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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40 年来，深圳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关

键在于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使之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走市场经济的发展

道路、改革转型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的发展道

路和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通过实施持续、大量、

多元的制度创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扩大了要素供给数量、改善了要素环境质

量、提高了要素产出效率、优化了要素配置结构，

不断升级的生产函数提升了深圳经济全要素生产

率水平，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奇迹。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

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

指出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

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

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进入 21 世纪，科学技术成为生

产力成长的“突破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

材料、新能源等科技突飞猛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不断推升生产力高峰海拔。因此，当前

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水平对全球各国生产关

系提出了更高的适应性要求，并且该要求对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视同仁的。

从历史上看，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不协调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配的生产力与高配的生产

关系形成巨大反差。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实

践初期，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落后生产力基础

下，构建了超前的生产关系。这种超前的生产关

——基于深圳四十年经济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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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因素；二是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契合度不断提高，尤其是 2015 年后，两

者之间进入优质协调关系区间，达成高度统一。针对性提出有关制度创新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生产力；生产关系 ；耦合协调度；深圳经济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1）02-0102-08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的实证检验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一
年   

第
二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103

系与落后的生产力基础的不适应严重制约了社会

经济发展，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供给短

缺的局面。二是低配的生产关系构成了当今发达

资本主义的制度桎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

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具体

来看，生产关系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发展形式，

也就是通过社会制度各个系统把生产力的诸要素

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

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取

决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作出“生产资料

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

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的结论，是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规律判断，反映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再也无法容纳其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这种无法

包容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表现各异，但本质

不变。生产力越是发达，反差越大，无论是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全球疫情下纽

约等全球顶级城市应对疫情的表现，都是低配的

生产关系与发达生产力不适应而产生的不良反应。

二、相关文献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匹配关系理论，构

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根本核心内容。只有适合

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具有先进性、合理性。

张作云（2020）系统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结构理论

的创建历程，并强调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辩证

法的方法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宽阔的研究视野

和革命的批判精神、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

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理论的基本要件和关键之点。

近年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重新

成为热点研究，尤其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西

方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失业率飙升，通胀压力巨大，

资本主义国家内生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当前，学

界普遍认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联贯

穿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就这两者作用机

制还未得到一致结论，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

张聚昌（2007）从结构介质的角度，阐述生产力

发展会对原有的利益目标和社会规制进行升级，

进而塑造新的社会关系。鲁品越（2007）认为在

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人民的主体意志塑造新的

社会关系。郭冠清（2020）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为基础，全面梳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对是否存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进行考证，对“生产力决定论”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郭明飞、陈继伟（2020）认为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能性特征，从系统论

视角研究发现：生产力是生产要素通过分工形成

的非线性系统功能，生产关系是以持续占有生产

要素为目的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相互关系的实现机制是以生产要素为中心的生产

力循环与生产关系循环的交叉催化过程，在此基

础上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级的超循环发展。

综合来看，不同学者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内涵努力地进行阐述和解读，但不免陷入学理上

同义衍生反复的窠臼。马克思等未能清晰界定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外延，导致后续学者在

这一理论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所以，如何系

统全面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涵进行清晰界定，

是研究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前提。再者，学界缺

乏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计量研究。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不仅是跃然纸上的纯概念，而是贯穿人类

社会发展方方面面能够落到实处的基本元素。马

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它决定

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

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探索，就是走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圳是这条道路先行示范的实

践者，深圳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的不断提升。基于此，本

文在清晰界定两者内涵的基础上，测算出深圳市

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关系评价指数，然后

运用耦合模型来对两者之间的契合度进行评价和

测算。本文的创新性在于：构建生产关系的模糊

评价指标，并进行加权评价量化出生产关系；运

用增长核算法测算深圳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生产力

发展状况（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梳理解；构

建一个基于准确量化生产关系的耦合模型对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契合度进行实证检验，从实

证的角度验证了深圳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高的生

产力适配了更高的生产关系的成功实践，并给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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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政策建议。

三、实证模型和数据处理

（一）全要素生产力

基于过往主流文献对于生产率的测算基础，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和指数法计算深圳市全要素

生 产 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从 本

质上讲，与生产率相关的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

最终反映到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衡量的是技术

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当前主流测算

TFP 的 方 法 分 为 以 DEA 方 法 和 Malmquist 指 数

方法为主的非参数法和以索洛残差法和随机前沿

分 析 法（SFA） 为 主 的 参 数 法。 目 前， 关 于 深 圳

市 的 TFP 测 算 文 献 较 少， 孙 华 妤 等（2019） 采

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深圳市及各行业的

TFP 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 深

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逐年递增 , 其增速

有所下降并趋于稳定。本文则采用增长核算法测

算，首先用 CD 法来设定深圳市的生产函数为：

　　                     （1）

其中 Yt 反映深圳市的产出水平，Kt 反映其资

本积累存量，α 是产出弹性；Lt 反应劳动力水平，

β 为弹性系数。At 是反映生产力的技术因素，独

立于 Kt 和 Lt 存在。将等式（1）两边取对数变形

得到以下等式：

　　　                                               （2）

对式（2）进行回归运算便能够得出全要素生

产率 At，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包含了除要素投入

量以外的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如要得到更为精

确的计量结果，则需要另外再细化处理。

资本存量 Kt 采用戈德斯密斯开创的永续盘存

法。公式表示为：

　　　            （3）

其 中，It 是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额，Pt 反 应 资

产的价格，δ 是折旧率。本文采用剔除通胀后的

实际 GDP，并且所有数据均通过季节调整。

（二）生产关系评价指标

1. 生产关系指标选取

生产关系内涵非常丰富，为了科学有效反应

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能够准确衡量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之间契合影响关系，并依据科学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和数据可得性原则选取

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来进行分析。本文选择

利用外资额度、金融深化程度、贸易占比、制度

创新数以及研发投资五个指标来构建生产关系指

数。

选取利用外资额和贸易占比旨在衡量某个国

家地区间对外开放程度。马克思认为，世界是一

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以

及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

作用的关系。处理好一个国家地区的内部联系和

外部联系，是其取得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内

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历

史发展实践中体现颇深，一般新生社会主义共和

国在起步阶段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更加需要扩大

开放，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和资本投资。对外开放程度是生产关系的

有力体现。

金融深化理论则直接反映国家和地区经济发

展程度。张明辉（2000）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原理与方法分析和评价了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 

麦金农和爱德华·W·肖的“金融压制”与“金

融深化”理论，肯定了该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对经

济实践的指导意义。金融深化程度越高，国家和

地区的生产关系越高阶。选择制度创新数量、研

发投入比衡量的是国家和地区创新发展水平。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封闭，

制度保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重失衡，改革开

放 以 来 不 断 推 陈 出 新。 本 文 数 据 来 源 为 wind、

深圳统计年鉴，其中制度创新数为笔者利用爬虫

（Python）程序，抓取深圳历年颁布政策性文件数

表示。

2. 熵权法求权重

熵是信息论中的概念，表示混乱程度和用来

衡量数据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大熵值越大，

包含的信息就越多，同样的，不确定性越小熵值

越小。因此熵值可以用来衡量系统的无序性和随

机性以及系统内指标的离散程度。通常认为，一

个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其对整体系统的影响越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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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项目权重取决于

数据本身对系统的离散性。

我 们 设 定 生 产 力 与 生 产 关 系 为 两 个 系 统，

设 变 量 Xij（i=1、2……n；j=1、2……m） 为 第 i

个样本中第 j 项指标的值，其中 n 为每个系统中

的 样 本 数，m 为 指 标 数， 对 Xij 进 行 标 准 化 得 到

Xij ，具体公式为：

当 Xij 为正向指标时 ,

　　　               （4）
　　　

当 Xij 为负向指标时，

　　　               （5）
　　　

其中 i=1、2……n；j=1、2……m，Xij 表示每

个项目对整体系统的影响作用。

则第 i 个样本、第 j 个指标在该指标下的比重

　　　                         （6）
　　　

其 中 i=1、2……n；j=1、2……m， 第 j 项 指

标的熵为

　　　    （7）
　　　

其中 j=1、2……m，信息熵冗余度为

　　　                      （8）

　　　

其中 j=1、2……m，则熵权法下各个指标的

权重值为

　　　                       （9）
　　　

其中 j=1、2……m

由上述方法处理原始数据得到生产关系的各

项目权重系数，具体如表 1：

　　　表 1  生产关系各指标权重

系统 指标 单位 权重（%）

生产关系

利用外资额 万元 21.382

金融深化 % 25.274

贸易占比 % 9.237

制度创新数 个数 14.323

研发投入 万元 30.784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coupling）最初是一个物理概念，是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

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比如：两个单摆之间连

一根弹簧，它们的震动就彼此起伏，相互影响，

这种相互作用被称为单摆耦合。类似地，可以把

商业空间布局与高质量城镇化两个系统通过各自

的耦合元素，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环

境等要素而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界定

为“商业空间结构——城镇化质量耦合”。在新

型城镇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人口迁移

是表现，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发展差距缩

小则是高质量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在电子学领域，

耦合是指能量从一个电路部分转移到另一个电路

部分的能量传递，也指多个系统或元素在发展过

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象。后来，耦合

被引入到区域经济领域中，主要有结构耦合、层

次耦合、空间耦合和时间耦合等四类。其中，结

构耦合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子系统之间或者一个

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具有

特定功能的组合；层次耦合是指微观角度上区域

内子系统中的各要素与宏观角度上所在区域系统

的耦合关系；空间耦合是指国家或区域之间或内

部的区域经济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时间耦合是指

某个区域内在时间维度上的协调度变动过程。区域

内部元素的相互协同作用是一个整体从无序到有序

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系统的

特点和发展规律，区域整体或要素间的协同影响即

用耦合度来衡量。我们用深圳 10 年来的面板数据

构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耦合度模型，借此衡量两

个系统间的协同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1. 计算系统评价系数

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系统中均包含若

干影响因素，因此通过将每个系统内的项目进行线

性加权平均计算每个系统的综合评价系数，即为：

　　　　　                 （10）
　　　

其中 i=1、2，Ui 为第 i 个系统的综合评级系数，

，λij 为每个系统影响因素的权重。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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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耦合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即为：

                               （11）

其中，U1 为生产力评价系数，U2 为生产关系

评价系数，C 为两系统耦合度且有 C ∈ [0，1]。当

C 值越接近 1 时，两个系统的耦合度越好，具体含

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度模型 C 值评价标准

编号 C 值区间 代表状态

1 C=0
两系统中要素无关联，

无序发展

2 0-0.30 低水平耦合

3 0.30-0.50 颉颃状态

4 0.50-0.80 磨合状态

5 0.80-1 高度耦合，良性发展

6 C=1 良性共振耦合，有序发展

3. 构建耦合协调模型

由于耦合度模型只能衡量系统之间的影响程

度，反映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能力的大小，不

分利弊，不能反映每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在

计算系统间耦合度后一般会计算两者的耦合协调

度。耦合协调度是指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

大小，体现了协调状况好坏，可以表征各功能之

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

既可以反映各系统是否具有较好的水平，又可以

反映系统间的发展水平相对高低情况。

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为：

                           （12）

其中，a、b 为两系统系数且有 a+b=1，在这

里我们认为两系统不具备从属关系，量级一致，

令 a=b=0.5。则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为

　 　　                          （13）

耦合协调度 D 的区间解释如表 3 所示：

  表 3  耦合协调度模型 D 值评价标准

编号 D 值区间 代表状态 所属区间

1 0.90-1.00 优质协调

可接受区间
2 0.80-0.89 良好协调

3 0.70-0.79 中等协调

4 0.60-0.69 初级协调

5 0.50-0.59 勉强协调
过渡区间

6 0.40-0.49 濒临失调

7 0.30-0.39 轻度失调

不可接受区间
8 0.20-0.29 中度失调

9 0.10-0.19 严重失调

10 0-0.10 极度失调

　　　

四、实证分析

（一） 深圳 TFP 测算和分析

测算 1980 年至 2019 年深圳 TFP。各变量均

通过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对公式（2）

回归分析得，资本存量 α 为 0.682 和劳动投入 β

为 0.390：

        （14）

  (5.23*)（10.12*）（2.08***）

从实证结果上反映资本存量对 GDP 的贡献要

比劳动投入高三倍多。括号内是参数估计的 t 值，

显著度分别为 1%、1% 和 5%，回归结果中为 0.928。

数据为 1980-2019 年，源于《深圳统计年鉴》和

wind 数据库。

          表 4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T 统计量 1% 5% 10% P 值

LnGDP -7.228 -3.668 -2.966 -2.616 0.002

LnK -20.382 -4.354 -6.458 -2.616 0.000

LnL -4.247 -5.481 -8.645 -2.616 0.005

     下表反应的是 TFP、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的平

均增长率和其对 GDP 的贡献大小。由表 5 分析得

出：（1）自 1980 年以来的头五年，为第六个五

年计划的起点。借由强大的政策支持势能和改革

力量，深圳经济发展呈现爆发式增长，增长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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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57.91%；（2）深圳对金融资本的运用效率一

直在提速，表现为资本存量增长率一直保持在高

速增长的速度，40 年平均增速为 26.1%；（3）深

圳保持了对人才的持续吸引，劳动力平均增速为

两位数，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劳动力增速仅

为 5%，值得警醒；（4）深圳 TFP 增速虽然有所

波动，但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另外对 GDP 的贡

献度从最初的 2.91% 到现在的 51.58%，可以说，

TFP 贡献了深圳经济主要增长。

　　表 5 各变量对 GDP 的贡献率

年份
GDP 增

长率 %

资本增

长率 %

劳动增

长率 %

TFP 增

长率 %

资本贡

献率 %

劳动贡

献率 %

TFP 贡

献率 %

1981-

1985
57.91 40.21 15.82 7.12 90.21 5.92 2.91

1986-

1990
21.45 30.21 25.34 19.21 60.82 9.27 28.93

1991-

1995
32.71 25.64 17.21 24.34 55.23 13.37 36.45

1996-

2000
17.57 18.24 10.21 18.11 59.21 12.46 28.42

2001-

2005
17.21 17.28 8.21 17.23 42.94 12.98 47.12

2006-

2010
13.98 16.39 7.92 14.93 41.64 11.36 50.12

2011-

2015
10.72 14.32 6.12 11.23 35.23 13.84 39.12

2016-

2019
9.34 12.84 6.02 10.37 32.56 15.93 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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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TFP 对 GDP 的贡献率

由图 1 所示，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5 年），

深圳市经济发展才起步，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较低，随后形成爆发性的增加，1980 年代的第

二个 5 年内，贡献率升到近 30%，随后便一直保

持这个较高的贡献率。直到 2000 年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参与全球分工，深圳发挥对外贸易比较优势，

TFP 对 GDP 的贡献率又提高了一个台阶（近一半

的占比），虽然 2011-2015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等

宏观经济风险拖累所致贡献率有所下滑，但近年

来 TFP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在稳定的增长中。 

（二）深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评价指数测算

我们基于表 1 中已得指标权重，依据前述步

骤计算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数

为表 6：

　　表 6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评价指数

年份 生产力评价指数 生产关系评价指数

2000 0.08123 0.05238

2001 0.08233 0.13233

2002 0.12362 0.10234

2003 0.15232 0.09237

2004 0.18234 0.21483

2005 0.28343 0.19437

2006 0.31398 0.14729

2007 0.36236 0.16234

2008 0.37984 0.24243

2009 0.39357 0.27334

2010 0.41342 0.30543

2011 0.43238 0.31453

2012 0.47234 0.39273

2013 0.53492 0.41343

2014 0.57234 0.44632

2015 0.60234 0.45234

2016 0.62245 0.49234

2017 0.68343 0.51382

2018 0.67342 0.52434

2019 0.68232 0.55234

　　

（三） 深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耦合度

将以上数据代入公式（12）（13），则深圳

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变化及所

处解释区间结果为表 7，将表 7 结果转化成图 2。

总体而言深圳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耦合协调度

在不断升高，从 2000 年之前的协调程度不高到勉

强协调再经过轻度、中度良好协调，最后达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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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协调区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制度优势，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

契合。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是从 2016 年进入优

质协调的，这背后彰显制度创新取得卓越社会经

济成效。

     表 7  深圳市 2000-2019 年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耦合度

年份 两系统耦合度 耦合状态

2000 0.5123 勉强协调

2001 0.6237 轻度协调

2002 0.6423 轻度协调

2003 0.6823 轻度协调

2004 0.6834 轻度协调

2005 0.7243 中度协调

2006 0.7798 中度协调

2007 0.7936 中度协调

2008 0.7884 中度协调

2009 0.8357 良好协调

2010 0.8542 良好协调

2011 0.8738 良好协调

2012 0.8734 良好协调

2013 0.8842 良好协调

2014 0.8934 良好协调

2015 0.8992 良好协调

2016 0.9132 优质协调

2017 0.9198 优质协调

2018 0.9233 优质协调

2019 0.9333 优质协调

　　

　

   图 2 深圳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契合度

五、几点启示

（一）注重突破要素供给量级的制度创新

要 坚 持 公 有 制 制 度 基 础 与 要 素 多 元 化 利 用

方式相结合，以破解要素供给瓶颈为重点，通过

增强要素流动性的制度创新扩大要素供给规模。

土地利用一直是深圳发展的核心问题。从早期土

地拍卖的“第一槌”和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到

2010 年代后的集体土地入市和城市多层次住房供

应保障制度，都是立足于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多元化、灵活土地利用的制

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激活了沉淀的土地资源，

增强土地要素的流动性，提升了空间利用效率，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深圳土地空间不足问题，是解

决现实突出问题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条件相结合

的实际路径，这种创新发展路径也体现在深圳人

才、资金、技术等方面，不同层面制度创新为深

圳构筑完整的要素供给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注重优化要素供给环境的制度创新

要坚持突出政府专注服务与企业自主经营相

结合，以提升要素自由度为重点，通过营造公平

竞争环境的制度创新提升要素配置环境。不断优

化提升营商环境，是深圳保持市场经济吸引力、

凝聚力和发展活力的关键。从 2000 年的《关于加

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到 2012 年的《深

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再到 2018 年

的营商环境改革“20 条”， 这些制度创新尽管时

期不同、侧重不同，但核心都是指向清晰界定政

府与市场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营

造一个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市场最具活

力、综合成本最低的营商环境，从而让人才、劳动、

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迸发最大活力，使得深

圳成为我国市场经济要素自由度最高的城市。

（三）注重提升要素供给效率的制度创新

要坚持破除束缚发展的旧体制与打造适应变

化的新规则相结合，以规划引导为重点，通过引

领产业先行的制度创新提升要素产出效率。深圳

产业发展始终能先人一步，准确把握国际产业发

展新趋势，关键在于能够充分考虑自身产业的比

较优势，充分行使中央赋予深圳先行先试的改革

权力 , 破除旧体制障碍 , 创建出一套全新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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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创新制度 , 促进各类资源向新

兴产业集中。1987 年深圳市颁布《关于鼓励科技

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被长期体

制束缚的科技人员开始以“自主”方式组建民营

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著名大企

业，就是源于这一规定的出台。不断的制度创新

将深圳产业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2018

年深圳获批全国首批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四）注重升级要素供给结构的制度创新

要坚持法治化规范与国际化开放相结合，以

规则对接为重点，通过推进综合授权的制度创新

推动要素结构高级化。以法治化的制度创新对接

国际规则，是深圳推动市场经济向高级阶段发展

的重要路径。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就是按照法治化

框架搭建起来的新型开放试验区，依托《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条例》、前海“负面清单”等一批极

具前海特色的规章制度或规范性文件，形成了“条

例 + 办法 + 指引”的梯次型规则格局，并以此全

面对接国际规则，形成了前海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营商环境，各类高端要素集聚于前海，铸

造了前海以金融为核心、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活

跃度高的现代产业体系。前海在投资便利化、贸

易便利化、跨境金融、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建设

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成果也被全国复制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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