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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与机制

罗泽意!贺青惠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2!!!$)%

摘4要"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需要高等教育与创新体系两个系统的双向自觉% 当前高等教育系统推动科技

进步已经形成自觉!而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则更多地处于自发状态% 分析和高效运用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

展的规律是促进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途径% 高等教育系统具有保守和超越的双重性格!它决定科技进步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选择#浸润,渗透,扩散$的温和式路径% 该路径使科技进步成果有条件地准入高等教育系统!

最终形成双向循环系统!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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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

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促进高等教育融入国

家创新体系*' 高等教育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需要实现从累积式向协同式提升+!,

' 融入的第

一步必然是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体系之间形成协

同发展的互促关系' 在这个双向互动关系形成过

程中#首要的便是要掌握两个系统之间的作用机

理' 本研究试图阐明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的作用机理#为提升科技进步成果在高等教育系

统中的利用效率提供有益参考'

!4科技进步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

人类发展史同时是一部科技进步史' 科技作

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贯穿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整个过程#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人类的活动#

也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教育的理念&模式&内容及

技术' 从教育发展历史看#科技进步一直是推动

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因' 同时#教育发展又反过来

影响和促进科技进步'

毋庸置疑#高等教育不断促进科技创新进步

的同时#科技进步也在不断地影响高等教育发展

的进程' 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相互促

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科技创新的强有力支

撑#高等教育发展活力会受到抑制#发展速度也会

变得缓慢+#,

' 高等教育发展是高等教育系统不

断适应环境变化#采用科学的方法健全高等教育

体系&更新高等教育理念&变革高等教育模式&调

整高等教育内容&改善高等教育方式&调试高等教

育关系#以更好更有效率地实现人的社会化的过

程' 科学技术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程度及利

用水平+",

' 高等教育本身肇始于一定的知识和

技术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进步的成果不断被高等

教育系统内化并传播#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

和高等教育效率的提升' 甚至#科技进步本身就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体现' 在科技进步和高等教育

发展之间形成上升的双螺旋才能有效促进二者共

同发展#才能有效促进高等教育融入科技创新

体系'

虽然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已

经在学界和业界得到普遍认同#但是由于技术理

性和价值理性的争论#科技进步对高等教育发展

的推动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事实上#科技进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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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四次教育革命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质疑和反

对声音' 在理论研究方面#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

的争论也直接影响学界探究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

互动关系作用的深度'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一

百多年的浸润#高等教育系统在实践领域不断发

展职能#已将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视为自己的核

心职能' 因此#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抑或是政

府都致力于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对科技创新的促进

作用#高等教育系统对促进科技进步已经从自发

转变为自觉' 显而易见的是#在高等教育融入国

家创新体系的情景之中#单靠高等教育对促进科

技进步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 不关注科技进步对

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则无法有效促进科技创新系

统对高等教育系统的自觉' 因此#形成科技进步

和高等教育发展双螺旋的关键点在于如何使科技

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成为科技领域和高等教育

领域的自觉#而不再长期处于当前的自发状态#最

终形成一种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关系' 故后文将

研究重心置于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

机理'

#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

科技进步能够通过改进高等教育生产的物质

要素和人力要素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这个过程大

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科学技术研发阶

段#即科技本身的发展和成熟阶段#它是模式化&

程序化的纯技术发展过程' 第二阶段是科学技术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阶段#即科技在高

等教育领域的内化阶段' 只有完成第二个阶段#

科技进步成果才能内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

因#长期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究竟科

技通过何种方式改进高等教育生产的物质要素和

人力要素的素质0 或者说#适合采用激烈的强制

介入路径还是温和的浸润渗透路径0

#(!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影响

因素

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路径选择受两个

主要因素影响!科技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分割程

度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系统特点'

一方面#科技研发系统和教育系统间的场域

分割现象影响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教育

系统相对于诸如企业系统等要保守得多#它与科

技系统的分割程度相对于企业来说也要明显得

多' 高等教育系统对外界科技进步的敏感度和反

应程度相对企业要低' 因为科学技术对企业发展

具有明显直接的促进作用' 核心科技是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代表着企业的稳定利润' 高等教育系

统却更多的是接受政府的资助#并非完全靠市场

竞争来获得发展资源' 因此#高等教育系统于科

技系统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场域分割现象' 场

域分割现象带来一种自然结果是系统形成表面保

护膜#出现表面张力现象' 这种系统的表面张力

本身基于专业发展和系统自我保护的需要#但客

观上也带来系统间资源流通的相互阻隔'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保守和坚持的性格

影响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系统

保守和坚持的性格是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和存在价

值的基础#也是其使命的外在体现' 高等教育系

统的重要使命就是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

而储存和传递人类文明就是保守人类文明+2,

'

高等教育系统坚持的天然保守性格有利于其保持

稳定#而保持稳定是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和持续贡

献社会的重要基础' 奥巴马曾在-长盛不衰的美

国.中极力强调高等教育在美国经济长盛不衰中

的重要作用' 事实是#高等教育系统在经济发展

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

不能过分地接近功利的&社会即时的需要#要远离

随波逐流和冒险精神#对带有风险性的东西需要

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慎重' 高等教育系统如果盲目

地对最新科技成果进行全盘接受#便有可能被那

些尚未成熟的科技成果所(裹挟*' 高等教育系

统最核心的工作是培养人' 不成熟科技的不良后

果如果被高等教育系统传导到培养对象#则容易

导致不可补救的损失' 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应该

也必须保持一定的保守性格'

#(#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高等教育系统的保守性格决定激烈的强制方

式不能作为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常态路

径' 科技进步成果一定要穿透高等教育系统的表

面张力#才可以在实践领域发挥作用#实质性地推

动高等教育发展' 而高等教育系统的保守性格则

指引其与那些在有限场景内成熟的科技进步成果

保持一定距离#对其保持足够的警惕' 那些对科

技进步成果的警惕和慎重态度使得高等教育系统

的表面张力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进而导致高等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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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统表面薄膜层对科技进步成果保持一种低渗

透率状态' 如果科技进步以一种高调强势的态度

刚性介入高等教育系统#固然能穿透高等教育系

统的表面薄膜层#摧毁高等教育系统的表面张力#

但是强势介入科技进步成果可能永远无法真正融

入高等教育系统#最终不但无法内化为高等教育

发展的基因#反而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肿瘤*#

妨碍高等教育发展' 因为#实施高等教育实践的

个人#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可能对强势而来的科

技进步成果有反感甚至排斥#而不是温顺适应和

积极地接受' 因此#历史上很少出现科技进步一

厢情愿地高效率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现象' 即便

是那些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其对

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也大多以一种缓和的渐变的

方式推进'

高等教育系统的保守性格及其表面薄膜层形

成了教育系统的自我保护系统' 它决定科技进步

推动教育发展的最佳作用路径是(浸润)渗透)

扩散*的温和路径' 所谓浸润原指液体在与固体

接触时沿固体表面扩展而相互附着的物理现象#

与之相对应的是不浸润' (浸润)渗透)扩散*

路径通过浸润&渗透和扩散三个环节#既可以形成

高等教育系统对科技进步成果的有效筛选#降低

科技进步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风险#又可以在高等

教育系统内部形成渗透调节#促成科技进步对高

等教育发展的有效推动' 该路径在浸润环节将那

些虽在有限场景中表现为成熟#但在高等教育领

域应用可能带来较大风险的科技进步成果以不浸

润的方式排除在外的同时#将那些风险较低的科

技进步成果以浸润方式附着在高等教育系统表

面' 紧随浸润的是渗透环节' 在渗透环节中#附

着在高等教育系统表面薄膜层的科技进步成果缓

慢渗透至教育系统内部#被高等教育系统所吸收'

渗透环节既是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

效用阶段#也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二道自我保护

防线' 高等教育系统可以通过表面薄膜层的渗透

率形成一个保护控制阀#防止科技进步对教育系

统的过大冲击#还可以通过形成渗透调节机制#主

动调整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科技进步成果浓度&类

别#调节渗透势#从而适应外部技术胁迫环境' 科

技进步成果渗透进高等教育系统之后#紧随而来

的便是科技进步成果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扩散'

通过扩散#科技进步成果被内化为高等教育系统

进化的基因#长期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因此#(浸

润)渗透)扩散*路径既保持科技进步对高等教

育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可以保护高等教育发展的

稳定性#使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保持

一种均衡状态'

"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

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 (浸润)渗

透)扩散*路径分别通过浸润机制&渗透机制和

扩散机制实现#动力源自科技进步供给和需求对

高等教育系统的双向挤压' 其中#浸润机制是科

技进步成果被动消化的实现过程#渗透机制是高

等教育系统部分组织和个人对科技进步成果的半

主动式消化的实现过程#扩散机制是高等教育系

统全面对科技进步成果的代谢吸收#是全面主动

消化的实现过程'

"(!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

需求和供给的双向挤压为浸润&渗透和扩散

提供动力' 科技进步通过需求侧压力与供给侧推

力对高等教育系统造成双向挤压#使得高等教育

系统既不能回避科技进步的压力#也不能推延对

科技进步成果的接受+),

' 科技进步主要是通过

改进高等教育系统的劳动&资本等其他资源和因

素的素质#提高高等教育要素的再生产率#降低高

等教育资源利用和配置成本的方式来实现对高等

教育发展的推动' 供给侧推力来自科技进步成果

的不对称性#表现为科技进步成果从高势能端流

向低势能端的自然渗透状态#主要为浸润和渗透

环节提供动力' 在浸润和渗透环节#科技进步对

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以间接为主&直接为辅#

科学技术通过影响社会习惯及人的意识推动教学

方法论&教学理论&教学任务等方面的改进以及高

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高等教育的就业结构等高等

教育改革方向+0,

' 需求侧压力来自高等教育系

统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的需要#主动汲取进步

的科技进步成果#主要为扩散环节提供动力' 在

扩散环节#科技进步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以直接为主&间接为辅' 科学技术成果被直接广

泛地应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各个场域#直接影响

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

"(#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浸润机制

科技进步通过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基

础&改变发展环境等实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浸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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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第一#科技进步通过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的物

质基础和机会浸润高等教育系统' 科技进步所提

供的物质基础和机会为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

必要的浸润条件+1,

' 科技进步所提供的新知识

和新技术广泛作用于经济社会#丰富社会财富#为

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更优质更丰富的物资设备和物

质手段#并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各种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

基本物质基础满足了基本需求才可能实现高等教

育发展和超越' 对高等教育系统而言#保守性格

和超越性格是一对孪生姐妹' 高等教育系统天生

具有保守的性格#也天然地具有超越的梦想' 高

等教育系统因对超越自我之梦想的追求而对丰富

且多样化的物质基础以及科技进步成果产生需

求#形成技术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侧

压力'

第二#科技进步通过影响和改变高等教育发

展的环境浸润教育' 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是不断

适应外部环境#满足教育系统内外部核心利益相

关者需求的过程' 高等教育系统的生存和发展严

重依赖高等教育购买者的需求' 科技进步通过影

响个人&政府以及其他教育服务购买者的偏好改

变教育发展环境' 高等教育购买者的偏好决定了

高等教育供给产品的类型&质量及其提供效率'

一旦高等教育购买者拒绝为教育系统买单将给高

等教育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迫使高等教育系统做

出顺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改变' 此外#高等教育系

统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高等教育活动实施者的

倾向' 科技进步通过改变教师&学校内设部门及

相关团体等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核心利益相关者的

态度和看法达到浸润教育系统的目的'

"("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渗透机制

科技进步主要通过被浸润的组织和个人附带

相关科技进步分子来调节和突破高等教育系统表

面张力#从而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影响高等教

育系统中部分组织和个人的具体教育行为#并且

为科技进步成果在高等教育系统的扩散准备

条件'

第一#科技进步通过受浸润的组织渗入高等

教育系统' 经常与外界沟通的组织受浸润机制的

影响#接触和了解相关科技进步成果' 当组织在

日常运转过程中已有相关技术无法满足自身工作

效果提升和服务对象需求时#被科技进步浸润过

的组织则很容易想到并倾向于选择已有一定接触

和了解的科技进步成果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来

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组织的自我生存和发展需要

将形成一种对系统表面张力的调节' 对系统表面

张力的调节既是满足自身需要的自我主动发展过

程#也是适应外部科技发展环境和服务对象需要

的被动适应外部胁迫过程' 这个调节过程通常表

现为受浸润组织对自身内部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进行适应性变革' 高等教育系统内组织对系统表

面张力调节的结果是#高等教育系统表面保护膜

在部分区域变得更加适合某些特定科技进步成果

的渗入'

第二#科技进步通过受浸润的个人渗入高等

教育系统' 科技进步通过个人进行渗透主要有两

个具体的路径' 其一#通过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关

键性人物进行渗透' 关键性人物通常是高等教育

系统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或者是在教育系统中拥

有决策权的个人' 当特定科技进步成果在高等教

育系统中应用的前景被关键性人物所认可并得到

其有效支持时#该科技成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渗

透率将大大提高' 其二#通过广泛浸润普通利益

相关者并不断提升对这些被浸润个人的渗透深度

来渗透进高等教育系统' 当科技进步成果对普通

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时#将

会形成一种合力#调节高等教育系统的表面张力#

使表面保护膜变得适合该科技进步成果的渗入'

"(24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扩散机制

科技进步成果渗入高等教育系统之后#最终

通过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有效扩散#增加其在

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影响力#改变高等教育系统内

教学环境&具体教育活动&教育效果' 换言之#科

技进步只有在全系统范围内得到有效扩散#才能

持续&稳定&全面地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科技进步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扩散机制主要通过交换扩

散&间隙扩散&空位扩散三种微观扩散机制得以

实现'

所谓科技进步成果的交换扩散是指高等教育

系统已应用的技术进步成果在各子系统之间进行

互换' 换言之#甲子系统已经应用的科技进步成果

适合于乙子系统#乙子系统已经应用的科技进步成

果适合于甲子系统#基于现实需求的动力#导致科

技进步成果在甲乙两个子系统中进行全部或者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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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交换#导致科技进步成果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

内部的扩散' 交换扩散有三种具体的路线!一是子

系统之间核心人物的交流带来交换扩散$二是部门

职能之间的调整带来交换扩散$三是纯粹的子系统

对科技进步成果的适应及匹配调适带来的交换扩

散' 交换扩散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对渗透进来的

科技进步成果的适应&调整和消化过程'

所谓科技进步成果的间隙扩散#是指科技进

步成果渗入高等教育系统后在已应用的科技成果

之间的空隙地带迁移并发挥作用的扩散过程' 就

像固体堆积起来后中间会存在或大或小的空隙那

样#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以及已应用的

科学技术成果之间也存在着较多的(真空地带*'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这些空隙被一些科技进步成

果所填充' 当某种科技进步成果具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能量时#可以在空隙中跳跃和迁移至相邻的

更加有利位置#或者占据更多的空间#最终成长为

一种新的应用主流' 间隙扩散是一种科技进步成

果在高等教育系统稳健的扩散#也是科技进步推

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常态扩散机制'

所谓科技进步成果的空位扩散#是指科技进

步成果的分子通过占据已应用科技成果中的(空

位*而发生扩散的一种微观扩散机制' 所有的科

技成果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实际应用中不可能完全

契合和面面俱到' 那些无法契合的地方便是所谓

的空位' 主流科技成果在高等教育系统应用过程

中无论怎么衔接都会存在空位现象' 这为无法通

过空隙扩散的较大科技进步成果的空间扩散提供

了结构上的有利条件' 空位扩散的扩散激活能主

要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对技术进步成果的新陈代谢

需要' 该微观扩散机制也是一种科技进步成果在

高等教育系统稳健的扩散'

在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三

种微观扩散机制之间相互补充并交叉并进#最终

共同实现科技进步成果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扩散

过程' 这种扩散体系既有利于科技进步成果在高

等教育系统内部的传播和应用以促进高等教育发

展#又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对科技进步成果的自

然筛选#保持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高效

率性和低风险性'

24结论与讨论

受场域分割现象和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特点的

影响#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选择一种

温和路径' 在该路径之下#科技进步成果进入高

等教育系统是有条件的#那些对高等教育发展推

动效率较高的和风险性较低的科技进步成果将被

优先准入' 通过浸润&渗透&扩散三种机制#科技

进步成果最终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得以具体应用#

内化为基因#提升高等教育效率和效果#从而推动

高等教育系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 被高等教

育系统内化吸收的科技进步成果一方面将转化为

依附于毕业生的人力资本进入社会#促进劳动力

就业+7,

$另一方面它将被高等教育系统改造作为

新的科技成果进入社会' 因此#被内化吸收的科

技进步成果将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发生转化#作

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产出而进入外部环境#最终形

成科技进步与高等教育发展间的双向循环系统#

加速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本文仅讨论了没有对诸如互联网技术&人工

智能技术等强势发展科技在特殊情况对高等教育

系统的影响' 事实上#当某项科技成果在全社会

大范围迅速应用或受特殊紧急事件影响的时候#

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缓慢浸润机制可能会受到

一定的破坏' 一方面#特殊紧急事件通过迅速影

响环境改变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渗透机

制' 例如#虽然很多教师认为线上授课效果远不

如现场授课#但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高等教育系

统不得不迅速接受线上授课的技术#并迅速应用

到教育实践当中' 因此#新冠疫情背景下#互联网

技术对高等教育系统教学领域短短几个月的浸润

和渗透效果超过过去几十年的总和' 另一方面#

当某个领域的科技进步迅速强势崛起时#它也有

可能通过改变技术应用的大环境打破对高等教育

缓慢浸润的机制' 例如#在人工智能强势发展的

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我保护系统似乎变得

毫无抵抗能力' 虽然高等教育系统想通过一种更

加稳妥的方式接受和吸收人工智能技术#但(教

育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未来教育的变革必将

以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为着力点*

+!$,

' 虽然#

在特殊情况下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浸

润)渗透)扩散*的温和式路径和机制会被打

破#但在温和式路径和机制被打破的同时也可能

会给高等教育系统带来各种风险' 譬如#人工智

能在高等教育系统的迅速应用可能带来教育主体

的权利嬗变&学生个性的发展异化&人机互动的情

7*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感危机&智能感知与教育数据的价值困境等系列

风险+!!,

'

参考文献"

'!( 柳翔浩(高等教育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途径"机制

与政策支持'9((教育研究!#$!*)7*+!!"

3

!#!(

'#( 宋美?!李孟苏(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耦

合协调关系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9((现代教育管

理!#$!7)"*+!7

3

#)(

'"( 王稳(科技进步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9((

中国软科学!#$$")#*+70

3

!$#(

'2( 王英杰(论大学的保守性'9((比较教育研究!#$$"

)"*+!

3

*(

')( 肯尼思-6-斯特赖克!基兰-伊根(伦理学与教育

政策'B((刘世清!李云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0( 柳波(湖南教育改革与科技进步探析'9((河南科技!

#$!2)1*+#0$

3

#0!(

'1( 颜佳华!周万春(技术进步推动行政发展的作用机理

研究'9((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

))*+!2

3

!*(

'*( 李桂花!曲家伟(论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良性循环的

实现'9((理论学刊!#$!))#*+*)(

'7( 张源(科技进步促进劳动就业实证研究,,,以广东省

为例'9((科技进步与对策!#$$))**+!22(

'!$( 吴河江!涂艳国!谭轹纱(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风险

及其规避'9((现代教育技术!#$#$)2*+!*

3

#2(

'!!( 冯锐!孙佳晶!孙发勤(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

理风险与理性抉择 '9((远程教育杂志! #$#$

)"*+21

3

)2(

*',"'()8#+"'(-?0$.>-:"#%2)3+',-$(A#@#5$10#(,

*%$0$,#)D& *%$:%#?? -(;+-#(+#'()!#+"($5$:&

A_S<K['# D̂c'.TJW'

"H-J&&Q&RGW]Q'-6%Z'.'VMNPM'&.# 8'P.TMP. _.'YKNV'M[# 8'P.TMP. 2!!!$)# ;J'.P%

!"#$%&'$! IJK'.MKTNPM'&. &RJ'TJKNK%W-PM'&. '.M&MJK.PM'&.PQ'..&YPM'&. V[VMKZNKaW'NKVMJKMb&ObP[

-&.V-'&WV.KVV&RJ'TJKNK%W-PM'&. P.% MJK'..&YPM'&. V[VMKZ(6MXNKVK.M# MJKJ'TJKNK%W-PM'&. V[VMKZJPV

R&NZK% P-&.V-'&WV.KVVM&XN&Z&MKV-'K.M'R'-P.% MK-J.&Q&T'-PQXN&TNKVV# P.% 'M'VZ&NKVX&.MP.K&WV'. MJK

XN&-KVV&RV-'K.M'R'-P.% MK-J.&Q&T'-PQXN&TNKVVM&XN&Z&MKMJK%KYKQ&XZK.M&RJ'TJKNK%W-PM'&.(6.PQ[U'.TP.%

KRR'-'K.MQ[WV'.TV-'K.M'R'-P.% MK-J.&Q&T'-PQXN&TNKVVM&XN&Z&MKMJK%KYKQ&XZK.M&RJ'TJKNK%W-PM'&.# 'VP.

'ZX&NMP.MbP[M&XN&Z&MKMJK'.MKTNPM'&. &RJ'TJKNK%W-PM'&. '.M&MJK.PM'&.PQ'..&YPM'&. V[VMKZ(;JPNP-MKN'UK%

b'MJ -&.VKNYPM'YK.KVVP.% MNP.V-K.%K.-K# MJKJ'TJKNK%W-PM'&. V[VMKZ %KMKNZ'.KVMJPMV-'K.M'R'-P.%

MK-J.&Q&T'-PQXN&TNKVVM&XN&Z&MKMJK%KYKQ&XZK.M&RJ'TJKNK%W-PM'&. .KK%VM&-J&&VKPTK.MQKXPMJ &R

('ZZKNV'&.OXK.KMNPM'&.O%'RRWV'&.*# bJ'-J K.P]QKVV-'K.M'R'-P.% MK-J.&Q&T'-PQXN&TNKVVM&-&.%'M'&.PQQ[P--KVV

M&MJKJ'TJKNK%W-PM'&. V[VMKZ# R&NZ'.TPMb&ObP[-'N-WQPM'&. V[VMKZ P.% '.MKTNPM'.T'.M&MJK.PM'&.PQ

'..&YPM'&. V[VMKZ(

()*+,%-#! XN&TNKVV'. V-'K.-KP.% MK-J.&Q&T[$ J'TJKNK%W-PM'&. %KYKQ&XZK.M$ ZK-JP.'VZ$ XPMJ$

.PM'&.PQ'..&YPM'&. V[VMKZ

"责任校对4王小飞#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