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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国门是如何打开的

———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

萧 冬 连

〔摘要〕1978 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 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

己的发展。进入 1979 年，“大引进”遭遇到资金瓶颈，不得不进行调整，但对外开放的步伐却加快了。

中央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为对外开

放找到了突破口。从引进成套设备到利用外资，再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禁区不断被打破。虽然经历

了种种争论和挑战，对外开放的地域却不断扩大———1984 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 14 个城市，1985 年

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一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组成的

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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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China Open?

———The Initial Process of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Xiao Donglian

Abstract: In 1978，the decision-making level reached a consensus without argument: China must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se external resources to accelerate its own development． In 1979，the“big introduction”en-

countered a bottleneck in funding and had to make adjustments，but the pace of opening up accelerated． The cen-

tral government approved special policies will be implemented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established

four special economic zones，including Shenzhen，Zhuhai，Shantou and Xiamen，and found a breakthrough for

opening up．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t to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and then to attrac-

ting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restricted area was continuously broken down． Although it has undergone

various controversies and challenges，the area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as expanded continuously． In

1984，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further open up the fourteen cities along the coast． In 1985，the Pearl

Ｒiver Delta，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and Southern Fujian Delta were opened up，and the open pattern formed by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the open coastal cities，and the open coastal area took shape initially．

一、“大引进”遭遇瓶颈

1978 年的 “大引进”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

的序幕。然而，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到各部门负

责人都表现出求成过急的倾向。1978 年共签署

了 78 亿美元引进合同，其中 31 亿美元是当年

最后十天抢签的。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

而 1977 年中国出口外汇收入仅 76 亿美元，外

汇储备很快就捉襟见肘了。此外，引进项目还

需要国内投配套资 13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

年全国财政收入 ( 874 亿元人民币) 的 1． 5 倍，

缺口也很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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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对 “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

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

但考虑过没有，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

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① 1978 年 12 月 10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就经济

问题提出五点意见。他说，实现 “四个现代化”

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 “伟大进军”，必须既积

极又稳重。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

上。对于生 产 和 基 本 建 设 都 不 能 有 材 料 缺 口。

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

轻工业和 城 市 建 设。② 1979 年 1 月 1 日，李 先

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

《国务院关于下达 1979、1980 两年经济计划的

安排 ( 草 案 ) 》，其 中 国 家 计 委 在 安 排 1979 年

生产计划时留有物资供应缺口。陈云在李先念

的信上批示: “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

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 月 5 日，陈云又将

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

东兴，指出: “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

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 “请计委再作考

虑。”③ 1 月 6 日，邓小平 找 余 秋 里、方 毅、谷

牧、康世恩等四位副总理谈话，肯定陈云的意

见 “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④。

陈云的谨慎态度来自于几十年的财经工作

领导经验和他的经济发展思想。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经济发展思路上，陈云历来属于稳健派，

追求一种较稳定、均衡的增长方式，反对欲速

则不达的高速度，特别是对 “大跃进”的教训

印象深刻。陈云认为，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

须做到 “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

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

适应。1957 年和 1962 年，他先后出任中央经济

工作五人小组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

调整。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挽救由

于 “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陈云发挥了

重要作用。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

相当多的人都信服陈云的经济才能和发展思路，

不少人建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如在理论

务虚会上，吴江明确向中央建议: 让陈云参加

经济领导工作。这项建议登上简报后，别的小

组随即有人表示赞成⑤。薛暮桥的书面发言也提

出: “我希望在党中央作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

够多听听陈云同志的意见。还希望陈云同志在

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防止我们的经济工作

再犯错误。”⑥

1979 年 3 月 14 日，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

了一 封 联 名 信，提 出 “要 有 两 三 年 的 调 整 时

期”，并提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

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成员有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

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⑦。为了转变党

内高层的思想，从 3 月到 4 月，连续召开了中

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

会议，讨论 1979 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批评 1978 年搞 “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

比例失调，并点名批评说: 冶金部要靠外国的

贷款 来 发 展 钢 铁 工 业，它 不 知 道 这 件 事 的 厉

害⑧。3 月 23 日，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最 后 一 天，

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中心任

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⑨。华国

锋最后讲话，也对此表示同意瑏瑠。4 月 5 日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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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 正 式 通 过 “调 整、

改革、整 顿、提 高”的 方 针，决 定 从 1979 年

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

革、整顿、提高的工作。
1978 年，中国领导人初次与外界接触，许

多人对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条件太过乐观; 1979

年初落实到具体谈判上，发现向国外借钱并不

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3 月 18 日，国家计委

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 1979

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 100 亿美元，实

际全年可用外汇只 有 50 亿 美 元。在 1979 年 3

月 21 日 的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上，李 先 念 承 认:

“对用贷款看得容易了。过去说借钱容易，没有

那回事。”陈云批评说: “出国考察的回来吹风，

上面 也 往 下 吹 风，要 引 进 多 少 亿，要 加 快 速

度。”凭借在旧上海的经验，陈云怀疑 “借外国

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说: “外

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

看得太简单。”他的判断是: “一下子借那么多，

办不到。”①

此后，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会议上反复讲，

对外债要分析。例如 1979 年 9 月 18 日，他说:

外债有两种，一种是买方贷款，一种是自由外

汇。目前能借到的自由外汇很少，主要是买方

贷款。自由外汇只能用于见效快、速借速还的

小项目，大项目的还本付息主要依靠国内可靠

的出口创汇能力。买方贷款能用多少，不取决

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国内

配套资金 的 多 少。他 说，利 用 借 外 债 搞 建 设，

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研究。② 总之，陈

云对利用国外贷款搞建设持谨慎态度，尤其不

赞成用自 由 外 汇 来 弥 补 国 内 财 政 赤 字 的 做 法。

根据陈云的意见，1979 年对外引进方针做了调

整，基本精神是: 控制引进规模和成套设备进

口; 先引进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以积累资金，

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 以引进技术、改造老厂

为主，少上新项目③。

另一方面，邓 小 平 提 出 要 善 于 利 用 外 资。
10 月 4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表

达了自己的意见: “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

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

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
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

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

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

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

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

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

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

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

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

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

都采取……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

个立足 点 要 放 在 充 分 利 用、善 于 利 用 外 资 上，

不利用太可惜了。”④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赞成陈云关于

对外资要分析的意见，但他的基点是要想办法

更多地利用外资。在他看来，这个条件不利用

太可惜。邓小平也注意到，外商对中国是否有

足够的偿还能力表现出担心和犹豫，但他对此

抱有信心。邓小平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寻找适

当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他提出，在实行财政平

衡时，应当把利用外资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把

立足点 放 在 充 分 利 用 外 资 上。1980 年 5 月 20
日，邓小 平 同 胡 乔 木、姚 依 林、邓 力 群 谈 话，

再次敦促说: “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

豫拖延了。”“应该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

电。”“拖下去，‘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时

发挥不了作用。”⑤

二、22 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这次调整之所以遇到困难，有一些过去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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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新情况。汪道涵当时以八句话概括最初的

引进状况: “万马奔腾，不测深浅; 不尽知己，

不尽知 彼; 仓 促 协 议，骑 马 难 下; 头 寸 一 紧，

舆论哗然。”① 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22 个重大

引进 项 目 是 一 个 重 点 和 难 题，正 所 谓 “骑 马

难下”。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马还是下马，就是一

个两难选择。宝钢是 22 个引进项目中最大的一

个，一、二期工程计划投资 301． 7 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 47． 8 亿美元外汇资金②。宝钢的上马，

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议。在中央确定调整方针以

后，批评的 舆 论 更 多。但 宝 钢 工 程 已 经 开 工，

而且进度很好。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

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

的合 同 进 行 赔 偿，已 进 口 的 设 备 妥 善 保 管③。
1980 年初，由于地质原因，宝钢基础打桩出现

位移现象，批评的舆论再次激烈起来④。在当年

8 月至 9 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宝

钢问题成了争论 的 焦 点⑤。1980 年 底，中 央 开

始实行进一步的经济调整，决定宝钢一期工程

缓建，是否继续建设需组织专家论证，二期工

程停建，热轧和冷轧合同退货。

除宝钢外，其他引进项目也一直处于上下

两难的境地。对它们的处理大体分为四类: 七

项继续执行合同; 三项被迫推迟开工; 十项只

签订了部分合同的项目推迟其余引进设备的签

约和基建进度，或调整引进方案; 一项因建设

条件不具备而撤销⑥。

对上述 22 个大型引进项目的调整带来了重

大损失。一批进口设备，如宝钢二期成套设备、

大庆和齐鲁的乙烯设备、仪征大化纤设备等已

经运到工地，有的甚至已经开工建设，如今为

了封存保管，有时还要专门修建大仓库和铁路

专用线。此外，停缓建这些项目不仅要赔偿毁

约损失，还会造成国际影响。

许多人感到 22 个引进项目的下马太可惜。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一次会上发言说: “这批

重大项目为国家急需的基础工业设施，它的建

成，将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论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都是好的。对提高我国工业技术

水平，填补我国工业重要产品的空白，会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⑦ 在 1979 年 9 月国家计委的

调整计划中，曾提出一个设想: 用外汇贷款解

决 12 个进 口 成 套 设 备 项 目 的 国 内 配 套 投 资 资

金，共计 40 亿元，同国内财政脱钩。但是，陈

云认为，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

的事不可能办到。⑧

1981 年初，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给国务院

总理赵紫阳写信，建议国家给宝钢再增加几千

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2 月 10 日，国务院

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汇报。宝

钢工程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发言说:

“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 15 亿元，继续搞

下去，也只是需要 25 亿元。”赵紫阳问: “你的

意思是，多用 10 个亿救活 100 多亿 ( 指宝钢已

用的投资 ) ，少 用 10 个 亿，100 多 亿 就 付 之 东

流了。”马成德答: “是这个意思。”马成德算

的这笔账打动了赵紫阳。7 月，赵紫阳在到上

海考察一番后改变了态度。国务院副总理姚依

林、谷牧、薄一波也先后到宝钢，表达了不同

程度的支持。8 月 7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 宝 钢

续建。⑨

宝钢续建问题的解决启发赵紫阳对其他引

进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重新进行考虑。10 月 6

日，他找房维中、赵维臣、马洪瑏瑠谈话，提出应

当把 22 个引进项目中的几个石油化工项目搞起

来。怎么解决启动这些项目的资金? 赵紫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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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以利用一部分国内储蓄存款，也可以利

用一部分外资。如前所述，利用外资解决引进

项目的配套资金问题，这是国家计委在 1979 年

下半年就提出来的一种思路，但当时被否决了。

时隔一年半，这个主意被重新拾了起来。在这

方面，此 前 已 有 一 个 成 功 的 资 本 运 作 范 例。
1981 年 1 月，中信公司在日本证券市场上发行

100 亿日元 ( 约合 7000 万美元) 的私募债券，

债券宽限期为六年，帮助 1980 年因调整被迫下

马的仪征化纤项目重新启动①。就这样，22 个

引进 项 目 的 工 程 建 设 多 数 延 迟 了 三 四 年，到

1983 年以后陆续启动。

调整国民经济其实没有对利用外资形成大

的影响。1979 年以后，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

大大扩展，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

贷款、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其

他资源开 发、租 赁 业 务、对 外 加 工 装 配 业 务、

国际信托投资业务、中外合资，以及发行国外

债券、办经济特区等多种利用外资的方式都在

尝试使用。1979 年 12 月，中 国 接 受 日 本 政 府

500 亿日元贷款 ( 按当时汇率约合 3． 3 亿元人

民币或 2． 2 亿美元) ，用于建设秦皇岛港、石臼

所港、北京—秦皇岛铁路、兖州—石臼所铁路、

衡阳—广州铁路复线、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等项

目②。这是中国接受的最早一笔外国政府贷款。
1980 年至 1982 年，中国还从科威特、比利时、

丹麦等国政府获得了一些无息 贷 款。1980 年，

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代

表权同时得到恢复，同年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会 ( 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另一个来源。利用世界银

行贷款的第一个项目，是用于人才开发及教育

科研的 2 亿美元长期贷款，全部为国家教委所

属 26 所高等院校使用，计划资助 8000 个访问

学者到世界各大学访问学习。③ 1981 年至 1982

年，中国 从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得 到 两 笔 共

7000 万美元贷款。从 1979 年开始同国际资本打

交道，到 1982 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达

到 126 亿多美元，其中借款 108 亿美元，吸收

国外直接投资 17． 69 亿美元，此外还接受了一

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④

为了 迅 速 扩 大 出 口 和 技 术 引 进，从 1979

起，外贸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打破了进出口

贸易基本上由外贸部及其所属各专业进出口公

司专营的体制，赋予一些地区和部门部分商品

的进出口经营权，实行多渠道经营，提高地方

出口外汇留成比例。

三、外商如何进入中国

在各种利用外资的方式中，外商直接投资

更具开放性质，它遇到的观念障碍也更大。一

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

30 年以后，难道 还 能 从 国 外 引 进 资 本 主 义 吗?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能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吗? 另

一种障碍是有关国家主权问题的，即担心中外

合资、外商重新进入中国有损国家主权。新中

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不但视英美企业的存在有

损于主权，甚至认为苏联与中国合办企业也会

威胁到中国的真正独立。中苏四个联合公司成

了两国外交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最后，赫鲁晓

夫把这四个公司交还给了中国，以向毛泽东示

好。从这个背景不难看出，允许外商到中国来

合资办企业，仍然有一个禁区要突破。

观念 禁 区 的 突 破 从 引 进 汽 车 项 目 开 始。
1978 年 6 月，国家计委等部门在向国务院上报

的 《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中提

出: “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拟安排在上海，对

上海轿车工业进行改造”。不久，国务院批准了

这个报告。与此同时，一机部也在同外商谈判

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洽谈中，外商建

议采用中外合资经营的形式。第一个来中国洽

谈投资事宜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78 年

10 月 21 日至 28 日，通用汽车公司代表团访问

中国。在谈判中谈到合作方式可以有十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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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七种是办合资企业。① 该公司的董事长汤姆

斯·墨菲向中方提出: “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

技术引 进，而 不 谈 合 资 经 营 ( joint venture ) ?”

他补充道: “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

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

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

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 ‘结婚’，

建立一个共同的 ‘家庭’。”听了这番介绍，中

方代表的反应是: 虽然感到新鲜有趣，但 “实

际上是不可能的”。中方谈 判 代 表 李 岚 清 回 忆

说: 当时对搞中外合资经营 “一是不懂，二是

不敢”。“当时我想: 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

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 特别是他

提到，合资经营就好比是 ‘结婚’、‘建立共同

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

产党 员，我 能 同 你 ‘结 婚’吗?”李 岚 清 按 照

程序把墨菲的这个建议写进了给国务院引进办

公室的简报。没有料到的是，这份简报引起中

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分管副总理谷牧看到

简报后，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

导人传阅。其他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

不但画了圈，还写上了 “合资经营可以办”的

批语。② 11 月初，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请示轿

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邓小平明确答复:

“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③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高层领导人已经

意识到，突破中外合资的禁区，势在必行，因

为中外合资具有其他利用外资方式不可替代的

优点。1979 年 7 月 7 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

使节会议上做报告时说: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

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

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

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

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

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

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④ 9 月 17 日，他对英国

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 “对每一项贷款，我们

都要守信用，要能偿付。考虑到这个问题，所

以我们更欢迎合资经营的方式。”⑤ 10 月 4 日，

邓小平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向党内高级干

部算了一笔账，他说: “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

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

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

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 还有一个是带动

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

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

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

一些企业。”⑥

要尽快吸引外商投资，急需法律先行。中

国历来以政策治国，国际资本看重的是法律保

障，谁都不会到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冒险

投资。前文提到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来中国谈

判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 希望中国有一部政

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以依法办事⑦。这引

起高层的重视，中外合资法很快列入立法议程，

从 1979 年初开始起草。起草中议论较多的有两

个问题: 一是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多少。要给外

商投资者以优惠，大家认识是一致的，但究竟

优惠到什 么 程 度 合 适? 几 经 研 究，定 为 30% ，

加上地方所得税 3% ，共 33% ，略低于东南亚

国家和地区。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比例。起

初参照印度等国的做法，拟限定外商投资比例

不超过 49%。对 此，荣 毅 仁 给 中 央 写 信 提 出:

规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

百分之四十九”和 “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

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我们亦

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他建议

在不丧 失 主 权 的 前 提 下，以 平 等 互 利 为 原 则，

争取 更 多 的 外 资。6 月 15 日，邓 小 平 批 示:

“我看 很 有 道 理，四 十 九 和 三 分 之 二 都 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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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陈云批示: “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

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① 最后

确定，不仅不设上限，而且设了下限。法律中

规定: “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

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② 7 月

1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7 月 8 日即付实行。从起草到通

过再到实施，相当迅速，足见高层对吸引外国

投资的迫切心情，其意图在于宣示中国政策的

连续性 和 坚 定 性。邓 小 平 多 次 向 外 宾 解 释 说:

“我们准备搞一个投资法。这个立法本身就表明

中国的政策没有变。” “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

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③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当简约，需要制

定相 应 细 则。1980 年 7 月 26 日，国 务 院 公 布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

设用地的暂行规定》。9 月 10 日，五 届 全 国 人

大三次 会 议 通 过 《中 外 合 资 经 营 企 业 所 得 税

法》，具体规定给予中外合 营 企 业 在 土 地 使 用

费、税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场地使用费 “每

年每平方米最低不少于五元，最高不超过三百

元”; 所得税率 为 30% ，另 按 应 纳 所 得 税 额 附

征 10% 的地方所得税，合计税率 33% ; 分得利

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享受部分退税优惠，汇出

国外按汇出额缴纳 10% 的所得税; 新办合营企

业合营期 在 十 年 以 上 的，第 一 年 免 税，第 二、

三年减半④。

率先进来投资的多是香港和海外华商。中

国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移居世界各

地的华侨华人有 3000 万之众，各地华人经济的

崛起为世人瞩目。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海外华侨

华人资本的作用。1979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邀

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

等五位原工商联代表共商对外开放大计。邓小

平希望这些老工商业者在引进海外资金特别是

华侨华人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 “现在

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

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⑤ 邓

小平特别提出，希望荣毅仁出来办实业; 叶剑

英、谷牧、王震等也当面表示过，希望荣毅仁

出山。荣氏家族有 400 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

地，其中大多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这

正是邓小平、叶剑英等特别看重的资源。10 月

4 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董事会

由 44 人组成，荣毅仁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雷任

民为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内地领导干

部和原工商界人士外，中 信 公 司 董 事 会 还 吸 收

了港澳商界巨子马万祺、李嘉诚、霍英东等。⑥

中信公司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窗口。
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与内地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很多人都有亲属在内地，不少人

怀有报效乡梓、参与祖国建设的愿望。如 1979
年春节，许多回广东探亲旅游的港澳同胞纷纷

表示愿意 为 建 设 家 乡 贡 献 力 量⑦。还 在 《中 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

就看准了内地投资的机会，已经有港商自己做

起来了，首先 做 的 是 “三 来 一 补”。所 谓 “三

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加工、来样加工和

补偿贸易。1978 年初，香港 “宁波帮”商人曹

光彪在珠海成立第一家外资私人企业———香洲

毛纺厂。从当年春末开始，广东省的宝安、东

莞和顺德 等 县 先 后 开 办 了 “三 来 一 补”企 业。
到 9 月 底，广 东 省 签 订 的 协 议 合 同 近 100 个，

合同金额 3350 万美元⑧。到 1979 年 3 月，广东

全省与外商签订协议 350 多个，约 3 亿美元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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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后， “三来一补”业务从广东、福建两

省扩展到其他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三

来一补”方式受到香港等 地 中 小 企 业 的 青 睐，

正是这些中小华商的开拓，后来在闽粤地区形

成了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激活了地方

经济。1979 年，国家外资委批准的第一批三家

合资项目的外方合作者都是华人: 北京建国饭

店是由美籍华人陈宣远设计并投资建设的，北

京长城饭 店 的 外 方 合 作 者 是 美 籍 华 人 沈 坚 白，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外方合作者是香港商

人伍沾德、伍淑清父女。截至 1981 年底，经批

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 48 家 ( 不包括经

济特区举办的 35 家) 。① 这 48 家企业，属于华

侨 华 人、港 澳 商 人 投 资 的 共 28 家， 约 占

60% ②。可见在率先进入中国的投资者中，华人

资本占 据 重 要 地 位。1981 年，国 家 进 出 口 委

外资局调查了 12 个中外合资企业后发现: “与

华侨、港 澳 同 胞 作 到 相 互 信 任、搞 好 合 作 容

易，他们疑 虑 比 较 少，提 出 的 条 件 比 较 宽 容;

而一 些 外 国 大 公 司 则 疑 虑 较 多，条 件 比 较 苛

刻。因此，前 者 应 作 为 当 前 优 先 选 择 的 合 资

对象。”③

华人资本相继进入中国并取得成功，在国

际上引起了相当的注意。其实 1979 年以后，国

外大财团来中国谈判合作的也很多。据 7 月 19

日汪道涵在国务院财经委召集的关于经济问题

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介绍，“现在到中国来谈

判的大都是跨国公司”④。除了华人资本，日商

进入 中 国 最 早。第 一 家 中 日 合 资 经 营 企 业 是

1980 年 12 月 13 日创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

公司 ( 简 称 “福 日 公 司”) ⑤。汽 车 行 业 方 面，

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率先进入中国，1982 年

11 月 29 日在上海签署 协 议 书，合 资 生 产 “桑

塔纳”轿车，五个月后，第一批 “桑塔纳”就

在上海汽车厂出厂，开始了中国轿车生产的新

阶段。然而总体上说，在最初几年，跨国公司

多数是来摸中国的情况，谈的多，谈成的很少。

外国大 公 司 有 进 入 中 国 的 愿 望，又 心 存 顾 虑，

一是担心中国的偿付能力，二是担心政策是否

具有连续性⑥。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的

经济调整，特别是在 1980 年底，中国决定大规

模地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部分利

用外资项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⑦。

四、经济特区的决策与筹建

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对外开放，来自中央

与地方 两 方 面 的 积 极 性。由 于 地 理 上 的 原 因，

广东、福建面临的压力比内地更大，对发展机

遇的感受也更敏锐。特别是广东省，毗邻香港

与澳门，历来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即便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

依然可以算是一个向外敞开的窗口。此外，香

港知名人士也与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保持着往来。

从 1957 年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每年

举办春秋两届。每年还有大批香港同胞和海外

华侨回国探亲。与内地相比，广东的官员和民

众对香港及海外的情况和动向并不陌生。

对广东省领导人触动最大的，莫过于持续

不断的边民偷渡逃港事件。自 1951 年封锁边界

以后，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就没有停止

过，其中 1957 年、1962 年、1972 年和 1978 年

形成 了 四 次 偷 渡 高 潮，来 得 最 为 猛 烈 的 则 是

1978 年至 1979 年。偷渡逃港的根本原因是境内

外经济差距巨大。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

农民人均收入只有 134 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

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 13000 元港币，这对

边境农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文化大革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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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国门初开，进出境旅客大增，大批华侨和

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同内地亲友和群众

广泛接触，并带进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

用品。在当 地，家 族 中 有 无 华 侨 或 港 澳 关 系，

生活条件对比十分明显。更有昔日偷渡客，在

境外获得成功，回乡探亲时被奉为上宾，在民

众中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于是许多人不惜冒

死逃港。1977 年 11 月 11 日，广东省委将逃港

事件向正在广州的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听

后说: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不是部队

能够管得了的”。① 对此，广东省的领导人同样

心知肚明。
1978 年 3 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

宝安、珠海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进行调查

研究，与两地共同制定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

划和三年计划、五年规划。5 月 6 日，国家计委

副主任段云率领的考察组经与广东省委习仲勋、

刘田夫等人共同商议，回京后向中央提出把靠

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的意见，

获得同意。② 1979 年 3 月 5 日，国 务 院 批 复 同

意将宝 安 县 改 为 深 圳 市，珠 海 县 改 为 珠 海 市。

此时的出发点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还没有

建特区的思想。不过，国务院在批复中有一句

话: “吸收港澳同胞和华侨的资金，合建工厂、

农场和其他事业，也可试办。”③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

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招商局是清朝北

洋大臣李鸿章于 1872 年创办的，已有 100 多年

的历史。1950 年 1 月 15 日，招商局香港分公司

的 13 条轮船起义，从此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

表机构。几十年来，香港迅速崛起，香港招商

局却经营困难。1978 年 10 月 18 日，袁庚被派

往香港 主 持 招 商 局 工 作。鉴 于 香 港 地 价 太 贵，

仅次于日本东京的银座，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

在广东边境地区建设一个招商局工业区，利用

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加上香港和国外的资金、

技术和全套设备，意味着同时拥有了内地和香

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招商局先同广东省委交

换意见，双方一拍即合，共同起草了 《关于我

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报送李先念并国务院。1979 年 1 月 31 日，李先

念在召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时表示赞

同，随即用铅笔在地图上南山半岛划了一条横

线，笑着说: “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南山半

岛足有 20 平方公里至 30 平方公里，大大超出

袁庚的意料。袁庚没敢要，只要了其中 2． 14 平

方公里。7 月 20 日，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成

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④

此时，广东省 考 虑 跨 出 更 大 的 步 伐。1979

年 1 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召集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精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给与会者印

发了欧、日、亚洲 “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

先进技术加快发展的材料，引起热议，这给了

广东省领导以重大激励。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达

成了一个共识: 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

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

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1978 年底 1979

年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从香港请来

很多工商界朋友咨询发展之策。有人提议搞自

由港，启发了吴南生，他在 3 月 3 日的省委常

委会议上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常

委们都表示赞成。习仲勋当即表态: 先起草意

见，4 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 月 1 日

和 2 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确认，根本的

出路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

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根据国际惯例划出一

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名称初步定为 “贸易合

作区”，因为叫 “出口加工 区”怕 与 台 湾 的 名

称一样，叫 “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

本主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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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4 月下旬，他和杨尚昆①向中央领导做汇报。习

仲勋对华国锋说: “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

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

干。”他要求允许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划

出一块地方，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单独进

行管理。华国锋表示同意给点权力。② 在会上，

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③。

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开放，但不知道究竟怎么开

放，于是同意给予广东、福建特殊政策和灵活

措施，让两省在对外开放方面先行一步。华国

锋还对习仲勋说: “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

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④ 这一

表态已经有了让广东在体制改革方面也先走一

步的想法。

出口加工区对谷牧来说并不陌生，1978 年

6 月他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就提到了国外利

用 “加工区” “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

的情况。当时世界上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了 500 多 个 出 口 加 工 区、自 由 贸 易 区 或 自 由

港。⑤ 不过，对加工区的名称一时定不下来。会

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 “还是叫特

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又说: “中央

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

一条血路来!”⑥ 在这次会议印发的文件中，提

出搞特区的还有上海崇明岛⑦，但后来没有被批

准。后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向华

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谷牧

受华国锋委派到大连考察后，将这一建议提到

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但因有不同意见而被

搁置⑧。
1979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6 日，谷牧受中央

委托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

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十多位负责干

部前往粤、闽两省考察，帮助两省分别起草了

《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

经济发 展 的 报 告》和 《关 于 利 用 侨 资、外 资，

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

报告》。7 月 15 日，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批 转 两

份报告 ( 即中发 〔1979〕50 号文件) 。相关政

策中有三项重要内容: 第一，对两省的财政实

行大包干。广东省上交中央十个亿，多收的钱

归自己。福建省每年中央补助两个亿，多花了

中央不给，多创收了也不减少补助，一包四五

年。这对当时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是一个很大

的突破，对广东省来说意义重大。第二，给两

省对外交往的方便，即给予外商投资项目审批

权、人才交流审批权。第三，创办出口特区。

兴办特区是对外开放最重大的举措，不过

最初只是作为广东、福建两省特殊政策的一部

分提出来的，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后来逐步单

列出来，由 国 家 进 出 口 管 理 委 员 会 归 口 管 理。
1979 年 9 月下旬、1980 年 3 月下旬，谷牧两次

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后一次

会议提出了特区发展的五条建议: 第一，特区

主要吸收外资和侨资进行建设; 第二，特区建

设要做好总体规划，分批分期铺开，先搞好基

础设施，创造好的投资环境; 第三，先上投资

少、周转快、收效大的加工工业生产项目，根

据条件逐步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 第四，为鼓

励外商来特区投资，可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

率和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 第五，特区的管理，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

下，采取不同于内地的体制和办法，特区的经

济活动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⑨。这次会议

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将 “出口特区”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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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准 《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

搞特区必须有法可依。1979 年底，谷牧着

手组织起草特区条例，先委托广东省起草，后

责成国家进 出 口 管 理 委 员 会 组 织 论 证①。1980

年 4 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省人大通过

后，8 月 26 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批准，并于次日公布。 《条例》仅有

2000 多字，从起草到公布，前后花了一年的时

间，13 易其稿，可谓字斟句酌。起草中借鉴了

海外法规，但没有照搬，例如 “地租”一词在

国际上通用，但在国内是一个敏感词，容易与

旧中国 的 “租 界”联 系 起 来，经 斟 酌 改 称 为

“土地使用费”。 《条例》决定广东省设立经济

特区管理委员会，代表省政府对各特区实行统

一管理。其职权包括审核投资项目、办理工商

登记和土地核配，兼有举办教育、文化、卫生

和各项公益事业等。1981 年 11 月 26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又授予广东、福建两省制定所属经

济特区单项经济法规的权力。②

经济特区条例及随后制定的各项具体法规，

对到特区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政策。例如在土

地使用年限、使用费上给予优惠。土地使用年

限: 工业用地 30 年，商业用地 20 年，商品住

宅用地 50 年。土 地 使 用 费 ( 每 年 每 平 方 米 ) :

工业用地 10 元至 30 元，商业用地 70 元至 200

元，商业住宅用地 30 元至 60 元，旅游建筑用

地 60 元至 100 元; 每三年调整一次，调整幅度

不超过 30%。③ 此外，外商可以独立经营，可

雇用外籍人员; 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免征进口

税; 企业所得税率定为 15% ; 对 《条例》公布

后两年内投 资 兴 办 的 企 业，或 者 投 资 额 达 5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

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 所得合法利

润和收入缴纳所得税后可自由汇出; 所得利润

在特区 内 再 投 资 可 申 请 减 免 所 得 税; 经 同 意，

客商可自行招聘中国职员和工人，必要时可以

解雇; 简化外籍及港澳人员出入境手续; 等等。

这些规定比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赋予到内

地投资外商的待遇更加优惠。例如，内地只能

办合资企业，在特区，外商可办独资企业; 内

地外商所得税率为 33% ，特区则仅为 15% ，比

香港的税率还低两个百分点。《条例》原拟土地

平整和供水、排水、供电、道路、码头、通讯、

仓储等公 共 设 施 的 建 设 均 由 投 资 者 自 行 负 责，

后采纳了海外人士的建议，改为由特区管理委

员会 负 责。但 在 产 品 销 售 方 面，《条 例》比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限制更严格些，规定

特区产品主要供国际市场销售，若向国内销售，

须经 有 关 部 门 批 准，并 办 理 海 关 补 税 手 续。④

《条例》的公布标志着经济特区建设正式启动，

在外商中引起了积极反响，除对各项优惠政策

感兴趣外，外商尤其看重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设

立及其全权管理，这意味着可以绕开现行体制

衙门林立、程序繁复的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

率⑤。《条例》的公布也稳定了边境，持续不断

的逃港潮至此戛然而止，甚至出现逃港人员回

流的现象。

随后，国务 院 批 准 四 个 特 区 的 区 域 范 围。

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为 327． 5 平方公里。此前

经国务院批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投资兴办的

蛇口工业区，也被划为深圳特区的一部分。珠

海、汕头、厦 门 三 个 经 济 特 区 的 面 积 分 别 为

6． 81 平方公里、1． 6 平方公里和 2． 5 平方公里。

四个特区最初批准划定的面积共 338． 41 平方公

里。后来，珠海、汕头、厦门经济三个特区的

区域范围又有所扩大，到 1990 年底，四个特区

的面积扩大到 632． 1 平方公里。特区与非特区

的分界 线 架 设 了 铁 丝 网，还 修 建 了 巡 逻 公 路，

设置哨卡和检查站，实行封闭式管理。

特区开发之初，资金筹集是一大难题。靠

国家财政拨款搞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能的，国

家只给予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经争取，中央

给了深 圳 3000 万 元 开 办 费，但 很 快 就 被 用 完

了。特区开发最终走了一条 “多方筹资，负债

·53·2018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谷牧回忆录》，第 326 页。
《经济特区的由来》，第 121 页。
《经济特区的由来》，第 134—135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 397 页。
《经济特区的由来》，第 151 页。



开发”的新路子，从三个方面解决了筹集资金

的难题: 一是使用国家银行信贷; 二是收取土

地使用费，以地生财，以财养地; 三是吸收利

用外资，包括从国际金融市场筹借贷款，以中

外合资、合作经营等形式建设基础设施。四个

经济特区 从 1980 年 下 半 年 起 相 继 投 入 开 发 建

设。首先平整土地，通 水，通 电，通 道 路，通

电信，通排污管道，通煤气，通排洪，即 “七

通一平”。接着兴建工业厂房、商业楼宇、居民

住宅和生活服务设施，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企业

生产经营创造条件。从 1980 年起，一批投资先

行者开始进入特区。到 1983 年，累计批准外商

直接投资项目 522 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 29． 1

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 3． 99 亿美元。其中深圳

特区实 绩 较 大，累 计 实 际 吸 收 外 资 2． 85 亿 美

元，批准各种外商投资企业 420 多家，不过大

多是周转快的小项目。

五、充满挑战和争议的试验

对于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

措施以及兴办四个经济特区，在党内始终存在

不同声音。不过邓小平的态度很明确，他希望

两省先行一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

路来。叶 剑 英、胡 耀 邦、万 里 等 也 很 热 心。
1980 年冬，中央调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

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为

第二书记; 调项南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任仲

夷和梁灵光赴任前，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胡耀邦、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

接见他们，给予明确支持。当时在邓小平心目

中，特区不 只 是 深 圳 等 四 个 地 方，而 是 广 东、

福建全省。他对任、梁二人说: “特区不是仅仅

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

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

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

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胡耀邦

将成都武侯祠一副对联改动一字相赠: “能攻

心，则反 侧 自 消，从 古 知 兵 非 好 战; 不 审 势，

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万里对任仲夷

说: “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

不执行。”① 按照 任 仲 夷 的 理 解，中 央 给 广 东、

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两省在执

行中央政策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强调要想迈

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②。

然而，两省的特殊政策肇始，就遇到经济

调整的考验。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

对国民经 济 实 行 进 一 步 调 整。在 会 上，陈 云、

李先念、邓小平等常委讲话都没有明确两省执

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 “特殊”。在闭幕会上，邓

小平表态: “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

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

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③ 随后，胡

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座谈会，确定调整时

期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

一点，但中央的方针是不动摇的④。然而，中央

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生怕两省 “越轨”，不少文件

都加上一句: “广东、福建不例外。”两省都感

到，中央还没有给自己真特殊、真灵活、真先

走的东西，难以放手大干，希望中央进一步明

确政策。⑤

1981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

工作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事前做了充分

准备。1980 年九十月间，江泽民 ( 时任国家进

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厦门两个特区负责

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

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六国的九

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考察，途经日内瓦

时还邀请联合国组织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的

讨论，归国后向中央做了汇报。会议提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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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建设的十项政策，包括: 在特区内实行与

内地不同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外商投资企

业所占比重可以大于内地;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

作用; 给予来特区投资的外商比内地更优惠的

待遇; 特区建设所需资金由国家给予财政和信

贷支持; 允许特区银行将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作

贷款; 深圳、珠海两市的财政收入 1985 年以前

不上缴 ( 期满后又延长五年) ; 特区的外汇收入

单列，增收部分五年内不上缴 ( 期满后又延长

五年) ; 特区的对外贸易可以自主经营，并可代

理各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委 托 的 进 出 口 业 务;

等等。7 月 19 日，中 共 中 央 和 国 务 院 批 转 了

《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①

随着特区引进外资工作的展开，不少人日

益担心起来。一怕滑上 “资本主义道路”，二怕

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有人认为特

区 “香港化”了，“特区就是租界”。一位理论

家深圳考察回京后说: “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

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② 有老革命

参观深圳后放声痛哭，认为他们打下的社会主

义江山正在 “变色”③。还有一种不满来自内地

省份，主要基于地区利益冲突。广东在全国率

先进行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先是广州市放开

蔬菜、塘鱼、水果等农副产品价格，不久全省

农副产品价格几乎全部放开，原 126 种统购统

销产品，广东取消了 85 种。广东省的价格一放

开，市场活跃起来，邻省商品大量流入，加剧

了这些省份的供应紧张; 广东外汇多了，可以

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

也大量流进广东，引起周围省份强烈不满。④

两省政策和经济特区遇到的更大挑战是走

私狂潮。当 时，国 内 市 场 商 品 匮 乏，电 视 机、

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都是可望而不可

即的紧俏商品，国门一开，走私潮就开始泛滥

起来，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

份。在广东，有些沿海地区出现了渔民不打鱼，

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

蜂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

象⑤。中央下达 了 一 系 列 打 击 走 私 的 文 件，如

1980 年 7 月 17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 《关于加强对华侨、港澳、

台湾同胞进口物品管理和打击走私、投机倒把

活动的报告》，这份文件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

署，可见军队参与走私的情况相当严重。文件

透露: “参与走私、投机倒把活动的，有华侨和

港澳、台湾同胞，有外国人，国内有工人、干

部、农民、现役军人，其中有些是党团员、高

干子弟。他们组成集团，有收购、转运的，有

窝赃、销售的。走私与投机倒把相勾结，沿海

与内地相勾结，连成一线，遍及各省。”⑥ 走私

愈演愈烈，与一些地方政府的默许有关。这些

地方领导人一定程度上把走私看作发展地方经

济的 “第一 桶 金”。有 人 以 “为 了 集 体，没 装

腰包”为由，为一些地方组织参与走私辩护⑦。
1981 年海丰走私猖獗时，政府廉价买下走私货

物再卖出去，所得利润交给地方财政，这种做

法使广东省背上了走私贩私的名声。这引起中

共高层的深度忧虑———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

政治上的。大批干部参与走私，一些地方党组

织和军队都卷进了走私狂潮，暴利之下趋之若

鹜，这样下去，共产党真的要 “变色”了。
1981 年底，中央纪委的王从吾带领工作组

到广东调查走私情况，回京后写了一份 《信访

简报》，披露广东省一些干部包括某些担负一定

领导职务的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犯罪活动，

引起高层严重关注。1982 年 1 月 5 日，陈云在

简报上批示: 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

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

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

·73·2018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 438 页。
卢 荻、刘 坤 仪: 《任 仲 夷 主 政 广 东》，《百 年 潮》
2000 年第 4 期。
向明: 《改革开放 中 的 任 仲 夷》，广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2000 年，第 299 页。
杨继绳: 《筚路蓝缕第一步》，《南风窗》2005 年第

7 期。
关山: 《任仲夷: 南粤开风气，多亏邓小平》，《南风

窗》2004 年第 14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 393 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 ( 下)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555 页。



法整顿①。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

也都做了批示。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到广东

当面传达相关批示。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就广

东省一些干部中存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

济问题发出 《紧急通知》。随后，中共中央派习

仲勋、余秋里、彭冲、王鹤寿等人到广东、福

建、浙江、云南等地督促处理问题。谷牧到广

东一见任仲夷，就不无忧虑地说: “仲夷同志，

现在人家对广东议论纷纷啊!”② 事实上，谷牧

本人也承受着很大压力。
2 月 11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

专门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两省省委常

委、党政领导悉数到会，广东被叫到北京的有

18 人，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凸显了问题的严重

性。会上，任仲夷、刘田夫如实汇报了广东走

私贩 私、贪 污 受 贿 等 情 况 和 省 委 所 采 取 的 措

施———广东在上一年 3 月和 8 月组织了两次全

省性大规模的反走私行动，走私贩私活动已在

减少，而不是发展，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

东的特殊 政 策。胡 乔 木、胡 耀 邦 等 先 后 讲 话，

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 依 林、彭 冲、王 鹤

寿等人都发了言。会场气氛严肃，有人说广东

对走私贩私 “放羊了”，有 人 说 “广 东 这 样 发

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走

私贩私不是孤立现象，反走私斗争是当前政治

上、经济上、文化上反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严

重斗争的重要环节。他把走私贩私定性为一种

“阶级斗争”。任仲夷和刘田夫不同意广东 “放

羊了”的说法，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

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

机倒把同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 在

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

界限。尽管存在争议，但中央明确表示，对两

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

这也是任仲夷最为关心的事。事实上，这次会

议并没有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放心，会后胡耀

邦向常委会汇报，有常委认为: 广东的工作不

是 “活”得不够，而是 “活”过头了; 广东的

同 志 思 想 还 不 通， 有 些 问 题 没 讲 清 楚。
2 月 19 日，任仲 夷、刘 田 夫 再 度 被 召 到 北 京，

胡耀邦等传达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并与他

们长谈。为了帮任仲夷 “过关”，胡耀邦要他递

交一份检讨书。这次进京被一些人戏称为 “二

进宫”。3 月 1 日，中共中央将两省座谈会纪要

和胡耀邦、胡乔木等的讲话批转全党，并附有

中央书 记 处 研 究 室 编 写 的 《旧 中 国 租 界 的 由

来》，矛头直指深圳特区。邓小平反走私的态度

也是明 确 的，他 在 4 月 10 日 中 央 政 治 局 讨 论

《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

说，开放搞活以来 “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

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犯罪的严重情况，不

是过去 ‘三反’、 ‘五反’那个时候能 比 的”。

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不刹住这股风，党和国

家确实要发生 “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我

们说不搞运动，但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

经常的斗 争，至 少 伴 随 到 实 现 “四 个 现 代 化”

的那一天。③

任仲夷面临一个难题: 既要贯彻中央会议

精神，又要稳定广东局势。他担心，有些话如

“这是 资 产 阶 级 又 一 次 向 我 们 的 猖 狂 进 攻”，

“宁可让业务受损失，也要 把 这 场 斗 争 进 行 到

底”等，如果照本宣科传达，会引起港澳和海

外的疑虑，内地也会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回

广东前，任仲夷问胡耀邦怎么传达，胡耀邦回

答得很干脆: “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

传达，由 你 自 己 定。”这 给 了 任 仲 夷 一 定 灵 活

性。④ 据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 副 主 任 的 雷 宇 回

忆，任仲夷从北京回来后曾询问他: “这个报告

怎么做?”雷宇答: “上头下头，两头都很重要，

但根本还是下头。如果两头不能兼顾的话，就

要保住下头，如果下面搞乱了，最后要负责任

的还是你。”⑤ 3 月 20 日至 4 月 3 日，广东省、

地 ( 市) 、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开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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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许多干部抱着挨批评、受处罚的心情到会，

但任仲夷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任仲夷代

表省委承担责任，并强调，中央让广东实行先

走一步的决策是正确的。他还提出了 “两个坚

定不移”: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

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任仲夷的方针

是既要严厉打击走私和经济犯罪，又要保护大

批干部; 界限是只要不往自己口袋里装，就不

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主要是吸取教训; 工作上

还是允许犯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

予鼓励。其间，他三次到深圳给深圳市委书记

梁湘撑腰 打 气。① 经 过 这 场 风 雨，广 东 的 干 部

都非常感激任仲夷②。两省会议后，中央纪委副

书记章蕴专门到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

了一份调查报告，基本肯定广东和任仲夷的工

作，邓小 平 批 给 政 治 局 常 委 传 阅，此 事 基 本

过关③。

走私狂潮的出现使陈云对办特区更趋谨慎。
1981 年 12 月 22 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提出:

试办经济特区限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

个市的部分地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

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陈云提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

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现在第一位的任

务是认真总结经验。陈云特别指出: “像江苏这

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

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熟门熟 路。”④

李先念插话说: “其他地方也比较容易学，无产

阶级的作风不容易学，资产阶级的东西比较容

易学，但赚钱的东西很不容易学。”1982 年 10

月 30 日，陈云在广东关于特区工作的报告上再

次批示强调: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

力求把特区办好。”⑤ 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对特区

政策的基本态度。他不否定试办经济特区，但

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特别不赞成在中

国的经济心脏———江浙地区办特区。

在几个经 济 特 区 中，深 圳 是 最 受 关 注 的。

随着深圳的名气越来越大，来深圳考察的人也

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来深圳考察的先后有王

震 ( 1982 年 2 月、1983 年 1 月 ) 、廖 承 志

( 1982 年 2 月 ) 、赛 福 鼎·艾 则 孜 ( 1982 年 2

月) 、谷 牧 ( 1982 年 3 月 至 4 月、1983 年 4

月) 、胡乔木 ( 1982 年 12 月) 、王昆仑 ( 1983

年 2 月 ) 、杨 得 志 ( 1983 年 2 月 ) 、胡 耀 邦

( 1983 年 2 月 ) 、薄 一 波 ( 1983 年 4 月 ) 等。

特区怎么搞，谁也不清楚，特区建设的路子只

能靠摸索。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提出一个

“蚂蚁理论”: 只有让第一批蚂蚁尝到甜头，才

会引来更多的蚂蚁。1982 年 1 月 1 日，深圳市

政府出台了一份法规，允许与外商合资开发土

地⑥。11 月，梁湘主持制定 《深圳经济特区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确 定 建 设 以 工 业 为 重

点，兼营商业、农牧、旅 游、住 宅、科 研 等 多

种行业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⑦。来深圳

考察的中央领导人对深圳的发展路子有赞成的，

也有怀疑的。内地舆论对深圳的议论很多，一

则深圳允许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后，一时间舆

论哗然，有人骂 “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

国人，是卖国贼!”⑧ 二则有人批评深圳生产型

企业 太 少，酒 店 太 多。三 则 批 评 深 圳 靠 国 家

“输 血”。1983 年，一 位 中 央 领 导 在 蛇 口 说:

“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

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当时，深圳确实

吸引了许多中央部委来投资。据原珠海市委书

记梁广大回忆: “当时一个副总理就带了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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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办到深圳参与成片开发，如: 蛇口是

招商局，南头区 40 平方公里是石油部，世界之

窗是国务院侨办搞，罗湖这一片是经贸部，南

山大道两旁是电子工业部，笔架山是机械工业

部，小梅沙是共青团中央。”①

胡耀邦、谷 牧 等 对 梁 湘 给 予 了 明 确 支 持。
1982 年 11 月 15 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

议，讨论特区政策，会后以中发 〔1982〕50 号

文件印了纪要。新的 50 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经

济特区政策，规定: 轻工业 3000 万元以下，重

工业 5000 万元以下项目由特区政府自行审批;

外商银行经批准可在深圳开业; 允许特区从内

地招聘人才; 等等。这个文件发下去，给特区

以很大鼓舞，据说深圳有人放鞭炮庆贺。② 1983

年，胡耀邦来到深圳考察，鼓励梁湘 “特事特

办，新事新办; 立场不变，方法全新”③。

六、对外开放再掀热潮

1984 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掀起第二波高潮，

它来自邓小平的直接推动。邓小平关注到，几

个特区发展得比内地快得多，但反对的声音也

相当多，于是决定亲自到几个经济特区看一看。
1984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16 日，邓小平先后视

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听取当

地省市领导同志汇报。亲眼看到经济特区的发

展速度后，邓小平非常高兴。在珠海，他对港

澳人士说: “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

了。”在厦门，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太小，只

有 2． 5 平方公里，要求扩大到全岛 131 平方公

里。邓小平明确表示赞同，并提出厦门特区可

以实行某种自由港的政策。邓小平为三个经济

特区都题了词。为珠海题词是: “珠海经济特区

好。”为深圳题词是: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厦门题

词是: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④ 从

三个题词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思想: 特区不是

建不建的问题，而是怎样建设得更快更好; 对

外开放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怎样进一

步扩大开放。

回到北京后，2 月 24 日，邓小平专门找胡

耀邦、万里、杨尚昆、姚 依 林、胡 启 立、宋 平

等人谈话。他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

放政策，有 个 指 导 思 想 要 明 确，就 是 不 是 收，

而是放。”他把特区定位为四个窗口，即 “技术

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

政策的窗口”。邓小平提出: “除现在的特区之

外，可以考 虑 再 开 放 几 个 港 口 城 市，如 大 连、

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

某些政策。”他还提出，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经

济特区，还要开发海南岛。⑤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3 月 26 日至 4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

分城市座谈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开放一批港口

城市的问题。到会的有上海等八个市、四个特

区、海 南 行 政 区 和 辽 宁、山 东、浙 江、福 建、

广东、广西的负责人。最初议定开放八个城市，

即上 海、天 津、大 连、烟 台、青 岛、宁 波、温

州、北海。江苏省没有参会，省长顾秀莲闻讯

赶到北京，找了胡耀邦、谷牧等人，要求增加

江苏省的南通市和连云港市，得到同意。其他

沿海省领导人也有这样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开

放的 沿 海 港 口 城 市 增 加 到 14 个，即 上 海、天

津、大连、秦 皇 岛、烟 台、青 岛、连 云 港、南

通、宁波、温 州、福 州、广 州、湛 江、北 海。⑥

5 月 4 日，中共中 央、国 务 院 转 发 《沿 海 部 分

城市座谈会纪要》。随后，在谷牧率队考察各开

放城市后，国务院逐个批准 14 个城市进一步对

外开放。

给予 14 个沿海城市的政策，核心是扩大对

外开放的自主权。具体政策主要有: 放宽利用

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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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汇贷款，积极支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

术改造老企业，对外资企业给予适当优惠等①。

沿海开放城市与经济特区的区别有四点: 一是

经济特区是全国的经济特区，起到全国对外开

放窗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基地的作用; 沿

海开放城市主要是发展本市经济。二是经济特

区有严格的管理范围，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能

实行特区的优惠政策; 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

策在市区内即可享受。三是经济特区被赋予相

当于省 级 的 审 批 权 限; 沿 海 开 放 城 市 除 天 津、

上海外，只能由省赋予它们审批权。四是经济

特区企业一律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沿海开放城市只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项

目或能源、交通、港口项目才能享受 15% 的税

率，一般工业生产性项目按 24% 征税，非生产

性项目不享受优惠。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中有

一项重要内容，即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授

予开发区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开发区设在老

城区附近，尽量不占用农田。设立开发区的好

处在于可以摆脱老城区的发展局限，尽快形成

有利的投资环境。而且开发区设在老城区附近，

可以利用老城区的生产服务条件，节省这方面

的投资。②

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第三个

重大步骤是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

南三角地带。1985 年 1 月 25 日至 31 日，受中

央委托，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长江、珠江三角

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到会的有江

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有关地区和中

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上气氛很活跃，

没有争论，大家很高兴，都希望把开放的地区

扩大一些。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

会议纪要。三个地区进一步开放的步骤是: 由

小到大，由点到面。“点”就是苏州、无锡、常

州、嘉 兴、湖 州、泉 州、漳 州、佛 山、江 门 等

市的市区和重点县的城关区; “面”就是上述市

县的农村。这次会议列出了长江、珠江、闽南

地区经济开放区的市县名单，其中江苏 16 个，

浙江 6 个，广 东 17 个，福 建 11 个，上 海 10

个，共 60 个市县③。沿海开放区与 14 个沿海开

放城市的主要区别，是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在

这些地区，按 “贸、工、农”模式调整农业结

构，发展创汇农业、轻纺工业、加工工业，增

加外贸出口，把农业、出口提到很重要的位置。

至此，一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

沿海开放区组成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这是一

种非均衡的梯度发展模式，体现了邓小平 “让

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总体思路。我们看

到，扩大对外开放既是高层的决策，也有来自

地方的动力。在每一步扩大开放的决策中，各

地都希望能挤进开放地区。其动力在于，开放

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特惠政策，纳入开放的城市

和地区政府，不仅可以获取更大的自主权，而

且在税率、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当

然，这也引起内陆省份的抱怨。他们提出，沿

海本来条件就好，还要给他们优惠条件，内地

条件本来就差，还不给优惠条件，我们内地也

要开放。国务院领导人解释说，事情只能一步

步走，中国的事情要是大家都挤在一起，就搞

不成了。沿 海 是 全 国 的 沿 海，沿 海 经 济 繁 荣，

通过横向经济联合，必然带动内地发展。

( 本文作 者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当 代 史

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上海 200241)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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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资投资项目方面，天津、上海 3000 万美元，大连

1500 万美元，其他城市 500 万美元以下可以自行审

批。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方面，天津 2． 6 亿美

元，上海 3 亿美元，大连 1 亿美元，其他城市适当

增加。企业所得税率方面，凡是技术密集、知识密

集的项目，投资额在 3000 万美元以上的，或属于能

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按 15% 的税率征收; 投

资机械制造、电子、冶金、化 学、建 材、轻 工、纺

织、食品、医 疗 器 械、制 药、建 筑，以 及 农、林、
养殖 及 其 加 工 业 的 项 目，按 税 法 八 折 优 惠，即 按

24% 征收; 外资企业进口本企业自用设备、建筑材

料、交通工具和办公用品，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其出口产品免征生产环节的工商统一税。
萧冬连、鲁利玲采访林其辉的记录 ( 2007 年 8 月 17
日) 。林其辉曾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综合司司长。
1988 年以后，纳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县市不断增加。
到 1993 年初，沿海经济开放区包括广东、江苏、浙

江、辽宁、福建、山东、海 南、广 西 所 辖 的 304 个

市县，达 2 亿多人口。参见萧冬连、鲁利玲采访林

其辉的记录 ( 2007 年 8 月 17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