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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道路30年；2010年则是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0年。而中国经济改革30年
，一大亮点就是经济特区，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本书就是用对中国经济特
区的研究，来纪念这一伟大事件。　　研究经济特区，需要回答的是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如何用
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对特区现象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对
现代经济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用经济理论来分析实践的过程，将特区发展的经验进行梳理
与概括，以便于把握，以指导今后的实践；　　特区在一个国家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怎样
独特的作用，它是以何种方式促进着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如何对其他的地区产生影响；　　特区是在
改革与发展过程初期阶段特有的现象，还是在改革与发展全过程都有意义、都需要存在的制度安排
？30年后，特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它应该如何“特”下去，应该如何进一步发挥“先行
先试”的作用？　　经济特区这一在中国的特殊做法是否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国家的特殊的历史与文化
环境，也就是说，它是否具有一般的意义，具有在国际上普遍的适用性？　　本书将力求回答这些问
题。第一篇将着重对特区进行一般经济理论的分析，分别从制度经济学暨转轨经济学的角度和发展经
济学的角度来解析特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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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昨天和明天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内容：特区研究涉及到两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方
面是体制转轨的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因为这实际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一方面是体制转
轨国家，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国家。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其实是确定的，河的“
彼岸”多多少少是知道的，不知道的是“怎么过”，所以要“摸石头”。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中国的经济特区，它的发展过程在“国标模式”这个问题上与整个中国可能并没
有什么最初的差异：在最开始可能也只是知道“要过河”。但它的特殊使命则在于“先行先试”，也
就是要最先在目标模式上清楚起来，以便为全国提供示范。
经济特区仍在实践当中，仍是一个不断拓展中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还远没有结束，我们相
信，特区的历史使命，也还远未结束。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和特区建立三十年的时候进行这项研究
，主要的目的，不是总结历史，而是服务于下一阶段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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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 制度信息的不完全　　1.3.1 制度体系与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　　体制转轨所涉及的第二
大类的基本因素是人们所掌握的制度信息并不完全，这种信息的不完全会导致一系列的难题。　　前
面曾经指出，体制转轨的问题不同于制度演变，后者不知道“目标体制’，是什么，因此是一个“纯
进化”的过程。而对体制转轨来说，目标体制是知道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人们不是完全没有关于
新制度的信息，他们大概知道自己要向一个别人已经在搞着的市场经济过渡。那些从市场经济国家来
的“国际顾问”们更是知道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了几百年的，而不是刚开始搞的）是什么样子，因此
可以设计出一整套制度蓝图，供人们在300天或500天内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但是，尽管人们
可能知道目标体制是什么，知道（最终）“应该怎样”，却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如何实现”那个目
标体制。具体地说，人们不知道或不很清楚（信息不完全）以下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使一项制
度得以正常运行的种种细节。在转轨国家，人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市场经济，是转轨的目标模式，但
是并不是很确切地知道都是哪些具体的体制要素，构成了这个制度，使它得以正常运行，产生好的结
果（而不是坏的结果）。“外国顾问”也许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细节知道得多一点，但仍存在两方面
知识和自信的不完全，一是市场经济在其他一些国家运行多年，人们往往会把一些200年前就建立起来
的基础性的制度要素当做天经地义，但是对于转轨国家，这些基础要素是要从头建立起来的j而没有这
些基础要素，外国专家们所熟悉的许多现代市场经济机制就无法有效有序地运行。二是虽然市场经济
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市场体制都不可避免要适应本国特
殊的文化与习俗，都会有不同的变异。而这些特殊的背景，是外国专家往往缺乏了解的。正因如此，
外国专家的制度知识也是不完全的，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往往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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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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