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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与特色

!!!"温州模式#下的社会阶层结构"

王尚银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温州!"#$!#&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职业结构的改变!温州原有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

变动!一个新的"与第一次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变化了的温州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全国

和其它地区相比!有着明显的$温州特色%#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大量的商业服务人员!使得温州现阶段的社

会阶层结构显现出较为突出的$实业型%特征#

关键词#社会阶层结构&温州&实业型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一$温州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

’&*,年以前!温 州 的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还 是 传 统

的农业社会 的 阶 层 结 构"农 业 劳 动 者 阶 层 是 社 会

阶层结构的主体#!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结

构形态&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工业化’产业结构

调整和人口 职 业 结 构 的 改 变!温 州 的 社 会 阶 层 发

生了全面分 化!原 有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出 现 了 重 大 变

动!且呈现出明显的$温州%特色&
如果采用学术界多数学者所使用的以职业分

化为主的多 元 标 准!可 将 时 下 温 州 的 社 会 阶 层 划

分为三大等级十个阶层&
三大等级 是(上 层’中 层"中 上 层’中 中 层’中

下层#’下层&
上层由以下部分组成(党政群的负责人!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员!大

型私营企业主!大型企业的经理!少数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
中上层(党 政 群’事 业 单 位’国 有 企 业 以 及 社

会团体的基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的私营企业主!
中型企业的 经 理!中 级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及 高 中 级 办

事人员!自由职业者&
中中层(小 型 企 业 的 经 理’初 级 专 业 技 术 人

员’一般办事 人 员’雇 工 经 营 的 个 体 户’有 相 当 规

模企业的商业服务人员’高技术工人’富裕农民&
中下层(自己经营的个体户’一般商业服务人

员’一般技术工人’小康农民&
下层(生产 运 输 工 人’体 力 服 务 人 员’农 业 生

产者’无业失业人员’贫困人员"底层#&
十个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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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

商户’商业服 务 人 员’产 业 工 人’农 业 劳 动 者 和 无

业失业人员!&
我们主 要 根 据 温 州 历 次*人 口 普 查 资 料+和

*温州统计年鉴+来计算和描述温州社会阶层结构

的演变&依据 官 方 的 统 计 数 据!再 加 上 我 们 的 推

算!得出了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温 州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变 化

的大致情况"见表’#&
表’!温州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

年
份

阶
层

’&," ’&&$ "$$$ "$$-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国家及社会管理者" !/,- ’/)" -/*& ’/-* #/*& ’/"* #/,& ’/’#
私营企业主 $ $ $/!- $/’$ !/,# $/,# ’’/$& "/’*

经理 $/&" $/!& #/,- ’/*& ’*/’& !/*, ’&/)$ !/,!
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

办事人员 "/$! $/,) -/$# ’/"- ’"/)* "/*, ’!/,, "/*’
个体工商户 "/$- $/,) ’#/)) -/,$ "$/*& -/#* "-/#& -/,$

商业服务人员" ’-/") )/$" !-/&! ’$/*’ &$/)" ’&/&" ’$"/$) ’&/&!
产业工人" ,$/-# !!/&, &&/*, !$/#& ’-&/") !"/,$ ’&’/,& !*/-)

农业劳动者" ’’&/#! #$/-& ’-"/’& -!/#, ’’$/") "-/"! ’$!/-! "$/’&
无业失业者 "/-, ’/$# !/*) ’/’# ""/,) #/$" ’)/&’ !/!$
各阶层总数 "!)/*- !")/"" -##/$’ #’"/’-

!!" 见注!

!!通过以上几个年度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从

’&,"年到"$$-年!温州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

大而深刻 的 变 化(一 是 传 统 的 三 大 阶 层 工 人’农

民’干部已经 发 生 了 分 化’重 组!三 大 阶 层 一 统 社

会阶层结构 的 局 面 已 经 打 破,二 是 增 加 了 一 些 新

的阶层!如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三

是社会阶层 结 构 的 底 部 已 大 大 缩 小!社 会 下 层 在

整个阶层结 构 中 的 比 重 大 大 下 降!而 社 会 阶 层 结

构的中部和 上 部 在 增 加&也 就 是 说!温 州 社 会 阶

层的等级层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
表"!温州社会阶层等级层次结构"

年
份

等
级

’&," ’&&$ "$$$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上层 #/)- "/!, &/&- !/$# "$/)- -/#- ",/,! #/)!
中层 -#/!&’&/’*,#/"!")/’!’#-/*"!-/$$’*)/&"!-/#-
下层 ’,#/*"*,/-#"!’/$#*$/,!"*&/)#)’/-)!$)/!&#&/,!

!!从’&,"年 到"$$-年!温 州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中

的下层减少 了’,/)"个 百 分 点!而 上 中 层 则 相 应

增加了 近’,/)"个 百 分 点&其 变 化 显 现 的 趋 势

是(中间 层 和 上 层 在 不 断 变 大!而 下 层 在 不 断 缩

小&四是一些 阶 层 数 量 增 长 很 快!如 商 业 服 务 人

员’产 业 工 人’个 体 工 商 户’经 理 人 员’私 营 企 业

主,而有些阶 层 如 农 业 劳 动 者 阶 层 的 数 量 则 在 快

速减少&

总体来讲!温 州 整 体 的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已 经 发

生了重大变 化!虽 然 还 未 完 全 脱 离$金 字 塔%型 的

结构形态!但 已 经 从 传 统 农 业 社 会 的 结 构 框 架 中

走出来&一个 与 第 一 次 现 代 化 相 适 应 的’新 的 社

会阶层结构 已 经 基 本 形 成!温 州 现 处 于 现 代 化 社

会阶层结构的成长期&

!!二$温州社会阶层结构的特色

温州变化了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全国和其它地

区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有着明显的$温州特色%(
由工业化推 动 形 成 的 阶 层 结 构 具 有 突 出 的$实 业

型%特征,特 色 的 产 业 结 构 带 来 了 特 色 的 阶 层 结

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阶层的财

产富有与文 化 的 相 对 贫 乏,私 营 企 业 主 阶 层 高 于

经理人阶层的阶层位序,中间阶层构成的多样化&

’一)温州社会阶层结构与全国"汉川的

比较#

温州 社 会 阶 层 结 构""$$$年#与 全 国"’&&&
年#相比!突 出 的 特 点 是$三 大%’$一 小%&$三 大%

即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经理人员的比重明显

比全国大&其中!产业工人高出全国’$/"个百分

点!经理人员’商 业 服 务 人 员 分 别 高 出"/",个 百

)")

!

"

#

"$$$年!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商业服务人员的数据!人口普查的数字与统计局的数字存在较大差别!考虑

到各种因素!我们做了一些调整&经理人是以当年工业企业数来进行推算的&"$$-年为推算数#
此表的数据是依据实际调查资料计算得出的!关于社会阶层等级层次的划分和计算比较复杂!这里不做详细交代#
全国"汉川的数据来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年 出 版#选 择 汉 川

进行比较是因为,’’)囿于资料的限制!目前学界还缺乏与温州相类似的地域性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的资料&’")温州是地级

市!汉川是县级市!有一定的可比性#



分点和*/&"个百分点&$一小%指农业劳动者所占

比重比全国小!小的幅度达到了’&/**个百分点&
这表明!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
由工业化推 动 形 成 的 阶 层 结 构 具 有 突 出 的$实 业

型%特征&同时!温州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特色也

反映了温州 的 工 业 化 已 经 走 在 了 全 国 的 前 面!并

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同汉川相 比!温 州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的 上 述 特 征

更为明显&农业劳动者所占比 重 比 汉 川 小 了!$/
)*个百分点!而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 员 却 分 别

比汉川高了"!/*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

’二)特色的产业结构与特色的阶层结构

作为一个区域的温州!其产业结构很有$温州

特色%!同时$温 州 特 色%的 产 业 结 构 也 带 来 了$温

州特色%的社会阶层结构&

’/从三种产业结构的演变来看(在温州!第一

产业所占的比重在逐年减少!从’&*,年的-"/".
下降到"$$-年的-/).!平 均 每 年 下 降’/-个 百

分点,而第二’第 三 产 业 的 比 重 则 在 不 断 提 高!第

二产业的比重从’&*,年的!#/,.上升到"$$-年

的#)/,.!平 均 每 年 上 升$/,个 百 分 点!在’&,-
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从’&*,年

的"".上升 到"$$-年 的!,/).!平 均 每 年 上 升

$/)个百 分 点!在’&&$年 也 首 次 超 过 第 一 产 业&
从总体上看!第二产业尚占优势!三种产业中第二

产业还是主导部门&
温州三种 产 业 结 构 的 这 种 变 化!引 起 了 就 业

结构的重大变化&温州三种产业的就业结构比例

从’&,#年 的-*/!!.’"*/’!.’"#/-".!分 别 演

变为"$$-年的"!/’.’-"/,.’!-/’.&就 业 结

构的变化使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发 生 了 分 化!分 化 的 最

大特点是农 民 大 量 地 流 向 工 业!成 为 新 的 产 业 工

人!并使温州 的 产 业 工 人 阶 层 替 代 农 民 而 成 为 第

一大阶层&

"/从工业的内部结构看(一方面!温州轻重工

业的比例是轻工业大于重工 业!"$$"年 这 一 比 例

为)’/!&0!,/)’,另一方面!温州的轻工业主要是

一些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如 服 装’鞋 革’电 器’印 刷’
塑料’烟具’制 笔 等!这 些 行 业 吸 纳 了 大 量 的 劳 动

力就业!从而使温州的产业工人队伍异常庞大&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必然促进第三产业

的发展&温州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为社会阶层的

分化做出了 贡 献!其 重 大 表 现 就 是 商 业 服 务 人 员

数量的激 增&’&,"年 温 州 商 业 服 务 人 员 还 只 有

)/$!万 人!到"$$-年 就 增 加 到’$"/$)万 人!"$
年增加了&$多万人-

庞大的 产 业 工 人 队 伍 和 大 量 的 商 业 服 务 人

员!再加上物 质 生 产 部 门 远 远 大 于 非 物 质 生 产 部

门的事实!使 得 温 州 的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显 现 出 较 为

突出的$实业型%特征&

’三)财产的富有与文化的相对贫乏

由于温州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特 殊 性!使 温 州 的

社会阶层结 构 具 有 这 样 的 特 色(各 社 会 阶 层 的 财

富拥有处于 全 国 的 较 高 水 平!但 文 化 资 源 却 相 对

贫乏"见表!#&
!!!!表!!温州与其它地区个人月收入对比!!单位#元

地
区

阶
层

温州

"$$$年

深圳

’&&&
合肥

’&&&
汉川

’&&&
党政领导人 "$&" -#$$ ’’’& ))$

经理人员 -)") *))) ’’’* !$-
私营企业主 !,##) *#*" ,$$ )!’

专业技术人员 ’#," #*&& &#) -*!
办事人员 ’-*! !$-# ,), -$’

个体工商户 ’,*" )$’- **- -’*
商业服务人员 ’-$- "$*- ##" "!#

产业工人 ’$&" ’*-& #,- "-#
农业劳动者 *&& . . ’,’

无业’失业人员 !)- . . .
平均"加权平均# ’#*& !#!" *!- ")#

!!上表反 映!温 州 各 阶 层 的 个 人 月 收 入 除 了 低

于深圳外!均远远高于其它地区&
我们的调 查 也 反 映!温 州 各 阶 层 的 月 人 均 消

费支出大大高于合肥’汉川等地区!而与深圳有一

定差距!但 有 的 阶 层 已 与 深 圳 接 近 甚 至 超 过&不

过温州人虽 较 为 富 有!但 社 会 阶 层 整 体 的 文 化 素

质却不如其 它 地 区&据 我 们 的 调 查!温 州 社 会 阶

层整体的文 化 程 度 处 于 较 低 水 平!多 数 人 只 具 有

高中’中专’初 中 的 文 化 程 度&与 其 它 地 区 比 较!
也反映了这一点&温州社会阶层的文化资源均不

如深圳和合 肥!与 汉 川 较 接 近&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低深圳!/)’年!低合肥"/-#年!甚至比汉川也低

近$/))年&在 温 州 社 会 阶 层 中!财 产 较 为 富 有!
而文化资源较为贫乏的突出阶层是个体户和私营

企业主&

)!)

! 温州的数据来源于实际调 查 的 推 算!深 圳"合 肥"汉 川 的 数 据 来 自 陆 学 艺 主 编*当 代 中 国 社 会 阶 层 研 究 报 告+第

"*"!"页#



$温州的个 体 户 和 私 营 企 业 主 的 文 化 水 平 普

遍较低&据 温 州 市 委 组 织 部 对 温 州 职 工 人 数#$
人以上!固定资产’$$万元以上’年产值#$$万元

以上的’!!&家 非 公 有 制 企 业 中 的!$-&名 控 股

股东或大股东的调 查!大 专 以 上 的!’!人!占’$/
!.,高中与中专的有’#"#人!占#$.,初中以下

的有’"’’人!占!&/*.&他 们 在 生 产 经 营 上 讲

究实干’追求实效外!不少人的人生信仰也就表现

在对/衣 食 住 行0等 物 质 生 活 方 面 实 实 在 在 的 改

善&%1’2

!!三$中间阶层的构成及其特色

’一)温州中间阶层有多大

中间阶层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群 体!其 成 员 散 布 于

各个阶层 之 中!我 们 主 要 以 职 业 地 位’财 富 拥 有

量’受教育水平’组织权力的拥有作为划分中间阶

层的标准&依 此 标 准!测 算 出 温 州 各 阶 层 中 所 含

中间阶层的比重为(私 营 企 业 主 阶 层!’/-’.!经

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办事人员阶 层&!/".!个 体 工 商 户 阶 层&!.!商

业服 务 人 员 阶 层*!/$’.!产 业 工 人 阶 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据此比重推算出

"$$$年温州中间阶层的总量为’#-/*"万人!"$$-
年为’*)/&"万 人!分 别 占 整 体 阶 层 结 构-##/$’
万人和#’"/’-万人的!-.和!-/#-.&

’二)温州中间阶层的层内结构

显然!中间 阶 层 的 内 部 也 有 群 体 之 间 的 层 内

差别!整个 中 间 阶 层 也 是 一 个 等 级 层 次 结 构&我

们依据调查数 据!以 月 收 入’家 庭 资 产’月 消 费 支

出’文化资源’社 会 认 同 为 测 算 指 标!计 算 出 中 间

阶层中各层次所占的比重!依 此 比 重 计 算 出"$$-
年温州中间 阶 层 内 部 构 成 的 数 量 比 重 为(中 上 层

’*/--.!中中层!)/)).!中下层-#/&.&

’三)温州中间阶层的总体特色

与改革开放 前 的 中 间 阶 层 是 由 工 薪 阶 层"即

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构成不

同!温州新兴 的 中 间 阶 层 自"$世 纪,$年 代 中 期

崛起以来!显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改 革 开 放 后!温 州 的 中 间 阶 层 随 着 社 会 的

分化’社会 结 构 的 变 化 而 变 化&但 改 变 了 的 温 州

中间阶层结构与其它地区大不一样!呈现出$老中

间阶层%与$新 中 间 阶 层%混 合 生 长 的 局 面&即 温

州的中间阶层既有$老中间阶层%的成分!也有$新

中间阶层%的成分&$老中间阶层%如私营企业主’
个体户’商 业 服 务 人 员’农 业 劳 动 者,$新 中 间 阶

层%如经 理’专 业 技 术 人 员’办 事 人 员’产 业 工 人

等&这一点是温州中间阶层区别于其它地区的一

大特征&
由于上述 原 因!温 州 中 间 阶 层 的 职 业 构 成 比

较复杂&在工 业 化 和 市 场 化 改 革 的 推 动 下!温 州

中间阶层的 生 成 路 径 主 要 来 自 几 方 面(一 是 由 于

农村经济体 制 改 革’工 业 化 和 城 镇 化 的 扩 展 以 及

土地的挤压而使农民从农村溢出!走向商业’工业

及社会服务 业!并 通 过 一 定 时 间 的$锤 炼%成 为 中

间阶层的组成人员!如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乡

镇企业家和 商 人,二 是 来 源 于 文 化 教 育 卫 生 体 育

等事业单位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管 理 人 员 和 办 事 人

员,三是来自 于 计 划 经 济 时 代 残 留 下 来 的 具 有 不

同程度垄 断 性 质 的 行 业"如 金 融’保 险’电 讯’外

贸’房地产’旅 游’烟 草’电 力 等#的 办 事 人 员 和 商

业服务人员,四 是 来 自 于 一 些 民 间 组 织 的 自 由 职

业者!如律师’会计师’厨师’医生等&温州不像上

海’深圳和广州等地区有较多的外资企业!故服务

于外企的$白领%很少&

"/中间 阶 层 在 全 部 阶 层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还 不

大&由于发育时间只有"$来年!尽管温州中间阶

层成长的速 度 较 快!中 间 阶 层 占 全 部 阶 层 的 比 重

从’&,"年 的’&/’*.大 幅 增 加 到"$$-年 的!-/
#-.!但尚未在社会中占主体地位!其比重还大大

小于社会下层的#&/,!.&

!/由 于 构 成 要 素 条 件 的 参 差 不 齐!使 得 中 间

阶层的层内结构显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按月收入

划分!中 间 阶 层 的 内 部 构 成 为 底 部 适 中 的$阶 梯

型%结构!中下’中中’中上的月收入构成比重呈一

种逐级递减的形态,按家庭资产拥有划分!中间阶

层的内部构成是底部较大的$金字塔%结构!中下’
中中’中上的 家 庭 资 产 构 成 比 重 呈 一 种 逐 级 递 减

)-)

! 比重推算,我们以月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家庭资产拥有量"受教育程度年限"阶层地位评价为衡量中间阶层的指标!
依据调查数据得出各阶层中的中间阶层的比重#总体上!月收入在’"$$元以上")$$$元以下!家庭资产在,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纳入中间阶层#在此要说明的是!月收入’"$$是显性收入!加进隐性收入大多在"$$$
以上#



的形态,按家庭人均月消费支出划分!中间阶层的

内部构成是倒$丁字型%结构!这表明!温州的中间

阶层按家庭 人 均 月 消 费 支 出 分!大 多 数 人 处 于 中

间阶层中的 下 层,按 文 化 资 源 划 分 中 间 阶 层 的 内

部构成为上下均小!中间较大的结构!表明接受中

等教育者居多,按社会认同划分!中间阶层的内部

构成是中间过 大’两 头 小!且 上 部 很 小 的 结 构!过

半数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间层的中中层&
归结起来 说!虽 然 温 州 中 间 阶 层 还 不 够 稳 定

和庞大!但从温州经济社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看!
社会中间阶 层 的 稳 步 增 大’并 成 为 社 会 的 中 坚 是

可以预期的&

!!四$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趋势

’一)农业劳动者阶层将逐渐缩小

温州的农业劳动者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比重呈连年下 降 态 势!从’&,#年 的)"/#-.下 降

到"$$-年的!’/*).!总共下降了!$/*,个百 分

点!而 且 下 降 趋 势 还 在 继 续&预 计 在 未 来 的’$
年."$年内!农民的分化还会保持较快的速度&

’二)私营企业主阶层将以较快速度扩大

近几年温州私营企业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私

营企业户数年均增长-&#$家!投资者人数年均增

长’#-"&人&"$$-年新开业私营企业&$!’家!
平均每天"-/*家!至年底共有!/,)万家!比上年

同期增长约"".&近几年温州私营企业增长速度

快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鼓励’行业限制减少’投资环

境的优化’私人投资信心增强’规模效益的驱使等&

’三)经理阶层将会渐次增大

由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公司制的兴起’家族制

的改造和职 业 经 理 人 市 场 的 形 成 等 原 因!对 经 理

人员的需求 必 然 增 大&如 此!经 理 阶 层 队 伍 的 扩

大就成为必然&

’四)专 业 技 术 人 员 阶 层"办 事 人 员 阶

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还会不断壮大

与深圳等 发 达 地 区 相 比!温 州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阶层’办 事 人 员 阶 层 数 量 还 是 较 小 的&但 随 着

温州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

率水平的提高!对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商业

服务人员的 需 求 将 会 增 大!从 而 这 几 个 阶 层 的 队

伍也将会壮大&

’五)社会中间阶层将稳步增大"社会下

层渐趋缩小

温州中间 阶 层 成 长 的 速 度 较 快!如 以 年 均 增

加$/*’个百 分 点 的 速 度 计 算!预 计’$年 后 温 州

的中间阶层将超过-$.!再 过 约’#年!中 间 阶 层

占社会结构的主体地位将得以确立&
社会下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的比重将会渐趋

缩小&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改变’国

民教育的普 及 和 提 高!构 成 社 会 下 层 主 体 的 农 业

劳动者’生 产 工 人 将 会 继 续 发 生 分 化&前 者 分 化

的走向为(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个体工商户’
企业主,后者 分 化 的 走 向 为(技 术 工 人’一 般 管 理

者’个体工商户’企业主和商业服务人员&

参考文献#

-’.!陈中权/社 会 中 间 阶 层 与 大 众 文 化 的 繁 荣-1./中 共

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D7,/78@8.:&.=12&’&?:8’59:5?9,0:28A:’-?:-’8,0E835,.&/A,?5&/A:’&:&
(((234567896874:;5:9<=>567=6=8?@47$A4?B3:8C=6647?%

A(DE53=?F+G<?
’!"#$$%$&’()(*+,$%-.-"/!01*2#$34*-516/-.7!01*2#$3!"#$!#!8#-*()

FG9:’&?:,(;647634<HI>4H4?6=6<:?:;74;:7H=?@:I4?+@::7I:><9G!634:7<F<?=>J:9<=>9>=JJJ67896874:;A4?B3:8

3=J93=?F4@=>:6K49=8J4:;634<?@8J67<=><B=6<:?!634H:@<;<9=6<:?:;<?@8J67<=>J67896874=?@63493=?F4:;634

I7:;4JJ<:?=>J67896874!J:=?4LJ:9<=>9>=JJJ67896874L3<93<J9:?J<J64?6L<63634;<7J6H:@47?<B=6<:?3=JK44?

;:7H4@K=J<9=>>G/%:HI=74@L<63634L3:>49:8?67G=?@634:6347=74=J!63493=?F4@J:9<=>9>=JJJ678968743=J=

@<J6<?F8<J3<?F$A4?B3:893=7=9647<J6<9%/23438F4?8HK47:;634<?@8J67<=>L:7M47J=?@6349:HH479<=>J47N<94

I4:I>4H=M4I74J4?6J:9<=>9>=JJJ67896874<?A4?B3:8>::MH:74<?@8J67<=><B4@/

H8;I,’=9,J:9<=>9>=JJJ67896874&A4?B3:8&<?@8J67<=>6GI4

责任编辑#郭!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