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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不对称性

基于数据的分析

【内容提要 〕 中美经 贫关 系在两 国关 系的顺利开展中扮演 了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

但同时也必须正视中美经贸相互依赖 中的不对称性问题
。

通过对双边贸易
、

贸易

结构
、

投资关系以及 国债购买等四方面的数据分析
,

本文认为灸国拥有中美经济相互

依赖的不对称权力
。

与此同时
,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在不断增加
。

因此
,

中国正确的

战略选择不是 由于惧怕 目前中美相互依赖 中的劣势而 限制对美贸易
,

而是要不断加

强与美国的经贾往来以争取未来的相对平衡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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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

越来越多的人同意两国的经贸相互依

赖是中美两国关系最稳固的所在
,

也是两国的战

略性依存的根本
。

彼此的政策制定很难脱离维护

双边经贸关系的战略起点
。

对中国而言
,

由于有

着紧密的经贸纽带
,

似乎已经不用担优美国的对

华政策朝向对抗的方向发展
。

但相互依赖本身并不能保证国家间政治关系

或者安全关系的顺利开展
,

学者还需认真考虑两

国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问题
。

因为
“

不对称性

才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
” , “

谁能够左右相互依

赖的对称性
,

谁就拥有了权力
” 。 〔’〕有鉴于此

,

本

文将着重探讨中美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及其不对

称性问题
。

全文分为四部分
。

第一部分简要梳理

相互依赖的定义
。

第二部分提出衡量经济相互依

赖不对称性的标准
。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
,

将

全面衡量中美两国在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及其

不对称性
。

第四部分为结论
。

经济相互依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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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盯幻

赫契曼 肤 二 皿 是从国家如何

将贸易关系转化为权力和影响的角度来观察经济

相互依赖的
。

在他看来
,

经济相互依赖是国家用

以胁迫他国的手段
, “

如果 国想增加对 国
,

国和 国等等国家的控制
,

国将会制

造一种处境
,

在这种处境里
,

其他国家为了维持

和 国的贸易不得不做任何事情
” 。

川 他认为
,

如果
、

和 国
“

①很难完全摆脱和 国的贸

易关系
,

或者 ②很难用其他国家的市场或资源来

取代 国时
” ,

这种处境将会发生
。

基欧汉和奈在著名的 《权力和相互依赖 》一

书中
,

认为相互依赖即
“

彼此相互依赖
” , “

是以

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

征的情形
” 。

他们认为
,

相互依赖是
“

播要各方

一 一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 年第 期

都付出代价的结果
” ,

如果没有代价的存在
,

那

么只是相互联系
,

而非相互依赖
。

为了更好的理

解相互依赖
,

他们定义了相互依赖的
“

敏感性
”

和
“

脆弱性
”

汕 这两个

相互依赖的重要特征
。 “

敏感性指的是一国变化

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的变化有多快
” ,

而脆

弱性是
“

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损失的

程度
。 ” ’例如

,

如果 国提高石油价格
,

国立

即受到影响
,

则 国对石 油价格的变化敏感
。

但如果 国能找到石油的替代能源或者石油的

替代供应国
,

那么 国并不脆弱
。

如果一 国对

于石油涨价
,

既大受影响
,

又没有对策
,

则敏感

性和脆弱性同时在该国体现
。

巴尔比瑞 也是从两个方

面来定义相互依赖的
,

不过她把敏感性和脆弱性

归结为
“

显著性
” 。

显著性是指
“

与其

他贸易关 系相 比
,

某一 种 贸易关 系的重要 程

度
” ’

。

在两个进行贸易的国家中
,

贸易对于一

国的显著性和贸易对于另一国的显著性是不一样

的
。

比如
,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占了中国全部对外

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
,

而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只占

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很小部分
。

低显著性类似于敏

感性
,

而高显著性和脆弱性近似
。

巴尔比瑞的相

互 依 赖 定 义 的 第 二 个 方 面 是
“

对 称 性
”

价 。

对称性关注的是两国贸易关系中的

平衡问题
。

比如
,

完全对称指两国彼此相同地依

赖对方
,

而完全非对称是指一 国完全依靠另一

国
,

而另一国却根本不依赖该国
。

上述主要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定义有三个主要

的共同之处
。

第一
,

三者的最大共同点在于都认

为相互依赖是有成本的
。

鲍德温曾经把相互依赖

当中必然存在的这种成本称之 为
“

机会成本
” ,

即终止 相互 依赖的贸易关 系给国家造成的成

本
。
困 第二

,

三者都涉及到了相互依赖和 国家权

力或者安全之间的关系
,

其中赫契曼的定义更是

直接把经济相互依赖看成是 国家扩张权力的手

段
、

第 三
,

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是国家权力

产生的主要来源
。

对经济相互依赖不对称性的衡

所谓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
,

主要是指相

互依赖的双方对彼此依赖的程度并不一样 如果

方对 方的依赖要 比 方对 方的依赖大
,

那么可以认为 方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占有

优势
,

而 方处于 劣势
。

反之则反是
。

虽然在

理论上 可能存在着完全对称的相互依赖
,

既

方对 方依赖与 方对 方的依赖完全一样
,

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

所以不

对称性可以说是相互依赖的必然属性
。

在衡量经济相互依赖不对称性的时候
,

首先

通常关注的是国家在贸易领域的不对称性
。

巴尔

比瑞就曾从向对方出口 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以

及与对方贸易额占本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这两个具

体指标来对此进行衡量
。
困 就第一个指标而言

,

如果 国对 国的出口 占 国总出 口 的比重要

高于 国对 国出 口 占本国总出口 的比重
,

那

么 国在
、

两国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处于

弱势的一方
,

国则居于强势的一方
。

对第二个

具体指标的分析可以参照对第一个的分析
。

贸易

份额在巴尔比瑞的计算过程中占据了关键位置
。

但由于她完全没有考虑国内生产总值 在

衡量相互依赖及其不对称性中的重要作用
,

所以

她采取的上述指标有着明显的缺陷
。

事实上
,

高

贸易份额不一定导致高相互依赖
。

举例来说
,

国与 国的 贸易 即使 占了 国 贸易 总额 的
,

但是如果 国的 总量很大
,

并且贸

易额在全部 中的贡献度很小
,

那么就很难

据此认为 国和 国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

赖
,

更很难认为 国处于不对称性依赖的不利

一方
。

所以本文认为
,

在衡量经济相互依赖的不

对称性时
,

还必须把国家间的贸易情况和各自的

进行比较
。

为更好地对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及其不对

称性进行衡量
,

本文还准备考察两 国的贸易构

成
。

换言之
,

关注战略品贸易在两国贸易中所占

的比例
。

毕竟
,

亿美元的衣服和 亿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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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机床在战略上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

显然
,

如果 国从 国进口的商品大多为战略性商品
,

而 国较少从 国进 口战略品
,

那么 国对

国的影响要比在同等金额和比重下的非战略性商

品贸易要大得多
,

国也因此在经贸相互依赖的

不对称性中占据有利地位
。

什么是战略性商品

有学者认为那些能够用于军事目的的商品
,

无论

其最终是否用于军事
,

就属于战略性商品
。

图 根

据这个定义
,

武器是毫无疑义的战略性商品
。

但

是
,

也有学者表示这个定义过于狭窄
,

并认为比

从其他商品更能带来福利获得的商品就是战略性

商品
。

本文不准备对战略性商品的定义及具体

构成进行探讨
。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

本文所

认定的战略性商品是对一国安全有重大意义的商

品
,

主要指武器
、

燃料
、

钢铁等金属
、

矿石以及

高精机械设备等
。‘

另外
,

随着外来直接投资在一国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越来越彰显
,

国家间的投资关系也必须被

纳人到对经济相互依赖的研究当中
。

而这一点同

对贸易结构的分析一样
,

往往被学者们忽视
。

就

投资关系而言
,

如果 国对 国拥有很多投资
,

而 国对 国没有或很少有投资
,

那么可以认

定 国在双边的经济相互依赖中处于不利或劣

势地位
,

而 国居于有利地位
。

最后
,

金融领域也是考察两国经济相互依赖

的一个重要方面
。

对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衡量可

以从很多方面展开
,

如比较两国对彼此股票市场

的影响或者本国银行业对另一 国的控制情况等

等
,

但本文不打算研究这些方面
,

而是准备衡量

国家间彼此的国债购买
。

从国债角度切人的最主

要原因是考虑到本文写作的主旨 中美经济相互

依赖
。

因为同其他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相比
,

国

债购买是目前两国金融联系的最主要领域
。

和对

其他领域的相互依赖分析相似
,

如果 国购买

国国债的数量和 比例都很高
,

那么 国就 占有

相互依赖的优势地位
。

应该说
,

对上述四方面的衡量 —双边贸易

情况
、

贸易构成
、

投资关系以及国债购买 —几

乎扭盖了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全部领域
。

通过

对这些指标的衡量结构总体上可以看出一国在同

另一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中所处的大致地位
。

中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所列出的分析框架
,

本部分对

中美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分析将从以下四方面

具体展开
。

双边贸易的相互依赖

表 是笔者根据 年到 年期间中美

两国各自的
、

对外贸易总额和对对方的出口

总额数据绘制的一张表
,

分别考察了与对方的贸

易额占本国 的比重
、

占本国出口总额中的

比重以及向对方出口 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三大

内容
。

由于双方统计数据的严重分歧
,

为更全面

和客观的表现两国的依赖情况
,

每一个内容又分

为中方数据和美方数据两块
。

从表 可以看出
,

无论是采用中美哪个国家

的统计数据
,

也不管是采用何种具体指标
,

中国

对美国的依赖都要大大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

向对方出口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
。

中

美双方在这个指标上的不对称性相当显著
,

中国

对美国的依赖要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

中国

处于不对称性依赖的非常不利一方
。

如果按照中

方统计数据
,

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呈逐年缓慢攀升

的走势
,

从 年 的 增 至 巧 年 的
。

如果按照美方数据
,

虽然依赖程度有

所下 降
,

但依赖程 度最 低 的 汤 年也 高达
,

最高的 论 年居然有
。

也就是说
,

在该年度中国对外出口 中有将近一半出口 到美

国
。

随着两国贸易的增长
,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占

美国出口的比重也上升较快
,

但在其对外总出口

中的比例其实并不高
,

即使取双方统计中的较高

数据 —中方数据 —来看
,

巧 年也 只不过

是 左右
。

与对方贸易额 占本国贸易总额的比重
。

由于对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实际比价存在较多的争

论
,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成

为一个相对客观和准确的指标
,

因为它们都是按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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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美元计算的
。

按照中方的数据
,

从 望汤 年到

巧年
,

虽然期间个别年份曾高达
,

但该值

近几年总体上一直很稳定地处于 巧 左右
。

同样

按照中方数据
,

美国在该指标上对中国的依赖从

塑双 年的 上升至 仪巧年的 价
。

虽然增

加较快
,

但也要远低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
。

如果

按照美方的数据
,

两 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会有

所减少
,

但即使这样
,

万 年 对 的

比例也接近两倍 同样地
,

在这个指标上
,

中国

对美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

表 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分析 望拓一 拓 】 单位

默默默
对美出口 占中中 对华出口 占美美 中美贸易占中中 美中贸易占美美 中美贸易额占占 美中贸易额占占
出出出口总额比重重 出口总额比重重 贸易总额比重重 贸易总额比重重 中 比重重 美 比重重
中中中方方 美方方 中方方 美方方 中方方 美方方 中方方 美方方 中方方 美方方 中方方 美方方

数数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数据据

创拓拓 ’

卯 】

的的

熟洲〕〕 肠肠

洲刃刃

印印 巧

】

科科
、

】

仪拓拓

注 中方 数据为 〕年经济普查调核后的 历史数据修正结果

资料来源 中方贸易数据为中国海关统计 美方贸易数据为美国商务部统计
。

中国 数据 国家统计局 美

国 数据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与对方贸易额占本国 的比重
。

如

果按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计算
,

中国依赖美

国要远远超过美国依赖中国
,

中国处于绝对的劣

势
。

随着中国对外出日 的急速增加
,

中国对美国

的出 口 额 占中国的 也呈逐 年上 升的态势
,

从 年 变为 巧 年的
。

但对美国

而言
,

由于美国庞大的 基数
,

美国的对华

出口 只占美国 的很小份额
,

即使按照 美方

的数据
,

最高的 仪巧 年也 不超过
,

所 占

份额实在有限
。

这个指标的意义是深远的
,

不管

承认与否
,

它表明对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所

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对华贸易对美国经济发展所

起的作用

一 一

中美两国的贸易构成

正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说的
,

在分析中美两

国贸易的时候
,

不仅仅只考察贸易的相互依赖
,

而且要分析进出日商品的构成
。

表 和表 分别

从美国对中国的进 日 和出口 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

考察
。

由表 可知
,

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
,

机电产

品所占金额和份额越来越多
。

其中
,

办公设备
、

电信设 备
、

电力设备以 及通用机械设备分列第

一
、

第二
、

第五和第九位
。

但是
,

这些商品并不

属于战略品的范畴
。

服装
、

家具
、

鞋类以及纺织

商品更是如此
。

严格来说
,

在前十位的对美出口

商品中
,

只有以钢铁为主的金属制品可以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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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商品
。

的 年
,

金属制品对美出口金额为

亿美元
,

约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 亿美

元 美方数据 的
。

称性是非常明显的
。

而且
,

两国在投资领域的不

对称性要比在贸易领域的不对称性严峻得多
。

表

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
。

衰 美国从中国进口 多的 种商品 望刀‘加仍

单位 亿灸元

裹 美国对华出口前 位的商品 《 加仍

单位 亿美元

商商品种类类 卯 卯 望为为

叫叫 漏漏
刀刀 抖抖 么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办办公设备备 的的 巧

电电信设备备 麟麟 洲 抖

杂杂项制品品 巧 弘弘 卯卯 肠 四

服服 装装 卯卯

电电力设备备 如如 倪倪 巧

家家具和被褥褥 巧巧 的的 盯盯 的的

鞋鞋 靴靴 叨叨

金金属制品品

通通用机械设备备 从从

纺纺纱及其其 巧巧

制制成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注 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进行统计
,

按

么刃 年数额由高到低依次排序
。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和 国际贸易委员会历年

数据
。

商商品种类类 卯 ,, 卯 望刃刃

叫叫
刀以 洲丫 么刃

叫叫
么刃

电电子设备备

交交通设备备 , ,, 熟 加

金金属矿砂砂 气 ,, ,

“““““““““
’

气气一 ‘ ’ ‘

油油籽及油果实实

通通用机械设备备
,

加

办办公用机械械

塑塑料制品品

专专业及科学学 巧

用用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

纺纺织纤维维

有有机化学品品 巧 巧

特特种专用机州州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

注 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进行统计
,

以

创娜 年数额由高到低依次排列
。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和 国际贸易委员会历 年

数据
。

那么中国从美进口商品中又有多少是战略品

呢 如果还是根据本文第二部分对战略品的定

义
,

金属矿砂以及专业仪器应该属于战略性商

品
。

双刃 年
,

此两项商品的进 口额分别为 亿

美元和 亿美元
,

共占该年度美国对华出口额

亿美元的
。

因此
,

中国从美国进 口 的

战略品比例要略高于美国从中国的进 口 比例
。

但是总的来说
,

两国在战略品上的贸易还是

相当少的
,

特别是从中国从美国进 口角度而言
。

在很大程度上
,

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华严格的出

口控制政策
。

中美两国的投资关系

虽然中国近几年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长足的发

展
,

洲洲万 年的对外投资额达到创记录的 亿

奖元
,

但中美双方在投资领域的相互依赖的不对

衰 中狡两目投资情况

单位 亿关元

年年份份 美国国 中国国 占中国国美对华华占中国国 中国国 占美国国

对对对华华 吸引引 吸收收 投资资 吸弓外外 对美美 吸收收

投投投资额额外资额额 外资资 总额额 资总额额投资额额 外资资

岌岌刃 卯卯 月钓

加加以以 仗巧巧 礴即

么么 巧巧 印

注 美国对华投资及中国吸引外资均为实际金额
。

中国对美投资为非金融部分
。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网站
,

《么蓝巧 年世界投资报

告 以及 《么刀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
。

虽然美国近几年的对华 功 呈逐年下降趋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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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但在 年
,

美国对华实际投资额还是有

亿美元
,

居各国和各地区的第五位
。

如果

从存量上看
,

截至 年
,

美国对华投资总额

更是达到 亿美元
,

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
,

成为仅次于香港和 日本的第三大投资来

源地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形成

了巨大反差
。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 接收

国
,

《抖 年和 年接收的 分别达到

亿美元和 卯 亿美元
。

在如此巨量的对美直接投

资中
,

中国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
。

在中国对美投

资额最高的 年
,

投资金额也只有 犯 亿美

元
,

只占该年度美国吸收 即 的
。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情况

裹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情况 《仪睁一 仪巧

单位 亿 关元

年年份份 美国政政外国持持 中国国 日本本 英国国 中国占占中国占占

府府府国债债有的美美美美美 美国值值外国持持

总总总额额
’

国国值值值值值 总额的的 有的的

金金金金额额额额额 比例例 比例例

印 引

冲〕

犯犯 阶邓 抖抖

巧 巧卯卯

抖抖 卯卯

田 以以 引伪伪 肠如如 中日 巧

巧巧 贷 飞 又 协 巧

面
,

需要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
。

不仅如此 由于

中国购买了如此多的美国国债
,

以致产生了
“

金

融恐怖平衡
” ,

一旦 中国决定在市场上抛售美国

国债
,

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

·

’”
’

正

是凭借此种金融优势
,

中国获得了中美经济相互

依赖中的大体平衡和对称
。

为全面衡量中国购买

美国国债情况以及美国在这一方面对中国的真正

依赖
,

笔者制作了表
。

根据表 可知
,

在 仪 年
,

中国购买的美

国国债几乎还和英国处于同一数量级
,

只有 以

亿美元左右
,

大大落后于 日本的 亿美元
。

但由于外汇储备的不断攀高
,

中国最近几年购买

的美国国债迅速增加
。

到 《沁 年底
,

中国购买

的美国国债达到 亿美元
,

比 〕汉 年增加

倍多
,

这一金额已足以确保中国第二大美国国

债债权国的地位
。

即便如此
,

客观地说
,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尚未达到能对美国金融产生决定性影响或关链性

影响的地步
。

原因至少有如下三点
。

第一
,

中国

购买的美国国债在美国国债市场中的份额有限
,

无法对美国金融产生实质性冲击
。

到 仪拓 年底
,

虽然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总额已然不少
,

但也只

占外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
。

如果

把中国持有的总额和美国政府全部的国债相比
,

更只有
。

第二
,

在中国购买的 亿美

元的美国国债中
,

有 以上是不能在一年之

内出售的中长期国债
。

这意味着对美国债券市场

的冲击更为有限
。

第三
,

如果短时间内集中大量

抛售美国国债的话
,

可能会造成美元贬值
,

进而

使得以美元为主的中国外汇储备遭受巨额损失
。

注 这里 的国债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债

券
,

而不包括联邦机构债券以及企业债券
。

各年数据为

当年年末数据
。

数据来源 美国财政部数据
。

结 论

不少学者也认识到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严

重不对称情况
,

不过
,

他们认为中国购买的巨额

美国国债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对华金融依赖可以

抵消中国对美在其他方面的依赖劣势
。

美国政府

在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以及抑止本国通 货膨胀方

一 一

在上述 四个指标的衡量 中
,

美国在双边贸

易
、

贸易结构以及投资关系中占有经济相互依赖

的相对优势地位
。

特别是在双边 贸易和投资领

域
,

美国的优势地位是压倒性的
,

中国处 于绝对

的劣势
。

虽然中国在国债购买领域占据一定的优

势
,

但本文的分析表明
,

由于种种原因
,

这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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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不能对美国的国债市场造成真正严重的冲

击
。

所以总的来说
,

美国拥有了中美经济相互依

赖的不对称权力
。

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利用来源

于不对称权力中的有利地位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

安全行为
,

以期实现对华政策中的各种战略利

益
。

由于中国的劣势地位
,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

中国不得不忍受由此而带来的痛苦政策选择
。

不过也必须指出
,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有逐年

快速增长之势
,

而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则保持相对

稳定
,

并未出现较大提高
。

以中美两国间的贸易

相互依赖为例分析
。

首先看与对方贸易额占本国

贸易总额的比重这个指标
。

中国方面的比值一直

稳定在 巧 左右
,

这表明从比重上说
,

中国对

美国的出口依赖在这十多年内并未增加多少
,

倒

是美国的对华出口 占其全部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年 剧增至 以拓 年的
,

上升了

倍
。

如果照此速度继续
,

若干年中美两国的这

个指标将会持平
。

另外两个指标也是如此
。

中美

贸易额占中国 的比重从 卯 年的 上

升为 巧 年的
,

增加了两倍
,

而美中贸

易额占美国 的比重却从 年的 快

速增加至
,

增加近 倍
。

年中国对美

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为
,

仪巧 年

是
,

增幅并不算大
。 川 同时期美国对华出

口额 占本国出 口 总额的 比重却从 变为
,

增长近 倍
。 ’ 这些数据无一 不表明

,

随着中美经贸联系的扩大
,

美国对中国经济依赖

的增长程度要高于中国对美国依赖的增加程度
。

事实上
,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

美国其实在以前更具有利用经济杠杆来实现

战略目标的能力
,

但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化
,

美国

政府利用对华贸易为政治或安全服务的相对成本

变得比以前增加很多
,

可能性和有效性也降低很

多
。

所以
,

中国的正确选择不是由于惧怕目前中

美相互依赖中的劣势而限制对美贸易
,

而是要不

断加强和美国的经贸往来以争取未来的相对平衡

位置
。

注释

【 约瑟夫
·

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 史 张小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犯

【 〕月玩 比、俪灿 如。耐 几 耐 黝说 比

况 氏浅 ’ 山 而。

翩
,

比
,

概 氏机 血成声 ,

山溉 口
, 。 反喊

,

凡 肋钾叮
,

·

【 」肠吐记 , 七 。加而 如咙详司助戊 八

几助 肠毗 胡扭七 胡 」以盯囚 几蝴

蛇到陀 ,

仅 反 从 礴

【 」〔脑“ 倒痴 氏坛详 山概 巧微
翔沈户过 目 画。耐 伪卿灿石 ,

即

卜叹巧

【 」 阮 二 氏比
,

司 阮 巨血如

记 氏田 儿嫂湖 压 , 峋 州

肠祖 」。团间 组 ,

吻 侧刃 冲叫

【 〕幻 山 为阳仃 仆 如湘 ” 几七

公翔明寸 几目 俪
二 ‘。 氏成日二

〔」脚 伪心 山记 铂 门目

伪刊山 创 , ,

解
·

〔」别抽
,

‘ 啤 汕 司

山 。目肠祖 以 阅伴画 伪 以卜 州恤讹 闪

肠 , 朗沈
,

阮 卯 以犯

外司 “ 伴 一 抽皿 哪 闰加而

目毗吨 】祀 心 肋忱 】创盯目
,

油皿
,

《找巧

【川如果采用灸方的数据
,

中国在这个指标上对灸国

的依核是下降的
,

从 降为
。

【 〕如果来用关方的数据
,

这个数位 从 望拓 年的

上升为 巧年的
,

也增长了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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