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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重返深圳，都会看到巨大的变化，就像是走进了一座新的城市。”罗伯特•库恩（以下简

称“库恩”）对深圳特区日新月异的发展赞叹不已。在他看来，深圳今后有望成长为国际创新创

业的先锋城市，将以高新科技、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及高水平的生态文明立足于世。 

 

 



 

 
罗伯特•库恩。 

 
 
作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一个全面、真实的当代

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2018 年，他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早在 25 年前，库恩就首次踏足深圳，为投资银行寻找潜在商机，从此开始了与深圳的深入接

触。他指出，首批经济特区的设立，使得中国发展建立在国际资本和全球科技的基础上。而随

着特区经验向外扩散，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世界接轨。 

 
“从微观视角看，特区使创新这一概念在中国广受认可。”库恩表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积累的

普适性经验，带动了全国范围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面对新的时代课

题，他期待特区继续带头探索新模式，创造新经验。 

 

 
 
 

 
 
 



 
 
罗伯特•库恩。 

 
看经济特区 

 
“扎根深圳意味着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南方日报、南方+：您的著作《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对经济特区作了深刻

描述。您与特区的故事是怎样的？ 

 

库恩：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我去过很多次。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便第一次踏足深

圳了。那时，我在投资银行工作，到特区为客户寻找新的商业机会。2007 年和 2008 年，我

在深圳、珠海待过很长时间。我把见闻记录了下来，在《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

迁》一书中呈现，向世界介绍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中国。这是我出版的第二部向世界讲述中国

故事的作品。后来，为更深入、更直观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我时不时会来到广东，也见证

了中国首批经济特区的蝶变。 

 
每次走访特区，我都有新发现。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特区人的精神面貌。记得 1995 年的深

圳，是冒险者寻求发展的乐园。人们充满活力，渴望成长，善于发现机会，富有创业理想和冒

险精神。现在，这种气息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但在数十年前，它在特区率先出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但人们对这个城市有强烈的认同感。对年轻人

来说，选择扎根深圳，意味着正在成为未来的一部分。这是特区独特的“家园意识”。 

 
8 月 26 日，珠海大剧院亮灯，庆祝珠海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关铭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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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南方+：想要全面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经济特区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库恩：是的。在推出某项新制度前，先进行实验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功的驱动因

素之一。40 年前建立起来的首批经济特区，是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里程碑。历史已证

明，经济特区的建立保证了改革的顺利实施，把改革失误所带来的影响控制到最低。 

 
假如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经济特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经济特区似乎只是率先引进境

外资金、技术，而后利用低成本制造的优势，来发展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贸易。但是，当你把

经济特区的创建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去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的考量，就会有更客观的结

论。 

 
这背后的思路是，首先允许一个地区享有特殊政策，然后将跨国资本追求更大利润的动机，与

中国民众追求生活改善的意愿进行高效结合，进而驱动地方经济发展。在当时背景下，这是变

革性的突破。以创办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迈出重要步伐。 

 

 
深圳盐田港一派繁忙景象。朱洪波 摄 

 
论对外开放 

 
以更具针对性方式探索新型国际化路径 

 
南方日报、南方+：过去 40 年，深圳等特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遭遇过困难，关于“特

区要不要搞”“特区不特”等议论贯穿其中。 

 
库恩：任何对历史、政治或科学的分析，都应置身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当特区的经验复

制推广至全国，对这四个城市而言，是“特区不特”。但正是得益于这些普适性经验，带动了全



中国范围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特区经验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特区自

身崛起，更在于创新和先行先试。经济特区的内核，就是要带头探索新模式，创造新经验。 

 
随着特区经验向外扩散，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世界接轨。其中，

作为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重要突破口的自贸试验区战略，正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

要举措。 

 
与首批经济特区相比，自贸试验区一般重点聚焦某些行业，是以一种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来持续

推进改革创新，以探索新型国际化路径。比如，自贸试验区试点“保税仓储”模式，进口货物进

入保税仓库时，暂不用办理入关手续，也无需缴税，等到实际销售时再缴税。这项模式创新减

轻了企业进出口业务的运营成本和资金压力，货物销售模式亦变得更为灵活。 

 

 
 
“开拓创新”是深圳精神的根和魂。鲁力 摄 

 
南方日报、南方+：中国经济特区 40 年的发展，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哪些经验？ 

 
库恩：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经典案例，来研究一个国家如何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实

现由中低层次发展阶段向中高层次发展阶段的跃升。我认为，就世界历史以及新兴市场和新兴

国家的发展而言，中国经济特区的故事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了解中国经济特区的做法和经验，有助于训练其他国家政府人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

这既体现在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也表现在特区运作的微观层面。比如，如何吸引首批外资企

业入驻？如何保护工人权益？各国决策者可以从中国的实践中获得灵感。 

 
 



 

 
罗伯特•库恩。 

 
谈国际形象塑造 

 
讲述当代中国，就要解释中国的复杂性 

 
南方日报、南方+：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您长期关注中国政府的扶贫工作。中国在

减贫领域的实践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库恩：中国扶贫工作是人类减贫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978 年后中国扶贫事业经历了两个

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后至 2012 年，高速经济增长使 7 亿左右中国人脱贫。二是中共十八大

以来，针对尚存的近 1 亿贫困人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精准脱贫。 

 
 



 
 
深圳南山对口帮扶广西百色扶贫协作项目。鲁力 摄 

 
 
因为要拍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我曾走访过中国多地的贫困家庭，采访了中

国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公职人员。走访中我看到，在中国最贫困的一些地区，精准扶

贫措施被广泛应用。各村都有专职人员负责了解贫困户的情况，每个贫困家庭都制定了有针对

性的脱贫计划。地方官员被派到贫困村庄开展扶贫工作。为打击扶贫领域的滥用职权和违规操

作行为，中国政府引入了第三方监管。此外，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间建立起了区域联动机制。 

 
中国的精准扶贫是 21 世纪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这是个应该努力讲好的中国故事。 

 



 
广东信宜丁堡镇山背村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200 多个。石磊 摄 

 

南方日报、南方+：中国在世界上有时会被误读、误解。如何才能更好讲述中国发展故事？ 

 
库恩：中国是一个复杂多维的国度。要讲述当代中国，就要解释中国的复杂性。我的想法是，

让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各自眼中的中国故事，而非单纯追求呈现一个完美的结局。在这

个过程中，我会给出关键事实，来帮助人们突破成见。 

 
比如，当我写关于中国扶贫的文章时，一方面，我会展示中共各级党委书记如何齐心协力推进

精准扶贫工作；另一方面，我会公布中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核心数据。从表面上

看，这些数据有些令人不快。但打击扶贫领域腐败的行为，正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愿

意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并在努力解决问题。另外，第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很重要。为此，我

走访了中国 100 多个城市和乡村。 

 

在我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 30 年中，中国的精准扶贫是一个能消除偏见并改变西方民众对中

国认知的强有力的故事。我很乐于向世界分享这个伟大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