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四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101

为什么深圳能够从一个边陲的小镇迅速成长为

国际化的创新型城市？为什么在诸多的经济特区、

政策实验区和改革先行区，深圳能够脱颖而出一枝

独秀？ 40 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快速发展的奥秘在哪

里？经过 40 年的发展历程，深圳经济特区已迅速

崛起为拥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19 年，

深圳 GDP 位居中国城市第三，城市经济竞争力位

居全球第四；上市公司数量达 308 家，位居全国第

二；在各类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中，深圳勇创千余项

第一。在科技和创新双向引领的驱动下，深圳成为

名副其实的创新之都、活力之都、开放之都。

相关研究认为，深圳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发展，

源于毗邻香港独特的地缘优势，可以不断学习香

港的经济模式和治理经验；中央不断赋予深圳的

政策优惠，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深圳的改革精神，不断探索、试验和突破，

努力在各项改革领域走在全国前列；①深圳特有的

文化观念，如“时间就是金钱 , 效率就是生命”、

“空谈误国 , 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②等等。

纵观深圳经济特区 40 年历史进程，无论是政

治经济领域的成就还是科技创新领域的腾飞，“深

圳速度”的背后是对每一次机遇的准确把握，是

对制度优势的充分转化。制度型塑着人们在政治、

社会或经济领域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确立了社

会成员的共同目标，进而调动其积极性与创造性，

从而在各个领域发生作用产生绩效。③深圳通过一

系列“政策试验”形成制度优势，如市场治理领

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

                  深圳经济特区 40 年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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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市场适应与放松规制、社会治理领域的开放

包容与人才吸引、政府治理领域的发展引导和服

务提升、政党治理领域的制度回应与创新发展，

这些制度优势反过来成为推进特区发展的强劲动

力，转化为显著的治理效能，进而创造了世界城

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市场治理：适应市场与放松规制

（一）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变革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79 年

的蛇口工业区敢为人先的喊出了这句响彻时代的

口号。1979 年，蛇口工业区建设首项工程蛇口港

之时，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实行了定

额超产奖励制度，打破了平均主义奖励法，推动

了工程的进展，使得工期缩短一个月完成。随后，

蛇口工业区分别针对其管理机构、干部制度、用

工制度等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

改革。邓小平在深圳经济特区的首次视察结束后，

到上海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

像蜗牛爬。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

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

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

行。”①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理念下诞生了当

时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

的工程记录。1982 年 10 月深圳国贸大厦立起动工，

至 1985 年 12 月拔地而起，仅历时 37 个月。从最

初七天搭建一层楼，到第 31 层开始，施工速度稳

步在三天一层，“深圳速度”成为经济特区发展

的标志。国贸大厦的建成速度快，固然与采用先

进的技术工艺和器械设备相关，但是究其根本更

与制度相关。技术与设备由人操控，如果不革新

当时僵化的管理体制与“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没有实行责任制，是不可能出现“深圳速度”的。

（二）从市场经济试验田到营商制度先行区

深圳经济特区被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

验田”的角色，即在国家的统一调控下，在深圳

这片区域中进行大胆尝试、容误容错的经济体制

改革，以尽快突破当时计划经济滞后所带来的僵

局，探索并建立适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新体制。这一“试验田”在经济特区建设初

期主要体现为经济体制上的“四个为主”：一是

特区建设资金以吸引外资为主；二是在经济结构

上，形成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

独资企业为主的“三资企业”；三是特区以产品

的出口外销作为主要经贸形式；四是特区形成了

在国家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要经济活动

的模式。围绕“四个为主”的经济体制，深圳经

济特区先后就财政体制、企业所有制、市场监管、

土地管理、工资制度等进行了配套改革试验，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本。

深圳经济特区重视通过制度建设培育优越的

营商环境。2008 年，深圳印发《关于优化政府服

务促进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涉及加强对产业

和企业发展的引导与服务、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

市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七个方面 28 条举

措，以营造更宜企业成长与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2013 年 3 月，深圳正式启动全国首创的新商事登

记制度改革，率先革新原本门槛高、效率低、程

序繁琐、行政干预多的商事登记体制。2015 年 7 月，

深圳发放首张“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的营业执

照，减免繁杂的各类证照办理以及企业名称申报、

注销程序。2018 年，深圳出台改革营商环境政策，

推出 20 项改革措施 126 个政策点，努力营造服务

效率高、管理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

佳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2020 年 3 月，深圳发布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重点任务清单，涉及商事登记

制度、项目审批制度、市政设施接入服务、不动

产登记办理、便利企业融资、促进跨境贸易便利

化纳税服务等 14 个重点领域 210 项改革措施。

营商环境政策的试验和推出，带动了市场主

体的发展与成长，人才的培育与扎根，投资者的

预估与期望，进一步强化了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

先行区地位。良好的营商环境犹如企业的培养皿，

能够汇聚更多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资金、

技术、人才等动力要素支持，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提升经济活跃度。1979 年深圳 GDP 仅为 1.96 亿元，

人均 GDP 只有 606 元，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各项经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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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指标实现了质的飞跃。2017 年深圳 GDP 首次突

破 2 万亿大关，位居全国第三。2019 年 GDP 以 2.62

亿元位居全国第三；进出口总额达 29773.86 亿元；

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 247.3 户，创业密度居全

国大中城市第一。①

二、社会治理：开放包容与人才吸引

（一）“来了就是深圳人” 的包容性制度

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深圳是一个新兴的移民

城市。在独特的历史机缘、地缘与人缘背景下，造

就了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来了就是深圳人”

不仅是根植于深圳城市精神的文化观念，更体现出

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容新容异容繁的城市魄力。

为了保障外来人口安居乐业，深圳不断改革住房、

社保、户籍等制度，打造弹性化、亲和性的包容性

城市。出台实施的《深圳市人才安居办法》，针对

不同层次的人才制定了包括高层次人才三年租房免

租金、购房补贴；新引进人才每人 6000 元至 12000

元租房补贴等缓解住房压力的政策。2016 年，深

圳率先在全国试点成人医保移动支付业务。自 2019

年 9 月起，深圳正式开通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

医疗救助异地就医“一站式”结算系统。自此，深

圳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基本医疗保险、

地方补充医疗保险、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及医

疗救助费用在异地就医平台可直接记账的“一站式”

服务平台。②此外，深圳市不断修订户籍制度，通

过积分制入户、人才引进条件入户、政策性纳税入

户等，不断拓宽外来人口落户深圳的门槛。

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开放、包容、多元

的城市氛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才汇

聚于此，这些第一次踏上深圳这片热土、第一次来

深圳务工、第一次在深圳入职、第一次在深圳创业

的“新深圳人”为深圳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据

统计，深圳市常住人口从 1979 年的 31.26 万增长

至 2019 年 的 1343.88 万 人，40 年 间 实 现 了 42 倍

的增量。2019 年常住流动人口 818.11 万人，居全

国第三；深圳蝉联全国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指数排

行第一名。③深圳善于吸收异质文化并加以融合的

特征吸引了无数人才，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发生

碰撞、产生火花、聚合重组，最终创新聚集。深圳

在不断吸收与兼容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自主创

新、求同存异、容错容败、步履不停的文化精神。

（二）唯才是举的人才制度

建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充分认识创新与人

才的重要性，不断根据时代特征与社会要求调整人

才政策与制度。经济特区发展初期阶段，主要以工

资待遇、体制优势、思想观念为主，吸引有志之士

投入特区的建设事业之中。1980 年代，深圳出台

一系列人才新政，如成立市调干考试委员会，以考

试的形式核察人才素养；成立市人才服务公司，发

挥市场对于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试行“不包分配，

双向选择”制度，将接收毕业生的自主权交给用人

单位等。2000 年颁发《关于加强高层次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的意见》及六项配套文件，即高层次专业

人才“1+6”政策，从人才认定、住房、配偶就业、

子女入学等各个方面切实解决“引进难、留不住”

的问题。2006 年发布《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

才奖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申

报条件、奖励金标准与提取、奖励经费等具体细则

作了明确规定。

针对不同的人才群体，深圳经济特区还出台

了多项不同的奖励政策。自 2011 年面向高层次人

才的“孔雀计划”开启以来，截至 2018 年 3 月，

深圳累计引进“孔雀计划”人才 3264 人。④经“孔

雀计划”认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享受直接奖

励补贴，以及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险、

项目研发资助、成果转化资助、政策配套资助等

配套待遇政策。⑤ 2016 年印发《关于促进人才优

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包含了人才安居保障方面、

① 《深圳市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深圳特区报》2019 年 2 月 1 日。

② 《异地就医备案实现网上“秒批”》，《深圳特区报》2019 年 11 月 21 日。

③ 《2019 年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百度慧眼，http://huiyan.baidu.com/reports/landingid=51。 

④ 《三大城市的“引才答卷”（聚焦引才用才）》，《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18 日。

⑤ 《深圳出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光明日报》201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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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服务方面等 81 条新政。2017 年起，深圳将每

年的 11 月 1 日定为“深圳人才日”。

全 方 位 的 人 才 制 度 创 新 举 措， 使 深 圳 持 续

保持在人才方面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数据显示，

2018 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增加 177 万，深圳以新增

49.83 万人的数量居珠三角之首，其中，应届生和

各类人才数量达 28.5 万，占比六成。在引进高层

次 人 才 方 面， 截 至 2019 年 1 月， 深 圳 已 拥 有 41

名全职院士，深圳全市人才队伍总量达 510 万。①

三、政府治理：发展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一）发展型政府的典型

在改革开放伊始，深圳经济状况落后，缺乏

计划理性的市场经济想要快速发展，需要政府的干

预和调节以尽可能降低市场风险。这一时期的政府

既要协调各职能部门与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又

要有意识地针对优势产业提供制度支持、政策供给

与资源配置以促进经济活动。可以说，发展型政府

的主导力量是深圳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之一。

经济特区建立初期，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

头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主要

目标是通过“望远镜”学习借鉴先进的经验，进

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为此，深圳依靠大

量吸引外资，凭借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较

低的人力成本为重要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

产业，“三来一补”企业占据了大面积的市场结构，

显著拉动了经济的瞬时增长。从建立经济特区至

1995 年，深圳 GDP 年均增速高达 35%，经济总量

大步迈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以“三来一补”为主题的特区经济结构随着

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入世贸组织后市

场环境的变化而面临挑战。深圳经济特区及时转

移经济产业重心，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制定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战略升级优化产业环境。

1998 年深圳通过《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若干规定》，涉及投资担保、税收优惠、

技术入股等方面的政策突破，加大了对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

度。1999 年起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高新

技术成果交易会。2002 年 11 月，出台《深圳工业

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确定深圳的三大经济发展

支柱产业群，即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优势战

略产业群，以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新材

料与新能源等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群和以纺织

服装、家具、钟表、玩具、珠宝首饰、皮革、印

刷等产业为代表的传统支柱产业群。②以高科技产

业为基础全面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2006 年，深

圳颁布《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

城市的决定》及配套政策措施，提出将创新作为

深 圳 未 来 发 展 的 主 导 战 略。2008 年 至 2009 年 先

后出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系列意见，为

构建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体系，营造自主创业、

自由创新的宽松环境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随

后，深圳先后制定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互

联网＋”行动计划等，提出了创新驱动、工业强

基、两化融合、转型升级、“互联网＋”、开放

合作的战略基点以及 11 个战略重点。2019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要求深圳建设成为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

业创意之都，最终成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竞争力、

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为此，深

圳针对不同领域先后出台了多项发展方针政策，

包括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

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全面扶持新兴产业成长。

深圳高度重视本土创新企业的培育以及城市进

程中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政府将产业自主权与独

立决策权交给企业，利用政策工具调动经济运转，

以保持新鲜活力。在政府各项指导型、优惠型政策；

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营商环境；大量的人力、财

政支持以及对企服务下，深圳经济发展势头迅猛，

产业优化升级效果显著。2009 年至 2016 年，深圳

高新区企业数量由 837 个增至 7737 个，增长 8.24 倍。

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从 3561.89 亿元

① 《深圳全市人才队伍总量达 510 万！其中全职院士 41 人》，《深圳特区报》2019 年 1 月 7 日。

② 《深圳市工业结构调整方案出台 确定三大支柱产业群》，《深圳商报》2002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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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16079.34 亿元，增长 351.43%。① 2017 年 6 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2017 年全球创新

指数报告》，深圳位居第二，领先美国硅谷。2018

年，深圳新兴产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40.9%；

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 70%。

（二）服务型政府的示范

政府的宗旨始终是为人民服务，以提供公共

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为基本职能；以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为价值追求。经济

迅猛增长、产业快速发展以及企业茁壮成长，倒

逼推动着政府作出积极的相应改善，加快转向服

务型政府的速度，以便更好地为市场与企业服务，

从而进一步激发其经济活力与价值创造力。深圳

经济特区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实责任体

系，不断探索推行“放管服”改革，突出政府职

能的公共性，突出政务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等方

面不断优化政府服务。

2004 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

设负责任、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2009 年，《深

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出台，全面推进

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

型政府”为主线的系列改革，明确和强化政府及

部门责任，推行行政问责制，构建科学系统的评

价机制。2013 年，深圳出台《全面深化改革总体

方案（2013-2015）》，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压减行政

审批事项，优化行政审批权配置，建立审批事项

动态清理机制。2017 年，深圳发布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提出实施继续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深入推进投资审批改革、大

力优化政府服务等八大项 66 点具体措施，进一步

推动“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

有限政府与责任政府。2019 年，深圳提出将精简

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激励创业创新、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改善社会服务为改革专题，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重要领域、关键

环节的重大政策措施，更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

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社会创造力。②

建 设 网 上 政 府， 搭 建 电 子 政 务 信 息 平 台。

2002 年，深圳“电子政府”的实施工作全面进入

网 络 化 阶 段， 全 市 40 多 个 委 办 局 以 及 六 个 区 机

关皆已建立内部办公网络。2006 年 8 月，深圳成

为全国首个“国家电子政务试点城市”，同时也

成为电子政务的“试验田”。2008 年，深圳出台

专门文件，对网上审批系统、网上执法反馈系统、

网上公共服务系统、网上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

上监督系统等方面的建设作出了具体要求。2014

年深圳提出强化电子政务顶层设计，搭建由电子

政务公共平台和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体系、政务信

息资源体系、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电子政

务 管 理 体 系 构 成 的“1+4” 总 体 框 架。 深 圳 先 后

建立了深圳政府在线、深圳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i 深圳等多家网络信息融合平台，覆盖微信、网站、

微博等多个网络媒体渠道。2019 年，深圳市推行

政务服务“好差评”的做法，用企业和市民的评

价倒逼政府部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把深圳

政务服务的金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

2006 年，在全国 323 个地市级（含副省级）

城市政府网站的评比中，深圳市政府门户网站（深

圳 政 府 在 线，www.sz.gov.cn） 名 列 第 五。 据《 公

共 服 务 蓝 皮 书： 中 国 城 市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力 评 价

（2018）》显示，深圳在公共交通满意度中排名第九；

公共安全满意度中排名第八；社保就业满意度中

排名第八；医疗卫生满意度中排名第四；城市环

境满意度中排名第六；文化体育满意度中排名第

八；公职服务满意度中排名第七。2020 年 5 月，

《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发布，

深圳继 2019 年后蝉联第一。

四、政党治理：从政治保障到创新发展

（一）回应市场经济的挑战：非公领域的党

建创新

深圳市委始终将党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

①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深圳答卷》，《中国经济时报》 2018 年 4 月 5 日。

②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深圳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的通知》, 深圳政府在线， http://search.

sz.gov.cn/cn/xxgk/zfxxgj/tzgg/201908/t20190822_18171637.htm , 201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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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四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106

改革初期便提出：“要建设好深圳经济特区，我

们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当前最主要的，是要

把特区的党组织建设好。”①深圳经济特区在对外

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改革探索中，引进了大量中外

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三

资企业”，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特色。从将外

资引入之初，深圳便着力于外资企业的党建工作。

1982 年初，深圳市委专门出台文件加强当时“三

资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同时要求加强对党员的

教育管理。随后，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公领域党

建中总结经验，逐步对党组织的功能、地位、作用、

权利、任务、组织设置、领导体制等内容作了明

确规定，从制度上切实推进“三资”企业党建工

作的落地与实行。在私营企业中，由于接转党员

组织关系方面存在困难，深圳经济特区通过采取

单位管理、联合管理、挂靠管理等多种管理方式

结合以及分类施教的党员教育模式，实现私营企

业党组织组建以及高效党员管理工作的实施。

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吸引了大批人才涌入

深圳经济特区，同时也使其成为一座具有高度流动

性的新兴移民城市。大量流动人口为深圳带来原始

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党建工作的困难度。面对城

市中分散的流动党员、“口袋党员”和“隐形党员”，

深圳根据流动党员所处区域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再

集中的指导，即在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单位、行业

或机构，如园区、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

立流动党员党组织，逐级推进党的组织组建，叠加

实现系统性的流动党员管理结构，并建立线上线下

并行的流动党员之家。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从

基本准则、党组织功能定位、管理体制和工作机

制、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发挥、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基础保障等方面对社

会组织的党组织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与明确指示，

为确保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开展提供了制度依据与

保障，为党组织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创新路径。

（二）适应快速城市化的需求：城市基层党建

城市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②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推动特区经济高

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基层治理带来了相应的压

力。包括流动人员增加导致党员分散；基层组织繁

多冗杂，无法形成最大聚合力；党组织功能、党员

作用被弱化等。深圳始终保持着党的建设与城市发

展路径齐头并进，不断强化党在城市基层社会中的

整合作用。为了突出社区党委在城市流动中的组织

归纳作用，深圳于 2010 年推广以区域化为主的基

层党建工作结构，即发挥社区党委的基层治理能

力，构建区域性网络化党组织，搭建以社区党组织

为轴心的党内协商平台。在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

中心、社群中心等各类组织机构和单位间分别组建

对应的党组织，充分凸显社区综合党委在社区治理

中的核心作用。2010 年，深圳市委出台《中共深

圳市委关于实施扎根凝聚工程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工

作区域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党的队伍

和工作力量“五进社区”，打造上下联动的服务队

伍。构建以党员干部为枢纽的党内互动、党群联系

机制。不断强化党组织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引

领作用。通过向社区党委赋权增能，明确社区党委

在社区工作中的全面责任。③ 2015 年 12 月，深圳

向社区党建标准化迈出了新步伐，进一步明确了社

区党委书记对社区工作的全面责任，发挥其在社区

中事务商议与决策、资源整合与配置、服务群众、

人事调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构建集约

党群服务平台，在全市 645 个社区组建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打造成一站式、综合性、多功能的社区公

共服务中心；④牵头开展民生微实事项目，通过实

实在在的服务项目团结凝聚社区党员群众，营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立足特区的党建创新：基层党建的“深

圳品牌”

率先改革，先行先试、勇于创新、做出示范是

①  《加强党的建设 办好经济特区》，引自中国深圳市委办公厅编：《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道路》，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年，第 19 页。

②《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9 日。

③《深圳市：加快形成区域化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深圳特区报》2010 年 9 月 1 日。

④《红色家园凝聚党心民心》，《深圳特区报》2018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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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赋予深圳经济特区的特殊使命，也是党建创新

的重要动力。在党建的各个领域，深圳打造了富有

特色的基层党建“深圳品牌”。在非公经济领域，

逐步摸索并构建了多种形式并行的党组织组建模

式，探寻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

行机制和有效方式；形成“跟党一起创业”的特色

经验，在商务研发楼宇集聚区域成立联合党组织，

整合创业服务、创新企业和创投机构内的党建资源，

将党建孵化和产业孵化深度融合，构建属地、职能、

运营三个维度的共建机制。在城市基层党建领域，

推行“十百千万行动”，让社区党员在社区和单位

实行双重管理；创新“一核多元”党建模式，探索

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的多元共治；推广党代表工作室，

让党代表深入社区，深入群众，收集民意，化解矛盾；

全面推行党建组织员制度，从管理办法、考录招聘、

工作职责、职级晋升、职业保障等层面形成系统化

的制度规范；全面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从职责权

能、服务事项、工作流程、活动开展、硬件建设等

方面对社区党组织的管理服务进行统一规范。在信

息化党建领域，深圳“智慧党建”通过互联网、微信、

手机客户端，实现市、区、社区纵向连接，并辐射

到每一个党支部和党员，实现组织生活、缴纳党费、

开展党员活动等综合服务。“智慧党建”与市、区、

社区三级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网络有机整合，将活动

开展、党群服务与党员管理、信息集成有机结合，

构建线上线下的立体化管理服务体系。

纵观 40 年，深圳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不

是单纯依靠地缘、文化、资本、技术或者经验，而

是通过市场、社会、政府等领域一系列先行先试的

政策试验积淀下来的制度优势，以及籍此转化出来

的治理绩效。回顾这一变化过程，我们大体可以看

到以下两个逻辑：一是先行一步的有效制度设计推

动了深圳经济特区获得制度优势。制度体系的形成

既是动态的也是设计式的，制度绩效的实现建立在

有效设计的基础之上。制度是达成目标的工具，①

而不仅仅是达成共识的工具。深圳的制度设计以政

策试验为起点，以实现经济增长为导向，以适应性

变革为方式，呈现出快速、高效、灵活的特征。深

圳经济特区毗邻港澳的先天性地缘优势；国家特殊

的政策优惠和支持，移民城市开放、包容、创新的

城市精神；改革开放赋予的“窗口”“试验田”“排

头兵”角色，共同推动其在政策试验上的先行先试，

构筑了深圳在经济、社会、政府及党建领域的制度

优势。二是，各项制度之间存在耦合、叠加与强化

关系，进而有助于转化为治理效能。为了促进经济

发展，开放包容的社会制度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流

动人口；“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导向强化了政

府的驱动发展和服务功能；优越的营商环境营造了

火热的创新氛围；政府职能的转型提供了更加完善

的公共服务，带动了社会服务能力；党的制度建设

保障了政治基础与发展基底。这些制度都是从单向

政策或单一领域出发的政策试验，将其可吸收的经

验总结重构，进一步延伸为制度试验，由小入大，

由窄变宽；制度的耦合与叠加相互强化推动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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