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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爱德华一世的货币改革及影响

崔 洪 健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市100872)

摘 要:为了解决当时货币贬值等问题,爱德华一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改革,主要包括抵制削剪

货币等违法行为和两次货币重铸。这次货币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一方面,开启了英格兰货币史上多种面额

的货币并存的局面,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另一方面,维持了英格兰货币制度的稳定性,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货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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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人们往往对于他在政治①和法律②两个方面做出的贡

献津津乐道,鲜有著述提及他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③。事实上,正是由于爱德华一世采取了积

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措施,才保证和维护了英格兰货币流通的良好声誉,进而促进了英格兰国内外贸易

的发展,并为其军事征服和司法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爱德华一世时期货

币政策的研究大多是从钱币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的④,较少有人使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在广

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爱德华一世的货币政策及其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一

  自中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实行银本位制,银便士为市面上唯一流通的货币,这与欧洲大陆上实行

的金银复本位制的国家或地区不完全一样。至13世纪末,欧洲诸国的君主几乎都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

经济问题:流通中的货币量较少,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人口膨胀的需要。为此,欧洲各国的君主纷纷着

手进行货币改革,主要的方式就是货币贬值,但收效甚微。因为在欧洲大陆上各国的铸币权分化严重,
封建领主和国王同时拥有铸币权,这使得当时的货币流通较为混乱。

相对于欧洲大陆诸国货币贬值的政策和铸币权不断分化的趋势,英格兰是一个例外。一方面,英格

兰国王坚决抵制欧洲大陆的影响,并维护其货币流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13世纪英格兰的铸币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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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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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征服,扩大了英格兰王国的版图,为今天统一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进一步完善

议会,1295年由各郡、各自治城市和下层教士代表参加的“模范议会”的建立,这是英格兰议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爱德华一世还是英格兰自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以来最伟大的立法者,在位期间颁布了大量的法律,进一步完善了

普通法。此外,他所制定的《土地法》在英格兰延续了600年之久。因其在法律方面的巨大贡献,后人尊称他为“英格兰的查士丁尼”。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西欧货币就意味着硬币,Money等于Coin;英国历史上的纸币最早出现在1694年。

C.G.CrumpandA.Hughes,“TheEnglishCurrencyUnderEdwardI”,TheEconomicJournal,Vol.5,No.17(Mar.,

1895);MichaelPrestwich,“EdwardI’sMonetaryPoliciesandTheirConsequences”,TheEconomicHistoryReview,NewSeries,Vol.

22,No.3(Dec.,1969);M.Mate,‘MonetaryPoliciesinEngland,1272-1307’,TheBritishNumismaticJournal,41(1972).这三篇

文章是关于爱德华一世时期货币改革的主要研究成果,它们均简单地叙述了其改革的过程,并多从钱币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其改革的

影响做出了评价。此外,关于爱德华一世时期货币改革的描述还散见于一些铸币史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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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中于国王之手,货币铸造集中于伦敦一地。但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前几年,英格兰的货币流通中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货币贬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长期使用导致货币严重磨损。在正常的情况下,货币每十年的平均磨损率要超过2%。[1]137

为了维持货币的重量和维护货币流通的稳定性,国王往往在一个世纪中进行多次重铸。爱德华一世

1279年进行的重铸距离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1247年的重铸长达35年之久,当时的“货币磨

损非常严重……考虑到这一点,早在五年或十年前就应该进行周期性的重铸”[2]27。
其次,人为的货币削剪(coin-clipping)是令英格兰的统治者最为困惑的一个问题。削剪货币的行为

就像货币磨损一样,是任何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都无法避免的问题。磨损属于自然的耗损,削剪

则是蓄意的行为。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商品贸易是按照货币的面额进行交换的(中世纪英格兰的货币面

值和其内在价值是一致的[1]130),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货币削剪行为的出现[1]97-98。此外,导致货币削剪行

为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货币设计的缺陷。在爱德华一世即位之前以及其统治的前几年,英格兰王国使

用的货币一直是“长十字”货币,这种货币铸造较为粗糙———铸造面的薄厚不均匀,而且边缘常有突起。
这使得当时的人可以把货币较厚的地方和边缘的突起磨去或剪掉,再将这些削剪下来的重铸新币或是

铸成银锭。这将会造成货币重量的严重不足。
再次,不足量的小面额货币的非法铸造,也造成当时的货币贬值。随着商品贸易的繁荣,尤其是随

着零售贸易的发展,交易的双方就越来越需要大量的小面额货币。但英格兰官方铸币厂从来没有正式

铸造这种货币,因此,非法铸造的现象日渐增多。在半便士的铸造中,正常的方法是把便士一分为二,但
违法者往往从稍微偏离便士的中间部位进行切割,这样就会把中间的一部分留下来,成为其非法所得。

1275年到1278年间,仅在伦敦就有80人被控告私自切割货币[3]40。这些事件足以证明当时非法铸造

小面额货币的严重程度。
最后,铸币厂官员①不忠诚的行为也严重影响了英格兰货币的良好声誉。譬如,1279年,当时最主

要的铸币者———菲利普在铸造银币时增加了太多的铜,而银的比重相应下降。在亨利三世时期,货币铸

造的标准是:一磅银可以加入的铜的比重不能超过6便士②,但是当时菲利普在铸造过程中将铜的比重

增加到了8.5便士[3]40。由于铜的比重增加,致使货币的纯度下降,从而严重损害了英格兰货币的品质。
上述问题导致货币严重贬值,这使人逐渐对英格兰的货币失去了信心。英格兰本土的商人害怕在

交易时得到劣币而忧心忡忡,外国商人也为此离开了英格兰。同时,由于爱德华一世忙于对威尔士的征

服战争,无暇顾及国内的经济事务,到1278年战争结束时,当时的经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为了恢复国

内经济发展的良好势态,同时也为其下一步进行军事征服提供经济支援,爱德华一世开始进行货币改革。

二

  (一)颁布法律,对犹太人削剪和伪造货币的行为进行严惩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大多数犹太人都从事信贷活动。这一状况在1275年发生了改变,因为爱德华

一世颁布了“犹太人法令”,禁止犹太人从事信贷事务。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犹太人可以通过从事贸易或

是农业进行补偿,但事实上这些职业很少向他们开放[3]39。同时,英格兰王室向犹太人征收繁重的塔利

税(人头税),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生活的恶化。为了养家糊口,经营信贷业务的大批犹太人开始铤而走

险,从事削剪货币等违法行为[4]143。

1276年,国王下令成立“高等刑事法庭”,并指派专门的官员去全国各地进行巡视,及时发现有关货

币的违法行为并做出惩处[5]7。1278年11月7日,犹太人和帮助犹太人进行伪造和削剪货币的金匠全

被逮捕[3]37。对于犹太人的处罚极为严重,除了处以高额罚金或是没收其全部财产外,还使用了绞刑。

①

②

当时铸币厂的官员和货币铸造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有时铸币厂的货币铸造者就是其管理者。

由于英格兰东北部历史上长期被丹麦人统治,故东北部的货币单位为马克,后来它与英镑、先令、便士混合起来使用。因此其

换算公式是:1镑(pound,缩写￡)=20先令(shing,缩写s.);1先令=12便士(pence,缩写d.);1马克(mark)=2/3镑。



根据编年史家邓斯坦博的记载,仅在伦敦一地就有280位犹太人被绞死①。
尽管这样,也不能完全禁止犹太人的违法行为。为了彻底根治犹太人削剪和伪造货币的顽疾,1290

年,爱德华一世颁布了驱逐犹太人的法令,规定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在当年的11月1日之前离开英格兰,
如在规定之日后仍滞留者将处以死刑[5]19。离开之后,犹太人在英格兰的全部财产归王室所有[5]11。

为何对犹太人采取如此残酷的处罚? 除了报复其货币削剪的不法行为外,更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

因造成的:首先是宗教因素[3]69。爱德华一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然不会相信信仰犹太教的犹太

人。其次是经济因素。国王希望通过对犹太人经济上的惩罚来偿还之前与威尔士和加斯科涅之间战争

欠下的债务。
对于犹太人的严酷处罚,一方面给英格兰王室带来了巨额的收入,缓解了国王的燃眉之急。当时的

罚金和对没收财产的出售所得合计达10815英镑14先令4便士[3]43,这些收入中的一半用于1279年

的货币重铸,另一半用于支付法官的工资等其他开支。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当时的货币削剪等

违法行为,有利于重塑英格兰货币的良好声誉。
(二)1279-1281年的货币重铸

尽管对犹太人的严厉处罚缓解了当时的货币危机,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通过货币

的重铸。当时的爱德华一世亟需货币,但是他没有效仿欧洲诸国的一贯做法———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

来解决当时的问题。他只是增加了每磅银的铸币量,并且少量地增加了货币中铜的含量。
当时重铸货币的首要问题是寻找有能力且忠诚的铸币官员。1279年的1月7日,国王任命瑞克斯

雷(Rokesle)和博迪奥(Podio)为货币兑换所的新官员[3]44。他们都是国王的忠实拥护者。其中,瑞克斯

雷出身于伦敦的官宦之家,曾担任过伦敦的治安官和市长等职务。博迪奥是一位极力支持爱德华一世

征服威尔士的大商人[6]39。1279年5月17日,这两位新官员正式宣誓成为货币兑换所的管理者,新的

货币铸模也开始由他们掌管[7]159。

1279年4月,伦敦铸币厂正式进行重铸。由于当时铸币规模较大,给伦敦和坎特伯雷铸币厂带来

了极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一问题,1280年,国王重新开放了布里斯托尔、约克、林肯、纽卡斯尔和切斯

特等郡级铸币厂,并任命当地的杰出市民为铸币厂的管理者。为防止之前问题的再次出现,这次重铸出

现几个新变化。首先是开始正式铸造圆形的半便士(halfpence)和法寻(farthing,四分之一便士)。与原

有被非法铸造的小面额货币相比,商人们自然更喜欢新铸造的圆形货币[8]28,这主要是由于其良好的质

量吸引了他们。其次是改变了铸币上的图案。在亨利三世时期,铸币的正面是一个带有冗长胡须的老

者肖像,爱德华一世把其改为无胡须的年轻国王的形象,并且删除了货币背面铸币者的名字[9]117。再

次,增加了每磅银所铸造货币的数量,同时还增加了铸币中合金的比重。在亨利三世时期,一磅银铸造

240便士,到了爱德华一世时期,一磅银要铸造243个便士。同时,货币中的铜的含量也有所增加。这

可能是由于严重的货币贬值所导致的,如果坚持原有的标准,国王将损失惨重。第四,铸造四便士货

币———格洛特(groat)。由于英格兰货币贬值的程度没有欧洲大陆严重,而且当时的经济发展还不需要

这种大额的货币[6]45,因此这次发行并不成功,格洛特从来就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过,部分保存下来的也

成为了女士们佩戴的胸针[2]37。
为了尽快清除流通领域中的劣币,国王在多个城市设立了货币兑换所,以便进行新旧货币的兑换。

1279年7月5日,国王下令,所有拿到货币兑换所的旧币应该在15天之内兑换成新币[3]46。在兑换的

过程中,往往是按照重量而不是货币的面值进行以旧换新的,而日常的贸易中是按照货币面额进行交易

的,加之货币贬值严重,这就损害了前来兑换者的利益。由于当时货币兑换的总金额巨大,国王不得不

向意大利的商人团体借贷了20300英镑来支撑这项工作[3]46。
到了1280年年底,绝大部分贬值的货币已经被重铸,铸币厂和货币兑换所运行所需要的费用也已

① 其他编年史也有类似的记录,例如《伦敦法国编年史》(TheFrenchChronicleofLondon)第239页记载当时在伦敦有293位犹

太人被杀,《贝里圣埃德蒙兹编年史》(TheChronicleofBurySt.Edmunds)第67页记载犹太人在伦敦被杀的人数为267人;后来的一些

学者认为这些数字有些夸张,梅特认为仅有三四十人被绞死。



经完全支付。爱德华一世还逐渐降低了铸币率和铸币税。从1280年12月25日开始,铸造一磅旧币的

费用从原来的7便士下降到了6.5便士,铸造半便士的费用从9便士下降到了8.5便士。此外,从1281
年的2月开始,每磅银所铸便士数量从245枚(1280年1月新增加2便士利润,因其为国王私自增加,
有学者称其为“秘密利润”)下降到了243枚,且固定下来。在此之前,人们拿一磅银只能在货币兑换所

得到240枚便士,由于一磅银铸造245枚便士,因此人们得到的240枚便士的重量与一磅银的重量是不

相等的。但从1281年2月开始,国王放弃了额外增加的2便士利润,一磅银可以兑换243枚便士。国

王的铸币税也从每磅旧币的19便士下降到了16便士,每磅外国银的铸币税也下降到了14.5便士[3]53。
国王自愿放弃其“秘密利润”和降低铸币税,充分说明其货币重铸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货币的稳定性。

这次重铸给爱德华一世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到1280年10月,国王仅在坎特伯雷铸币厂就获得了

近2000英镑的利润;到1281年年底,国王在伦敦铸币厂也获得了18219英镑的利润[3]54。另一方面,
货币重铸恢复了英格兰货币流通的稳定性:圆形货币,尤其是圆形的半便士和法寻的铸造,有效地抑制

了个人削剪货币的违法行为。
(三)新问题的出现与1300年的货币重铸

如果爱德华一世认为,通过货币重铸和严惩犹太人就能解决货币危机问题,那将会令他非常失望。
由于英格兰新铸造的货币有着较高的纯度和良好的稳定性,很受欧洲大陆诸国的欢迎,因此欧洲大陆的

商人带着本国的货币和商品抵达英格兰进行贸易,这样就使得英格兰的货币出现外流的现象。1283
年,爱德华一世颁布法令禁止英格兰货币的输出[3]56。但是这一措施却刺激了欧洲各国的君主对英格

兰货币的仿造。通常,这些仿制货币的重量不足且纯度不高,但由于仿造的十分相似,达到了以假乱真

的地步,很快就有人把这些仿制的货币当作真正的英格兰货币进行使用。国外仿造的货币主要通过羊

毛贸易流入英格兰,并对英格兰的货币制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同时,货币的削剪和伪造现象还在继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腐蚀着英格兰刚刚恢复的货币系统。为

了消除这些现象,爱德华一世再次进行了长期的反对削剪和伪币进入英格兰的行动。1282年,他下令

搜查所有停泊在多佛和桑威治两个港口的外来船只,搜查这些船只是否携带了劣质货币[6]55。但是这

一措施收效不大,因为外国商人开始改从英格兰的其他港口登陆。为了提醒人们不要使用这些劣质货

币,爱德华一世还于1284年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详细阐述了伪币的特征及其负面影响[3]56。
接着,爱德华一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从1291年开始,任何人不准携带被削剪过的货币和伪

币进入英格兰,更不允许在英格兰国内贸易中使用。如果发现有人第一次使用劣币,将没收其所带劣

币;第二次使用,除没收其货币外,还要没收其所携带的商品;第三次使用,“此人将像失去其商品一样失

去他的生命”。如果有人拥有这些劣币,他应主动去货币兑换所进行兑换[3]57。1291-1294年间,国王

再次任命大量的官员,去搜查流通领域里的货币。但由于搜查的人数有限和持有劣币者往往寻求教会

的保护,导致真正没收的劣币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在流通。
此外,白银的短缺也加剧了当时英格兰货币的混乱状况。13世纪末,中欧的银矿出现了枯竭,欧洲

出现严重的银荒。这影响到了金银矿比较贫乏的英格兰,导致了当时白银的极度匮乏。1294年英格兰

与加斯科涅之间爆发了战争,爱德华一世为了得到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对其战争的支持,疯狂贿赂这些国

家的君主,大量货币从英格兰流向欧洲大陆,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白银短缺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大陆的劣币再一次蜂拥而至。进入英格兰的外国货币中,以普拉德(Pollard)

和科洛卡(Crockard)为最多。当时这两种货币的总量达到了49525英镑11先令7便士,其他外国劣质

货币的数量也有6057英镑19先令9便士之多[10]62。可见当时英格兰国内的外国货币的数量已经非常

大。但是,当时这些国外的货币的重量严重不足,且质量低劣,导致了当时货币贬值严重。据记载,121
英镑8先令9便士的普拉德实际上仅重109英镑5先令3便士,而且1297年的时候,科洛卡在低地国

家的官方兑换率为22先令约等于20先令的英格兰货币[11]412。
为了改善当时的货币状况,1299年,爱德华一世颁布“斯特普尼法规”(StatuteofStepney),禁止货

币的输出和金银餐具的出口,并规定外国商人只有把本国货币兑换成英格兰的货币时才能进行贸



易[10]62-63。从1300年4月10日开始禁止外国货币在英格兰流通,并进行货币重铸[3]67。到1302年结束

时,重铸的货币总额大概有262000英镑[11]412。和1279年重铸一样,为了缓解伦敦和坎特伯雷两个铸

币厂的压力,当时还重新开放了部分的郡级铸币厂。与此同时,英王继续派专门人员到全国各地检查和

监督货币的流通状况。
这次重铸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英格兰的货币状况,为英格兰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

国王对苏格兰的征服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此外,由于英格兰货币的良好声誉,西欧诸国在国际贸易中

也开始使用英格兰的货币,英格兰也因此成为整个西北欧的货币供给者[11]414。

三

  爱德华一世采取的各项货币措施无论是对英格兰的货币发展,还是对当时的经济社会进步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一)货币改革维持了英格兰货币制度的稳定性

当欧洲大陆的君主纷纷采取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解决货币危机时,爱德华一世却因势利导地采取一

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保证和维持英格兰货币制度的良好声誉,这是其货币改革成功的根源。
首先,货币的式样简化为一。在1279的货币重铸时,货币背面铸币者的名字被删除,铸币者个人的信

息不复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铸币权的高度集中,同时也表明英格兰统一货币的出现[12]112。同时,

货币的圆形设计成为英格兰之后银便士的基础,整个中世纪晚期的货币形状都没有大的改变[13]18。

其次,继续保持货币的纯度和重量。在爱德华一世时期虽然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削剪和伪造等行为,
但是官方铸币厂铸造的货币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货币标准。相对于同时代欧洲大陆的货币来说,当时英

格兰货币的重量和纯度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其一再受到欧洲大陆商人欢迎的主要原因。
再次,及时放弃“秘密利润”。这就确保了英格兰货币的稳定性,进而对其统治和当时经济社会的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
正是由于爱德华一世对货币问题的重视,在1307年他逝世之前英格兰货币制度没有受到真正的威

胁。这为英格兰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尤其是促进了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据此有人认为,“维
持了英格兰货币的稳定性是爱德华一世时期最主要的成就之一”[3]73。

(二)小面额铸币的出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标志着英格兰多种面额货币并存时代的开启[13]19

从8世纪开始,英格兰的货币就是以银便士为主的,而且也是唯一的货币。大约从12世纪开始,便
士对于零售贸易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较大的货币单位,不利于商品交换。根据约翰王(1199-1216年在

位)的法令记载,当时的1便士可以购买9或10加仑的麦酒[14]24。换句话说,现有的一便士银币购买1
品脱(1品脱=1/8加仑)的麦酒是不可能的,同样也很难购买少量的肉和奶制品。这给正在兴起的大量

城市和贸易带来困难。在1279-1281年间的货币重铸中,正式引入半便士和法寻,这是英格兰历史上

第一次由铸币厂铸造且流通的小面额货币①。这种货币的引入使得英格兰的货币制度更具灵活

性[4]143,不但能促进大量零售贸易的发展,而且也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小面额货币对于工资劳动者也特别的重要,因为他们每天的工资都比较低,特别是对于非熟练雇工

来说就更加需要小面额货币[2]37。同时,小面额货币也有利于他们购置家用。当时的1法寻可以购买一

条标准的小麦面包,或是一个成年人一天的大部分生活所需。在英格兰的南部农村,1法寻还可以购买

农民出售的0.25~0.5磅的黄油,或是6个鸡蛋,抑或是5品脱的麦酒[14]24。可见,小面额货币的铸造

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甚至在两个世纪之后,人们还在抱怨半便士和法寻铸造得太少[6]46。
(三)货币改革对稳定物价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世纪,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农业收成的好坏和货币供应量

① 在约翰王统治时期,爱尔兰的铸币厂铸造过半便士和法寻等小面额的货币,但是这些货币没有出现在英格兰的货币流通领域。



的多少是其主要原因,其中又以后者为根本[15]122。爱德华一世时期,货币供应量有了很大的增长,有人

估算,在其即位之初,货币总量为400000英镑,但是到了其统治末期,货币总量已经达到了1600000
英镑,[10]65足足增长了四倍。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毫无疑问将会导致物价的上涨,这也是爱德华一世时

期物价变化的总趋势。
货币贬值也将导致物价的上涨,但这种上涨在当时只是暂时的,随着重铸的完成,这种现象将会消

失。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前几年,尤其是在1275-1278年间,物价波动较大,这主要是由于货币的削剪

和伪造等行为导致的货币贬值所引起的。1276年,平均每英石(stone,约等于14磅)奶酪的价格为9先

令10.75便士,到了1278年已经上涨到11先令0.5便士。猪肉的价格也从1276年的2先令1便士,
上涨到了1278年的3先令9.5便士[3]41。经过1279-1281年的重铸,英格兰的货币流通恢复了其稳定

性,物价也开始下降。奶酪的价格从11先令0.5便士下降到了9先令9便士,猪肉的价格从3先令9.5
便士下降到了2先令9.5便士[3]54。在1281年货币重铸之后,由于外国仿制货币的大量流入,再次导致

了英格兰的物价居高不下,甚至比1278年时还要高。譬如,奶酪的价格在1278年经济危机时为11先

令0.5便士,而在1298年通货膨胀时为12先令4.5便士[3]66。但是,随着1300年重铸的进行,优质货

币代替了劣币,物价又随之下降。
尽管物价随着货币流通的变化而出现波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随着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

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英格兰的物价水平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四)货币改革的成功也为当时的政治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爱德华一世货币改革的成功,为其政治上的强大奠定了基础,因为任何“权力的增强和威望的提升

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做支撑”[16]Pviii。爱德华一世的货币改革,尤其是两次货币重铸增加了王室的收

入,缓解了当时紧张的财政状况;同时,通过货币改革,还消除了货币贬值等现象,改善了货币流通,客观

上促进了英格兰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这些都为爱德华一世的军事征服和司法改革提供了财政上的保

障,并使其建立起强大的王权。
总之,爱德华一世时期推行的货币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成功的。尽管这次改革并未完全彻底地解决

货币削剪的问题,但还是在英格兰的货币史和经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货币流通的治理提

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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