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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美 J零溥
长江流域横贯中国东、中、西部，腹地辽阔，沿江 7 个省及

重法、上海 2 个中央直辖市，人口逾 4 亿，面积达 145 万公里20 在

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资摄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夜中静地区矿

产资漂中巳探明储量的品种众多，开发利用份值总量可超 8000 万

乞元。水能资摆开发得天强厚，上游地区水能资摞可开发量约1. 8

4乙千瓦，居全国之冠，在建的三峡工程发电量将相当于 10 座大亚

湾核电站或 7 座 240 万千瓦的大电站。长江中下游地区工业发达，

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目前正在自传统加工型产业

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转移，电子技术、生物工程、茹材料等高

新技术产业正在端起。长江上带经济尚欠发达fB资漂丰富，下带

经济发达1亘资黯梧对匮乏，呈现两个反向梯度，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长江流域的"龙头"一一上海，随着浦东的对外开发开放.正

以"一年一个祥，三年大变棒"的速度加快发展。长江中游的三

峡工程的兴建，由于规模浩大，将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建筑

业、材料工业、税械电气越造业、电力业、信息业、族带业、运

输业等提供广阔的市场。浦东的开发开放与三峡工程的建设是实

现两类资摞由西南京输送手写出东向西转移的纽带和契机。长江流

域加速发展而呈班一派生机，表明民江流域在全国的改革开放军口

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将成为我国今

后 20 年中发展潜力最大、发展前景最为广睫的增民极。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故江市立，据江市兴，贵为华中腹地，既

呼应南北，又起着承东启西的作黑. s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预

示着一个新的角色将活跃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这种不可替代的



区位优势，要求武汉在提江流域的开放和开发以及中西部岛战咯

转移中，在服务三峡的具体任务中，承担起"西进二传子"、"Æl 
务重点区"的历史重任。梧应地，这一历史重任也为武汉的提兴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当前，摆在武汉人民亘嚣

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发挥承东自西的支点作用，与三峡工程、长汪

古E域的开发联动发展。

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租华中地区特大的中止域市，已形成了以

武汉为中心、以资摞加工为主要特征的工业体系。沿江的黄石、鄂

炜、武汉冶金走廊 z 黄石、武汉、枝城建材走廊 z 岳理、草i门、武

汉石化走廊 z 肃州、岳阳、武汉、黄石轻纺走黠;武汉、襄樊J 十

堪汽车制造走廊已基本定型。武汉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起蔷捏

纽作居。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地区金融贸易中心，使得武汉具

有其他许多城市少有的或者不具备的经济聚集功能和辐前功恙。

武汉还具有较强的科技力量，综合科技实力位居全国城市第三，是

我匡几个科技力量密集的城市之一。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书，科技

开发的作用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其能力最终决定一个国家、一

个地这经济的发展。武汉以新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开发为

先导，必将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武汉还因市场发育宦度较高，如

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全国市场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蜀，夜武汉

在经济上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聚合作用，另一方面又具有强大的辐

射作用。

上述的区位住势和综合实力说明武汉有能力在长江流域开发

开放中、在服务三峡工程建设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武汉应抓

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挠，就如何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实施长江流域

尤其是中部经济振兴，如何在长江流域的振兴中实施下一个世纪

开发的西移战略，如何利用自己的区拉住势、老工业基地站经济

优势、科技重镇的技术fJt势、交通饨势、商业优势与民江ti域获

动发展等重大问题，出思路，定政策，树立大市场、大流通始d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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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棋擂市场需求，整合力量， {i申展触角，大力发展经济， 1!吏武

挺重新唱起。

在长江流域的开发开放的过程中，特别是针对三峡工程开工

建设，前段时期我市大力开展"服务三峡，发展武汉"的王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将这一工作不断推向深入，武汉市支援三

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就"长江流域、三峡工程与武汉经济联动发

展"的相关问题向社会各界展开战略研讨，各界专家学者涌跃参

加，夜摄探索有关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现将提交的论文汇编成集。该论文集主要内容=

1.充分分析了武汉在长江流载的区位和战略地位，就武汉经

济与长江流域三峡工程的关联度进行了研究，论证了武汉只有利

用自己的区位住势，老工业基地的经济住势，长江中游和华中地

区的金融、贸易、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的优势，才能服务好三

歧，并与长江流域、三挟工程联动发展。

2. 论述了武汉在支援三峡工程建设中，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

各有不同的制重点，政府主要发挥综合悔词作用，企业跃三峡工

程为契筑，以市场为导向寻求发展，并就武汉服务三峡的政策进

行了深入研究和政策体系的设计。

3. 探讨了三峡工程的兴建对武汉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提出和

分析了武汉面向 21 世纪走可持续发震道路的战略。

4. 着眼于未来沃江流域梯级开发布南;Jc北调等工程，探讨武

汉服务的后续行动，以及如何与中西部共谋发展。

国家己确定西进的宏伟战略，三峡又为武汉提供了良好的现

实杭遇，上海己经蠕起，重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长江之龙即将

腾飞。武汉怎么办?客观形势和武汉的自身条件要求武汉以更大

的步伐迎接挑战。本论文集对上述内容作了有益的探索，希望本

论文集起到提砖引玉的作用，使社会各界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关心

武汉，为武汉的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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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在长江流域地区开发开放中

的战略构想

苏忠遂

追溯武汉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最为重要的一条基本经

撞就是嵌江南立、拥江南兴。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瞪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地区一座特大中心壤

市，面对历史重任和难得机遇，市委、市政府十分关注长江温域

地区经济发展，患想认识不眠深化，采束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呼

应中央作出关于重点撞进长江流域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努

力发挥中心城市应有的作用，并借此便进武汉自身的快速发展。

(一〉推进"两道突破"向"开放先导"的战略升华，不断强

化武混在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功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我自改革开放的序幕，特

别是全国改革的战略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中央对武汉市

实行计划单列，赔予武汉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把一批固有大

中型企业的管理权下放到武汉市，以强化中合城市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带动作用。在 80 年代的这种历史条件下，市委、市政府从武

汉区位优势和基础条件出发，抓住难得的政策税遇，研究制定并

实施了"两通突破"的发展战略。一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

继建成六条域市出口3m道及岱黄、汉施、武纸等城乡连接公路，新

建了杨泪港、武汉客运港、汉口火车站、金家墩长途汽车客运站

等港站设施，发展水陆联运综合运输网，极大地提高了城市货物

吞吐能力和旅客进出流量。二是改革交通体制，放开汽运、水运，

搞活铁路、航空运输。大力推进或jíi体制改革，率先放开一些重

要商品市场，敞开三镇大门，为全国各地工商企业利用武汉的市

.1' 



场辐射能力提供了便利，也吸收了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三是

眩托交通要道，在城市江河、铁路、干道沿线地带建设一揽大中

望农副产品郭工业产品批发贸易中心，重建了闻名全昌的汉正街

小商品市场，形成了武昌南站、大东门一带农副土特产品市场、?叉

口集家嘴沿江、沿河一带以陶瓷为主的建材工业品和果品、水产

品综合市场、江汉路商业一条街等各具特色的若干市场群。"两通

突破"战略的实施，从放活交通、温通入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

伐.增强了武汉的吸引力相辐射力，突破了城乡之阔、区域之间

的行政封锁和分割，经济协作的层次、内容和空间逐步拓展，市

场规模和外向程度快速跃上新的台蹄。 1995 年.我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突破 300 仨元，仅次于沪、京、穗、津，位居内地大城

市之首。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武汉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达到约 150

万人，其中暂住两个月以上的近百万人:外地在汉创办商业企业

逾千家，国内县级以上单位驻汉的各类办事祝构 2000 多个。

跨入 90 年代，w，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及

中央批准武汉为对外开放城市为挥志.我市改革开i段和经济建设

进入新的发展除段。市委、市政府在深化"两通突破"战略的基

础上，抓住新的发展机遇，适时提出了"开放先导"的发展战略，

以颠应我国开放战略重点从沿海向浩江、沿边纵深推移的要求。自

90 年代初开始实施"开放先导"战略.坚持内外开放并举，以开

放程开发、{足联合、便发展，使我市"八五"时期经济增长和城

市建设不断加快。 1995 年全市围内生产总值达到 6071乙元，"八

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15. 9 % ，连续 5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z 全

市财政收入 5 年累计完成 221 忆元，年均增长 15.1% 户八五"期

间菌定资产投资共计 757 亿元，年平均投资率达到 39.6% ，先后

建成武汉天河机场、技江二桥、南逻电厂一期等 30 个大型基础设

施项目。经过"八五押期间发展.武汉综合实力明显提高，投资

环境大为改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更好地带

• 2 • 



动沿江地区开发开放。

〈二〉强化"以渍域为纽带.以区域为依托"的经济圈层，大

力推进以武汉为支点的各类经济协作区的形成和发展。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委、市政府十分注重以

城市为支点的流域经济发展和以域市为中心的这域经济协作，立

足长江流域，嵌托周边区域，大力推进多层次的经济梅作区。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夜极倡导和主持、组建了以武汉为常任主席方

的武汉经济悔作区，地市级成员单位现已扩展到周边湘鄂赣豫 4

省的 24 个地市，其计委主任联席会研究掠走了《以武汉为中b的

t主江中捞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于 1994 年底报送国家计委。自

肘，主动参与、组建了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及

深琪、广州、武汉共五省一区三市构成并轮流坐庄的中富经济技

术协作区。与沪、宁、渝共同发起成立了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经济

梅调会，自 1985 年至今已发展到沿江及甜近 25 个城市，努力促

进长江流域开发开放。一是培育以武汉为中，岳的区域性大市场。目

前武汉在建和报建的区域性市场有黑色及有色金属、钢铁炉料、药

品、金属材料、电子物资、包装物资等，投资额大多在纪元以上，

现已建成中南经济协作区武汉人才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二是组

建以武汉忧势企业为龙头的区域性企业集团。以武汉企业为首组

建的跨地这企业集团，现已近百家，其计成员企业达 600 余家，其

中市外企业占四分之一以上。三是举办各类区域性的经贸活动。

1995 年我市梧继举办了武汉(广州〉离品博览会、武汉新技术新

产品招商展示会、宜春〈武汉〉新技术转让招商会、武汉产权交

易暨研讨会等活动，这些都有科于扩大区域经济技术交斑。四是

促成一批大的这域协作项目。 1995 年全市共完成跨地区内联协作

项目 6035 个，相当一批项目投资恙额在千万元以上。

〈三〉坚持"城城通开、城乡通开"的基本方针，军民极发挥武

混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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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江横穿湖北省域。早在 80 年代中后期，省委、省政府主动

适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要求，提出"中部幅起"的发

展战略和"城城(城市与城市〉通开、城乡(城市与农村〉通

开"的基本方针，要求全省支持武汉，武汉带动全省，加速湖北

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让榻北在中部立起来。 90 年代初中央作出

开发开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决策后，省委、省政婿进一步明确提

出了"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为主线，加快沿江河线开发

开放，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梅想。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

落实"城域通开、城乡通开"的基本方针，努力发挥好省会中心

城市在湖北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服务、辐射的龙头作用，不断扩大

武汉市与省内各地、市、判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结出了丰硬

成果，使武汉在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经济增

长。据统计， 1995 年我市与省内各地、市、分!完成多种影式的内

联捺作项目总计 2000 多个，双方共注入资金达 4.2{乙元以上，其

中工业项自预计年产值可实班近 10 亿元。近些年来武汉市坚持并

逐步加大"商通开"的工作力度，带动了全省经济发展，也促进

了长江中游经济带的开发开放。

〈囚〉实施"呼应浦东、服务三峡"的战略举措，努力量武汉

跻身于整个长江渍域地区开发开放的前否号。

主动呼应浦东开发开放.切实扩大武汉与上海的经济联合和

技术协作。其主要措施 z 一是直接参与浦东新区开发建设。去年

两地实施各类经济技术格作项吕 91 个，武汉企业在浦东设立窜

E 、兴办企业联合体 50 个， a虫资创办公司和经营机构 29 家，经

营领域涉及工业、商贸、运输、建筑设计和施工、金融、保险、房

地产开发及咨询瑕务等多个行业。二是加强两地离贸交流。 1995

年成功举办了上海名牌产品〈武汉〉展示订货会，上海家电、鞋

精箱包、日用百货、食品服装等 11 大类 150 个名牌产品在武汉展

销，成交总额 5000 多万元。同时武汉产品也在上海进行展销活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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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预期效果。三是吸引上海住势企业来汉投资办厂。如上海

耀华皮尔金顿玻璃有限公司投资 12.8 亿元，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副办公司，为神龙轿车配套。此外，到武汉开友区投资的还有

上海紫江企业股给有理公司，其与香港、武汉企业联合兴办钦料

包装公司，三方投资总额 980 万美元 z 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与武

汉葛店化学工业集团公司、轻工机横厂联合投资 33{)0 万元，创建

装饰件厂，专为神龙轿车配套生产车座、车靠和软垫。

积极参如三峡工程项吕招标投棕和库区移民开发，大力推进

我市支援三峡工程建设工作。自 1992 年 4 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

查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后，我市成立了由市长挂帅、有关部门

参加的领导小组，并在市计委专门设立了组织协调的工作机椅。

1994 年三峡工程正式动工以后，我市服务三峡工程建设工作全面

展开。一是充分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召开了全市支援三峡建设动

员大会，创办了《三峡信息》专刊，全噩发动各行各业、社会各

界及区县加入到服务、支援三峡工程的行列，各委办属、区县及

大草位先后建立了相应工作祝椅。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裁

定了《全市服务三峡工程建设规划)>.提出了全市服务三峡工程建

设的指导思想、目标、重点、实施步骤及主要措施。三是组织有

关企业和单位参如投标竞标并挺好中棕工程的协调服务。 1994 年

7 月，市计委具体组织了由市长带队、有关部门和企业 125 人每成

的大型代表团，专程赴宜昌与三峡工程业主等有关方面洽谈承接

工程项自，收到了实效。对武汉地区各单位的中标项目，尽力从

资金、物资、力量组合上帮助解决问题，支持顺利开工建设。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1995 年底，武汉地区共承接三峡工程任务 21.1

亿元，其中直接参与三峡总公司招标中禄的工程合向金额 13.6 千乙

元，占三峡工程同期发包总金额的 15.5% 。同时，武汉在对口支

援稀归、兴由等困县库区移民中，累计洽谈了对口支援项自 320

个，其中己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 128 个 z 捣议投资总额近 7 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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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我市共有 2.3{乙元资金flJ位。尤其是我市 98 家企业在对口支

援库区开发性移民中，采取资源开发、技术协作和合资办厂等形

式，开始走出了一条"瑕务三峡、发展自己"的薪路子。

(五〉贯彻"城乡一体、协提发展"的指导思想，加速武汉沿

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和生产力发展。

自 1984 年我市实抒了"市管县、城带郊"体制以后，市委、

市政府确定了"接乡一体、悔揭发展"的指导思想，努力促进城

乡生产力合理布局和城郊型经济发展。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前，为配合长江经济带开发开肢，提高武汉在沿

江经济发展中的综合实力和水平，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加快我市

沌口、陆逻、金口、摄B、纱梅等沿江重要城镇开发开放的重要

决策，自时提出了今后全市新的项吕主要在这些沿江城镇布点，开

始抓好地区国土短划和城镇建设规划。这项决策的实施不仅加快

了武汉自身沿江地区经济开发，拓展了城市发展空前和容量，而

且带动了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布全方位开发开敢。目前，沌口地区

已建成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z 汩逻镇布点建成陪逻电厂和拟建自

逻集装箱转运中心等重大项目=东西湖区吴家 ÚJ地区发展成颇有

规模的台商投资开发区，这些沿江城镇现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中

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以浦东为龙头加快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战

略决策，真正担负起承东启西的历史重任，我市要立足发挥四个

优势，挖据自身潜能 p 重点加快三个发展，提高自身实力寻着力

推进四个对接，强化自身作窍，使武汉在推进长江流域开发开放

中有更大作为。

第一、立是发挥自个优势

长江流域涉及 7 个省 2 个中央直辖市〈行政区域〉。从经济布

局看，沿江矗立着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个特大中告城市和

一批大中城市及城镇，它们是长江挠域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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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能级的战略支点，也是实现沿江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重点。武

汉居中得水之利、通江达海、承东启西，是长江中带唯一的特大

城市，与下游上海、上游重庆构成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三大战略

支点，必须进一步发挥区位比较优势。

1. 技术、资本密集的优势。武汉具有"三大"技术密集优势，

拥有一拮大专院校、大陆大所、大型企业，芸萃了各个类型、各

个层次的一大批技术专门人才。全市王军有高等学校 35 所(不含军

事院校) ，自然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梅近 600 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40 余万人， 70 多个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科技综合实力居全菌

第三。充分发挥武汉科技优势，加强新技术、新产品、主育工艺、新

材料开发，如快对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努力建成

中西部最为重要的技术的新和技术扩散中心。武汉也是我国六大

老工业基地之一，以重化工业为特色的工业门类齐全，匮有大中

型企业占主体地位，资产存量和开发潜力主大。近些年来，我市

不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企业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和开放引

进步伐，一挝支柱产业、优势仔业及新兴企业开始形成，产业牵

引功能进一步增强。

2. 交通、通信枢纽的优势。武汉有中国经济地理心蓝之称，长

江与汉水在市区交汇，内河航运四通八达 z 京广、京九两大铁路

主干线纵贯市域南北 z 武汉机场新近建成技入运营.通达全国重

要城市，并将逐步开通至香港、费n及日本、韩国等医家和地区

的国际航班 z 规划建设的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两大国道在武汉相

交，公路网络纵横交错，通畅便捷。现已初步形成铁路、公路、水

运和舷空综合盟套、立体分布的交通网络及运输体系，是我国交

通中转衔接、功能比较完备的主程纽之一。近些年来，部电通信

快速发展，全市电话阿总容量突破了 100 万汀，京、汉、穗京沪、

宁、汉、擒两大南北、东西主干通信电缆在武汉交汇.是全国干

线邮政枢纽、中F草地区总包邮件集散中心、全国航空邮件交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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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邮电通信中心眩纽。

3. 市场、服务辐射的优势。商品市场比较发达，既有年销莹

总额超亿元的武汉商场、汉阳商场、中富商业大楼等十大百货商

场，也有国名全国的汉正街小商品批发市场，目前各类专卖店、连

锁店、平价商店、超级市场发展迅速，各类专业商品肚发交易市

场发展势头不减。尤其是近些年发展了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及资金

拆借市场、武汉技术市场及劳务市场、武汉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及

科技域人才市场、建材市场等各类较为齐全的生产要素市场，并

逐步向区域性、全国性市场发展。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段快，年

交易额仅次于沪、深两市，国债交易额居全国第→佳。"八五"期

前，我市第三产业获得超常快速增长，商品贸易、邮电通信、金

融证券及房地产业等四大支柱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标志着接市报

务功能迅速增强，教育、文化、饮食、娱乐、酒店等强务业门类

齐全，高中低档各具特色。

4. 改革、开放先导的偌势。十多年来，武汉作为国家综合型

套改革试点城市，从 80 年代初实行计划单列和市管县体剖，率先

放开农副产品市场，至Ij 90 年代初推行"五个一批" (发展壮大、股

份制改造、破产、合资、调整转产〉的企业改革，在深住改革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艰苦探索，权累了一些有益的经盖，在

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体制新的试点、示范fF用，也为在本世纪捷后

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桂架打下了较好基础。武汉现

已初步形成了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翻新技术开发区两个国

家级开发区为龙头，以重大项吉为假托，吴家山台商投资区、黯

逻开发区及区县经济发展区竞相发狂、多层次开放格局，逐:新成

为国内外客商投资的热点，尤其是利用外资连年都上新台睛。"八

五"期间，全市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28.4 亿美元，居内地域若之苔，

占中西部的 20%以上。全球 500 家大公司中已苟 106 家到汉考察

投资，其中 21 家已有投资项目. 25 家设立了办事处。神J主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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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飞光主手无器、可口可乐、百威曝酒、统一食品等一挂在界各再

产品在汉落户。

第二、室主却快三个发展

进→步服务m带动长江挠域地区开发开敌，实现经济共i司发

展，武汉必震如民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着眼于不新提

高结合经济实力，攘攘推进新的重大项吕建设，再能新位势。被

提我带"九五"ìt姐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绢耍，围绕建设开放型、

多功;辑、现代庄、国际性城市的战珞吕棒，重点如快三个发壤。

一是加快时"大交通霄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e 发展提到基

建设以中央富豆子里、国际航空港、水运港、 f言患港有快建便捷h

立体比挠市交通í*系及能摆基础设施为主体梅架的城市基黯设

施，积捷克善去菇、水运、公路、航空运输并举的立体交通体系，

连步建立四通八达、高效便捷、裙互配套、通联世界的交温湾主盏，

形成草草代化、立体型的邮政桓组和联系国际的现代遥信系统，进

一步强化武汉件为全国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主捏组的功能。为此，

"九五"期间或右基咄设班重点规划实施 10 个重大项目，其中交

通、通信方亘言京珠、沪蓉国道武汉段工程(含三座江河大挤) , 

自抄担H主江大挥自中环线工程及汉本三桥‘四桥和南逻集装黯砖

运中心 .150 万门程控电话及武汉第二长途通信能纽工霞、域牵挂

轨等。这些费3局实施建设，将极大地增强我市交通挺纽功恙。

二是加快以"大市场"为重点的市场体系培育。武汉市药捧

系建设片中注黯友展，要坚持以经济运行国际化程资嚣理盖率场

化为吕挥，挠步建立l!l一披全国佳、区主支性大市场为主体的理莲

化、主去韬11:，盟际化的市场体系，使我市成为我握中部地区连接

国际市场到中，合框组相资金、技术、信，崽、人才及物资商品集草

地拿"九五"期过，黑极发展要素市场，重点完蛋和建成资金、近

券、金言时冉、汽车及零部件、工业消费品、雄辩离品、在草j产

品、人才、劳若、产权、技术、信患等 3~5 个全国性市场 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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