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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彦弘万劳
}

近日，洪远同志送来《特区人物志·深圳卷》清样，他们准备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我

看过之后，认为颇有价值。因为这是一部以整个特区建设为背景，

以鲜明人物事迹为主线，旨在揭示“一夜城”崛起的奥秘、剖析

“试验田”成功的真谛、讴歌“拓荒牛”拼搏的精神的历史文献。

它不仅对于储存史实，启迪后代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新

一轮思想解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犹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然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关键时

刻，深圳，作为前沿阵地和示范城市，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外，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是关键。早在深圳经济特区创立伊始，就

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响应时代的号召，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投身到气势磅礴的建设洪流之中。他们置身于这座改革开放的大舞

台——或敢为人先，慧眼独具；或潜心经营，百炼成钢；或刻苦钻

研，精益求精。无论是工作业绩，学术造诣，还是思想境界，道德

修养，都是可圈可点的。他们不愧是民族的精英，时代的骄子!他

们的改革气魄和创业精神，值得世代弘扬。



辉煌的成就，固然值得骄傲；成功的经验，更是弥足珍贵。本

书所收编的，虽然只是无数特区建设者中极少的部分，但也不乏特

区初创时期的拓荒者，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路

的艰辛曲折，可以体会到思想解放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

用，可以领略到深圳人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务实高效、无私奉献

的精神风貌!"-3时，拨乱反正进行不久，思想解放刚刚提出，改革

的征途险象环生，开放的路上布满荆棘。何况，当初深圳只是一个

荒僻的边陲小镇，生活和工作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想象。可是，再

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有志于改革的特区人。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 “摸着石头过河”， “杀开一条血路”，率先打赢了新时期改

革开放这场硬仗，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成功范

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深圳经济特区30年的伟大创举，留

下的何止是辉煌的城市建设成就，一大批拓荒牛的业绩更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运用好这笔财富，

在新一轮思想解放和创建创新型国际一流城市中继续先行一步，深

圳将再攀高峰，永续辉煌。

深圳是一座新兴城市，大家平时忙于改革事业和经济建设，像

这样系统地组织编撰以人记事的著作的文化活动并不多。因此，本

书虽嫌粗糙，也不失为一桩美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言：夫家为

谱，州县为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国家修史，地方立志，历来为

华夏文明之一大善举。深圳蜚声中外，建树颇多，书事记言，博闻

实录，保存史料，至关重要。这本书做的就是这种有意义的工作，

我觉得很好，乐于在篇首写这几句，即以为序。

2008年9月9日于深圳



凡 例

一、本丛书收编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在各行各业辛勤耕

耘并且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个人事迹重点记述参与特区改

革和建设实践的主要情况。记述时间，上限不限，根据各人提供

的资料，尽量反映其全部的成长经历，下限为2010年。

二、本丛书以篇为单位，按政经界、企业界、艺文界、法律

界、科技界、医学界等大项分类。除政经界担任过副市级以上领

导按职务高低及任职时间前后为序外，其余均按姓氏笔画为序，

排名不分先后。

三、本丛书所有图文资料系入编者提供，文稿均经入编者本

人审定。所刊图文资料，有些年代久远，出处不详；有些引用较

多，来源繁杂，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作者及出处。

四、为方便阅读，本丛书行文涉及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

按当时称谓记录，过长或多次出现的名称，大体按习惯使用简

称，如中共深圳市委员会，简称为“市委”；深圳市第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简称“市四届人大”等。

五、由于编纂任务重、时间紧，人力有限，许多有代表性的

人物尚未入编，为此我们还将积极联系，组织采访及撰写，以便

在陆续出版的各卷中收编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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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

吴南生，1922年生于广东汕头，1936年参

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

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

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历任江西省南昌

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

管制委员套副主任．中共海南压党委副书记．

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

长、农办主任。“文化太革命”结束后，任中

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负责筹

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1980年，兼任广东省

经济特区管理委员套主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

书记、市长。1985年9月后，历任广东省第

五、六届政协主席。中共十二走、十三走代

表。，

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任中国

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舍委员，著有长篇报告

文学《松柏长青》等。

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主要拓荒者。从

1979年超，他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

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

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后虽然不再兼任深圳

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区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转任广东

省政怫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今年是中

国改革开放30N年．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走过的

历程．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化．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在本文中，吴老详细回顾了广东经

济特区艰辛的酝酿过程以及主管广东经济特区

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也系统总结了改

革开放30年的一些经验．尤其可贵的是，吴老

在晚年离休后，仍然关注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自己的

一些意见和看法。所发文字据吴老口述。

广东筹建经济特区的酝酿过程

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

革开放的决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地利

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从太平天

国．“戊戌变法”的康有为、粱启超．到孙中

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

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毗邻香

港，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

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

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

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

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

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

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杜会主义

是怎么搞的，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

主义就是这样搞的，摘阶级斗争．搞计划经

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

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

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得这么穷，搞

得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小平同志他把

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

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

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援乱反正。

一位朋友的话启发了我

979年年韧，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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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待了两个多月

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

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

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 “其他

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

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

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并

不大。309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

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

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

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

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

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

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

特点。那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

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

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

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

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

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

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

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

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

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

可以先突破一点。这是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

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

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

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 最初建议广东先走一步

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

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

一封长达1300-7-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

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

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

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

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

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

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

错!)，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

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

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

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

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

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汕

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

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

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

员他们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

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

去办。要杀头就杀我!听我一说，大家都赞

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

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

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年4月5—28

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要权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4月

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

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

难办。接着他提出： “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

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

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

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

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

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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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々弄来

弄去，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

特区”。所以，中央4月[作会

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

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

区的不止有广东的深圳、珠

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

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后

来上海不搞了。

我第一次公开小平三句话

1984年4月6日下午．即中

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

仁堂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

84#-春t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后与昊南生等合影。 会将要结束前．我在会上最后
：起：是南生、马万祺、邓小平、马万祺夫人、卓琳

一个发言。当时谷牧同志说：

：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 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

卜“独立的罔家”(当然是借用的 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

『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 者。于是，我发了育。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

e不容易E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 同志说：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

；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

、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 来!”一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

小平说：就叫特区嘛 就是；：詈i墨墨蔫，确实是他在。。，，年。。
『确定特区的名字经历r很多波折。这 前后讲的，但那不是一次一下子讲的，足我把

匿个什么名字好呢7叫“出口加J． 它综合起来讲的。

1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 在1979年5月3日下午《省委常委会议记

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 录》和同年5)t 26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四届

e易区”吧，叉不像 ·好几个名字撄 i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两个文件中．习

．去的。当B,1_nl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 仲勋同志曾两次传达了小平同志“要杀出一条

l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 血路来”这句名言。

-平同志汇报。 习仲勋同志在1992年7月为《改革开放在

同志听说广东要“先走一步”，划了 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所写的《序言》

【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 中写到“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

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 问， 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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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方面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

新的体制。在这次会议上，我知道邓小平同志

对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说这次‘要杀出一条

血路来’，充分表达了我们党搞中国式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决心。”

三次转达这句话，前后相隔整整13年。但

三次都没谈到“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

区”。也没谈到小平同志曾单独和他谈过话。

那么，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这句话是小平同志在什么时间、同谁说的呢?

是1979年4月在听谷牧同志汇报后说的。同年

10月，又向习仲勋同志谈过。1979年4月，中

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

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

要求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

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

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

“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

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

说：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当天

晚上，谷牧同志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

角，又见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一见就问：

“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

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g

“明白了。”

当天晚上，符牧同志给习仲勋同志打电

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第二天上午，仲勋同志

找到谷牧同志，问：“叫做‘特区’了，那以

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

牧同志说： “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现在从《省委常委会议记录》中还可以找

到：半年后，1979年loPl 17日下午，习仲勋同

志传达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自治区党委

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时说：

“广东搞特殊政策问题，临走前向小平谈

了，他同意要快一点、宽一点。台湾统一了还

不是特区?香港回归了还不是特区?1937年陕

甘宁就是特区。”

我想，这些材料可以说明问题了。至于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这句话，当时小

平同志常说，也只有他才能说得出来。

汕头差点排除在特区之外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了广东省

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

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还决定

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

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考察这

几个地方，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

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

在这期间，谷牧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中

央有个意见，汕头市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

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谷牧同

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特区

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因为办特

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粤的

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

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

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我说，

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50号文件同意建设特区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6月

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Y]15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

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

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

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

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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