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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特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

2018 年 4 月 13 日，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深
入理解特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大力弘扬特区精神，推动特区精
神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和中国经济社会再创辉煌的强大精神动力。

特区精神内涵丰富 、博大精
深 ，是一个多层次 、多方面的比
较完整的体系 ，其主要内涵是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 ，开放包容 、海
纳百川，追求卓越 、崇尚成功 、宽
容失败、注重创新 ，埋头苦干 、务
实高效、崇尚法治。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是特区
精神的动力引擎。 改革精神的核
心就是敢闯敢试 、敢于冒险 。 40
年来 ，经济特区干部群众始终坚
守特区 “改革的尖兵 、破冰的勇
士 ”这一定位 ，始终秉承大局意
识 、使命意识和拓荒精神 ，在改
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辉
煌。 一是敢于冲破思想束缚的勇
气。 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还牢牢占
据人们头脑时 ，特区的领导者们
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 ，引入
社会主义建设 ，无疑需要胆识和
勇气 。 作为特区和中国改革的
“试管”，蛇口工业区在袁庚的带
领下 ，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和
政治体制改革试验 ，先后创造了
24 项全国第一。 如今，中国各地
正享受着蛇口试验带来的红利 。
40 年来 ， 深圳跳出因循守旧的
“死胡同 ”， 创造了 1000 多项发
展经验 ； 汕头创造 70 多项全国
“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 ，珠海
先后出台了 400 多项改革创新
举措。 特区的每一项改革都在全
国引起了阵阵回响 ，每一次突破
都给计划经济撕开了一道道裂
口 ，都把市场经济的活力注入了
正在转型的体制机制之中。 二是
勇于担当历史使命的意识。 要真
正解决好特区发展进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和难题 ，就需要担当
精神和使命意识。 在中央批准广
东兴办特区后 ，习仲勋提出不能
打退堂鼓 ，不要怕犯错误 、怕担
风险 ，不要怕否定自己 ，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 “拼老命也要把广东
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 三

是杀出一条血路的拓荒精神。 深
圳特区的建设离不开特区成立
之初的两万基建工程兵。 这支队
伍在 “荒原 ”上建成了上千栋高
层建筑 ，参加了深圳机场 、盐田
港码头 、皇岗口岸保税区等众多
项目的施工 ， 完成了深南大道 、
市民中心 、西丽大学城等基础设
施建设 ，用汗水让深圳不断 “长
高 ”。 拓荒精神还体现为国有企
业 、民营企业以及各类市场主体
的拼劲 、 闯劲以及实践发展上 。
格力、华为、腾讯靠着 “明知不可
为而为之 ”的拼劲和闯劲 ，杀出
一条血路 ，成为特区实体经济的
标杆和“拓荒牛”精神的缩影。

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是特区
精神的显著标识 。 在发展实践
中 ，经济特区逐步培育了全球视
野 ， 涵养了包罗万物的气度 ，形
成了博采众长的思维。 特区的策
划者和领导者把握时代主题 ，在
引领特区发展的实践中培育了
世界眼光和战略意识。 邓小平指
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就要善
于学习 ， 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
助 。 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 、
先进装备 ， 作为我们发展的起
点。 ”特区坚持以人为本，大力营
造了多元的自由平等法治的社
会文化环境。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孔雀东南飞 ”，到现在的创客集
聚 ，特区层出不穷的就业和创业
机会吸引着来自大江南北的人
们 ，汇聚成推动特区向前发展的
强大力量。类似于任正非、王石、
马化腾 、汪滔等一个个先行者奋
斗的身影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
创业者和有理想 、有抱负的青年
人才。 “来了就是深圳人 ”“深爱
人才 ”这些宣传标语让众多年轻
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今天的
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达到了 2200
万 ，实现 100%城市化 ，外来人口
占 95%以上。 特区还坚持合作共

赢的理念 ，遵循了开放的基本逻
辑。从成立初期引进“三来一补”
企业，到“引进来”“走出去”共同
驱动对外开放的 2.0 时代 ，特区
实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到发展
开放型经济的转变。

追求卓越 、崇尚成功 、宽容
失败 、注重创新是特区精神的灵
魂所在 。 经济特区的创办本身
就是党的一项伟大创新 ， 因而
创新是特区与生俱来的特质和
禀赋 。 特区的移民文化也为创
新提供了温床 ， 移民来到特区
就是为了寻求满足和 “告别传
统”。在这些因素的助推下 ，经济
特区形成了 “敢于冒险 、崇尚创
新、追求成功、宽容失败 ”的文化
和氛围 ， 并逐步进行了观念创
新 、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等众多
尝试 ，成功地扮演了中央赋予的
“试验田”“窗口”“排头兵” 的角
色。其一，在观念层面上，特区创
造了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
生命”“追求卓越、崇尚成功”“一
天等于一年”等新理念。其二，在
制度层面上 ，特区率先将社会主
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
来 ， 创造了一个个举世震惊的
“第一”。深圳率先敲响了土地使
用权拍卖的第一锤 ；率先建立了
全国首家股票市场 ；率先打破旧
的价格管理体制等 ，最终率先建
立起以 “十大体系 ”为标志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 。
汕头特区创造了干部 “任期制 ”、

24 小时审批答复制度 、 全国首
部独资企业法规等多项宝贵经
验 ，为创新作出了最好注脚 。 珠
海诸多 “吃螃蟹 ”之举至今为人
所铭记 ： 1992 年开创科技重奖
先 河 ， 率 先 实 现 12 年 免 费 教
育 ， 出台全国首部社保法规等 。
其三 ， 在技术层面上 ， 特区通
过引进吸收创新 、 继承创新以
及原始创新等方式 ， 不断提升
科技竞争力 。 高交会已经成为
深圳的一张名片 ， 是深圳经济
增长的强劲支柱 。 华为打破西
方垄断， 率先突破 5G 技术； 柔
宇科技研发出 0.01 毫米全球最
薄彩色柔性显示屏 。 其四 ， 在
营造创新环境层面上 ， 特区遵
循“试错”思维，倡导“大胆创新、
不怕失败 ”的文化 。 一部经济特
区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 “试错 ”
的历史 。 深圳早在 2006 年便在
国内首次提出了 “容错机制 ”，出
台了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
进条例 》，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
些“免责条款”。

埋头苦干 、务实高效 、崇尚
法治是特区精神的突出品格。 特
区人所注重的实干 ，是一种掌握
事物发展规律的有效实干 ，是对
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继承
与发展 ，不是蛮干 。 特区人的实
干体现为坚持唯实 ，在争议中始
终不为所动 。 自创办特区以来 ，
围绕特区发展 ， 社会上相继有
“要不要办经济特区 ， 办特区是

不是搞新租界 、新殖民地 ”“能不
能办好经济特区 ” “特区究竟姓
社姓资”“特区应不应该特下去 ”
的四次争论 。 在争论中 ，特区人
始终坚持唯实精神 ， 没有受到
各种责难和干扰的羁绊 ， 坚定
地走自己的路 。 特区人的实干
体现为奋发有为 、 只争朝夕的
创业 。 特区的外来工在埋头苦
干 中 实 现 了 人 生 理 想 和 目 标 ，
深圳外来 工 的 数 量 达 到 了 849
万 ， 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来到特
区后逐步实现了从自卑到自尊 、
从依附到自立 、 从畏难到自强 、
从无为到有为的质变 。 在实干
中 ， 特区催生了一大批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 ， 深
圳的华为 、 腾讯 、 比亚迪 、 大
疆 、 海王 ， 珠海的格力 ， 厦门
的厦华等企业都是特区创业精
神的见证 。 特区人的实干体现
为 崇 尚 法 治 ， 用 “ 立 法 ” 为
“实干 ” 撑 腰 、 护 航 。 1986 年
10 月 15 日， 深圳市政府颁布了
《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制股份化试
点暂行规定 》。 王石凭借自身敏
锐的触觉 ， 主动向股改办递交
了公司股改的申请 ， 由此造就
了万科集团 。 至 2020 年 4 月 ，
深圳共制定 229 件法规 ，成为中
国地方立法最多的城市 ，其中属
于先行先试的立法近 110 件。 汕
头自 1996 年 3 月被赋予特区立
法权以来 ， 先后制定了 59 件富
有地方特色的法规。

特区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进入
新时代 ，她以自身特有的魅力和时
代赋予的新内涵 ，对坚定干部群众
理想信念 ， 激励干部群众担当作
为 ， 全面提升党员干部工作能力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我们
一定要大力弘扬好特区精神。

大力弘扬特区精神 ，有利于对
外窗口和国家形象的塑造 ，凝聚实
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特区精神是
在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 ，
洋溢着特区改革者和领导者破除
积弊 、 主动改革的胆识和敢为人
先 、大胆探索的斗志 ，体现了义无
反顾 、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富含
正能量 。 新时代 ，经济特区要继续
发挥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塑造国
家形象的作用 ，不仅要在扩大市场
准入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上造就
看得见的高 “颜值 ”，更需要涵养看
不见的好 “气质 ”———特区精神 ，真
正吸引人是 “气质 ”。 一个没有生
机 、精神褪色的经济特区是不可能
有良好营商环境的 ，因此 ，特区精
神要成为引领时代脉动 、 国家强
盛 、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 。 人无精
神不立 ，国无精神不强 。 在激励广
大干部群众勇于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 、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过程中 ，“特区精神 ”是广大干部
群众实干和奋斗的“营养剂”。

大力弘扬特区精神 ，帮助我们
牢记初心使命 、 坚定理想信念 ，丰
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素
材。 1984 年，邓小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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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 ，创办经济特区的 “初
心 ”就是要发挥特区的 “试验田 ”和
“窗口 ”作用 ，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积累成功经验。 特区的初心
还体现在弘扬和传承特区精神上 ，
特区精神是新时代特区人坚定理
想信念的精神支柱。 特区决策者和
领导者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 、坚持

以人为本 、坚持为全国探索经验的
定位 、坚持市场改革取向等初心与
实践 ， 体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人
民情怀和改革情怀 ，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崇高人生境界。 特区精神
中所蕴含的改革 、创新 、开放等元
素以及特区精神背后的一系列生
动感人的故事 ，与今天改革开放的
时代主题高度契合 ，是新时代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
重要素材。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坚定理想信
念 ， 离不开特区精神的滋养和引
领 ，需要用特区精神为广大党员干
部强筋壮骨、铸造灵魂。

大力弘扬特区精神 ，教育我们
更好传承红色基因 ，奋力推动新时
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特区精神是一
种重要而又有特色的红色基因。 40
年来 ，经济特区通过试验 ，闯出了
一条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在实践中
获取了一系列深刻启示 ：建设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解放思
想 、大胆实践 ，必须不断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坚持自主
创新 ，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必
须坚持改革开放与党的建设的有
机结合 ，必须强化法治引领 ，等等 。
这些经验是特区基因的重要组成
部分 ，特区精神内在地包含了这些
经验 。 当今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
坚期和深水区 ， 要啃的都是硬骨
头 、要涉的都是险滩 ，新情况新矛
盾新问题层出不穷 ，特区精神中蕴
含的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的
历史智慧 、胆略和魄力 ，无疑能够
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提升自身
能力本领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
供有益的借鉴与思考 ，无疑能成为
特区干部群众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
深圳先行示范区和海南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精神支撑。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
室第一研究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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