 優勢 ，深 圳在 農業 方面 採取 了自 給自 足的 政

策。鼓勵出口，引進新產品，新品種，新技術，進一步提高了產品的系列

化 及 現 代 化 。

深圳工業的支柱為輕工、紡織、電子、石化產品、機械、建築材料、食

品及農副產品。總共開發了兩千多種產品。其中一千多種現在出口到六十

四個國家與地區，其中包括歐洲和美洲國家、日本、香港及澳門。1 999年

工業部門的總產值為七千二百七十億元，出口額達到了二百八十億美元。

大宗出口產品包括視聽儀器、電話、磁頭、自行車及服裝。

4．參見《2000年深圳投資手冊》外國投資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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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售業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廣泛的商業網絡。1 995年零售總額達到

了三百億零三百九十萬元。深圳擁有二百多個市場，現在成了一個大型的

商品集散中心。此外，深圳還擁有一個同外國經濟貿易交流的網絡，包括

七十個國家。 1 9 95年進出口達到了三百八十億七千八百九十美元。 1 9 9 4

年深圳市開闢了十二個特殊市場。五十個在此運作的企業年收入高於十億

二千萬美元。 5

同時，形成了一個堅實的金融系統。它包括中央銀行、專業銀行、商

業銀行、外國銀行及非銀行性的金融單位。金融機構的總數達到一千一百

六十八個，並有九百個分支機構。1 995年人民幣存款總額達到一千二百億

二千萬元。保險業也有了迅速的發展。

至於旅遊業，深圳擁有美麗的自然風景。因此，建設了一些大型旅遊

設施，例如銀湖賓館及石鹽湖溫泉渡假村。遊客入境手續簡便。

投資條件

至於國有土地的利用，它是通過雙方協議納費提供的。協議所規定的

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最長。商業、旅遊及娛樂用地為四十年，其他用途土地

為 五 十 年 。

在工資方面，外資企業及國內合資企業必須按照深圳經濟特區工資管

理臨時條例 辦理。因此 ，在實際上 而言，僱主 可以通過廣 告自由僱用 人

員，但必須事先得到市勞動部的批准。外資企業職工的工資不得低於上述

規定中所頒佈的最低工資。

為了滿足特種人員的需求，有一百八十一個科研中心。同時在多數大

中型企業中設立專門開發新產品、新技術的科研機構。許多研究中心與大

學及研究機構直接掛鉤。1 995年高科技新產品的總值達到了市國民總產值

的 2 1 ％ 。

深圳未來發展的機會及戰略目標

5．參見 http：／／www．chinavista．com／business／news／archive／july28／july24－02．html

就其未來的發展而言，深圳具有獨一無二的自然條件及非常優越的地

理位置。它有數條直通香港的公路，還有港口及飛機場。深圳已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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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交通中心。1 997年香港回歸時，深圳及香港的經濟進一步合作。除

此之外，隨著深圳飛機場的擴展，港口、公路系統的建立，京九鐵路的開

通及京廣線的改造，深圳的地理優勢日益提高。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兩地之間的材料、資金、人員及信息的交流日

益頻繁。它進一步促進了兩地之間的經濟接觸及合作交流。

深圳將成為高科技生產及發展的基地。它優越的投資環境使深圳可以

吸引有關行業最新科技及專業人才。實際上，這是經濟特區工業發展的優

先目標。 1 998年深圳高科技工業的生產已佔工業生產總值的35． 4％。從

1 9 9 9年 1 0月起，每年舉辦一次高科技國際交易會。它是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科技部、信息產業部、科學院以及深圳當地政府

聯合舉辦的。 6

可以預期的是，深圳將成為一個具有多種功能的大城市，為具有高科

技工業及國際經濟市場機制的國際貿易及金融提供入華渠道，為廣東省及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發展與現代化作出貢獻 。

2．汕頭經濟特區

簡介

汕頭位於廣東省東部，瀕臨南海，距香港三百五十公里。汕頭市包括

1 980年成立的汕頭經濟特區、潮陽、澄海及南澳縣。汕頭市的總面積為二

千零六十四平方公里，經濟特區的面積約為二百三十四平方公里。分為兩

個區，主要工業區龍湖以及廣澳石油開發區。汕頭市總人口為三百七十六

萬，經濟特區的人口約為八十七萬。近年來汕頭成了廣東省東部及福建南

部的一個經濟、貿易、文化及政治中心。

主要的宏觀經濟指數

6 參見 http：／／www．shenzheninfo．com／szgk／doce／maine．htm

1 992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十億四千萬美元，年增長率達到了1 6．5％。

1 9 9 2年的工業生產值為十億九千萬，而同年農業生產總值為 1 0． 2億 美

元。1 992年的出口總值為十億六千零五十萬美元。同年的總進口值為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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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四百五十萬美元。1 99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四十五億元人民幣。

汕頭是著名的僑鄉，因此在近二十年中實際的投資額達到了五十億零七百

萬美元。7

基礎設施

在電力供應方面，汕頭的電網與廣東省連網。發電能力為五十二萬千

瓦。汕頭正在興建數座發電廠，其總體發電能力將達到七十七萬千瓦。

在交通方面，汕頭國際機場與下述城市或地區有國際航班：香港、曼

谷、新加坡、科倫坡以及東京。同時還有十九條國內航線。其年客運量佔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位。汕頭港有八個碼頭。它們保證了汕頭同中國主要

港口及其他二 十二個國家或 地區的貨運。 汕頭與香港之 間每天有客輪 運

行。正在興建一個供三萬五千噸以上輪船停泊的深水碼頭。

就交通基礎設施而言，汕頭還擁有與廣州、深圳及香港直接連通的高

速公路。正在興建一條連接汕頭及深圳的新高速公路。廣州——汕頭鐵路

也 在 興 建 之 中 。8

經濟部門的特點

龍湖縣包括三個區。龍湖工業區總面積為一點六平方公里，內有二百

家工廠，員工人數約達四萬人。主要從事無污染及低能源消耗的輕工業生

產。珠池工業區主要發展新科技。還有一個工業區從事食品加工及農產品

包 裝 的 生 產 。

汕頭城區的工業獲得了相當的發展。目前約有三百七十家工業企業，

就業人員約十四萬五千人。主要產品是照相器材、超聲波儀器、紡織品、

製衣、罐頭、半導體以及各種機械。近二十年來，汕頭工業生產的年增長

率為27％。 1 9 9 9年的工 業產值為七百三 十億九千萬元 。 9

汕頭農業以集約經營著稱。然而，它的傳統農業逐漸成為以科技為基

礎，面 向出口 的農業 。

7．參見2000年8月2 1 日《人民日報》。

8． 參 見http／／www．geocities．com

9．參見2000年 8月2 1 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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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9年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佔1 0％，第二產業佔 49．3％，第三

產業佔 40．5％。

投資條件

自然資源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它所擁有的優越的農業條件（水果及蔬

菜）、海洋資源（養殖業）及發展旅遊的優良海灘及風景。它還擁有豐富

的高嶺土、花崗岩、礦產及石油。

在人員培訓方面，汕頭大學設立了幾個課程，主要是藝術、醫學、工

程及自然科學。目前擁有三萬二千名不同專業的學生。

投資的優先領域為基礎設施項目、出口產品項目以及高科技項目。工

業用地的最長使用期為五十年。

汕頭未來發展的機會及戰略目標

汕頭經濟特區建立初期的面積為一點六平方公里。主要是進行出口產

品的加工，同時開發旅遊業。經濟特區又分為五個不同的發展區。在其發

展初期，開發面積僅為零點二平方公里。首批來此的外國投資者開辦的是

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第二期開發擴展到二十四平方公里。1 984年年底，

已有十八家從事出口產品加工的外資企業。

1 992年鄧小平視察汕頭特區之後，中國海外僑民更加積極參與了其故

鄉的現代化。開始是為公共建設項目吸引資金。海外華僑是汕頭的主要投

資 者 。

1 991 年，國務院決定將汕頭經濟特區擴展到整個汕頭市，還要它建成

一個現代化港口城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汕頭成為了香港及其他國家華

人投資的優先對象。 1 9 9 1 年至1 9 93年間投入使用的外資達九億八千萬美

元。這三年中吸收的外國投資總額超過了以前十一年的總和。截至1 994年

年底，汕頭已有三千六百四十九家外資企業。貿易總額達到四十億二千七

百四十萬美元，其中95％來自香港及澳門的中國僑民。 1 0

10．參見 http／／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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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近幾年來發展迅速，汕頭經濟特區為了它的進一步發展，必須改

革並創造新的優勢。相對其他經濟特區及經濟發達的地區而言，汕頭還是

比較落後的。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加強生產力的發展。或許高科技工業可以成

為一種戰略工業並為其他工業提供榜樣。

3．珠海經濟特區

概況

珠海經濟特區成立於 1 9 8 0年 1 0月。它位於廣東省南部，瀕臨珠江三

角洲出口（位於右側），鄰近澳門。

從行政方面而言，珠海包括一市二縣，西區、橫琴及經濟特區。經濟

特區又分為六部分。拱北，這是行政、文化、金融及貿易中心。下灣，這

是建築材料的生產基地。北嶺，這是科技及職業培訓中心，同時又有一些

輕工業，主要是紡織及電子。石花山，這是集散中心，同時又是南海石油

的開發基地，它擁有九洲港、直昇飛機場以及深水碼頭。吉大，這是出口

工業貿易及旅遊中心。銀坑，主要從事旅遊業。

珠海市的總面積為一千六百三十平方公里，其中珠海經濟特區、西區

及橫琴佔一百二十一平方公里。珠海市總人口為八十三萬。1 998年六十九

萬五千人居住在經濟特區內。

珠海地區內有數條河流及數個湖泊，還有一百五十個水庫（蓄水能力

為六千一 百二十五 萬立方米 ）。礦 產資源品 種繁多： 砂、石、 黏土、 陶

土、長石、鈮、銫和鎢。此外，還有大量豐富的石英砂礦藏。石英砂具有

很高的二氧化硅含量，為製造玻璃的理想材料。珠海還盛產陶土並擁有一

定的石油儲藏，這為解決當地的能源問題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當地風景秀麗，為旅遊提供了巨大的潛力。在此拍攝了一些廣告片。

珠海水域魚類及海鮮豐富，這促進了養殖業的發展，向香港及澳門的出口

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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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宏觀經濟指數

1 99 2年的國民總產值為六百萬美元。1 9 91 年至1 99 2年的年平均增長

率為1 6．5％。同年的工業生產值超過一百零六百萬美元，農業生產僅為十

六萬美元。1 996年總出口值達到二億八千九百萬美元。 11

基礎設施

至於能源供應，目前擁有三座發電廠，其總發電能力為二千四百五十

萬千瓦。正在西區興建一座新的發電廠，其發電能力為三百七十二萬千瓦

。在經濟特區的中心部分九洲有一個直昇飛機場。它與深圳及廣州連接。

此外，三灶的飛機場已開通三十多條國內航線，每週一百三十個航班。

珠海經 濟特 區擁 有六 個海 港。 它們保 證了 與香 港、 深圳 及澳 門的 直

航。船隻停泊總數為八十二艘。高瀾深水港目前已建成。珠海經濟特區已

經投入使用的高速公路網已超過二百公里，連接了珠海與廣州。廣州珠海

鐵路已建成，其總里程一百四十二公里，投資額約三十億四千萬元。預計

它的貨客運載量將分別達到九百五十百萬噸及一千六百萬人次。此外，還

有六百多家客貨運企業。卡車長途運輸連接將近一百個中國城市。有三十

多條市內公共汽車線路及二千輛出租汽車。

一批交通、通訊及能源生產的項目正在興建。珠海港是主要項目，其

目的是構成一個區域性的立體交通網絡。這些基礎設施將為珠海提供更優

越的條件，以便進一步利用它在亞太地區內所具有的區域優越性。

經濟部門

目前訪問珠海的遊客日益增加。珠海為中國第二十二大旅遊城市。旅

遊為該市發展的重要領域。目前有七十七個旅遊投資項目，總投資額將近

二億三千萬美元。當地的海灘及豪華旅館是旅遊業最吸引的主要項目，其

中最有名的旅遊中心是石景山旅遊中心，它擁有一百五十個房間。另外一

個十分有名的旅館是擁有三百一十個房間的拱北賓館。它是按照清代的建

築風格設計的。除了上述酒店之外，在中國南海海濱有五十三個渡假村。

1 1．參見 http：／／www．icchina／echinacities／

在工業方面，已建立了紡織、電子、建材等工業。這些新工業是通過

優惠政策及靈活的措施被吸引到珠海地區的。單一的經濟生產體系已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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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形成了面向出口的產業結構。1 990年在五十個大中型企業中，有十個

企業的年產值已經超過一億元。工業用地的最長使用年限為五十年。

1 9 9 0年工業總產值為四十億二千萬元。九年後，它上昇至一百五十

億。1 999年第一產業的總產值為一百三十億元，第三產業的總產值較低，

僅為一百一十億元 。 12

投資條件

至於外匯投資，截至1 997年年底，已設立七千七百零四個項目，總投

資額達到了一百一十億六千萬美元。目前實際的外匯投資為五十億六千萬

美元。外資企業的產值已佔全市產值的70％。約二十五個跨國公司在珠海

設立了產值單位，為紡織、電子及機械製造帶來了巨大的發展。

根據 中國 法律 ，在 珠海 的外 匯投 資可 以採 取中 外合 資、 上市 國家 企

業、中外合作企業及獨資企業。

投資的優先領域

投資的優先領域為基礎設施、出口項目及高科技項目。因此，珠海特

區主要吸收下列方面的外國投資：電子、紡織、建築材料、各種機械、食

品工業、石油化工及旅遊。

1 2．參見 《廣東統計年鑒》 ，第 9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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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文化

目前有五所科技學院、五所中學、二百七十一所小學、一百四十所幼

兒園及一所特殊學校。中學生在校人數已超過八千人。同時，正在興建一

所大學。珠海市目前擁有多種的文化設施，例如圖書館、博物館、劇院、

廣播電臺及電視臺。

珠海未來發展的機會及戰略目標

珠海充分利用國家及經濟特區提供的地區政策，其地理位置及大量華

僑帶來的優勢，在對外改革開放及經濟發展方面邁出了巨大的步伐。

自從經濟特區設立以來，珠海本身經濟的年增長率為35％。 1 3 因 此 ，

它保持了一個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二十一世紀之前，將獲得第二次發展

高潮。珠海必須為它的經濟重新定向，創造新的優勢。

由於海外華僑數量眾多，珠海在亞太地區擁有很長的對外貿易歷史。

珠海是中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的一座重要聯繫橋樑。因此，珠海採

取了一種區域權力下放的策略。

同西方現代經濟相比，珠海的貿易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它的市場組織

及體系還必須進行深刻的改造，為形成一個未來的國際城市提供基礎。必須

進一步加速工業的發展，實現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及旅遊業的現代化。

4．廈門經濟特區

概況

廈門在福建方言中稱“Amoy ”。它是中國南方海岸上的一個島嶼，亦

稱鷺島。它位於福建省南部及臺灣海峽西部。廈門歷來就是中國東南沿海

的一個貿易重鎮。同時也是一個著名的旅遊地區。廈門下屬七個縣： 同

安、集美、杏林、鼓浪嶼、湖里、開元、思明。廈門地區的總面積是一千

五百一十六平方公里，人口為一億二千三百萬。目前70％的臺灣人源自福

建南部。

13．參見 http：／／www．skiz．com／history／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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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指數

至於這個經濟特區的宏觀經濟指數， 1 999年它的農業及工業產值分別

為三百三十億元及五百七十億元。1 4 下列圖表顯示了廈門經濟結構中各經

濟部門的情況。

基礎設施

在通訊方面，衛星地面站已在運行。通過它可與世界二百一十個國家

及地區以 及一千八 百個中國 國內城 市進行通 訊。電力 能源供應 大部分 是

由 福 建 省 電 力 網 提 供 的 。 同 時 ， 廈 門 經 濟 特 區 有 三 個 自 己 的 火 力 發 電

站。目前 運行的兩 臺三十萬 千瓦的 發電機可 以滿足大 部分的民 用及工 業

用 電 的 需 求 。

在服務設施，尤其是銀行方面，廈門已經具有很高的發展水平。國家

商業銀行、廈門國際銀行（合資企業）、十個外國銀行，尤其是香港上海

匯豐銀行及大華銀行（新加坡）在廈門設立了分行。許多外國銀行在廈門

設立了代表處。目前，廈門市擁有六百多個不同性質的金融機構，為外國

企業家提供整套有效的服務。

14．參見《中國統計年鑒》 ，第 350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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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條件

至於投 資環 境， 廈門在 外國 投資 者看來 是一 個十 分具有 吸引 力的 地

方。截至1 996年年底，三千八百六十二項外資直接投資計劃獲得了批准，

投資總額達一百二十億三千萬元。這些企業的工業產值在廈門市總產值中

佔76％。 其出口佔廈門市總出口的 45．9％。15

投資種類分佈如下：鼓浪嶼主要發展旅遊及貿易；廈門島主要是設立

無污染及高科技工業、第三產業，尤其是貿易、銀行、保險及諮詢業；集

美的主要發展部門為教育、旅遊及不動產、輕工業和吸引外資的農業；杏

林主要是發展化學、機械製造、紡織及建材；同安主要是發展吸收外資的

農業、農產品加工及農副產品。從廈門經濟結構圖表中可以看到，當地經

濟主要是著重發展第三產業，其次是與第一產業有關的行業。工業生產率

呈現相對 的穩定 。

在勞資 關係 方面 ，外 國投 資企 業可以 決定 它自 己的 組織 方式 以及 聘

請、解僱人員的方式。員工採用合同制。在合同到期前，如果一方欲終止

合同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對方並辦理有關手續。工作時間不應該超過八小

時。每天加班時間為三小時，每月最多三十六小時 。月工資不應該低於當

地政府所規定的水準。員工繳納的社會福利款項應由企業用於集體福利，

例如醫療保健及住房補貼。僱請當地勞力的企業應該每月向勞工管理部門

以及社會保險部門繳納養老基金、失業保險金及工傷保險金。僱請外國人

員的企業應該簽訂相應的合同並向廈門市公安局申請工作許可。勞資糾紛

一般通過調解，仲裁及法律程序解決。

至於土地的使用，外國投資企業應該根據有關的主要手續與規定申請

土地使用權。用於不動產開發、貿易及旅遊的土地繳納租金後，立即取得

使用權。其價格按照市場規律制定。

1 5．參見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在環境保護方面，設立大型或中型以及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小型項目

應該進行環境影響的研究並就工廠選址報批。同時必須聘請一間具有環境

測量證書的企業就項目對環境的影響進行測定及提供等級、數量、後果及

提出處理辦法和將採取的措施提供建議。環境保護及建立防止污染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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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應交環境保護部門審查。下列三種材料進口必須進行申報：使用垃圾

生產建材，第一次進口的化學物品及有毒化學物品。

廈門未來發展的機會及戰略目標

廈門是一個大型的外貿港口及中國僑民的僑鄉。近幾十年來，廈門經

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與1 98 0年相比，1 999年的國內產值是 1 98 0年的十

四倍。進出口增長了四十一倍。16

為進一步達到它的發展目標，廈門採取了一種比較優勢的策略，正確

認識與臺灣鄰近的優勢，努力成為一座連接臺灣與中國大陸與中間城市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1 99 4年 6月視察廈門經濟特區

時指出：“廈門的優勢及特點應反映到同臺灣的經貿關係中。廈門的作用

是他人無法代替的，這一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將更加明顯 。” 17

江澤民於1 99 5年春天提出的促進和平統一祖國的八項建議為廈門充分

利用其地理優勢提供了新的機會。

在此意義上而言，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將基於新技術及高科技之上。

原先的科技學校、大學院系應該進一步改善，關心發展教育。應該進一步

協調移民政策，創造條件吸收專業技術人員在此定居。應設立法律框架，

為投資提供更加優良的環境。廈門是中央政府批准的可以立法的經濟特區

之一。這一政策實施一年後，效果顯著。在此情況下，1 995公佈的《廈門

投資法規》為中國同胞投資提供了最佳環境，引起了海峽兩岸及中國海外

僑民的注意。

5．海南經濟特區

概況

海南經濟特區人口七百萬，其中一百八十為城市人口。海南人口結構

中有三個大的民族：漢族、黎族及苗族。海南經濟特區的面積為三萬四千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一千五百八十公里。海南島位於北緯21 °4’，為熱

帶海洋氣候，終年氣候炎熱。

1 6．參見 http：／／www．gluckman．com／Xiamen．html

1 7．參見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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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為中 國第 二大島 嶼， 亦稱 瓊崖。 瓊州 海峽 將海南 島與 大陸 分

開。二十公里寬的瓊州海峽又是北部灣與南海的分界。至於地形，海南島

有兩條大山脈，五指山及黎母山，其高度在一千五百至二千米之間。

海南經濟特區在行政上分為三市、九縣及其他七個地區自治縣。省會

是海口。海南島東與菲律賓隔海相望，南面為馬來西亞及婆羅洲， 東南是

印度尼西亞（納圖納島嶼），西面接越南。迄今為止，海南省內設立了三

個經濟特區：洋浦開發區、海口保稅區及三亞亞龍灣國家旅遊渡假區。

宏觀經濟指數

海南經濟特區設立的第一年1 988年，外國投資有了顯著的增加。共成

立了四百四十六個合資企業，其中包括來自日本、泰國、香港、英國及美

國的投資。外國投資總額達到了三億八千二百萬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二

十七點一倍。天安門事件後有過一個比較蕭條的時期。 1 9 9 0年至1 99 4年

期間，外國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2％。目前的外匯投資達到了一億一千

四百萬美元， 為 1 9 8 7年 的十一點四倍 。1 8

海南的出口從 1 9 8 7年的一億一千六百萬美元增加到 1 9 9 4年的九億五

千二百萬美元，但它的主要出口產品仍然是農業及礦產品。這一貿易模式

決定了祇有出口結構改為工業產品後，海南的發展潛力才會擺脫束縛。海

南的國內總產值增長很快，但尚未達到其他經濟特區的水平。 1 9 8 8年至

1 994年，海南的增長率為1 7．2％，遠遠高於中國的平均數（9．4％）。1 999

年，海南的國民總產值為四百七十億一千萬元（五十億七千萬美元），比

1 987年增長四倍。近十二年來，海南國民總產值的增長率為1 1 ．9％，比中

國全國平均增長率高 2．7％。19

基礎設施

從海南經濟特區設立以來，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的主要問題。目前，

海南省所擁有的發電能力約為一百二十萬千瓦。同時，基本上設立了現代

化的通訊網絡。鳳凰國際機場順利投入使用，高速公路網已開通。最近啟

用的新型灌溉系統也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提供了新機會。

18．參 見 http：／／www．tdctrade．com／shippers／

19．參見 2 00 0年 8月 2 1 日 《人民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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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了投資環境，為海南經濟的穩步上

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央政府及中央各個部門對海南島的工業、農業、

貿易及科技提供了巨大幫助。

海南島熱帶品種、水產資源及植物種類繁多。1 994年的產量已經超過

六十五萬噸。為使這些產品可以到達其銷售地，中國商業部決定在海南成

立批發市場。這一批發市場建立後，將通過計算機與四百個分佈在中國各

地的市場連接。

洋浦經濟開發區為海南最重要的工程。1 992年，國務院批准興建洋浦

港。1 993年3月動工以來，總投資額達到四億九千萬元。目前，這一地區

的某些基礎設施已完工，例如發電能力達到三十一萬五千千瓦的火力發電

站、主要公路、第一期通訊項目及海關設施。

政府預計，至20 1 0年的年增長率為 1 5％。為此，設立了一系列基礎

設施項目，包括新的飛機場、港口、鐵路、高速公路及發電廠。隨著海南

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建成，全國數百個企業通過提供服務及設立工廠獲得了

巨大的收益。

自然資源

主要 自然 資源 有熱 帶植 物、 礦產 、海 洋資 源及 旅遊 。海 南島 礦藏 豐

富，現已查明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礦產達四十餘種。石碌鐵礦為亞洲最大的

鐵礦。其儲量佔中國全國儲藏量的60％。海南島的面積為三萬四千平方公

里，沿海地區超過一萬平方公里。從自然資源及經濟發展角度來看，它所

擁有的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為海南石油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還擁

有優良的港 口，可以發 展造船業。 大面積的熱 帶海灘具有 極大的旅遊 價

值。海洋工業將成為海南經濟特區的主要工業。還應該考慮到的是海南島

長年可以旅遊這一因素。這將使海南成為一個重要的旅遊區。這些自然資

源及地理位置為海南的特點。

經濟部門

在其他發展區啟動之前，海南島的主要收入是旅遊。位於南部的三亞

市為主要旅 遊區，年遊 客量達到六 十萬，主要 是國內遊客 。三亞市無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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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它週 圍有數百處 怡人的海灘 。根據三亞 市副市長聲 稱，美國、 英

國、香港及新加坡的投資者正在準備將三亞市附近的兩個小島開發為高級

旅遊點。鳳凰機場為主要的入口。唯一可能影響外國投資的因素是位於三

亞灣內的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

旅遊是海南省的主要工業。其重要性日益增加，獲得了相當令人滿意

的成果。1 9 94年，海南島的旅遊業的收入高達七千萬美元。20

海南設立了熱帶農業產品的生產中心，因此已達到商品化和工業化。

海南的市縣成立了農產品集團，生產優質產品。高科技農業、生物農業、

花草養殖業不斷發展。熱帶農業企業的發展促進了交通體系及食品加工業

的發展。經濟效益吸引了企業投資農業。近三年來，海南農業的發展保持

兩位數字的增長率。

海南島人口七百萬。80％的產值來自農業。但海口市四十萬人現已從

事第二及第三產業。21

工業是目前的優先發展項目，因此海南省及海南經濟特區當局為工業

方面的發展制定了戰略。初期的重點是原料加工，尤其是輕工業，例如食

品、紡織及電 子。從中期來 看，重工業的 地位將大大提 高，尤其是天 然

氣、石化、機械、冶金及建材。在最後階段，海南將以海洋工業及高科技

工業作為它的主要工業 。

由於共產黨政府在海南島所施行的權力下放政策，海南經濟發展的年

平均率約1 1 ．8％。近來經濟發展有所減慢，主要表現在中國海南航空公司

航班座位佔用率的下降。有時海南人的創業精神正是得益於尚無一完善的

企業結構這一事實。的確，因為沒有國家企業的沉重負擔，海南地區政府

設立了中國第一個社會福利體系。它改變了包括一些個人及家庭費用的終

生包攬的局面。企業與員工分攤社會福利方面的稅收，由省政府負擔健康

保險、失業補助及退休金。因此，勞工部門的流動性日益增大，並且出現

了管理基金的行業。

20．參 見http：／／www．chinatorch．com／stipark／english／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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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作為一種嘗試，共產黨政府允許海南島發展某種資本主義。

至今，表面上仍無意稱這種制度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因此，海南已處於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相反一端。海口市內的數

百個商業中心裏高級進口產品琳琅滿目。不動產是目前最發達的部門，但

是證券市場仍處於起步階段，仍未擺脫政府的控制。

投資條件

從1 988年開始，來自國外及國內市場的幾十億美元投資到了海南，目

的是充分利用所規定的投資條件及稅收標準。自從中國將海南市場對外開

放後，在1 988年，五千七百個外國投資者進行了投資。合同利用的總投資

達到六十三億美元。香港及臺灣的投資者控制經濟活動，但是一些美國公

司，例如可口可樂等也投資了三百萬美元。德國的電子工業巨人西門子公

司在位於西海岸的中央火力發電站的資金中也有控股。地中海俱樂部正準

備在海南島清澈的海灘上設立一個豪華的網球場。

這一情況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根據統計數字，目前海南擁有七千

多家外國投資企業。合同利用的外資達到八十億七千三百萬美元；外國投

資已達到二十億九千三百萬美元。大型的國際金融集團已在海南投資並參

與了對海南島自然資源的利用開發。1 994年是海南歷史上吸收外資最好的

年份。

然而，海南省及經濟特區的外貿額有了顯著的減退。的確， 1 997年的

交易總額為十億九千二百五十萬元，而在1 998年降到十億一千三百三十萬

元。這主要是亞洲危機造成的結果。1 999年，儘管貿易平衡有了顯著的穩

定，貿易額仍有所下降。進口進一步得到了控制，與前年相比，進口低於

出口。 22

22．參見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在經濟合作方面，海南發展了同美國夏威夷州的密切合作關係。1 99 3

年8月，卡埃塔諾（Ben jami n．J．Cayetano）州長與汪嘯風省長簽署一項合

作協議，推動兩地的經濟、企業及文化聯絡。這一協議加強了1 992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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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人合作委員會帶來的兩島之間的關係。這個合作委員會由二十人 組

成：十個由海南省長挑選，另外十 個則由夏威夷州長挑選。合作委員 會

尋求協調並研究一個延續到二十一 世紀的工作戰略。這個委員會的任 務

是鼓勵海南企業將夏威 夷作為進入美國的門戶 ，同時鼓勵夏威夷投資 者

將 海 南 作 為 進 入 中 國 的 門 戶 。 雙 方 的 合 作 將 著 重 在 環 境 保 護 、 能 源 使

用、水產資源管理、旅遊發展、培 訓、教育、大學之間的交流等方面 創

造就業機會。

中央政府在決定設立海南省時，給予了海南島特殊的當地立法權。海

南島利用它的立法權，將立法作為改革的標準及指引，以致逐漸接近國際

通行的慣例及方法 。市場經濟的迅 速發展要求法律體 系也必須進一步 完

善。因此，法律體系可以保證不同的利益集團進行競爭並可以獲得一個更

有效的宏觀控制 。

近幾年來，無論是所吸收的國內、還是國外投資為經濟特區帶來了巨

大發展，當地政府及中央政府的投資達到了總投資的三分之一。因此，所

吸收的資金的三分之二來自外部。為了有效地吸收資金，省政府採取了一

系列的措施來改善社會體系，進一步建設基礎設施。

外資在海南島投資的年增長率為80％。鑒於吸收外資對大型貿易及銀

行項目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創造大規模投資項目的新高潮。主要目標是同

歐洲、美國、中東及臺灣公司有關的大型國際集團。

C 二十二年以後的經濟特區

根據 1 9 9 8年 1 2月 1 8日北京一家官方通訊社的報導，經濟特區制定了

一百多項大型項目。主要是基礎設施的改善，尤其是交通與能源，推動一

個新的發展，為一個持續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從今日經濟特區的成功可以看到，特區的進出口已達到五百九十億一

千萬元，佔中國進出口的五分之一。在經濟特區的外匯投資已達到中國總

外匯投資的1 4％。經濟特區的順利發展進一步推動了改革運動，同時創造

了財富，為內地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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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00 年 7 月 9 日 《人民日報》

經濟特區將市場經濟的模式推廣到整個中國內地，因此經濟特區的經

濟發展帶來了兩種效應。首先，資金及技術向上述經濟特區的週邊工資仍

然較低的地區轉移。因此，資金及技術的擴散將提高仍未對直接外資開放

地區人口的收入。其次，分包現象十分顯著。工資壓力大的工廠可以在經

濟特區以外的地區設立工廠。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新生產地區的收入，

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持一個有競爭力的生產成本。毫無疑問，經濟特區的迅

速發展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例如收入的兩極分化，及由內地人口向沿海城

市流動而造成的社會不安的氣氛。某些分析家認為，五千萬中國人已經離

開了他們的故鄉，流向開放的經濟特區的城市。23

然而，上述經濟特區的累計成本逐漸上漲，其經濟發展有所減緩。實

際上，為上述五個經濟特區制定的優惠政策現已為其他渴望發展並提高生

活水平的地 區所利用 。

一些開始為上述開發區制定的優惠有所減少，甚至被取消。然而，每

個地區都面臨自己的問題，因此必須日益依靠自己的資源及創造力。中央

政府的支持日益下降。隨著第三產業達到將近飽和的程度及工資的上漲，

投資成本越來越高。同時還應考慮到的是，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加強

了市場的競爭，為經濟特區帶來了壓力。

23 參見ht t p：／／www．usis．usemb．se／ERT／e06／9HONGKOHTML蒙得哈（Reuben Mondejar）《未來

於今始。 1 997年的香港與中國》，香港理工大學。

986



國務院負責經濟特區問題的柳孝華（譯音：L i u X i aohua）認為，取消某

些優惠措施後，中央政府企圖採取一種新的策略來促進區域經濟，使它們

擺脫國家的支持和保障。經濟特區現在必須進一步加深改革，充分利用現

有利潤來保證自己的未來。劉還證實說，將試用新的發展方法。貿易、銀

行、保險及法律制度將改變政府政策，使之更加接近國際慣例。劉相信，

經濟特區依靠現有的條件及將宣佈的新優惠政策可進一步繁榮 昌盛 。24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余于光遠在《經濟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國

需要十年時間來計劃、討論並測試它的社會主義改革。他認為，還需要十

年時間來設 立一種可 以解決財 產及分配問 題的制度 ，這是改 革的中心 問

題。若無其他原因的話，這一因素需要中央政府對經濟特區加以不斷的關

注及支持。2 5 另一方面，這位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社會最大特點之一是它

的多樣性。這一特性要求國家對它加以充分的承認及利用。經過初期的努

力及艱苦的發展，經濟特區現在要重新考慮它的目標及未來戰略。在已取

得了的纍纍成果之上，經濟特區將為自己制定更加宏偉的目標。

中國金融銀行局的代表何麗平（譯音： He L i p ing）對《人民日報》26

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在中國經濟及外國經濟之間將仍然存在

一個基本分歧：中國貨幣缺乏兌換能力。她認為，經濟特區在這方面的未

來試驗中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1 99 8年 5月 1 1 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爭議巨大並引

發爭權鬥爭的文章發表二十週年的日子。這一口號由與堅持毛澤東的極端

決定和指示的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抗衡的中國共產黨改革派提出。改革

派取得了奪權鬥爭的勝利。它推進了大規模的經濟改革。上述經濟特區便

是這一勝利的成果。它們不僅帶來了經濟革命，而且帶來了思想革命。

24．參見 http：／／china．scmp．com／archive

25．參見 http：／／www．chinaonline．com

26．2000年 8 月 2 3日。

27．參見 http：／／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

中國總理在1 99 8年 4月國務院關於經濟特區的一次會議上講話說，十

八年來經濟特區的成就多次得到了肯定。同時他強調了經濟特區的巨大重

要性，強調了必須適應新要求的重要性。在給予經濟特區的主要優惠中，

尤其著重經濟特區在加強與香港、澳門及臺灣的經濟合作交往中的重大作

用，以及對中華民族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和平統一所擁有的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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