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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4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

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
。

但是
,

由于各地 区的经济发展

非常不平衡
,

地区经济差异在迅速扩大
。

本文首先从东部
,

中部和西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的差距现状

人手
,

详细地分析了区域开发战略及其开发历史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

并运用线性相关分析法
,

进行了统计的
,

回归的分析
,

结果 显示 区域 开发战略与地域间经济差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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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
,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

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
。

!� 世纪初期
,

+ ) ? 总

值平均年增长率仍 以 ;一7≅ 的高速向前推进
。

但是
,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

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差异在逐渐加剧
,

尤其东部
、

中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发差异正在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

区

域差异对国家政治
、

经济
、

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造成不利的影响
,

这一重大课题不仅引起 国内

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

而且也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

对于我 国东
、

中
、

西部经济发展差异

的现状
,

学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
,

如王绍光
、

胡鞍钢从财政承包制及沿海优惠措施等政

策方面的要因人手去加以分析 Α’Β< 吴殿廷则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去研究 Α!Β <王庆生
,

宋华明认为

教育水准及教育经费投人的差异是造成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差距的主要因素 Α∃Χ8
〕<林燕平则从

人 口构造及产业构造 的差异
,

去分析地区经济差距
�: Β

。

魏后凯把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作

为基本因素对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差距进行 了分析与研究等阁 <而 日本学者中兼和津次

认为根本原因是 自然环境及初期条件的差异川 <加藤弘之和林毅夫则 以为市场化的进展度

的不同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 Α”〕
。

关于区域开发战略
、

开发历史与东
、

中
、

西部经济差距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
,

也有一些学

者对此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

如 日本学者大西康雄
、

丸 山伸郎等学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研

究 Δ’。〕
。

但在这些研究中
,

学者们主要是对区域开发战略及其开发历史与地区差距的关系进行

了描述性的定性分析
,

对其关联性的定量分析还不多
。

基于上述状况
,

本文对区域开发战略及其开发历史与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差距的关系进

行了一系列定量性的分析
,

试图运用数学的统计分析法和 回归分析法
,

进行相关性分析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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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

目的是为缩小区域差异
,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

� 我国东
、

中
、

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
,

东部地区在邓小平提倡的
“

先富论
”

的指引下
,

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

机
,

率先推进对外开发
,

发展经济
。

!∀ 世纪 ;∀ 年代以广州
、

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

7∀ 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

同时
,

中西部内陆地 区的经济发

展速度也在加快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与东部地区相比
,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

存在着巨大的

差距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

首先
,

从人均 + ) ?看
,

�7 # ; 年东部
、

中部
、

西部地区人均 + )? 分别为 8 : # 元
、

∃ �∀ 元
、

!: � 元
,

东部与中部
、

东部与西部的人均 + ) ? 的绝对差距分别为 �8# 元
,

!∀� 元
,

相对差距系

数则分别为 ∃!3 !≅
,

8 :
3

�≅
。

人均 + ) ? 的相应比率为 �
,

;� 4 �
3

! 84 �
3

∀∀
。

! ∀5 Ρ 年
,

东部
、

中部
、

西

部地 区人均 + )? 分别为 ! ! ∃ : � 元
,

�∀∀ ∃� 元
,

# # ; � 元
,

东部与中部
、

东部与西部的人均 + ) ?

的绝对差距分别上升为 �!∃! ∀ 元
,

�8 :#∀ 元
,

相对差距系数也上升 为 ::
3

�≅
,

�: 3! ≅
。

人均

+ ) ? 的相应 比率也上升为 !3 ;#
4 �

3

! 74 �
3

∀∀ 5见表 �9
。

衰 � 我国东
、

中
、

西部人均 + ) ?差距的推移《�7 #; 一!5=只 9

年年年 绝 对差距 5元 999 相对差距系数5≅ 999 比率5西部作为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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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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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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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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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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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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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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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8#
3

∀∀∀ 8 #
3

!!! :;
3

��� !
3

8 ! 4�
3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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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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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88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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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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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

注
4

绝对差距是按 当年的 价格去计算
。

资料来源
4

根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
。

中国 统计年鉴 �7# 7 一 !∀∀ : 年整理
。

其次
,

从 各地 区 + )? 占全 国

+ ) ? 的比例分析
,

东部地区从 � 7#;

年的 : !3 �≅ 到 !仪峙 年 的 � ∀3 7≅
,

上

升了 ;3 ∃ 个百分点 < 而中部和西部地

区 则分 别 从 �7 # ; 年 的 ∃ �
3

∀≅ 和

�� 38 ≅ 降 至 ! ∀5科 年 的 ! �3 �≅ 和

�!3 8 ≅
,

分别下降了 83 8 和 83 ∀ 个百

分点 5见图 �9
。

! 我国区域开发战略的演

变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 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经济的

圈  

资料来源
4

我国东
、

中
、

西部 + ) ? 占全国 + )? 的

比, 的变化《�7 # ;一!仪阵9

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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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 开发战略的演变与区域差异的相关分析

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个 阶段是 �7 # ; 年改革开放 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

经济建设

的重点是中西部内陆地区
。

第二个阶段是 � 7#; 年改革开放至 �7 7: 年
,

区域开发战略的重心
·

是东部沿海地区
。

第三个阶段是 �7 7 � 年后
,

我国区域开发战略又以强调西部大开发及区域

协调发展为特征
。

我国各时期的区域开发战略的动向明显地反映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变

化之中5见表 ! 9
。

表 ! 我国各地 区基本建设投资构成 比例的推移
Σ

5单位
4 ≅9

东 部 中 部 Τ 西 部

�7 : ∃一 �7: # 年

�7: ;一 �7� ! 年

� 7� ∃一 �7 �: 年

� 7�� 一 �7 # ∀ 年

�7# �一 �7# : 年

� 7# �一 �7 ;∀ 年

� 7; �一 �7 ;: 年

�7 ;�一 �77 ∀ 年

�77 �一 �77 : 年

�77 �一! �洲洲9 年

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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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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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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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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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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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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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资料来源
4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整理
<

Σ 部分项 目未公布地域区 别
,

故比例 总和不 到 �∀∀ ≅
。

!
3

� 第一个阶段
4 强化投资中西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前
,

工业
,

交通
,

基础设施等的 # ∀≅ 以上集 中在仅 占国土面积

Ρ ≅ 的东部沿海地区
。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

政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

区域开发战略是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工业布局的合理配置
,

同时考虑国防安全因素
,

逐渐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
。

据此
,

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开始向中西部倾斜
。

如表 � 所示
,

国家在基本

建设投资中
,

中西部内陆地区高 出东部沿海地区 73 7 个百分点
,

国家一批 以冶金
,

电力
,

煤

炭
,

机械等重工业企业纷纷落户内陆地区
。

在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

我国制定了在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 已有的工业基础的同时
,

以资源开发为中心
,

扩大对内陆的开发规模的区

域开发战略
。

可是
,

该计划由于 �7 : ;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而中途搁浅
。

取而代之的是进一

步偏重对内陆的投资
,

中西部内陆地区高出东部沿海地区 �#3 � 个百分点
。

但由于工业布局

分散
,

投资效率低下
,

致使投资地区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
,

甚至一些地区 出现负增长
。

为此
,

从 �7�∃ 年开始
,

进人三年的调整期
,

其基本方针是关停整改一批布局不合理
,

效率底下的企

业和建设项 目
,

在重视工业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 的同时
,

积极强化对内陆的投资
。

通过这些

偏重投资内陆
,

强化开发内陆的政策和措施
,

大大地促进 了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的发展
,

东部
、

中部
、

西部人均 + ) ? 的差异
,

从 �7 : ! 年的 �
3

� � 4 �
3

8 ∀ 4  
3

∀59 下降至 � 7 � : 年的 �
3

8 ∀ 4 �
3

� ∃‘

�
3

∀∀
,

呈快速缩小的趋势
。

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 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

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

且 当时中美
、

中

苏关系十分紧张
,

为保证国家安全
,

国家经济投资的重心进一步 向位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倾

斜
,

即所谓的
“

三线建设
” 。

在第三
、

第四个五年计划中
,

对内陆的投资分别为 �8 3# ≅和

:8 38 ≅
,

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

而对沿海地区的投资却下降为 !� 37 ≅和 ∃:
3

:≅
,

达到建国以

来的最低点
。

尽管如此
,

这种从国防安全性为出发点的经济建设
,

由于工业布局 5山
,

散
,

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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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构造 5偏重重工业 9不合理等原因
,

导致投资效率十分低下
,

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反而使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
。

东部
、

中部
、

西部的人均 + ) ? 从 �7 �: 年的 �
3

8∀
4 �

3

� ∃4 �
3

∀∀ 上升

至 �7 # : 年的 �
3

; ∃ 4 �
3

! 7 4 �
3

5=9
。

!3 ! 第二个阶段
4 向沿海地区倾斜

从第五个五年计划 5�7 ##
一 �7 ;∀ 年 9开始

,

正值我国改革开放
,

同时
,

中美
、

中日邦交正常

化
,

使得我国的国际环境得到大大的改善
。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沿海起步
,

因此
,

投资的重

点明显地开始向投资效率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

在
“

六五
” 、 “

七五
”

和
“

八五
”

三个五年计划中
,

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发的方针
,

地域开发

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开发的重点 由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

国家基本建

设投资中
,

东部地区的比重在逐年上升
,

中西部地 区在逐年下降
。

东部地区紧紧抓住了这一

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
,

在邓小平同志的
“

先富论
”

及
“

南巡讲话
”

的推动下
,

经济获得了持续而

高速的发展
,

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 <相比之下
,

中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虽也取得一定成绩
,

但

与东部相 比相差甚远
,

区域差异呈快速扩大 的趋势
。

东
、

中
、

西部人均 + ) ? 从 � 7;� 年的

�
3

; � 4 �
3

! # 4 �
3

∀59 上升到 �7 7 : 年的 !
3

∃ ! 4 �
3

! � 4 �
3

5=9 4 同期各地 区 + ) ? 占全 国 + ) ? 的比例
,

东部

地区从 :!
3

∃∀ ≅上升到 :;
3

∃≅ < 而中西部地区却从 8# 3# ∀ ≅下降到 8�
3

# ∀≅
。

!3 ∃ 第三个阶段
4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在东
、

中
、

西部区域间经济差异急速扩大背景下
,

政府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
,

特别强调各

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

并制定了六项援助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计划
。

�7 77 年末
,

我国政府又提出了
“

西部大开发
”

的宏伟战略
,

区域开发战略再一次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
,

开发的重点 由东部沿海地区 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

这一变化直接关系到民

族团结
、

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
,

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
,

具有重大的政

治和经济意义
。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
,

中央又把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

制定 了加

强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 的交通道路
、

发电供电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
,

改善投资环境
,

吸引

外资等措施和计划
。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多来
,

西部地 区固定资产投资5含基本建设投资等 9年均增长

!∀ ≅以上
,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

陆续新开工 � ∀ 个重大

建设工程项 目
,

投资总规模约 ;: ∀∀ 亿元
。

交通干线
、

水利枢纽
、

西电东送
、

西气东输
、

通信网

络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

! ∀5 刃一! ∀5 98 年
,

西部地区国民生

产总值分别增长 ;3 : ≅
、

;3 ;≅
、

�∀3 ∀≅
、

��
3

∃≅ 和 � !≅ 〔’8 �
,

高于前些年的增长速度
,

但与东部沿

海地区相比
,

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

同期东
、

中
、

西部地区人均 + ) ?从 ! 38 !4 �
3

!;
4 �

3

∀∀ 上升到

!3 ;#
4 �

3

!7
4 �

3

∀∀
<
从各地 区 + ) ? 占全国 + )? 的比重来看

,

东部从 !《==9年的 : #3 ∃≅上升到

! ∀∀8 年的 � ∀3 7≅
,

中
、

西部却分别从 !: 3� ≅ 和 �#
3

�≅变到 !� 3� ≅和 �!3 8 ≅
,

中部地区虽略有上

升
,

但总体上内陆地区所占比重在下降
。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
,

这一时期中
,

我国政

府虽强调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

并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中西部 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

措施
,

加快了中西部的发展
,

可是东部沿海地区 的发展仍快于中西部
,

地域经济差距还在扩

大
,

只是扩大的速度有缓和的趋势
。

∃ 区域开发战略与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相关分析

区域开发战略的动向可以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化中清楚地了解到
,

即国家基本建



 期 王培青等
4
我国区域开发战略的演变与区域差异的相关分析

设投资是区域开发战略的主要体现者 < 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动向可 以用各地 区 + ) ? 占全国总

+ ) ? 的比重的变化去表示
。

这样
,

可以通过分析各地区 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与其 + ) ? 占全

国 + ) ? 比重的相关关系
,

去了解区域开发战略与地区间经济差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

我们用以下公式进行分析和验证
。

线性相关系数公式
4 Υς

艺5= ΜΜ
又95Ω一丫9

Ξ 艺5Ψ ΖΜ
牙 9!艺5Ω一了 9!

直线 回归方程表达式
4 Ω ς Η [ ∴ =

Ω 为因变量 Ω 的估计值
, Η 为回归直线在 Ω 轴上的截距

,

∴ 为样本 回归系数
,

即回归直

线的斜率
,

表示当 = 变动一个单位时
,

Ω 平均变化多少单位
。

∴] ∀
,

表示 Ω 随 = 增大而增大 <

∴⊥ ∀
,

表示 Ω 随 = 增大而减少 < ∴ 二∀
,

表示直线与 = 轴平行
,

即 = 与 Ω 无直线关系
。

根据数学上的最小二乘法原理即直线能保证各实测点到直线的纵向距离的平方和为最

、Σ 。 山 Σ 防 , Σ Σ 。

下 ( _ 艺5= 一Υ 95Ω ΜΜ
了 9

_ Χ 元厂 (
犷

小
。

可推导出求
、

的算式如下
4 ∴ς 鱼 、些二些 丛兰二! 一二 Η 二Ω 一∴=

艺5= 一= 9!

式中牙
、

了分别为 =
、

Ω 的均数

5 9 根据上述公式
,

如表 ∃ 所示
,

首先将东部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作为自

变量 =
,

东部 + ) ? 占全国 + ) ? 的比重作为因变量 Ω
,

得出如下结果
4

回归直线方程为
4 Ω ς ! �

3

: ! � [ ∀
3

: # :=

直线关联系数为
4

Υς ∀3 ;# Λ ς ∀3 ∀ : : 5Λ ⊥ ∀3 ∀: 有意义 9

5! 9 其次
,

如表 ! 所示
,

将 中西部 内陆基建投资 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作为 自变量

=
,

内陆 + ) ? 占全国 + ) ? 的比重作为因变量 Ω
,

得 出如下结果
4

回归直线方程为
4

Ω ς ! !
3

: ! ∃ [ ∀
3

: ! ;=

直线关联系数为
4

Υς ∀3 Κ 8 Λ ς ∀3 ∀ ∃∀5 Λ ⊥ ∀3 ∀: 有意义 9

表 ∃ 各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及 + ) ? 占全国基本 建设 总投资和全国 + ) ? 比孟的推移 5单位
4 ≅ 9

年年年 东部基建投资占占 东部 + ) ? 占全国的的 内陆基建投资占占 内陆 + ) ? 占全全

全全全国的比重 5= 999 比重 5Ω 999 全 国的 比重 5= 999 国的比重 5Ω 999

���7 ;∀∀∀ 8 !
3

!!! : �
3

### : ∀∀∀ 8 ;
3

∃∃∃

���7 ;::: 8 #
3

### :!
3

888 8�
3

::: 8 #
3

���

���77 ∀∀∀ : �
3

### :8
3

::: 8∀
3

!!! 8 :
3

:::

���77 ::: : 8
3

!!! : ;
3

��� ∃ ;
3

!!! 8 �
3

888

!!!5= 刃刃 : �
3

;;; :#
一

;;; ∃ 7
3

777 8 ∃
3

!!!

资料来源 4 根据 中国 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整理
。

8 结论与讨论

5 9 我国东
、

中
、

西部地区经济差异非常显著
,

即经济发展水平 由东向中
、

西部地区递

减
,

而且有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

5!9 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的区域开发战略经历 了内陆优先发展
一沿海优先发展

一
协调

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
,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 随之出现波状变动
。

5∃9 从上述 的分析可以看 出
,

各地域 + ) ? 占全国 + )? 的比重与其基建投资占全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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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总投资的比重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即中央政府的区域开发战略与地域间经济差异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系
,

是地区差异产生的一个基本因素
,

并对各地域经济的发展及地域间经济差

异的形成有着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

由于数据所限
,

本文只对 �7 ;∀ 一! ∀∀59 时段作了相关分析
。

此外
,

对于其他影响地区差异的因素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亦未作分析
。

参考文献
4

川
_

∗绍光
,

胡安钢
3

中国
4

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6Β
3

北京
4
中国计划出版社

,

�7 773

【!〕吴殿廷
3

中国三大地带经济增长差异的系统分析【Ε〕
3

地域研究与开发
,

!∀∀ �
,

!∀5 ! 9
4 8 ;一:∃

3

〔∃〕王庆生
,

余天心
3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优劣形势的比较分析【Ε】
3

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

!∀沉95: 9
4
8�

一 :�
3

〔8〕宋华明
3

高等教育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比较研究〔ΕΒ
3

社会科学
,

!∀∀ : 5# 9
4 !: 一 !73

〔: Β 林燕平
3

中国的地域间所得差距 ⎯6〕
3

东京
4
株式会社日本经济评论社

,

!印 �
3

「�Β 魏后凯
3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域经济增长的影响〔ΕΒ
3

经济研究
,

!∀∀ !
,

!!5 � 9
4
!∃

一
!;

3

仁#Β 中兼和津次
3

中国的地域差距和其构造仁Ε〕
3

亚洲经济
,

�7 ≅
,

∃# 5! 9
4 !一 ∃8

3

〔;〕加藤弘之
3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6〕
3

大板
4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77#
3

�一∃8住

〔7〕林毅夫
3

市场化程度决定地区发展差异〔Ε〕
3

领导决策信息
,

�77 ;
,

!�5 �9
4 ∃!一∃�

3

〔�∀Β 大西康雄
,

陈东生
3

中国西部大开发
一
内陆发展战略的走向「6〕

3

千叶市
4 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

,

!田�
3

8 ∃巧 ;
3

【川 丸山伸郎
3

7∀ 年代中国地域开发的视角
一
内陆与沿海的关系【6Β

3

东京
4 亚洲经济出版会

,

�778
3

8:
一#�

3

仁】!」韦苇
,

姚慧琴
3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 !5刃:【6〕
3

北京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3

!
3

0 α Μ ∋ Μ  Μ β Η ϑ χ . ϑ Η  δΠΙΠ 2 ϑ χα Μ ∗ β 2  ε χΙ 2 ϑ 2 Δ ∋ Μ Κ Ι2 ϑ

) Μ βΜ  2 ?Γ Μ ϑ χ / χΥ Η χΜ Κδ Η ϑ φ ∋Μ Κ Ι2 ϑ ) ΙΠ?Η Υ Ιχδ Ιϑ γα Ιϑ Η

% . − + Λ Μ Ι
一

Ν Ιϑ Κ ’
,

! ,

Ω. − Εε ϑ
一

Λ Ιϑ扩
5�

3

+ Γ φ ε Η χΜ /Μ α22  2 Δ 1 ΔΜ Ηϑ φ ∗ ϑ β ΙΥ2 ϑ Γ Μ ϑ χΗ  /Θ ΙΜ ϑ ΜΜ Π ,

1 ϑ Ιβ Μ ΥΠ Ιχδ 2 Δ 0Π
ε ηε ∴Η ,

0Π
ε ηε ∴Η ∃∀ :一;:# !

,

ΕΗ
哪

ϑ <

! + Μ 2 Κ ΥΗ Λ αδ ∋ Μ Π Μ ΗΥΘ α ,ϑ Π χΙχε χΜ ,ϑ ϑ ΜΥ ,

ΕΙϑ Ιϑ Κ 0Μ
Η Μ α ΜΥΠ γ2   Μ邵

,

ΕΙϑ Ιϑ Κ ∀ � !《=69
,

γα Ιϑ Η <

∃
3

γ2   Μ Κ Μ 2 Δ 02
ε ΥΙ ΠΓ Η ϑ φ ∗ ϑ β ΙΥ2 ϑ Γ Μ ϑ χ / Μ ΙΜ ϑ Μ Μ ,

/α Η ϑ Ψ Ι − 2

ΥΓ
Η  1 ϑ Ιβ Μ ΥΠ Ιχδ

,

= Ι
’Η ϑ # �∀∀ �!

,

γα Ιϑ Η
9

. ∴ Π χΥ Η Θ χ 4 /Ιϑ Μ Μ χαΜ ΥΜ  ∴ ϑ   φΜ β Μ  叩Γ Μ ϑ χ
,

χαΜ γαΙϑ Μ ΠΜ Μ Μ 2 ϑ 2

卿 αΗ Π φΜβΜ  2?Μ φ ΖΙ χα αΙΚα
Π伴Μφ

Η ϑ φ αΗ Π 2 ∴ χΗ Ιϑ Μ φ χα Μ Η Μ αΙΜ β Μ Γ Μ ϑ χ Ζ α ΙΜ α Η χ χΥ Η Μ χΠ Ζ 2 Υ φ Ζ Ιφ Μ Η χχΜ ϑ χΙ2 ϑ
3

ι ε χ
,

∴ Μ Μ Η ε Π Μ χαΜ

�∀ !习

ϕ
以 φΜ βΜ  叩ϑ 祀�� χ �: ϑ2χ  Ψ 止川γ找( χα Μ Μ Μ 2 ϑ

2ΓΙ
ΜΗ φ ΙΔΔΜ ΥΜ ϑ Μ Μ ∴ Μ χΖ Μ Μ ϑ ΥΜ ΚΙ2 ϑ Π �: ΥΗ βΙφ  δ

Μ Ψ Λ Η ϑ φ Ιϑ Κ
3

0α ΙΠ Η Υχ ΙΜ  Μ Μ Ψ Λ 2 ε ϑ φ Μ φ χαΜ Λ ΥΜ Π Μ ϑ χ Π Ιχε Η χ Ι2 ϑ 2 Δ χαΜ Μ ΗΠ χΜ Υϑ ?Η Υχ
,

Γ Ιφ φ  Μ Η ϑ φ χα Μ

Ζ Μ ΠχΜΥϑ Η ΥΜ Η Μ Μ 2 ϑ 2 Γ ΙΜ Η φ Μ β Μ 2?Γ Μ ϑ χ φ ΙΠ ΛΗΥΙ χδ
,

χαΜ ϑ Η ϑ Η  δΦ Μ φ χαΜ ΥΜ ΚΙ2 ϑ φ Μ β Μ 2 ?Γ Μ ϑ χ Π χ ΥΗ χΜ Κ δ

Η ϑ φ ΙχΠ φ Μ β Μ 2 Λ Γ Μ ϑ χ αΙΠχ2理 χ2 χαΜ ΥΜ ΚΙ
2 ϑ Μ Μ 2 ϑ 2 Γ ΙΜ Η φ ΙΔΔΜ ΥΜ ϑ Μ Μ Ιϑ Δ ε Μ ϑ Μ Μ Ιϑ φ Μ χΗ Ι 

3

>Ιϑ Η  δ
,

ε Π Ιϑ Κ χαΜ  ΙϑΜ ΗΥ 州卫�℃ Η χΙ2   田司δ庆
Τ Γ Μ χα2 φ Η ϑ φ χαΜ ΥΜ χε Υϑ Η ϑ Η  δΠΙΠ

,

φ Μ

Γ2
ϑ ΠχΥΗχ

Μ φ Μ Ψ
χΥΜ Γ Μ  δ Μ ,

ΥΜ  Ηχ Ι2 ϑ ΠαΙΛ ∴ Μ伽Μ Μ ϑ χαΜ ΥΜ ΚΙ
2 ϑ φ Μ β Μ  2 ?Γ Μ ϑ χ Π χΥ Η χΜ群 Η ϑ φ χαΜ ΥΜ ΚΙ

2 ϑ φΗ Μ Μ 2 ϑ 2
而

ΜΗ φ ΙΔΔΜ ΥΜ ϑ Μ Μ
3

κ Μδ Ζ 2 Υφ Π 4 ΥΜ ΚΙ2 ϑ Η  φ ΙΠ Λ Η Υ Ιχδ < φ Μ β Μ 2 Λ Γ Μ ϑ χ Π χΥΗ χΜ部 < φ Μ β Μ  2 Λ Γ Μ ϑ χ αΙΠχ2 仃 <

Μ 2 ΥΥ Μ Η χΙ2 ϑ Η  φ Μ Λ Μ ϑ φ Μ ϑ Μ 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