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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赶赴深圳

1985 年，中央决定派我来深圳工作。当时特区
面临的舆论压力很大，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各
地建设都是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开始，全国各地
都要发展，财政就会有困难。当时，梁湘同志在深圳
做得有声有色，但深圳建设也存在规模过大、投入
太多、借债数额大的问题，财政压力比较大。有人还
说，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对深圳经济特
区建设有意见。1985年初，香港有媒体曾连续发表
了12篇文章，将特区建设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要来深圳，就意味着要接手很多事情。我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但也很犹
豫，对自己能不能胜任心存疑虑，信心不足。离京赴深前我曾说，我要上“前线”
了，当时真是这个心情，感觉特区的舆论压力很大。

离开前，很多领导关心特区建设，找我谈话，但有3位领导没找我，我也不敢
主动去找：一位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位是陈云同志，还有一位是小平
同志。调任前，本来小平同志安排了时间跟我谈话，但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在广东
开的会议，顺便来深圳调查研究了几天，结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回北京找
他，那天他又临时有事。就这样，这次谈话一拖就拖了8年，直到1992年小平同
志南方讲话的时候。

来深圳前，我最后一次跟国务院领导谈话，我就着重问，深圳还算不算特
区？他说当然是特区。我知道梁湘同志曾经推出深圳工资改革方案，把工资提高
了一点，省里觉得标准太高，要求停止执行。我说，他那里提高点工资，是他自己
定的，省里为什么取消他的改革？那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吗？那我做的改革决
定，是不是省里也会收回？我说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
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领导点头同意。

我要了点权力来深圳，才能做一些改革，像那个把工资改革收回去不算数的
决定，我来不久就撤消了。经过调查研究，我酝酿了一些改革举措，首先就是建立
市长办公会议制度。之前深圳没有这项制度，由于我还不是市委书记，整体工作不
能管得太多，就想通过市长办公会议组织各副市长、党组成员、各局主要负责人来
开会，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机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体现了民主集中
制。1985年底，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我就提出了4项改革举措，成立4个机构，
分别是：外汇调剂中心、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监察局和城市规划委员会。

外汇改革“迫在眉睫”

到深圳后，最紧迫的改革就是建立外汇调剂机构，我来深圳的第一项改革，
就是建立外汇调剂中心。为什么说是最紧迫的呢？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计划经济，
全国所有的外汇统一由中央把控，基层外汇机构没有权力管理外汇。出口企业
收入的外汇，不管你是否收支平衡，全部上交兑换成人民币，亏了由中央补助，
赚了的统统收上去，这样出口企业就缺乏创汇积极性，深圳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挂牌汇率虚高，深圳有两种汇价，一种是官方挂牌价，一种是贸易外汇
内部结算价，此外还有不合法的黑市价。举个例子，比如一个经营外贸出口企业
要用3元人民币的成本价收购了一件货物，卖出口换回了1美元，那政府起码要
给企业三四元人民币换1美元才行。但是当时无法实现，1美元按官方价只能换
1元多人民币。

但在深圳，收了1美元不上交给中央，拿去卖给需要外汇的单位，就可以换
到三四块钱，黑市价更高。所以当时的黑市交易问题非常突出，中纪委就来调
查、抓人。记得中纪委五室的马主任带了几十人来深圳，任务就是清查外汇黑
市，加上省里、市里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上百人的专案组，还抓了深圳经济
特区发展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有一天，马主任到我家里来说，要处理公司第一、
第二把手。我说，马主任你们抓人抓得太冤枉了，人家拿三四块钱的成本换成美
元，你给结算两块八，他肯定是亏损的，他在黑市可以卖四五块，他这是合理不
合法。但这只是企业内部的行为，他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我们正想
改革，让外汇调剂合理又合法。

1985年11月，我们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双方可以到外
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市场作价。比如1美元，有人愿意出3块，有人愿意出5块，
相当于竞标。我说这是合理的，它不是什么“投机倒把”。马主任见了这个制度后
就没有把人抓走，专案组也撤走了。

我最早得到中央批准的改革就是这个外汇调剂。到当年年底，我听北京传
来消息，中央一个会议上说，李灏搞了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但是，外汇管理局批下来，正式合法是在次年的七八月份。之后全国40多个城市
都来参观外汇调剂中心。现在来讲，外汇调剂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

“多管齐下”勇当先锋

外汇调剂问题解决后，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第二年就开始了。改革前，企业
有多少资产、多少收入、负债多少，谁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政企分开，把那些
政府单位的企业通通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投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国有资

产。1987 年，投资管理公司成立后，花了一年多时
间，才弄清深圳有多少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负债多
少、净资产多少。国有资产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这些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我们先做的。1992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吴邦国同志任上海
市委书记时，他找我谈国有资产投资管理的经验，
上海也想取经，学习深圳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先搭起架子，再开始实
验国有企业经营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不仅涉
及国有资产，我们也要让私有制经济合理合法。
之前深圳的很多私营企业都要找挂靠单位，没有
合法身份，企业负责人都成了“资本家”。1987

年，我们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给私营企
业戴上了一顶合法的帽子。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后，私有制经济才有所放开。
无意之中，我们深圳就成了这项改革的先锋。多年后，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时，有
一次陪同安志文等同志参观华为。安志文同志问任正非，你这样一个小企业是
怎么办起来的？政府投了多少钱？任正非说，我就捧着一个红头文件办起来的。
这个红头文件就是我们当初出台的鼓励兴办民间企业的规定。

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也是发展需要。特区建设初期，一切规划都靠北京，我
要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市里的规划机构。我说，规划既要听中央、省里的意见，
但整体上规划权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不能听人家“摆布”。所以，谁当市长谁
就当规划委员会的主任，从我开始，到现在深圳还是这个传统。

建立监察局是一项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要建立监察局？1985年我第一次
在深圳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时候，他问我深圳有没有官员贪腐赌博啊？我
说我刚来，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我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总会有吧。他说那你准
备怎么办呢？我说要学习新加坡反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在政府中设立监
察局，把干部队伍管好。

深圳成立监察局后一年多，对全体干部进行了检查，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
了监察局。我很感谢尉健行同志，他对我们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我们深圳的监
察局。1993年1月，中央决定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
机关名称的体制。全国各地的纪委和监察部门都合署办公了，尉健行同志却主
张保留深圳监察局不合署。

这些改革是我来深圳初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4项改革的基础上，后面
深圳的改革就多姿多彩了。有人说我很大胆，有我在他们就不怕，敢大胆改革往
前冲。由于我是独生子，别看我个头大，其实胆子很小。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深圳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我来深圳做的这些改
革，还是被认可的吧。

（本文摘编自《深圳口述史》，历史图片由深圳市史志办供图）

全民阅读成风尚 读者线上觅书香

读书月多彩创新吸引眼球
程全兵 赵鹏飞

日前，深圳读书月组委

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第16

届读书月筹备工作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据悉，第16届深

圳读书月将于11月举行，本

届读书月将以“互联网+读

书”为年度主题，举行 700

多项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读书月在深圳已经举办了15届。数
据显示，首届读书月举办活动50项，此
后逐年递增，历届举办活动总数达4729
项；首届读书月的参与人次为 170 万，
此后逐年递增，今年达到 1100 万人次，
15年来直接和间接参与总人次达到 1.06
亿。

深圳读书月活动开展 15 年来，600
多个出版机构共向 327 个受赠点捐赠了
价值1752多万元的图书。如今，深圳拥
有各类民间读书会近 100 个，经常活动
的读书组织50余个。读书月在深圳落地
生根的同时，也开始辐射全国。中国出

版业协会、中国体育博物馆、北京发行
集团等外地单位纷纷前来参与，成都、
南宁、广州等近30个省、市代表团专程
来考察学习。

作为深圳读书月活动的主要创办者
和推动者，国务院参事，深圳市委原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表示，正是来自
世界与中国对深圳全民阅读的关注和肯
定，伴随读书月一路同行，让深圳得以
在全民阅读的道路上实现“高贵的坚
持”，保持继续上路的热忱，最终获得
了“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国际荣
誉。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读书月组委会
主任李小甘在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
表示，读书月已成功举办 15届，成为城市文化的
标志之一，对于涵养城市文明、提升城市文化实
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中央部委、省市有关方面的肯定，赢得了媒
体的广泛赞誉和市民的普遍欢迎，也推动深圳成
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深圳是一座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读书
月的举办，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
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今，深圳正在努
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深圳宣传文化
不仅应提供智力支持、舆论支持，同时也要力争
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强市。文化强市是现代化
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许多文
化指标都与阅读有关，更要通过全民阅读来提升

城市文化水平。因此，深圳读书月不仅要持之以
恒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让全民阅读成为一
种无处不在的社会风尚，涵养城市的文化气度。

对于深圳读书月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李小甘强
调了3个关键词“时代性”、“普及性”、“实效性”。“时
代性”，就是要与时俱进，办好读书月需要“互联网
思维”，要在新形势下用“互联网思维”重新解读阅
读的内涵和外延。2015年读书月的主题“互联网+读
书”正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和人们阅读方式的转
变。如何将互联网与读书相结合，如何推动纸质阅
读与新媒体阅读的融合发展，创造一种新的健康的
全民阅读生态，已成为读书月的重要抓手。“普及
性”，就是要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受众的需求，充分调
动全社会广泛参与，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实效
性”，就是要在活动设计中充分考虑市民的阅读习惯、
受众心态，在提高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工夫，更好地服
务和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他表示，要以创新的思
维、改革的办法，与时俱进办好读书月，让全民阅读
成为深圳无处不在的社会氛围、社会风尚。

据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透露，截至 8 月
份，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各类组织提交的
主题活动 708 项，确定重点主题活动 52 项，这 52
项活动分为“互联网+”、“书香深圳”、“阅读导
航”、“分享交流”、“快乐成长”、“青春飞扬”6大
板块。其中新项目18个，占35%。

“互联网+”是 2015 年特别策划的一个板块，
突出了网络时代阅读特色，将是本届读书月的一
大亮点。组委会希望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更加深
入、广泛地促进全民阅读，同时提倡网络阅读与
传统阅读互补融合。“互联网+”板块包括 7 项活
动，其中有“阅读之美”H5 页面创作大赛、“书
香·影像”微电影大赛、众筹出版《对我影响最大
的一本书》等多项创新项目。

传统品牌活动“读书论坛”也将以“互联网+

读书”为主题，拟邀请的嘉宾中有3位来自互联网
领域：当当网总裁李国庆、土豆网总裁杨卫东、
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另外 3位嘉宾则来自传统
阅读领域：著名作家唐浩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总编辑刘瑞琳、知名导演贾樟柯。据了解，
2015 年的读书论坛不仅从嘉宾人选和内容等方面
突出“互联网+”主题，还将更多应用移动互联网
手段线上征集观众，并进行宣传推广。

2015 年读书月的重点活动还包括 《深圳特区
报》 与深圳新闻网举办的“领导荐书”活动，邀
请深圳市各级主要党政领导和市民、网民荐书；

《深圳特区报》举办的“诗歌人间”拟邀请多名诗
人和评论家来深开展一系列诗歌吟诵、学术研讨
和文学采风等活动；将首次推出“启悦计划”，拟
为学龄前儿童发放 1万份“启悦包”，包含适龄童
书、推荐书目、阅读指导手册等。此外，读书月
还将发布 2015 年度深圳阅读指数报告，评选深圳
读书月 “2015深圳年度作家”等。

15年惠及过亿读者15年惠及过亿读者

成为城市文化标志

突出“互联网+”主题

李灏 调任深圳就像上“前线”
口述：李 灏 采写：陶 琪 庄楠楠 杜 婷 梁翠玉

●深圳记忆

深圳中心书城市民购书阅读盛况

▲市民参加第十四届深
圳读书月阅读分享活动

◀深圳首届读书月开幕

▲市民参加第十四届深
圳读书月阅读分享活动

◀深圳首届读书月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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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1994年 4月 28日，李灏（前排右三）参加深圳市外汇经济中
心开业和外汇调剂中心迁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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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灏，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
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等职。他
于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深圳工作，是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
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他推动了特区的进一步思想
解放和改革进程，使特区担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双重功能。1992
年，他全程陪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退休后，他于2005年组建深圳经
济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