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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广东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道路

向晓梅 孙小哲*

摘 要：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一个伟大创举。40多

年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下，广东经济特区把“没有经验”变成“先进经验”、把“没有先

例”变成“成功范例”，闯出了一条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深化道路，跨越了“工业化陷

阱”，为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同志在广东经济特区实践探索出来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深化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产业转型升级、坚持科技创新

引领、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坚持弘扬特区精神。新征程上，经济特区要切实扛起“走在前列、勇当尖兵”使命任务，永

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奋进姿态，持续擦亮广东改革的“金字招牌”，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举

措精准落地、取得实效，奋力谱写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关键词：邓小平 广东经济特区 工业化深化 改革开放

DOI：10.19592/j.cnki.scje.421218
JEL 分类号：O52, P21, N15   中图分类号：F043, F4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6249（2024）10 - 001 - 08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角。全

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

验”，①并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

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

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②党的百年奋斗历史，

凝聚着无数宝贵的经验，是我们开辟未来、走向成功的密钥。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征程中，

更需要不断深入总结并创造性运用党的历史经验，从而推动中国这艘巍巍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

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其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改革开放史，而广

东经济特区发展历程则是这部历史中的璀璨篇章。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向晓梅（通讯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海洋强国建设”重点实验室执行主

任；孙小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4年07月19日第01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14 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7/
15/c_11276564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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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的一个伟大创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各

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

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①特别是作

为中国最早一批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借助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

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窗口”作用，从昔日的边陲小镇蜕变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

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钟坚，2008；姬超和袁易明，2020）。从工业化角度来看，深圳经

济特区既实现了工业规模快速扩张的“深圳速度”，更通过持续的工业化深化创造了“深圳效益”，闯

出了一条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深化道路，为全球后发地区探索工业化

道路提供了“深圳模式”（郭跃文和向晓梅，2020）。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

就，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广东经济特区的崛起，与一位伟人的名字紧密相连——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

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决策者和支持者。正是在

他的亲切关怀、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下，经济特区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工业化深化才得以顺利推

进。因此，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之际，对邓小平创办广东经济特区和推动工业化深化的

历程进行梳理，总结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历史回眸：邓小平与广东经济特区工业化发展

（一）工业化初期阶段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幕。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向中央建议，希望中央允许给广东

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开展“三来一补”；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

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建设“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汇报后指出：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来。”②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给予的有力支持下，1979年 7月，中央印发“50号文”，决定在深圳、珠海、汕

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随后，1980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

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 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在广东深

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一直心系经济特区的发展情况的邓小平同志，亲

临广东视察指导工作。在看到经济特区各项改革举措成效明显，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蓬勃兴旺

的景象后，邓小平同志提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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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成立和起步探索给予充分肯定，有效地消除了社会上存在

的种种疑虑，极大鼓舞振奋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推动全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①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0/14/c_
1126611290.htm。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2024年第10期

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指导下，经济特区进入依靠比较优势启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时间大致为

1978—1992年。在这个阶段，广东经济特区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

充分发挥低技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通过“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特色模式形

成了以对外加工贸易为主的“轻型、外向”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稳步起步，创造了工业化

发展的“特区速度”（郭跃文等，2020）。到 1992年，深圳出口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55.4%，

“三资”企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72.9%，初步建立起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饮料、

日用化工等为支柱工业的外向型经济体系。

（二）工业化中期阶段

1992年，国际风云变幻激荡，苏东剧变让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在国内，社会

上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紧要历史关

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又一次亲临广东视察，发表了极其重要的南方谈话。“深圳的建设成就，明

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

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①，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振聋发聩，拨开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

的思想迷雾，指明了经济特区发展的前进方向。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党的十

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推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广东经济特区贯彻落实南方谈话精神和党的十四大会议精神，在此之后经济特区进入竞争优势

逐步形成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时间大致为 1993—2012年。经过前期的工业基础和必要的资本积累，

经济特区顺应比较优势变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以“腾笼换鸟、筑巢引凤”承接国际信息产业转移，

引入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特色

创新模式，逐步发展壮大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此后 20年间，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逐步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崛起成为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经济特区工业化实现了起飞跨越式发展，“深圳效益”成为工业化发

展的重要名片。

（三）工业化后期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东经济特区高举改革开放伟

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邓小平同志探索的工业化深化道路前进。在竞争优势稳定和继续深化的工业

化后期阶段，经济特区不断推动工业内部结构向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吸引各种国际高

端要素资源快速聚合，推动产业跃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和全球创新链的顶端。经济特区在电子通

信、汽车、计算机等领域构建了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并且逐步建立了由企业、研发机构、创新平台等

构成的全过程产业创新生态，实现由引进技术“跟跑”向自主创新“并跑”“领跑”的转变。

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其探索出的“深圳模式”成为引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面旗帜，为全国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探索和贡献。40多年来，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 1980年的 2.7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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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至 2023年的 3.46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前五，人均GDP从 1980年的 835元增至 2023
年的 19.52万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 1980年的 0.18亿美元跃升至 2023年的 5494.9亿美元。2023年，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 4.9%，部分科技细分领域已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广泛应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480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计算

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规模庞大，打造出全球独有的完整且高效的制造产业

链，成为引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重要航向标。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等一批本土企业逐

步从全球创新竞争舞台边缘走向中心位置，成长为世界级的科创龙头企业。

三、实践解析：广东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道路的重要意义与宝贵经验

（一）重要意义

1.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演变，为广东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注入内在动力

工业化深化是一个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过程。广东

经济特区的实践表明，要确保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深化，就必须实现从低成本比较优势向创新导

向竞争优势的演变（郭跃文和向晓梅，2020）。广东经济特区抓住了国际技术革命和产业分工的时代

机遇，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产业转型升级、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坚持全方位

对外开放、坚持弘扬特区精神，探索出一条从比较优势转化到竞争优势的中国特色工业化深化道路，

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赶超，为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全国开启新一轮工

业化建设探路开路。

2.跨越了“工业化陷阱”，为世界工业化进程提供中国样本

从全球发展经验来看，在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发展问题中，工业化处于核心位置。特别是大

量后发国家在进入到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迟缓，工业

部门无力应付低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双重挤压”式竞争，由此导致该类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

程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出现本国工业部门被国外竞争者挤压萎缩、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快速下降

的情况（Rodrik，2016），进而因过早或过快去工业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广东经济特区在经历了早

期依赖低成本推动的工业化启动和工业规模扩张后，及时转入到以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为主导的工

业化深化阶段，从而成功摆脱了价值链“低端循环锁定”的风险。这不仅有力支撑了广东高质量发

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中国经验和发展模式。

3.积累了工业化宝贵经验，为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主题，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强大动力引

擎，是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①邓小平同志在广东经济特区实践中探索出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深化道路，既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又遵循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

① 《习近平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

技术基础 李强出席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并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9月24日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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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律，为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全国开启新一轮工业化开路（彭波和郑德荣，2016），也为新世纪

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明确了重要的方向路径。

（二）宝贵经验

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工业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特区 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党始终是

把握方向、驾驭大局、引领前进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广东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取得成功的关

键。从中央果断作出创办经济特区这一伟大决策，到经济特区的建立到工业化持续深化的每一步，

都倾注着党中央的殷切关怀和悉心指导。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提出的“经济特区姓‘社’不姓

‘资’”“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重要论述①，及时对建设什么样的经济特区、怎样建设

经济特区廓清思路、指引航向。广东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坚守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初心使命，出台

了一系列具体、专业的政策措施，为广东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给予了具体指导、提供了有力支持。广

东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迈上新征程，广东经济特区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工业化深化，不断开创特区改革发展新局面

（黄群慧，2021）。

2.坚持市场化改革，推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在西方经济学范畴内，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应有之义，推动工业化的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必须通

过市场进行高效配置资源并提供动力激励（刘钰和孙肖远，1999）。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工业

化道路一直遵循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却被当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异类”。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②这一重要论述，消除了社会主义

与市场经济之间严重的隔阂与对立，推动了工业化运转体制实现转变。党的十四大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成为重要改革方向，更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

验田”，广东经济特区率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证券市场、劳动工资、土地管理、价格流通、财税

金融、政府职能等方面改革破题，探索出 1000多项开全国先河的改革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

会生产力，有力保障了工业化深化的持续推进，一大批诞生于经济特区的创新制度和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走向全国（文武汉，2010）。迈上新征程，广东经济特区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作用，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把市场化改革红利更好转化工业化发展胜势。

3.坚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工业化从“三来一补”到“三高一强”的华丽转身

在工业化深化进程中，广东经济特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始终坚定、永不停歇。在设立之初，经济

特区立足低成本比较优势发展“三来一补”经济③。此后，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经济特区劳动力结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 “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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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优化，高技能劳动力比重不断增加，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向上升级，经济特区顺势借助企业数字化

转型和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制造业的“含智量”“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让工业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加速涌现，让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壮大。此外，通过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更好发挥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双轮驱动”协同融合效应，完善产业发展平台和配套体系，让工业生产效率、科技水平和全

球竞争力始终保持领先。总之，在“速度”到“质量”、“制造”到“创造”、“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蜕

变中，工业化深化同步实现了“三高一强”的目标①（吴伟萍等，2020）。迈上新征程，广东经济特区要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产业载体，形成纵向深度延伸与横向融合发展的完备产业链

条，持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和产业链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广东高质

量建设制造强省贡献智慧和力量。

4.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点燃工业化腾飞的强劲引擎

科技创新是工业化得以持续深化的根本动力，也是制造业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

动权的关键因素。邓小平同志敏锐洞察到科技革命发展潮流，深刻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

术现代化”②“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③，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中的重要地位，坚定了中国走高科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在 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同志指出

“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④，为广东经济特区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指明了方向。广东经济特

区工业化辉煌成就的背后，正是得益于科技创新能量的强劲迸发。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把自主创

新作为长期战略，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链接吸引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

跨界融合，形成激励自主创新的平台、人才和政策体系，构建起企业、高校、研发机构等构成的全过程

创新生态体系，实现从“无高等院校、无科研院所、无创新载体”的“科技荒芜地带”到“创新资源集聚

能力高、创新生态环境好、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的“皇冠上的明珠”的蝶变（孙长学，2018），走出一条

从专业代工、模仿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原始创新直至领跑超越的独特科技发展道路。迈上新征程，

广东经济特区要建强实验室等创新公共基础平台，让企业方阵群体在产业科技攻关中“唱主角”，强

化提升基础研发能力和科研攻关能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制造业发展引进培养千千万万人才；

打造“政产学研”共生竞合的创新链条，加力实现科技产业互促双强，助力广东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

5.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助力工业化走向世界舞台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于经济特区，邓

小平同志更明确了其功能定位，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

对外政策的窗口”。⑤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广东经济特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联通海外的先

天优势，率先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抢抓全球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在工业化初期成功吸引了国外境

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电子工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在工业

① “三高一强”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高科技产业在工业部门占比高，对外辐射带动能力强。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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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化阶段，经济特区利用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等吸引要素跨国流动，从渐进有序的开放中吸引

和整合全球资源，发挥要素的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打造全球生产供应链的重要空间载

体，成为了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典范（徐现祥和陈小飞，2008）。迈上

新征程，广东经济特区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

台为推进抓手，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打好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智“五外联

动”组合拳，推进粤港澳三地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形成最大程度、更多领域、更深层面

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制造业发展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深度联系、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6.坚持弘扬特区精神，汇聚工业化深化的磅礴力量

特区精神是广东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动力源泉。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起步探索阶段倾

注了大量心血、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①，极大调动了经济特区广大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也推动经济特区在

自身发展中形成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允

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是这一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的生动体

现。特区精神焕发出的巨大创新实践能量，也推动了经济特区工业化发展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郭

跃文等，2020）。迈上新征程，广东经济特区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始终站在

改革开放最前沿，争做改革“领跑者”“拓荒者”“冲锋者”，在体制机制改革各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

索，不断冲破僵化思想观念的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积极营造激励创新、崇尚实业、制造业当家的

浓厚氛围，引领全社会积极投身于工业化深化的建设热潮。

四、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亲自指导下，广东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和

对外开放的“窗口”，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持续推动工业规模扩张转

向工业质量提升，探索出了一条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深化道路，为全

球后发地区探索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生动写照。回望深圳等经济特区工业化因改革开

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的发展历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产业转型升级、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坚持弘扬特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

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经济特区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0/14/c_
11266112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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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深化道路继续前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干，奋

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中干出新业绩、闯出新天地、展现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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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 and the Path of Deepen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Guangdong's Economic Special Zones

Xiang Xiaomei  Sun Xiaozhe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special zones constitutes a remarkable innovatio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Chinese populace in their quest for a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span of more than four decades, 
under the steadfast guidance and unwavering propulsion of Deng Xiaoping, Guangdong's economic special zones have forged 
a unique path of deepening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itioning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com⁃
petitive one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firm foundation for propell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novel industrializa⁃
tion.

The essence of this path, as explored by Deng Xiaop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Guangdong's economic special zones, 
hinges on several key principles: upholding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embracing market-driven re⁃
forms, foster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eading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ursuing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and upholding the spirit of the special zones. Entering a new era, the economic special zones must shoulder the 
mission, maintain a progressive stance characterized, ensure the precise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measures 
outlined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ontribute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Deng Xiaoping; Guangdong's Economic Special Zones;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Reform and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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