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6#$#!

%&'!!$(!")*#+,(-./'(!012

3

)**2(#$#!($#($!!

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热点!演化与前沿

,,,基于;'MKHXP-K的可视化分析

罗文斌!钱大平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2!$$*!%

摘4要"伴随#一流本科$建设步伐的加快!本科教学质量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 运用文献

计量学方法!选取 #$$7,#$!7年;\:@数据库!以#本科教学质量$为篇名进行文献检索!筛选得出 #$#7篇有效文献% 利

用;'MKHXP-K)(0 C"软件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研究发现+)!*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

监控等关键词成为近 !$年来的热点&)#*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研究脉络主要是以教学质量"质量工程"本科教学"应用型本

科院校"教学评价等话题交织演进&)"*突发性检测揭示以应用型本科"国家标准"审核评估"保障体系"应用型本科院校

为话题引领的研究前沿% 文章分析指出!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研究的多元交叉研究有待增强!影响机制研究有待深化!定

量实证研究亟待推进%

关键词"教学质量&研究热点&研究趋势&;'MKHXP-K&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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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77年高考扩招后#相关学者对高校扩招后

本科教学质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7 年#教

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了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为新时代本科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

向'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选取 #$$7)#$!7 年

;\:@数据库#对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研究成果进行

分析#以把握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热点&演化特征

与研究前沿'

!4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4研究方法

;'MKHXP-K是一个应用于9PYP引用程序来分析

和可视共现网络的软件#它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开发+!,

' ;'MKHXP-K

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其

目的是探寻科学文献中可视化模式和发展趋势'

对本科教学质量领域进行研究#该软件能使研究结

果更加清晰&客观#并根据图谱提示#可清晰发现研

究领域的经典文献&重要文献#从而辅助研究活动

中的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MKHXP-K)(0 C"版本的

软件#选取;\:@数据库#以(本科教学质量*为篇

名进行检索#共得到论文 # $1) 篇"如图 ! 所示%'

对;\:@检索的结果中新闻&会议通知等文献进行

剔除#共获得有效文献 # $#7篇'

图 !4#$$7&#$!7年本科教学质量年发文量

"0

4收稿日期"#$#$

3

$7

3

#*

基金项目"湖南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95$"%

作者简介"罗文斌"!7*#

3

%#男#湖南衡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旅游发展与土地利用&城乡可持续发展&旅游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4数据来源

使用;\:@数据库#以(本科教学质量*为篇

名关键词#检索时间为 #$#$年 "月 #* 日#研究成

果发表时间选取为 #$$7年 !月 !日至 #$!7年 !#

月 "!日#对搜索文献结果以CKRb&N/V格式导出搜

索文献#作为可视化分析的数据基础' 时间跨度

"I'ZKHQ'-'.T%设置为 #$$7)#$!7 年#分区默认 !

年$节点类型 "\&%KI[XKV%设为 /K[b&N%$阈值

"I&X \XKNVQ'-K%默认选择为 )$d$其他参数设为

系统默认值#裁剪连线"GNW.'.T%选为路径裁剪

"GPMJR'.%KN%和合并网裁剪 "GNW.'.TMJKBKNTK%

.KMb&N/%$通过操作软件最终生成关键词共现网

络知识图谱'

图 #4#$$7h#$!7年本科教学质量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4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热点分析

借助;'MKHXP-K)(0 C" 软件#对(关键词*进

行共线知识图谱分析"见图 #%' 其中#存在 ##*

个\&%K节点#0)1个A'.K连线' 图中所显示的频

率阈值是在 !$次以上#节点越大或者越凸出的关

键词#则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高#反映了本

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 由于在收集文献时#(本

科教学质量*是被选定的关键词#所以(本科教学

质量*(教学质量* (本科教学*" 个词内涵相同#

故不区分#予以剔除$(质量保障体系*和(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质量监控*和(教学质量监控*内

容相同#故作合并处理' 结果显示!词频排列前六

的是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教学改革&人才培

养&质量监控&保障体系"详见表 !%' 这 0 个关键

词反映了 #$$7)#$!7 年的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

热点' 通过文献二次检验后#对本科教学质量研

究热点进行重点描述'

表 !4排名前六的高频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关键词

!!7 $($1 新建本科院校

!!0 $($) 实践教学

!$0 $(!! 教学改革

1$ $(!! 人才培养

02 $(!! 质量监控

)7 $($7 保障体系

#(!4新建本科院校

(新建本科院校*的最外轮环较为明显#词频

数为 !!7#中心性为 $($1#占据第一位' #$$7 年以

后#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快速上升#并保持平稳的

发展趋势$#$!! 年#(新建本科院校*的词频达到

峰值$#$!# 年大幅度下降之后#又有回升但保持

平稳下降的趋势' 新建本科院校是国家为满足高

等教育大众化需要&优化传统发展布局而批准建

立的一批普通本科学校+#,

' 在 #$世纪 7$年代高

校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在大众化发展背景下的

问题受到研究学者和社会的关注' 为了达到高等

教育的质与量的统一#顺应我国教育大众化教育

步伐的加快#高等院校出现多样化发展#体现在办

学的类型&规模和层次上#新建本科院校正符合这

一时代发展特征+",

' 江城对新型本科院校的教

学质量提升做出了建议#他认为实践教学是新建

本科院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并指出实践教学

在新建本科院校中存在不足#例如教学方法传统&

课程设计缺乏必要的指导&见习实习过于形式化&

毕业论文缺乏经验等#给出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研究能力的建议+2,

' 研究建议比

较客观#到目前为止新建本科院校虽然取得部分

成果#但问题并未解决' 此外#新建本科院校的教

学质量发展不容乐观#而且实践教学又出现短板$

彭旭提出以科学教育思想为指导&稳定性与灵活

性相结合&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结合&领导重视

和教师理解相结合的四条质量监控原则+),

' 新

建本科院校研究领域还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研

究者需要立足于现实#考虑要全面#客观地解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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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的节点所展现的年轮和最外轮

均特别明显#词频数为 !!0#排名第二' (实践教

学*的中心性为 $($)#说明与其他关键词联系不

大' (实践教学*研究从 #$$7 年开始呈现平稳增

长趋势##$!!年达到最高点##$!! 年之后相关研

究继续平稳向上增长' 应用型本科在人才培养上

最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实践教学#人才培养质量也

体现本科教学质量水平' 盛欣等从提高和保障实

践教学质量方面提出实践教学的质量和管理方

式&多方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

等方面提出发展措施#对本科教学质量有一定现

实促进意义+0,

' 实践教学是应用本科人才培养

的最重要构成#实验教学体系中的知识与能力相

分离&以技能代替能力&企业实践不集中等问题是

影响实践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1,

' 因此#未来有

关实践教学的探讨将会围绕以学生知识与能力为

中心&重视学生学习能力&探索校企合作的教学模

式等主题开展研究'

#("4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在关键词词频的共现知识图谱

中最外轮比较明显#词频数为 !$0#排序第三位#

其中心性为 $(!!#(教学改革*是与本科教学质量

研究中密切相关的一个词' #$!$ 年颁布的-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年%."下文简称-纲要.%从顶层对整体教学改革

进行宏观设计' #$!!年#教育部围绕-纲要.颁发

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该意见重申(高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为我国本科人才

培养指明了改革方向+*,

' 目前#我国本科教学质

量的教学改革是通过人才培养方案革新来研究#

因此体现了未来教学改革应当重视人才培养方式

的变化和创新'

#(24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作为一个节点#其词频数为 1$#

占据第四' 但从相关研究来看#近十年以(人才

培养*为主题进行研究文献相对较少' 人才培养

是教学质量的关键#提高人才培养重要措施可以

(加强教学管理&调动师生积极性&发挥现有办学

资源的效益*' 我国现阶段人才培养中心正从

(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未来

关于人才培养的热点更关注与学生的学习兴趣&

动机&效果'

#()4质量监控

(质量监控*的词频数为 02#排名第五' (质

量监控*的最外层轮环比较明显#是与其他领域

不同的重要枢纽' 吴立平等指出应用型本科教学

质量监控运行存在教学监控范围比较窄&评估体

系不健全&缺乏对实践教学监控等问题+7,

' 这个

评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文献阅读可得#大多数

学者集中在理论研究#而对其实践意义探讨相对

较少' 因此#质量监控存在的实践问题需要研究

学者立足于现实去探讨'

#(04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的最外层年轮明显#词频数为

)7#排序第六' !777 年高考扩招下#我国高等教

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随着新型本科院校的不断转

型&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有必要通过教学质量标准来规范本科教学' 例

如#-纲要.强调完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是作为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点' 蔡红梅等基于全面质量来对

研究性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进行了探讨和

研究#提出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保证本科教

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 在此期间#质量保障体系

出现理论研究#但实践研究比较少#质量保障体系

需要从实践研究出发解决问题'

"4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演化特征

"(!4关键词聚类演化特征

聚类分析是对某一领域相关度较高主题在某

一时间内的集合#通常可用来展现事物的演化轨

迹+!!,

' 通过运用;'MKHXP-K分析不同聚类主题时

间段内的演变过程#从而发现研究领域的发展趋

势' 在;'MKHXP-K经过调试把阈值中的 I&X\LWP.

设为 "$#IJNKVJ&Q% 选择默认值"#####$%&"2#"#

#$%&"2#"##$%#选择路径裁剪和合并网裁剪为裁

剪方式$点击 5&#以(关键词*为聚类对象#得到

!$$个节点和 ""* 条连线的五大聚类' 从图 " 可

知这五大关键词聚类分别是!o$ 本科教学质量&

o!质量工程&o#本科教学&o"应用型本科院校&o2

教学评价' 根据标准#H'QJ&WKMMK值在 $(1 时#则反

映该聚类可信#若在 $()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

理的+!#,

' 图 2 中显示不同年份的聚类分布以及

相应的分布位置#每一聚类关键词具体分析如下!

"!%(o$ 本科教学质量*含 #) 个节点#出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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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份为 #$!#年#H'QJ&WKMMK值为 $(0*1#聚类结

果合理' 该聚类包含的重要关键词有(学生满意

度*(实践教学*(本科院校*'

"#%(o! 质量工程*包含 !7 个节点#出现平

均年份为 #$!$年#H'QJ&WKMMK值为 $(0*2#聚类结果

合理' 该聚类包括的关键词有(教学质量*(教学

改革*(教学团队*等#表明大众化快速发展下带

来的质量问题以及教育质量标准问题' -纲要.

的颁布引起这个时期的研究发展趋势#使(教学

质量*(教学改革*(教学团队*等关键词引起人们

的关注'

""%(o# 本科教学*包含 !7 个节点#出现平

均年份为 #$!"年' H'QJ&WKMMK值为 $(*##H'QJ&WKMMK

值超过 $(*#可信度最强' 该聚类中重要关键词是

(国家标准*(质量报告*(大学生*等' 通过查阅

文献得知#该聚类关键词和我国的本科教学水平

评估有关'

"2%(o" 应用型本科院校*包含 !7 个节点#

出现平均年份为 #$!#年#H'QJ&WKMMK值为 $(1$0#可

信度较强' 该聚类中的关键词有(教学督导*(高

校*(监控体系*等#o# 和o" 之间有着联系#同研

究本科教学水平的教学评价'

")%(o2 教学评价*包含 !* 个节点#出现平

均年份为 #$!!年#H'QJ&WKMMK值为 $(1!2#可信度较

强' 该聚类中的关键词为(课堂教学* (影响因

素*(对策*#表明大众化背景下教学质量的影响

因素的探讨和研究' #$!! 年之后是本科教学质

量研究的高增长趋势#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学

生满意度和实践教学质量#使本科教学质量评价

体系更加完善' 郑谦等人通过以学生满意度为评

价目标#指出当前的本科实践教学存在学生满意

度关注不够&多倾向于定性分析等问题#从教学过

程&师资&环境和质量监控 2个方面构建本科教学

质量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了评价体系也为本

科教学质量研究提供借鉴+!",

'

图 "4#$$7&#$!7年中国本科教育质量关键词聚类知识

图谱

"(#4发展阶段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和图 2 的聚类时间图谱可知#

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研究是在高考扩招大众化背景

之下#以(本科教学评估*为标志事件#以(质量监

控和教学改革*为主线#涉及多个主题范围#归纳

起来大致可划为三个主要阶段!

图 24#$$7&#$!7年本科教育质量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时间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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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第一阶段 #$$7)#$!! 年#-纲要.的颁布引

起这个时期的研究发展趋势#关于人才培养的模

式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关质量的研究在 #$!$ 年达

到高峰' 质量保障研究主要包含质量监控体系&

教学评价体系&全面质量管理等主题#其中质量保

障和质量监控的研究更为多样化'

第二阶段 #$!#)#$!)年#本科教学的研究在

#$!"年达到峰值##$!# 年教育部下发-本科教学

质量报告.#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事件' 我国开

始探索本科教学改革路径#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

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的模式

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研究主题'

第三阶段 #$!0)#$!7年#有关本科实践教学

质量的研究在 #$!0年成为顶峰#新型本科院校研

究由传统教学改革开始注重实践教学质量提升和

监控' 由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为这一时期

的研究重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内涵式和

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

24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前沿分析

一个研究领域的新兴趋势可通过突发性检测

进行确定#能够敏锐&客观&有效反映某一领域的

前沿研究+!2,

' 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前沿主

要是通过(关键词突发性检测*进行确定#节点类

型设为 /K[b&N%$阈值设置 I&X \ XKNVQ'-K为

"$d$裁剪方式同上$点击5S#得到最终的突发探

测结果'

图 )4#$$7&#$!7年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研究 *大突现词

从图 )可知 #$$7)#$!7 年阶段产生 * 大突

现词#代表该研究领域某个时期内重要事件所促

使的研究主题聚焦' (教学团队*从 #$$" 年开始

到 #$$*年结束#则代表与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是紧

密相连的' (本科教学工程*作为突现词出现与

#$!!年教育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十二五*期

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的意见.相关' 该意见引起研究学者们对(本

科教学工程*的重点关注' (应用型本科* (国家

标准* (审核评估* (保障体系* (应用型本科院

校*是 )个持续至 #$!7 年的突现词#反映了目前

本科教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

2(!4应用型本科

(应用型本科*作为突现词始于 #$!) 年#持

续到文献收集截止日期 #$!7 年 !# 月 "! 日' 李

硕豪等在-高校教育管理.上发表一篇名为(应用

本科型研究之研究)));\:@数据库 #$$!)#$!)

年论文关键词可视化分析*#该文在研究热点分

析中提出应用型本科的研究重点应放在教学改革

中的教学质量#因为教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一环#

教学质量是对教学结果的检验#也是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

' 李俊秀等开始关注(以

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和

参与+!0,

' #$!*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狠抓新时

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

知.#该通知对消除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下带来

教学质量问题提出了教学质量提升的路径' 由此

可以预见#(应用型本科*是本科教学质量未来研

究发展趋势'

2(#4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作为突现词从 #$!) 年开始持续

到 #$!7年的文献' -纲要.明确规定将高质量作

为教育改革的关键#全面实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

工程' 为了实施这一国家战略##$!1 年我国颁布

了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 这体现国家对

于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视#也说明了本科教学质量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挥关键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引

发研究者对国家标准的实施以及各专业国家标准

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彭湃提出本科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的建设应该是由专业转向课程#其研究认为

课程是教学质量的核心#相对于专业#课程更需要

国家标准的规范+!1,

' 李作章等对英&澳两国的本

科教学国家标准研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其对中

国建立本科教学国家标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

示+!*,

' 国家标准对本科教学质量进行了统一和

规范#也是本科教学质量改革的重要部分' 本文

认为(国家标准*是本科教学质量研究的未来

热点'

2("4审核评估

(审核评估*与教育部政策紧密相关' 教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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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相继发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

作的意见."#$!! 年%和-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 "#$!" 年%#说明

我国普通高等本科教学工作开始新一轮审核评

估' 此间学者们对审核评估进行了分析和认识'

张安福认为本科教学中的审核评估要清楚明确办

学与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教学质量标准是质量保

证的重要组成部分+!7,

' 李志义等人认为审核评

估是本科教学管理评估的主要方式#其目的是保

障提高教学质量+#$,

' 总之对(审核评估*的关注

是本科教学质量提升的方向#凸显学校主体#重视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优化#重视本科教学质量的提

高#以科学&合理地完善本科教学评估'

2(24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作为突现词开始于 #$!1 年#持

续到 #$!7年' (保障体系*与教育部政策文件相

关' -纲要.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教学改革&健全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任务' 姜秀丽等认为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学校为了提高和保障教学质量

而建立内部监控&改进&提高机制+#!,

' 范箐对学

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研究提出学校明确主

体责任&加深质量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质

量保障的系统性+##,

' 可见#健全的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是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必须重点关

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

2()4应用型本科院校

(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突现词开始于 #$!1

年#持续到 #$!7 年' 张塔洪以教育评价为手段#

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进行

探讨#并认为应用型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

立是提升人才培养&办学水平的核心任务+#2,

' 杨

正强从关键绩效指标的视角构建应用型本科院校

教育质量的标准建设+#),

' 谭海鸥等开始关注应

用型本科教学质量构建保障体系中出现的问题#

并提出关注人才培养要与质量标准相符&注重实

践教学的有效性&提高内部评估的规范性#关注外

部评价+#0,

' 陈支武等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

践教学是一项重要内容+#1,

' 由此可见#应用型本

科研究将持续成为未来本科教学质量研究的重点

内容'

)4结论与展望

通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从研究热点&演化特

征&研究前沿方面对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研究进行

全方位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研究主题来

看#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教学改革&人才培

养&质量监控&保障体系是当下该研究领域的热

点' 其中#新建本科院校是研究热点最热的主题$

教学改革在整个研究中处于中间位置的热点$而

保障体系是这六个热点中排名靠后的研究主题'

第二#从研究趋势来看#本科教学质量在时间维度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7)#$!! 年#该阶

段主要注重教学质量的研究$第二个阶段为

#$!#)#$!)年#本科教学质量改革成为这一阶段

的主要研究趋势$第三个阶段为 #$!0)#$!7 年#

随着我国教育大众化加快以及高等院校办学规模

以及类型的多样化#新建本科院校成为研究的发

展趋势' 第三#在研究前沿上#本科教学质量主要

集中在应用型本科&国家标准&审核评估&保障体

系&应用型本科院校等方面' 其中#(应用型本

科*在 #$!)年开始转变为当下最新的研究前沿$

(审核评估*在最新的发展趋势中处于重要位置'

针对目前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热点&演化轨迹和

研究前沿所得出的结论#本文对未来相关研究提

出一些研究展望'

第一#多元交叉研究有待增强' 在质量保障

体系研究中#部分学者以市场营销&文化等视角对

本科教育质量进行开放性研究$在本科教学质量

管理研究中#也出现了通过社会学&管理学等角度

进行研究' 多角度研究有利于丰富本科教学质量

研究形式#为本科质量研究提供更加广泛的研究

思路' 但也应该认识到#研究领域视角的开放多

元并未形成研究者之间思想的碰撞与合作#在部

分领域甚至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 为此#相关研

究需要拓展交叉研究#推动本科教学质量研究合

力的形成'

第二#影响机制研究有待深化' 通过梳理相

关文献可发现#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质量监控*

(保障体系*的研究#而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驱动机

制缺乏系统性梳理' 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不仅要

解决(怎么样*的问题#更应该解决(是什么*的问

题#对(本科教学质量*进行系统研究#以认识本

科教学质量的目的以及标准' 因此#本科教学质

量研究应从对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等(末端

重视*中抽脱出来#对本科教学质量的前端进行

研究#以完善相关基础理论#推动本科教学质量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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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提升'

第三#定量实证研究亟待推进' 对于本科教

学质量来说#具体的实证评价应成为研究重点#但

在实践中并非如此' 通过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分析

来看#已有研究大多是以思辨为主的理论与案例

研究#实证量化的研究比较少#这一现状阻碍了对

于该主题更深入的研究和多侧面的探索' 本科教

育质量研究的关键是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一套完善

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准确衡量本科教学质量'

因此#未来相关研究需要针对本科教学质量的发

展#进一步完善'

随着(双一流*建设不断深入#对(一流本科*

(一流专业*的重视不断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已成

为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科教学质量

的可视化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梳理以往研究历

程#而且能帮助把握当下发展趋势' 本科教学质

量研究不应该脱离实践仅做质性的研究#而是以

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使理论研究成果更客观#

也能转化可操作性成果#从而提高我国的本科教

学质量水平' 基于本科教学质量已有研究的不足

以及研究前沿的分析#未来本科教学质量研究方

向朝着(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金课建设*(信息化

教学*等方面发展' #$#$年疫情突袭倒逼我国本

科教学模式转型#线上教学成为唯一教学模式#对

我国本科教学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这种效应

的检验还需要时间' 目前#本科在线教学及质量

评估问题正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也将是

未来我国本科教学质量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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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KTK&RI&WN'VZ# Ŵ.P. \&NZPQ_.'YKNV'M[# ;JP.TVJP2!$$*!# ;J'.P%

!"#$%&'$! ?'MJ MJKP--KQKNPM'&. &RMJK-&.VMNW-M'&. &R(R'NVMO-QPVVW.%KNTNP%WPMKV*# NKVKPN-J &.

W.%KNTNP%WPMKMKP-J'.TaWPQ'M[JPV]K-&ZKP. 'ZX&NMP.M'VVWK'. MJKR'KQ% &RJ'TJKNK%W-PM'&. '. ;J'.P(_V'.T

]']Q'&ZKMN'-VZKMJ&%VM&VKQK-M;\:@%PMP]PVKRN&Z #$$7 M&#$!7# MJ'VXPXKN&]MP'.V#$#7 PNM'-QKVb'MJ

(W.%KNTNP%WPMKMKP-J'.TaWPQ'M[* PVMJK/K[b&N%V&RM'MQK# MJK. WVKV;'MKHXP-K)(0 C" V&RMbPNKM&XKNR&NZ

Y'VWPQ/.&bQK%TKZPX P.PQ[V'V(IJKNKVWQMVVJ&bVMJPM! R'NVMQ[# .Kb-&QQKTKVP.% W.'YKNV'M'KV# XNP-M'-PQ

MKP-J'.T# MKP-J'.TNKR&NZ# MPQK.MMNP'.'.T# aWPQ'M[Z&.'M&N'.TP.% &MJKN/K[b&N%VJPYK]K-&ZKJ&MVX&MV'. MJK

XPVM!$ [KPNV$ VK-&.%Q[# MJKNKVKPN-J -&.MKLM&RW.%KNTNP%WPMKMKP-J'.TaWPQ'M[NKVKPN-J '. ;J'.P'VZP'.Q[

'.MKNMb'.K% b'MJ MKP-J'.TaWPQ'M[# aWPQ'M[K.T'.KKN'.T# W.%KNTNP%WPMKMKP-J'.T# PXXQ'-PM'&.O&N'K.MK% -&QQKTKV

P.% W.'YKNV'M'KVP.% MKP-J'.TKYPQWPM'&.$ MJ'N%Q[# MJKVW%%K. %KMK-M'&. NKYKPQVMJPMPXXQ'K% W.%KNTNP%WPMKV#

.PM'&.PQVMP.%PN%V# PW%'MP.% KYPQWPM'&.# TWPNP.MKKV[VMKZV# P.% PXXQ'K%O&N'K.MK% -&QQKTKVP.% W.'YKNV'M'KVPNK

MJKQKP%'.TNKVKPN-J RN&.M'KNV(IJ'VXPXKNX&'.MV&WMMJPMMJKNK'VVM'QQPN&&ZR&N'ZXN&YKZK.M'. ZWQM'YPN'PMK

'.MKN%'V-'XQ'.PN[NKVKPN-J# 'ZXP-MZK-JP.'VZNKVKPN-J P.% aWP.M'MPM'YKKLXKN'ZK.MPQNKVKP-J &. W.%KNTNP%WPMK

MKP-J'.TaWPQ'M['. ;J'.P(

()*+,%-#! MKP-J'.TaWPQ'M[$ NKVKPN-J J&MVX&MV$ NKVKPN-J MNK.%V$ ;'MKHXP-K$ Y'VWPQP.PQ[V'V

"责任校对4朱正余#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