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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

吴松营，有人称他是“特区拓荒牛”，因

为他1981年就到了深圳，30多年参与并见证

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有人称他是“春天通讯

员”，因为他记录并组织报道小平同志1992年

南方重要谈话，向世界讲述了“春天的故

事”；有人称他是“报业领航人”，因为他锐

意改革，推动深圳报业创造了中国传媒发展

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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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设立专门机构 关注发展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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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作为

植根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热土、国内唯一一家

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特区问题的国家级学术机

构，在31年成长、发展的历程中，它立足深

圳、关注全国，紧跟时代、放眼全球，在经

济特区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在特

区发展史及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方面产生了

一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特区刚刚
诞生3年，刚刚创办的深圳大学就成立了
国内最早的经济特区专门研究机构——深
圳大学特区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为梁文
森教授；此后著名经济学家方生、郑天
伦、陈灼华等接力前行，拓宽了中国经济
特区研究的学术道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学科带头
人、经济学家苏东斌教授的带领下，中心
团队以特区人的勇气、智慧与胆略，创造
了深圳大学学科建设的 “三个第一”和

“三个唯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征途
上，开启了“以学科促基地”，以“以基
地带学科”的成长路径，并形成了学术研
究、学科建设、团队培养与学术交流同步
推进的模式。这个时期，中心一批具有时
代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
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深圳大学党
委副书记陶一桃教授任中心主任，中心又
一次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2年获得深圳
大学唯一一个国家人社部批准设立的文科
科研博士后流动站，获批深圳大学唯一一
个文科领域广东省 “攀峰重点学科”。中
心研究成果提出，中国道路就是在中国选
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
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中国
经济特区的创立是“中国道路”的一个标
志；“建立开放产业体系”、“政府供给科
技产业化公共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
个力量”等一系列学术主张和发展策略，
在国内外特区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见证
并融入到深圳经济特区气势恢宏
的史诗般发展。这种发展也为中
心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资源。

自成立以来，中心研究人员
出版学术专著 87 部多，发表学术
论文 500 余篇，其中权威期刊近
100篇。先后有20余篇理论文章在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 等
全文转载或公开发表，许多研究
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中苏东斌教授的 《选择经济》
与 《制度人假设——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陶一桃教授的 《深
圳经济特区年谱》、《中国经济特
区史要》 与 《深粤港公共经济制
度比较研究》 等著作在经济特区
研究甚至经济学领域都具有重要
学术地位。其中，陶一桃教授的

《中国经济特区史论》 获中外学者
高度评价，被中宣部推荐为“纪
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35 本重点书
系”之一，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已
由英国 Paths出版社 2011年出版发

行，推动了中国制度自信的国际
化传播。

中心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
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等省部级
以上科研课题共 58 项。中心还承
接一批服务深圳特区的横向课题
68 项，先后提供政策咨询报告 81
篇，一批政策研究成果成为深圳
市委市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中心自 1996 年 6 月起创办内
部刊物《建议活页》，共出版16卷
150期。中心承担的国家教育部重
大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系列之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对中国
经济特区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并形
成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中心还
创立的《中国经济特区研究》集刊，
采用中英文双语出版，在亚洲、非
洲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具有广
泛影响，蓝皮书、集刊和信息资源
检索平台已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理
论研究的策源地。

为加强国内外经济特区理论交
流，中心先后创办“中国经济特区
论 坛 ”、“ 世 界 经 济 特 区 发 展 论
坛” 、“中国经济特区联席会议”，
打响特区研究品牌。“中国经济特区
论坛”至今已举办了10届，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响应与支持，先后有
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挪
威、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柬
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的学者官员；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来自
全国 5 个经济特区以及上海浦东、
天津滨海开发区的学者官员参加论
坛并做主旨演讲。论坛已经成为中
国学术水平最高、参会规模最大的
经济特区研究专题理论交流平台。

中心还创办了“世界经济特区
发展论坛”。第一届“世界经济特区
发展论坛” 2014年3月18日在越南
广宁省举办。论坛的成功举办，加
之与越南广宁省在特区发展规划、

政策咨询、党政干部培训等方面长
期合作，中心与越南广宁省委签署
了党政干部培训及人才培养战略框
架协议，并应邀在越南社会科学院
就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及其借鉴
意义做主旨演讲。

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中心理
论经济学创新团队，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
开展非定期的合作项目，向发展中
国家介绍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状况及
成功经验，让世界了解中国道路实
质与内涵、探讨中国转型经验对新
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借鉴作用。先后与
柬埔寨园区代表团、非洲十国部长代
表团、纳米比亚人组党和纳霍马斯省
代表团、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展开不同
主题的专题研讨。中心陶一桃、袁易
明两位教授受邀参加“2014年非洲发
展银行年会”，就中国经济特区发展
经验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借鉴意义
做主旨演讲，袁易明教授还受聘世
界银行地区研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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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不惑闯特区

1968 年，吴松营在湛江水产学院海洋捕捞专业毕业后，
分配去了海南岛的南海水产公司“接受再教育”，扫过马路，
当过工人，打过铁，出过大海。在工厂，中学时就喜爱文学
的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书，创作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有
好几篇陆续在省级和地区的报刊上发表。1971年，公司党委
把他调到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他从此走上宣传文化和新闻这
条人生路。1974年，吴松营调到湛江地委宣传部工作。

1981年，深圳特区刚刚成立的第二年，已经年近不惑的
吴松营被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从科长、副处长、处长，
1989年担任了副部长。

1990年，针对当时全国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深圳市委
宣传部主持摄制电视政论片 《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
谈》（简称 《世纪行》），吴松营既负责组织策划，又具体担
任该片总编辑。《世纪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国内外引
起了强烈反响。全国有160多家电视台先后播放此片；海内外
有100多种报刊进行报道和评论，有的还举行该片解说词阅读
知识竞赛。深圳市委宣传部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表扬信件超
过5万封。用吴松营的话来说，这部片子最大的成功是扭转了
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些模糊思想和认识，同时回击
了“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

机缘成就“春天通讯员”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到深圳视察。时任深圳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的吴松营成为组织指定的全程记录者。

吴松营预感到邓小平此次南巡的重要意义，经过积极争
取，上级同意他召集 《深圳特区报》 和深圳电视台记者跟随
采访。但是，碍于宣传纪律，所有媒体对邓小平南方之行和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
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极其重要的谈话精神，都只字未
提。而当时的中国，“姓资”、“姓社”的争论烽烟四起。

为了把小平南巡谈话精神传播出去，吴松营冒着巨大政
治风险，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他积极参与组织和撰写宣传
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猴年新春八评”，并找到香港《文汇
报》，协商对评论文章进行同步转载。“猴年新春八评”也因
打响了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报道的“第一枪”而被载入中国新
闻史册。

吴松营并不满足，他又在市委主管领导的支持下，组织
《深圳特区报》 发表邓小平在深圳的长篇报道。3 月 26 日，
《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发表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
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经过5天的沉寂之
后，中央媒体终于全文转载、播发。这一报道成为改革开放
的标志性事件，也为吴松营、陈锡添带来了一系列重要荣
誉。2012年，他们一起获得了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锐意改革打造“报业航母”

1993年吴松营到深圳特区报社任社长、总编辑。而当时
的报社：旧办公楼狭窄拥挤，已经用了10年的印刷机严重老
化，干部职工福利待遇相当低，200多职工没有住房，人才流
失，重要新闻报道频频出错……

也就在这一年，深圳特区报社正式启动重大的体制改
革，开始实行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企业化管理。吴松营和
报社一班人通过创办、收购等方式，培育了一系列子报子
刊。1997年创办英文《深圳日报》，1998年特区报实行自办发
行，1999年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挂牌成立，同年控股和全面经
营 《香港商报》，2001年成功创办 《晶报》；另一方面，他们
自筹资金盖印刷厂、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建设现代化报业大
厦。2002 年 9 月，深圳商报社与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合并，成
立深圳报业集团，由吴松营任党组书记、社长。

在吴松营的带领下，深圳报业集团不仅不要政府的财政
补贴，反而成为深圳的“守法纳税大户”，国有净资产年均增
值超过20％。屹立在市中心深南大道旁的50层深圳特区报业
大厦成为深圳的标志性建筑。2003 年，国家主管部门公布：
深圳报业集团拥有八报四刊，集团净资产超过50亿元，广告
收入和经济实力居全国报业前列。

1997年5月，《深圳特区报》创刊15周年，原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亲自给 《深圳特区报》 题词：“创伟业，
谱新曲”。

突出的业绩让吴松营荣获了“共和国改革开放先锋人
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殊荣。他说：“这不是奖给我
一个人的，是奖给报业集团5000多员工的，是奖给深圳新闻
文化事业一代又一代开拓者们的。”

更正声明：10 月 29 日本版刊发的 《深圳将在纽
约办国际微电影节》更正为《深圳将在纽约办国际微
电影节巡展》，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