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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福建厦门的

发展之路始终与“先行先试”相伴，在经济、社会、生态

等多个领域攻坚突破，创造了众多“全国第一”“全国率

先”。一代代特区人秉持“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的特

区精神，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改革“活水”，昔

日偏居东南的海防小城蜕变成高素质高颜值的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

时光回溯到 1980年，当时的厦门地区生产总值仅

6.40 亿元，城市人口不到 33 万，连刚划定的特区也是

一个只有 2.5 平方公里的多海滩山区。40 多年来，厦

门城市规模实现从小到大的成长，特区范围扩大到全

岛 131平方公里，再到扩大到全市 1701平方公里；城市

建成区面积由 1980 年 13.8 平方公里增加到 2019 年

397.84平方公里，扩大了近 28倍。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超过 15%，2020 年达到 6384.02 亿元；财政总收入

年均增长超过18%，2020年达到1351.29亿元。

2020 年，厦门以全省 1.4%的土地面积，创造全省

14.5%的 GDP、26.2%的财政收入、近 50%的外贸进出

口。土地产出率 3.76 亿元/平方公里，每度电创造

GDP21.90 元，人均 GDP2 万美元以上，达到发达国家

水平，经济发展保持了高效率。

1980年，厦门仅有几家设备简陋的酿酒厂、烟厂、

手工式作坊，工农业总产值才 11 亿元。40 多年来，厦

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由改革开放

初期的 26.5∶51.6∶21.9 调整为 2020 年的 0.5∶39.5∶60，

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先进制

造业为支撑、都市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正

在加快构建。

40 多年来，厦门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施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率先引进国外资本、技术、人才和

先进管理经验，形成了经济特区、台商投资区、出口加

工区、保税区、综改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

路”支点城市等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

局。外贸进出口总额从 1980 年的 1.41 亿美元增加到

2020年的 6915.77亿元，“厦门制造”销往全球 220多个

国家和地区；来厦投资客商扩展到 122个国家和地区，

实际利用外资从 1983 年的 0.08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

的166亿元。

1980年，厦门还是一块滩地裸露的海滩。当初有

“城市会客厅”之称的筼筜湖是人人掩鼻捂嘴经过的臭

水湖，五缘湾因垃圾遍地被当地居民吐槽“不宜人

居”。农民的就业门路是通过挖沙取土、开山取石、围

海造田来谋发展。40多年来，厦门生态文明建设硕果

累累，被盛赞为高颜值的海上花园城市。截至 2020年

4月，厦门市建成区绿地率已提高到 40.85%，绿化覆盖

率达 45.1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5.6 平方米；先后

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中国十大低碳城

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市等荣誉，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鼓浪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0年前，厦门“道路不平，电灯不亮，电话不灵，自

来水经常停”。40多年来，厦门坚持以人为本，城市功

能品质持续提升，人人共享经济特区建设的成果。

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90万元，年均增长

13.7%；恩格尔系数为 28.2%，比 1980 年降低了 33.5 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万元，年均增长

12.8%。在社会民生方面，教育、卫生、住房保障、养老

服务各项事业均成为全国“模范生”。

时间见证改革的历史飞跃。近年来，厦门统筹推

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在创新驱动、营商环境、社会治理、生态环保、党建等方

面打造了一批在全国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厦门经

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厦门继往开来，以敢于争

第一、勇于创唯一的信念，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实

践，建设美丽鹭岛。

厦门经济特区：

鹭 岛 颜 值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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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珠江口磨刀门水道的鹤港

高速洪鹤大桥建成通车，首个澳门单

牌车自动识别系统启用，澳门轻轨延

伸横琴线项目开工……连日来，位于

珠江口西岸的珠海经济特区在加快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珠澳深度

合作领域捷报频传。

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

之一，建立 41年来，珠海经济特区大

胆试、勇敢闯，走出了一条路子，形成

了鲜明的“珠海特色”。

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俞

友康用了“五个率先”总结珠海经济

特区发展经验：率先探索对外开放之

路；率先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之路；率先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双赢之路；率先探索经济发展与改善

民生并进之路；率先探索服务“一国

两制”伟大实践之路。“多个领域的先

行先试和创新探索成就了‘不一样的

珠海’。”俞友康说。

珠海始终牢记特区使命，坚持走

改革开放之路。从开办全国第一家

“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到兴办

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石景山旅

游中心，再到创立全国第一个跨境工

业区珠澳跨境工业区；从首创土地管

理“五个统一”的珠海模式，到用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珠海以创造性力量和

改革行动，诠释了特区作为改革开放

“重要窗口”“排头兵”和“试验田”的

使命担当。1979 年 10 月，石景山旅

游中心签订合约，合资双方计划参照

港澳模式建一家酒店。1980年 10月

酒店正式对外开张试营业。澳门商

人、投资者吴福感慨：“作为中国的第

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石景山旅游中心

不但开启了珠海的外资时代，更在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潮 流

中写下重重

一 笔 。它 的

出现是一种

突围，也是典

型的‘摸着石

头 过 河 ’的

产 物。”

1992 年 3

月，珠海在全国

首 开 重 奖 科 技

人员先河，迟斌

元、沈定兴、徐庆

中从时任珠海市

委书记梁广大手

中接过获奖证书

和 汽 车 及 住 房 钥

匙 …… 这 是 当 时

我国地方政府首次

对知识和人才给予

的 最 高 物 质 奖 励 。

珠海此举书写了我

国 人 才 激 励 机 制 改

革新篇章，成为特区

改 革 创 新 的 亮 丽 注

脚。依托科技重奖，

珠海吸引了一大批优

秀人才和项目。此后，

珠海还出台国内第一

个 技 术 入 股 的 地 方 法

规、设立全国首家知识

产权法庭，在人才激励机

制改革上开启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珠海全面深化

改革向纵深推进，推出自贸区、国资

国企、跨境金融、商事制度、行政审

批、民营经济、科技创新等改革举

措。横琴自贸片区积极探索法治环

境、金融创新、分线管理等领域改革

创新。“十三五”期间，横琴自贸片区

落地制度创新成果达 510 项。因澳

门而生的横琴，在短短十余年的建设

中，已由过去“蕉林绿野、农庄寥落”，

蜕变成一座“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

现代化滨海新城。

珠 海 坚 持 走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之

路。特区成立之初，珠海就确立“发

展经济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指导

思想，严格执行城市建设管理“八个

统一”和环境保护“八个不准”，以及

建设项目“环保一票否决权”制度，保

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城市留下了

自然本底和绿色空间，形成了“开门

见山、推窗见海、山海相依、绿水蓝

天”的独特城市景观。目前，珠海的

空气质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

污水处理能力均居全国前列，优美的

环境成了珠海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被誉为“海上云天、天下珠海”。

弄潮击浪四十载，珠海由一

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现

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国内生

产总值从 1979 年的 2.09 亿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3481.94 亿

元，常住人口从 36 万人增加

到逾 200万人。科技创新迈

出新步伐，“十三五”期间珠

海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

2200 家，全社会研发经费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

升到 3.15%，世界最大水

陆两栖飞机 AG600、欧

比特宇航级卫星芯片

等一批高精尖产品不

断涌现，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高端打印设备

五大千亿级规模产

业集群加快构建，航

空航天等高端装备

制 造 产 业 培 育 壮

大。珠海为全国改

革开放创造新经验，

向 世 界 展 示 中 国 经

济 特 区 发 展 的 勃 勃

生机。

珠海市委书记郭

永航表示，珠海将紧

扣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

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着力建设创新

发展先行区，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枢纽型核心城市，

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典范，

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

并以珠澳合作牵引特区

“二次创业”加快发展

为主轴，实现从“小

而美”向“大而优”

转型跨越，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际化 经 济

特 区。

在开港逾 160 年的汕头港极目远眺，繁忙的国际

集装箱班轮从长长的海岸线驶向深海。2020年，作为

中国“一带一路”重点建设的 15个港口之一，汕头港集

装箱吞吐量逆势大增近 40%，增幅位列广东省第一，为

特区40年交上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汕头经济特区的“原点”，只是一片1.6平方公里的

沙丘。站在汕头市龙湖区党政大楼上，区长柯延鹏指

着眼前繁华的迎宾路告诉记者，多年前，这条路通向那

一片荒芜的沙丘，便是特区梦开始的地方。

“1981 年 11 月 14 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汕头市龙湖

区试办经济特区，范围 1.6平方公里，就是现在区政府

周边 1.6 平方公里土地。在当时，30 多个工作人员、

600多万元启建资金，加上一辆破旧吉普车，就是特区

人全部的‘家当’。”柯延鹏说。

路，从无到有。40年间，汕头特区从最初的 1.6平

方公里，扩容到市域全覆盖 2064 平方公里；地区生产

总值先后在 1992 年、2009 年突破 100 亿元、1000 亿

元。昔日的“省尾国角”边陲小城，已然发展成为开放

繁荣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汕头是著名的侨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

汕华侨遍布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内一个潮

汕，海外一个潮汕”是这一状况的生动写照。如在潮南

区陇田镇田中央村，户籍人口不到 8000 人，而旅外侨

胞达 5 万多人。独特的人缘、地缘、亲缘优势，使汕头

在对外开放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条件和巨大潜力。

第一代特区人肩负起党中央赋予的“试验田”和

“窗口”使命，用好用足“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吸引侨资

外资，一大批“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迅速落地生根，为

特区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91年，汕头外贸

出口首次突破10亿美元。

首家落户的日资企业汕头经济特区东京元件有限

公司，就是特区“以侨引外”的成果。1988年初，经一名

潮籍商人“牵线搭桥”，日本东京元件总公司的老总亲自

来到汕头考察。同年 2月 13日公司成立，5月 9日正式

开业。就这样，首家日企以“特区效率”一气呵成落户。

特区“开荒牛”们一次次冲破思想“牢笼”，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路，开创性地探索了一连串“全国

首创”和“全国率先”：率先制定出台《汕头经济特区个

人独资企业条例》，成为我国首部独资企业法规；出台

《汕头经济特区华侨房地产权益保护办法》，成为全国

第一个保护华侨房地产权益的综合地方性法规；在全

国率先实行“24小时内答复”制度……

这个因侨而立的特区，每一次跨越和发展都与“侨

资侨力”紧密相连。汕头市委常委、副市长双德会介

绍，40年来，汕头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 5000多家，累

计实际利用外资 93.8 亿美元，其中近九成为侨资。

2014年，汕头华侨试验区成为全国迄今唯一以“华侨”

为核心概念的国家级创新发展平台。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汕头正在思考如何进一

步凝聚侨心侨智，打好一手“侨”牌。“汕头有着得天独

厚的侨乡优势，只要上下同心、内外合力，一定可以续

写特区辉煌。”这饱含殷切期望的话语，出自爱国侨领、

香港潮籍实业家陈伟南之口，也是千千万万汕头华侨

的心声。

汕头经济特区：

打好“侨”牌聚侨心
本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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