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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戈
巴
契
夫
的
心
路
歷
程

一
九
九
0
年
十
一
月
下
旬

，

戈
巴
契
夫
向
記
者
講
了
一
個
挖
苦
自
己
的
笑
話
。
他
說

.. 

「
法
國
總
統

密
特
朗
有
一
百
名
情
婦

，

其
中
一
名
患
有
愛
滋
病
。
不
幸

，

他
不
知
是
那
位
。
美
國
總
統
布
希
有
一
百
名

保
鏢
，

其
中
一
名
是
恐
怖
分
子
。
不
幸

，

他
不
知
是
那
一
個
。
而
戈
巴
契
夫
有
一
百
名
經
濟
專
家
，
其
中

一
名
有
智
慧

，

可
惜
，

他
不
知
道
是
那
一
個
。
」
這
個
笑
話
表
明
戈
巴
契
夫
處
於
許
多
經
濟
建
議
、
方
策
、

爭
論
之
中

，

有
無
所
適
從
、
難
以
抉
擇
之
苦
。

一
九
八
五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戈
巴
契
夫
被
選
任
為
蘇
共
總
書
記
時
，
向
中
央
全
會
表
明
蘇
共
二
十
六

大
及
其
後
的
中
央
全
會
所
擬
定
的
「
加
速
國
家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

改
善
社
會
生
活
各
層
面
」
的
路
線
不
變
。

為
了
使
國
家
經
濟
集
約
發
展

，

「
必
須
穩
定
地
完
善
經
營
機
制
和
所
有
的
管
理
制
度
。

...... 

不
斷
地
執
行
有

向市場經濟過渡

計
畫
的
發
展
經
濟
、
鞏
固
社
會
主
義
所
有
制

，

擴
大
權
力
、
提
高
企
業
的
自
主
性
和
責
任
感

，

加
強
他
們

對
工
作
成
果
的
關

心
」
。
亦
即
，

上
台
初
期
，
戈
巴
契
夫
的
經
濟
任
務
是
延
續
前
任
遺
留
下
來
的
未
竟
之
志

。

當
時
，

戈
氏
祇
想
如
何
改
進
企
業
管
理
制
度
和
經
營
方
式

，

而
且
是
以
維
持
產
業
國
有
為
前
提
。

一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

戈
巴
契
夫
在
黨
中
央
科
技
問
題
會
議
中
提
出
「
黨
經
濟
政
策
根
本
問
題
」
報
告

，

這
是
首
次
有
完
整
構
想
的
經
濟
改
革
報
告
。
為
了
對
付
自
七

0
年
代
初
期
開
始
明
顯
出
現
的
經
濟
發
展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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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
必
須
考
慮
根
本
改
變
經
濟
情
勢
及
改
造
管
理
形
式
和
方
法

，

經
營
活
動
心
理
。
過
去
多
年
採
取
的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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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措
施
多
係
猶
豫
不
決
、
不
連
貫
的
，
終
於
未
能
實
現
。
擺
在
社
會
之
前
的
迫
切
任
務
是
改
善
糧
食
供
應
、

新產n~

提
高
產
品
生
產
與
服
務
，
亦
需
要
大
規
模
建
設
住
宅
，
完
善
保
健

。
為
加
速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
必
須
削
減

軍
事
支
出
，
進
行
相
互
裁
軍
談
判

，

過
阻
武
器
競
賽
。
最
後
，
經
濟
發
展
需
要
保
證
蘇
聯
經
濟
政
策
獨
立

於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之
外
。
戈
巴
契
夫
的
構
想
是

.. 

L

採
取
措
施
，

強
化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技
術
水
準
與
品
質
的
影
響
力

。

2

改
善
價
格
結
構
，
從
節
約
成
本
支
出
和
改
進
生
產
工
藝
著
手
，
新
型
產
品
可
賦
予
較
高
售
價

。

1

企
業
應
完
全
按
會
計
成
本
經
營
，
削
減
中
央
規
定
的
計
畫
任
務
數
量
。
(
此
項
構
想
的
延
續
自
然
是

政
府
取
消
生
產
補
貼
、
企
業
經
營
和
投
資
資
金
由
銀
行
融
通
，
祇
有
新
設
生
產
企
業
才
由
國
家
投
資
建

在
祖
)
。

4

工
資
制
度
需
與
工
作
成
果
相
結
合

，

意
即
不
應
採
取
吃
大
鍋
飯
、
平
分
獎
金
的
方
法

，

而
是
改
為

由
個
人
或
生
產
隊
承
包
工
作
量

，

或
按
件
計
酬

。

顯
然
，

戈
氏
執
政
三
個
月
對
蘇
聯
經
濟
有
較
深
認
識
，
亦
發
現
過
去
偏
重
能
源
開
發
的
投
資
和
科
技

政
策
是
錯
誤
的

，

而
西
方
早
已
注
意
於
節
省
能
源
的
科
技
發
展
與
應
用
。
戈
氏
舉
證
蘇
聯
火
力
發
電
廠
老

舊
設
備
每
年
額
外
浪
費
二
千
萬
噸
標
準
燃
料

.• 

汽
車
內
燃
機
的
落
後

，

一
年
多
燒
掉
八
百
萬
噸
汽
油
。
戈

氏
亦
認
清
祇
有
讓
企
業
按
會
計
成
本
經
營
，
任
其
自
生
自
滅

，

國
家
才
能
擺
脫
財
政
負
擔
和
迫
使
企
業
在

競
爭
中
求
進
步
。
同
時
亦
瞭
解
到
蘇
聯
軍
事
支
出
必
須
大
幅
削
減
。

到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蘇
共
二
十
七
大
時
，
戈
巴
契
夫
的
態
度
和
認
知
未
作
改
變
，
向
大
會
所
提
報
告



未
超
出
前
一
年
的
範
圍

。
一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

戈
巴
契
夫
向
蘇
共
中
央
全
會
提
出
「
黨
關
於
根
本
改
造
經

濟
管
理
的
任
務
」
報
告
。
在
這
份
報
告
及
全
會
決
議
案
中
透
露
了
改
革
方
向

.. 

L

農
業
生
產
採
取
集
體
和
家
庭
承
包
制
。

Z

擴
大
合
作
社
經
營
權
限
及
准
許
私
人
營
利
活
動

。

1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底
作
好
「
國
營
企
業
法
」
施
行
準
備

，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所
有
國
營
企
業
按
新
法
規

定
的
獨
立
經
營
、
自
負
盈
虧
、
成
本
會
計
經
營
原
則
成
為
法
人
組
織

，

勞
工
則
以
集
體
承
包
生
產
任
務
為

原
則
。4

改
造
信
貸
金
融
系
統

，

建
立
專
業
化
銀
行
、
劃
清
預
算
與
信
貸
資
金
使
用
、
不
再
以
發
行
貨
幣
作

為
信
貸
資
金
來
源

.
，

蘇
聯
國
家
銀
行
為
法
定
中
央
銀
行
。

6. 5. 
在改
一-C學

:1<:1 

九計
九畫
O 系
年統
之 !

農豆
豆量
執體

互罷
畫作
措 長

施期
4性

以醬缸
使 JZ

重巨
星社
;自會

空經
宮里
化龍

立， 視
這可

曾想

和計
服畫
務指

巨停

向市場經濟過渡

掃
一
而
。7

明
確
劃
分
黨

、

政
、

經
的
角
色
與
權
限

，

規
範
中
央

、

共
和
國
和
地
方
的
經
濟
管
理
角
色
。

8

擴
展
對
外
經
濟
貿
易
和
外
匯
金
融
關
係
及
合
作
(
包
括
准
許
外
來
投
資
合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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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此
，

戈
巴
契
夫
的
經
改
理
念
更
上
層
樓

，

不
僅
肯
定
農
業
家
庭
承
包
和
農
場
(
私
人
)
的
價
值

，

肯
定
私
人
經
營
企
業
的
必
然
性

，

而
且
認
為
蘇
聯
經
濟
應
成
為
國
際
經
濟
體
系
的
一
部
分

，

參
與
國
際
勞

動
分
工
。
同
時
推
動
國
營
企
業
承
包
或
租
質
與
勞
工
群
眾
經
營
的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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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八
年
六
月
蘇
共
第
十
九
次
黨
代
表
會
議
審
查
前
階
段
改
造
經
過
和
戈
巴
契
夫
的
報
告
，
同
意

新草草聯

生
產
勞
動
關
係
方
面
採
用
承
包
與
租
貫
制
及
容
許
私
人
經
營
企
業
(
個
體
活
動
)
。
但
這
次
代
表
會
議
主
要

重
點
在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

但
是
戈
巴
契
夫
想
藉
著
發
動
政
治
改
革
、
清
除
行
政
官
僚
勢
力
、
賦
予
蘇
維
埃

(
議
會
)
更
充
分
監
督
權
力
，
來
突
破
經
濟
改
革
的
阻
力
。
事
實
是
數
年
來
的
經
改
政
策
不
僅
在
經
濟
、

政
治
學
界
引
發
百
花
齊
放
、
百
鳥
爭
鳴
的
現
象
，
左
、
右
、
中
各
種
論
調
都
出
來
了
。
政
治
改
革
更
進
一

步
造
成
行
政
機
構
的
癱
瘓

，
和
民
族

紛
爭

、
社
會
秩
序
失
調
的
升
高

。
並
未
為
經
改
有
所
助
益

，

反
而
逐

漸
形
成
加
盟
共
和
國
與
蘇
聯
中
央
的
對
抗

﹒

﹒
葉
爾
欽
的
論
調
更
使

經
改
陷
入
混
亂
。

一
九
九
0
年
三
月

，
戈
巴
契
夫
在
當
選
蘇
聯
首
任
總
統
時
，
公
開
承

認
「
新
的
與
舊
的
經
營
方
式
(
行

政
命
令
體
系
與
自
主
經
營
體
系
)
並
存
，
相
互
敵
對
，
彼
此
削
弱
了
。
結
果
是
降
低
了
經
營
效
率
、
增
加

了
消
費
市
場
的
失
衡
和
通
貨
流
通
、
財
政
不
均
，
經
濟
成
長
速
度
與
品
質
下
跌
」
。
這
種
情
況
顯
然
必
須
更

深
入
進
行
經
改
，
亦
即
須
觸
及
社
會
主
義
經
濟
的
本
質
和
基
礎
所
有
制
問
題
(
財
產
權
劃
分
)
。
一
九

九
0
年
三
月
問
蘇
聯
國
會
通
過
的
所
有
制
法
，
亦
就
是
過
去
數
年
爭
論
後
的
初
步
結
果
。
七
月
間
蘇
共
第

二
十
八
次
代
表
大
會
召
開
，
肯
定

.. 

l

建
立
多
形
式
的
所
有
式

。

2

向
有
調
節
的
市
場
經
濟
按
階
段
過
渡
。

1

建
立
新
農
業
政
策
，
包
括
農
民
可
永
久
占
有
土
地
(
使
用
權
)

。

4

要
求
過
渡
階
段
不
得
損
及
人
民
的
利
益

。



一
九
九
0
年
五
月
，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總
理
)
雷
日
科
夫
提
出
五
年
期
的
向
市
場
經
濟
過
渡
方

案
.

，
卻
遭
到
俄
羅
斯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葉
爾
欽
的

反
對

，
葉
某
提
出
由
夏
塔
林
擬
定
的
五
百
日
方
案
，
要

求
戈
巴
契
夫
接
受
。
最
後
，
在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授
權
下
，
戈
氏
於
十
月
間
提
出
一
份
折
衷
性
的
方
案
。

事
實
上
，
經
濟
改
革
問
題
慘
入
極
為
濃
厚
的
政
治
權
力
鬥
爭
，
亦
為
經
改
前
途
投
下
難
以
逆
知
的
變
數
。

戈
巴
契
夫
雖
有
眾
多
的
經
濟
專
家
和
顧
問
，
卻
是
南
腔
北
調
，
各
說
各
話
，
缺
乏
一
致
的
觀
點
.
，
結
果
導

致
戈
氏
的
經
改
政
策
處
於
摸
索
狀
態
下

，

從
國
營
企
業
經
營
體
制
改
革
，
逐
漸
發
展
為
政
治
改
革
，
全
面

經
濟
環
節
的
改
造
，
直
至
所
有
制
改
革
和
建
立
市
場
經
濟
。
但
這
並
不
意
味
經
改
到
此
告
終
，
反
而
是
新

的
開
始

.

，
因
為
要
堅
持
「
社
會
所
有
制
」
還
是
要

「
私
有
制
」
'
堅
持
「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
還
是
要
「
資

本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
的
論
戰
正
在
萌
芽
。

二
、
關
於
市
場
經
濟
方
案
的
論
戰

向市場經濟過渡

根
據
戈
巴
契
夫
方
案
，
分
四
個
階
段
向
市
場

經
濟
過
渡

，
而
且
相
互
重
疊
和
延
續
，
階
段
界
限
並

不

明
確
。

137 第六章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穩
定
惡
化
的
經
濟
形
勢
(
削
減
預
算
赤
字
、
控
制
貨
幣
發
行
量
、
改
造
銀
行
體
系

和
整
頓
企
業
財
務
、
提
高
儲
蓄
存
款
利
率
、
平
衡
居
民
所
得
與
支
出
、
健
全
消
費
品
市
場
、
擴
大
消
費
品

供
應
)
，
所
有
制
(
財
產
權
)
非
國
有
化
與
私
有
化
，
實
施
土
地
改
革
，
控
制
物
價
(
限
制
消
費
品
價
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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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及
提
高
原
材
料
、
燃
料
價
格
)

。

新黨聯

第
二
階
段
措
施
:
生
產
技
術
用
途
產
品
與
消
費
品
逐
漸
採
行
市
場
價
格
(
唯
三
分
之

三
商
品
仍
由
國

家
定
價
)
，
國
營
小
型
企
業
私
有
化
，
准
許
地
方
政
府
調
節
物
價
或
凍
結
必
需
消
費
品
價
格
(
國
家
透
過
與

企
業
的
採
購
合
約
，
取
得
調
節
物
價
所
需
一
商
品
，
亦
即
國
家
採
取
補
貼
方
式
)
。

第
三
階
段
措
拖

.. 

建
立
房
屋
市
場
(
住
宅
商
品
化
，
國
家
售
屋
、
私
人
可
買
賣
)
，
進
行
工
資
改
革
(
規

定
公
私
企
業
最
低
薪
資
和
按
物
價
調
薪
)

。

此
階
段
完
成
價
格
與
預
算
均
衡
(
即
國
家
不
再
補
貼
生
產
價

格
)
、
消
費
品
與
服
務
充
分
供
應
，
建
立
現
代
化
銀
行
系
統
和
外
匯
市
場

。

第
四
階
段
措
施

.. 

向
經
濟
非
獨
占
化
發
展
，
提
高
非
國
有
化
與
私
有
化
程
度
.
，
外
匯
自
由
化
(
盧
布

可
自
由
兌
換
、
按
市
場
供
需
)

。

在
穩
定

經
濟
惡
化
的
具
體
措
施

﹒
.

L
一
九
九
一
年
預
算
赤
字
不
得
超
過
國
民
總
生
產
的
二
﹒
五
%

|

三
%
(
二
五

O
|
三

0
0
億
盧

布
)
，
減
少
投
資
、
國
防
與
國
安
會

(
K
G
B
)

支
出

。

Z

今
年
十
一
月
以
前
改
組
蘇
聯
儲
備
制
度
，
以
蘇
聯
國
家
銀
行
為
中
央
銀
行
，
設
立
商
業
銀
行
制
度

。

1

財
政
困
難
之
企
業
予
以
非
國
有
化
、
股
份
化
和
分
割
為
小
型
企
業

。

4

設
立
「
平
準
基
金
」
'
給
予
企
業
補
助
金
、
優
惠
貸
款
和
融
資
。

5

增
加
消
費
品
生
產
與
進
口
數
量
。

6

對
外
經
貿
方
面
﹒
﹒

ω
爭
取
西
方
長
期
低
利
貸
款
援
助
，

ω
將
燃
料
、
原
料
和
林
業
生
產
地
租
質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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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 

合
資
企
業
，

ω
不
動
產
(
包
括
未
完
成
建
物
)
拍
賣
或
出
租
與
外
商
，
仙
蘇
聯
企
業
和
組
織
的
股
份
和
國

家
有
價
證
券
售
與
外
人
，
仰
在
外
資
援
助
下
計
畫
廢
料
與
再
生
原
料
處
理
站
，
關
吸
收
外
資
，
組
織
合
資

企
業
，
的
准
許
外
資
建
立
旅
遊
業
和
商
業
週
邊
項
目
。

7

在
一
九
九
一
和
一
九
九
二
兩
年
國
家
維
持
對
基
本
出
日
商
品
的
採
購
(
由
政
府
購
入
再
出
口
)
，
以

解
決
政
府
對
外
匯
的
最
低
需
求
。

8

完
成
與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
歐
洲
共
市
談
判
，
削
減
蘇
聯
對
外

經
援
.
，

對
經
互
會
國
家
貿
易
自
明
年

採
敗
國
際
市
場
計
價
和
強
勢
貨
幣
付
款
方
式
。

Q
a
r鼓
勵
出
口
及
控
制
外
債
數
量

。

建
立
市
場
經
濟
的
具
體
措
施
包
括
﹒

-

l

立
法
規
定
各
類
型
所
有
制
的
企
業
權
利
平
等
、
自
由
競
爭
，
發
展
企
業
精
神

。

Z

非
國
有
化
與
私
有
化
在
商
業
、
餐
飲
業
、
生
活
服
務
業
、
修
理
建
築
業
及
其
他
部
門
的
小
型
企
業

率
先
實
施
。

1

將
大
、
中
型
工
業
企
業
改
組
為
股
份
企
業

。

4

成
立
反
獨
占
委
員
會
，
防
止
產
銷
的
壟
斷
和
不
當
行
為

。

5

推
行
土
地
改
革
和
改
變
農
業
產
銷
結
構
及
廢
除
行
政
管
理

﹒
，

廢
棄
無
效
率
的
國
營
農
場
與
集
體
農

莊
'
予
以
合
作
社
化
或
租
質
與
私
人
企
業
，
設
立
私
營
農
場
、
企
業
。
農
產
價
格
逐
步
自
由
化
。
由
農
民

家
庭
建
立
的
農
場
，
二
|
三
年
內
免
除
所
得
稅
和
地
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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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除
民
生
必
需
品
(
若
干
類
型
麵
包
、
乳
肉
、
植
物
油
、
糖
、
基
本
醫
藥
品
、
教
科

新蘇聯

書
、
兒
童
用
品
、
運
輸
費
率
，
及
少
量
公
共
服
務
項
目
)
繼
續
控
制
價
格
外
，
餘
均
按
市
場
供
需
自
動
調

節
，
政
府
不
再
管
制
。

7

改
造
金
融
財
政
系
統
。

8

改
造
對
外
經
濟
系
統
，
對
外
經
貿
權
下
放

.
，
在
加
盟
共
和
國
同
意
下
，
黃
金
、
石
油
、
瓦
斯
、
寶

石
及
特
種
技
術
、
其
他
若
干
產
品
由
蘇
聯
控
制
其
出
口
資
源
。
關
稅
、
外
匯
、
投
資
條
例
均
重
新
立
法
規

{
疋。

客
觀
而
論
，
戈
巴
契
夫
的
方
案
略
顯
混
亂
，
並
未
明
確
說
明
過
渡
到
市
場
經
濟
需
要
時
間
，
祇
是
說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和
一
九
九
二
年
需
作
什
麼
。
不
如
雷
日
科
夫
的
五
年
方
案
表
現
的
細
密
、
有
步
驟
，
以
及

數
據
提
證
和
計
畫
。
當
然
，
葉
爾
欽
的
五
百
日
方
案
完
全
是
搞
「
資
本
主
義
復
辟

」
和
革
命
性
的
造
反
，

要
把
在
行
政
崗
位
和
國
營
經
濟
體
系
的
國
家
公
僕
統
統
趕
下
來
，
才
有
可
能
達
成
目
標

。

問
題
是
﹒
﹒
二
萬

億
盧
布
的
固
定
資
產
和
八
干
億
盧
布
的
流
動
資
產
(
其
中
百
分
之
九
十
屬
於
國
家
所
有
，
百
分
之
十
屬
於

集
體
所
有
)
如
何
拍
賣
給
全
體
國
民

.
，
農
民
是
否
免
費
擁
有
土
地
所
有
權
，
如
果
是
，
就
是
土
改
分
田
，

對
於
都
市
居
民
又
不
公
平
了
。
而
且
也
不
是
人
人
都
能
當
老
聞
、
作
地
主
。
這
不
是
單
純
的
事
務

。

對
雷
日
科
夫
而
言
，
市
場
經
濟
是
按
部
就
班
發
展
的
，
有
調
節
的
，
還
是
社
會
主
義
市
場
經
濟
，
國

有
企
業
和
土
地
國
有
民
用
為
主
體
與
原
則
。
雷
某
算
是
比
較
保
守
的
改
革
派
。
戈
巴
契
夫
本
人
似
乎
毫
無

主
見
，
東
挪
西
湊
，
又
不
見
得
能
照
案
施
行

.

，
祇
有
土
地
國
有
民
用
的
原
則
還
未
改
變
。
葉
爾
欽
在
一
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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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0
年
十
二
月
上
旬
俄
羅
斯
國
會
贏
得
一
場
慘
勝

，

國
會
通
過
土
地
私
有
化

，

准
許
農
民
擁
有
土
地
十
年

後
可
以
買
賣

，

但
祇
能
賣
給
政
府

，

表
示
保
守
派
在
俄

經
濟

學
家
夏
塔
林

(
ω
ω﹒
的E
E
-
-
2
)
比
較
激
進
，

身
為
蘇
聯
總
統
戈
巴
契
夫
屬
下
「
總
統
委
員
會

」

。

委
昌
(
，
卻
造
戈
氏
的
皮

。

夏
塔
林
批
評
蘇
聯
長
期
來
的

「國
富
民
貧
」
政
策

，

要
求
國

家
應
將
大
部
分
財

富
返
還
人
民
。
改
革
應
給
予
公
民
獨
立
自
主
的
經
濟
權
利

，

以
非
國
有
化
和
私
有
化
將
國
家
財
產
移

交
給

人
民

，

藉
此
恢
復
社
會
公
義
。
私
有
化
應
絕
對
的

，
而
非
轉
到
集
體
化
。
當
然

，

國
家
不
能
免
費
交
付
財

產
。

另
一
位
經
濟
學
家
兼
蘇
聯
人
民
代
表
波
可
(
〉

﹒
目
。
芸
0
)主
張
將
所
有
國
家
財
產
私
有
化

.. 

任
何
企

業
的
拍
賣
、
買
賣
應
按
「
出
價
高
者
」
得
的
原
則

.
，

無
條
件
保
障
勞
工
群
眾
完
全
或
部
分
保
留
企
業
財
產

的
要
求

.
，

大
中
型
企
業
股
份
由
勞
工
按
年
資
深
淺
低
價
承
購

，

或
由
居
民
以
信
貸
方
式
購
得

。

這
種
全
盤

私
有
化
主
張
和
資
本
主
義
已
無
二
致

。

男
一
位
學
者
菲
古
諾
夫
(
閃
出

m
c
E
O

〈
)
主
張
應
無
償
將國
有
財
產

返
還
人
民

，

以
發
行
「
人
民
股
票
」
方
式

.
，

並
且
表
示
有
不
少
學
者
提
出
相
同
看
法
或
建
議

。

顯
然

，
在
言
者
有
理

、
論
者
無
罪
的
開
放

情
勢
下

，

各
種
主
張
層
出
不
窮

.
，
而
且
在
無
意
識
形
態
束

縛
下
，

不
少
人
憧
憬
於
西
方
世
界
的
富
足
美
好

，

而
想
一
步
登
天

。
認
為
全
盤
資
本

主
義
化
(
此

辭
語
尚

未
出
現

，

事
實
上

，

國
家
不
再
擁
有
生
產
財

，

已
不
是
馬
列
主
義
所
界
定
的
社
會
主
義
了

)
才
是
解
決
問

題
的
法
門

。

因
此

，

向
市
場
經
濟
過
渡
過
程
實
施
的
非
國
有
化
與
私
有
化

，

將
為
列
寧
的

「社
會
主
義
祖

國
」
敲
起
喪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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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

蘇
聯
職
工
總
會
和
蘇
聯
國
家
勞
動
委
員
會
聯
合
轄

屬
的

「全
蘇
社
會
經
濟
問

題
民
意
研
究
中
心
」
作
了
一
次
民
意
調
查
。
五
六
%
支
持
私
有
財
產

，

二
三
%
中
立
三
二
%
否
定

。

「
企

業
屬
於
私
人
所
有
」
問
題

，

二
四
%
贊
成
私
有

，

三
六
%
反
對

，

七
%
表
示
無
所
謂
，
三

三
%
表
示
難
以

回
答
。

而
以
男
一
種
方
式
提
問
題
「
企
業
屬
於
公
民
個
人
所
有

」
時
，
有

一三
%

贊
成
，

四
二
%
反
對
，

九
%
無
所
謂

，

一
八
%
礙
難
回
答

。

其
他
問
題

參
見
附
表
，

可
肯
定
的
是
大
部
分
人
同
意
擁
有
私

產
，

相

當
部
分
的
人
贊
成
企
業
私
有
化
和
土
地
改
革

。

時
移
勢
遷

，

相
信
有
更
多
的
蘇
聯
人
民
同
意
走
上
新
的

經

濟
道
路
，

擁
有
更
多
的
個
人
財
富

。

《表
一
一》
居
民
對
大
小
企
業
由
公
民
個
人
擁
有
的
態
度
(
每
一
項
按
回
答
人
數
作
屁
百
分
比
)

大
工 工
廠 廠

、 、

工 工
場 作

坊
、

商
店

必
8 36 要

的

可

17 41 
台4τ， 

許
的

不

57 17 
台""'" 

許
的

難

18 6 
以
回

全E艾3 

《衰
=
一》
居
民
對
大
小
企
業
由
公
民
個
人
擁
有
按
企
業
類
別
的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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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主h 醫 國 機 汽 輕 農
校 藥 防 床 車 工
教 i人L 工 製 製 業
育 業 業 造 造 工

業 業 企
業 l

必
18 20 2 8 11 29 44 要

的

可

34 35 6 19 22 38 38 
台月句

許
的

不

30 30 71 47 42 17' 10 
容

許
的

難

18 15 21 26 25 16 8 
以
回

欽E立

、

《
表
四
》
現
在
農
村
應
率
先
發
展
和
支
持
的
經
營
項
目

國 集
營 體

農 農
場 壯

全

16 19 
部

居

民

城

11 20 鎮
居

民

鄉

24 17 村
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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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公 租 新
以 民 貫
回 個 經
生亡艾3 人 營 Ä 

口

所 作
屬 社
農
場

14 34 26 12 

14 36 30 11 

14 30 19 14 

新量1 月#

說
明
.. 

分
三
類
居
民

，

因
可
複
選
答
題
，
故
百
分
比
超
過
一

O
O
%

《衰
五
》
是
否
應
將
土
地
移
交
市
民
和
村
民
個
人
使
用
，
如
果
是
，
應
以
何
種
程
序

。

國 免 免 可 不

家 費 費 將 應
應 分 分 土 將

將 自己 自己 地 土
土 土 土 父 地
地 地 地 付 父
佐E司 ' 但 長 給

血1 有 鈕 期 個

願 權 權 租 人承 佐I::t 售 貫 使

購 與 自1 和 用
者 他 他 付

人 人 費

全

21 14 40 15 5 
體

居

民

城
(1) 
鄉

鎮23 15 38 16 3 村居
居

民
民

鄉

18 12 45 12 8 村
居

民

全

25 8 36 16 7 
體

居

民

城
(2) 
城鎮

27 8 38 14 5 市
居

居

民
民

鄉
村20 9 30 21 10 居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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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以
回

生E艾I 

5 

5 

5 

8 

8 

10 

說
明
.. 

ω
ω
係
以
行
政
區
劃
分

，

城
市
區
有
市
區
和
市
外
農
業
生
產
地
區

《表
六

》
個
人
土
地
使
用
者
應
賦
予
何
種
權
利

僱 貝 土 自 自
用 E貝E 地 行 行
工 土 轉 決

人 地 疋
產 生

承 口口口 產
價 數
格 量

39 33 72 60 91 
同

意

不

45 48 19 28 4 同

意

難

16 19 9 12 5 
以
回

金E艾3 

表
二
至
泉
、
一
川
資
料
來
源
.. 

「
經
濟
問
題
」
月
刊

(
5
y
b
q問
恃
白
話
旬
章H
S
蘇
聯
科
學
院
﹒
經
濟
研
究
所
一
九
九

0
.
第
二
號
﹒

頁
六
七
|
七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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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影
子
經
濟

地
下
經
濟
活
動

「
影
子
經
濟
」
意
即
在
陰
暗
的
、
背
影
下
的
經
濟
活
動
，
這
是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獨
特
的
地
下
經
濟
形

態
，
亦
是
被
其
法
律
定
規
為
非
法
的
。
基
本
上
它
與
國
營
經
濟
和
集
體
經
濟
相
對
立
的

。

蘇
聯
內
政
部
全

蘇
科
學
研
究
所
實
驗
室
主
任
西
尼
諾
夫

(C

的
一
旦古
之
將
影
子
經
濟
分
作
三
部
分

•. 

一
是
指
公
民
個
人
或

其
非
正
式
結
合
團
體
之
間
的
獨
立
經
濟
關
係

'

活
動
目
的
在
滿
足
居
民
的
需
要

，

而
這
些
需
要
不
被
國
家

考
慮
或
控
制
的
。
二
是
虛
假
的
和
非
正
式
的
經
濟
關
係

'

利
用
現
行
經
濟
體
制
的
漏
洞
以
滿
足
個
人
或
團

體
的
利
益

。
三
是
犯
罪
關
係

，

以
利
用
職
務
之
便
貪
污
或
侵
占
財
物

。

蘇
聯
財
政
部
監
察
檢
查
管
理
局
局
長
達
尼
列
夫
斯
基
(

〈
口
﹒
巴
巴
一
-2
的
防
止
)
則
將
影
子
徑
濟
分
作
兩

種
二
種
是
從
事
投
機
買
賣
者

，

男
一
種
是
中

飽
私
囊
和
盜
竊
公
物
者

。

影
子
經
濟
的
收
入
或
營
業
額
相
當
可
觀
。
蘇
聯
國
家
統
計
委
員
會
社
會
統
計
管
理
局
副
局
長
克
拉
科

夫
斯
基

2
.
閃
E
T
O
〈
早
已
)
的
分
類
和
綜
合
二
年
的
規
模
約
七
百
億
盧
布

•• 

而
經
濟
學
家
梭
辛
幸
的
言
，

r
y
E
)的
看
法

，

高
達
二
千
億
盧
布
。

按
克
拉
科
夫
斯
基
的
分
類

，

包
括
.. 

ω
國
營
商
店
人
員
直
接
欺
騙
消
費
者
(
偷
斤
減
兩
等
使
倆
)
中

飽
私
囊
二

0
億
盧
布
。

ω
公
共
事
業
和
生
活
服
務
業
欺
騙
訂
貨
人
和
勒
索
顧
客
四

0
億
盧
布
。

ω
醫
療

保
健
部
門
的
需
索
六
億
盧
布
。

ω
酒
類
的
投
機
買
賣
一
億
盧
布
。
問
香
菸
投
機
買
賣
七

0
億
盧
布
。
附
錄

• 



影
帶
非
法

經
營

-
0
0

億
盧
布

。

的
釀
造
私
酒
九

0
億
盧
布
。

倒
運
輸
業
非
法
收
取
酬
勞
二

0
億
，
竊
取

營
業
收
入
一
五
億
，
盜
竊
汽
油
一
四
億
，
盜
竊
托
運
的
建
築
材
料
六
億

。

問
非
食
品
類
投
機
買
賣
三
二
億

。

叫
小
型
汽
車
投
機
買
賣
六

0
億
，
汽
車
零
件
二
五
億
。

ω
合
作
社
漏
報
稅
款
一
七
億
，
私
人
瞞
稅

-
0
億
，

合
作
社
賄
路
公
職
人
員
二

0
億
。

ω
賈
春
三
億
。

ω
毒
品
買
賣
二
五
億

。

M
走
私

-
0
億
。

這
十
四
類
總

額
六
五
五
億
盧
布
，
而
且
這
是
官
方
統
計
，
也
許
會
偏
低
此
了
另
方
面
，
克
某
亦
提
到
，
在
蘇
聯
國
民

經

濟
(
國

營
企
業
、
集
體
企
業
)
會
計
脹
目
上
多
報
少
報
的
金
額
估
計
為
六

0
0
億
盧
布

。

從
營
業
形
態
分
析
，
大
概
可
分
作
數
類

﹒
.

l

是
蘇
聯
公
民
獨
立
的
服
務
供
應
，
即
個
體
勞
動
，
未
註
冊
的
個
人
事
業
。
蘇
聯
國
家
計
畫
委
員
會

經
濟
研
究
所
估
計
一
年

營
業
額
一
四

O
|

一
六
0
億
左
右
。

而
且
在
向
市
場

經
濟
發
展
之
際
，
實
質
上
將

是
合
法
的

。

這
類
服
務
包
括
建
築
修
繕
(
房
屋
修
補
)
、
電
器
修
護
、
家
庭
教
師
、
家
庭
式
旅
館
和
餐
飲
等

笠
寸。

向市場經濟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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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差
服
務
，
據
估
計
，
蘇
聯
職
工
有
一

O
|

一
五
%
從
事

「加
班
」
工
作

。

亦
即
下
班
後
為
自
利

而
工
作
，
這
些
工
作
可
能
係
利
用
公
家
設
備
或
自
備
器
材
、
工
具
，
例
如
在
家
裡
為
他
人
縫
個
衣
服
、
修

補
房
屋
或
其
他

。

本
質
上
，
一
、
二
兩
類
可
能
難
以
分
辨

。

但
就
兼
差
比
例
推
算
其

經
濟
規
模
，
應
當
十

第六章

分
龐
大
，
亦
就
是
它
至
少
是
國
民
收
入
的
十
分
之
一
，
六
百
多
億
盧
布

。

l 是 7

1

小
攤
販
。

一
九
九
0
年
前
七
個
月
在
非
許
可
地
點
擺
攤
販
售
而
被
處
罰
的
人
數
超
過
六
萬
五
千

人
。

真
正
以
擺
攤

營
生
的
人
數
恐
怕
無
法
統
計
。
問
題
在
於
攤
販
的
商
品
來
源
和
價
格
有
待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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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
合
法
的
商
店
、
合
作
社
掩
護
非
法
的
投
機
買

賣
。
例
如
.. 

莫
斯
科
市
營
當
舖
一
九
八
九
年
一
年

營
業
收
入
一
千
二
百
萬
盧
布

，
支
出
為
二
百
三
十
萬
盧
布
，
將
近
五
倍
的
暴
利

。
不
過
這
是
政
府
賺
取
的

高
利
潤
。
有
些
商
店
櫃
檯
上
沒
貨
了
，
但
卻
可
在
店
後
面
高
價
買
到

。

在
一
九
九

0
年
前
半
年
，
蘇
聯
當

局
檢
查
十
五
萬
六
千
家
商
業
企
業
，
從
服
務
站
到
商
店
，
發
現
有
二
分
之
一
嚴
重
違
規
。
在
商
店
櫃
檯
裡

藏
匿
三
千
多
萬
盧
布
商
品
(
倉
庫
內
不
算
)
，
在
服
務
站
藏
了
七
百
六
十
萬
盧
布
商
品
。
相
信
商
店
的
偷
斤

減
兩
、
短
報
浮
多
，
亦
是
中
飽
私
囊
、
商
一
品
外
售
的
主
要
來
源
。

影
子
經
濟
的
一
商
品
來
源

•. 

從
工
廠
、
農
場
或
商
店
竊
取
的
貨
品
(
有
時
是
內
神
通
外
鬼
)
.
，
利
用
公
家

設
備
或
自
有
設
施
(
地
下
工
廠
)
生
產
之
產
品
(
包
括
私
酒
、
私
菸
和
消
費
品
)

.• 

走
私
進
口
或
旅
客
攜
帶

進
口
出
售
•• 

栽
種
植
物
性
毒
品
，
加
工
自
製
販
售
.
，
個
人
體
力
勞
動
，
包
括
妓
女
違
法
賈
春
﹒
，
從
國

營
商

店
倒
賣
品
，
即
不
在
店
內
出
售
(
售
貨
款
已
進
脹
)
，
將
貨
品
送
至
黑
市
高
價
轉
售

.• 

或
個
人
在
商
店
買
入
，

再
在
黑
市
轉
手
。

根
據
俄
羅
斯
當
局
的
民
意
調
查
，
三
千
份
調
查
當
中
，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在
購
買
商
品
「
額
外
付
款

」

或
向
黑
市
購
入
。
額
外
付
款
者
有
半
數
多
付
五
O
%
貨
款
，
有
五
分
之
一
多
付
一
倍
半
貨
款

。
有
五
分
之

二
的
回
答
者
表
示
他
們
曾
向
商
店
人
員
施
賄
，
其
中
-
O
%
的
人
經
常
施
賄
.
，
另
外
五
分
之
一
的
人
認
為

為
了
解
決
自
己
的
難
題
，
應
該
施
賄
，
祇
是
他
們
不
知
道
如
何
做
(
大
概
沒
有
門
路
)
。
而
且
有
四
六
%
的

回
答
者
表
示
可
以
容
忍
小
數
量
的
盜
竊
行
為
﹒
，
但
卻
譴
責
偷
斤
滅
兩
和
多
收
售
貨
款
的
盜
竊
行
為

。
無
論

如
何
，

查
顯
示
至
少
有
五
分
之
四
的
消
費
者
付
出
高
於
政
府
規
定
價
格
的

交
易
額
。
而
且
在
商
店
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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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額
外
付
款

，

雖
然
可
幫
助
消
費
者
解
決
需
求

，

卻
為
商
店
人
員
帶
來
薪
水
外

，

可
觀
的
進
脹

，

這
種
「

小

費
」
十
分
驚
人

。

「
黑
市
」
商
品
價
格
如
何

?

黑
市
是
影
子
經
濟
主
體

，

在
小
攤
販

、

私
人
交
易
過
程
其
價
格
自
然
受

到
市
場
供
需
和
商
品
合
法
性
雙
重
影
響

，

而
大
為
膨
脹

。

茲
舉
例
於
下
(
括
弧
內
為
公
定
價
格
或
市
場
公

開
價
).• 

電
視
機
(
五

0
0
)

一
干
五
百
盧
布

。

伏
爾
加
牌
小
汽
車
(
一
萬
六
)
六
萬
四
千
盧
布

。
「明
斯

克
一
五
型
」
電
冰
箱
(
四
五
五
)

一
千
二
至
一
千
五
千
盧
布

。

香
菸
一
包
(

四
O
!

六
O
戈
比
)
二
|

五

盧
布
。

秋
季
大
衣
五

O
O

盧
布
，

多

O
﹒

六
倍
。
外
套
五

O
O

盧
布
，

多
一
倍
。

短
上
衣

，

六
O
O
盧
布
，

多
一

﹒

六
倍
。

針
織
內
衣
八
六
盧
布

，

多
二

﹒

五
倍
。

針
織
上
衣
一
五

一
盧
布
，

多
一

﹒

一
倍
。

根
據
一
項
全
蘇
聯
的
抽
樣
調
查

，

有
半
數
蘇
聯
公
民
曾
向
投
機
者

、

小
攤
販
和
其
他
人
以
高
於

國
家

價
格
買
入
消
費
品

。

這
種
黑
市
價
格
經
常
在
一
倍
以
上
的
差
距
。
而
且
收
入
越
多
的
人

，

光
顧
黑
市
的
比

例
越
高
。

表
示
蘇
聯
政
府
供
應
的
消
費
品
質
量

，

無
法
充
分
滿
足
人
民
需
求

。

但
是
，

蘇
聯
人
民
願
意
以

一
倍
，

甚
至
十
幾
倍
高
差
價
買
入
黑
市
商
品

，

間
接
證
明
私
囊
多
少
還
有
一
些

。

這
是
惡
性
循
環

。

在
服

務
單
位
營
私
舞
弊

，

然
後
在
黑
市
花
掉

。

影
子
經
濟
的
本
質
猶
如
國
營
計
程
車
司
機

，

向
乘
客
多
收
錢

、

少
報
脹

，

這
些
黑
錢
再
轉
到
黑
市
循
環

。

影
子
經
濟
之
存
在

，

根
源
於
國
民
經

濟
體
系
的
不
健
全

﹒

皇
…市

猖
掀
在
於
市
場
經
濟
未
立
和
供
需
失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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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的
時
代

四
、
「
解
放
」
農
民

戈
巴
契
夫
的
農
業
政
策
，
由
集
體
承
包
和
家
庭
承
包
逐
漸
發
展
為
鼓
勵
私
人
經
營
農
業
和
農
場

﹒

'
並

且
將
農
地
由
承
包
生
產
轉
為
租
賞
，
現
在
更
准
許
長
期
租
賞
和
終
生
使
用
及
繼
承
使
用

。

結
果
使
國
營
農

場
農
業
工
人
和
集
體
農
莊
農
民
開
始
自
謀
福
利
、
努
力
生
產
，
集
體
農
場
和
國
營
農
莊
除
了
收
租
外
，
已

瀕
臨
解
體
。
這
種
現
象
有
點
類
似
我
們
的
三
七
五
減
租
，
蘇
聯
農
民
向
國
家
大
地
主
承
租
、
承
包
土
地
，

繳
付
規
定
的
地
租
、
糧
租
後
，
餘
下
的
全
歸
農
民
。
比
往
音
農
民
要
兩
頭
作
(
上
班
時
間
在
農
場
、
農
莊

參
與
集
體
生
產
作
業

，

下
班
在
自
宅
附
近
自
留

地
自
種
自
收
自
賈
)
，
現
在
是
有
利

多
了
。

根
據
一
九
八
九
年
統
計
，
農
業
有
租
貫
關
係
的
單
位
三
萬
三
千
個
(
祇
要
單
位
內
部
有
部
分
實
施
租

貫
制
即
算
計
在
內
)
，
占
全
體
的
六
六
%
﹒
主
(
中
四
千
九
百
個
集
體
農
莊
及
國
營
農
場
，
屬
下
生
產
隊
全
部

採
租
貫
制
。
最
徹
底
的
是
格
魯
吉
亞
(
喬
治
亞
)
，
六
個
在
山
區
的
集
體
農
莊
完
全
解
散
為
一
萬
二
千
個
個

人
農
業
經
營
體
。
承
租
的
生
產
隊
不
一
定
對
現
況
滿
意
，
因
為
有
的
承
租
條
件
欠
佳
(
比
如
土
地
不
夠
肥

訣
，
租
期
短
，
祇
有
一
至
五
年
)
，
甚
且
有
的
無
法
獲
得
農
業
機
械
(
場
方
拒
絕
租
借
)
和
肥
料

。

農
場
負

責
幹
部
和
農
莊
主
席
有
些
仍
是
官
僚
成
習
，
拒
絕
改
革
。
至
一
九
九

0
年
三
月
底
止
，
蘇
聯
大
約
成
立
了

二
萬
一
千
個
私
人
農
場
(
登
記
註
冊
者
)
，
其
中
以
波
羅
的
海
三
小
國
最
多
，
共
有
八
千
三
百
個
，
俄
羅
斯

祇
有
二
四

0
個
，
烏
克
蘭
四
個
。
私
人
農
場
雖
為
蘇
聯
改
革
的
產
物
，
但
遭
到
地
方
政
府
和
集
體
農
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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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營
農
場
方
面
的
極
力

抵
制

。
形
成
「
上
有
政
策

，
下
有
對
策
」
'
抗
拒
改
革
的
局
面
，
自
然
使
農
民
深
感

不
滿
。蘇

聯
農
業
制
度
基
本
上
由
兩
萬
七
千
三
百
個
集
體
農
莊
(
土
地
二
億
四
千
四
百
五
十
萬
公
頃
)
和
二

萬
三
千
三
百
個
國
營
農
場
(
土
地
八
億
零
一
百
二
十
萬
公
頃
)
組
成
，
以
及
農
莊
、
農
場
共
同
設
立
的
農

業
工
業
企
業
(
機
械
修
理
、
食
品
加
工
、
農
產
加
工
)
和
一
些
建
築
工
作
隊
。
一
千
二
百
萬
名
農
莊
農
民

和
一
千
萬
農
場
工
人
分
別
配
給
的
自
留
地
是
三
百
八
十
萬
公
頃
與
四
百
七
十
萬
公
頃
。
這
些
自
留
地
占
全

部
農
業
土
地
面
積
祇
有

0
.

八
%
'
卻
生
產
出
高
額
農
產
(
見
附
表
七
)
，
例
如
肉
類
生
產
量
占
全
蘇
總
產

量
的
二
九
%
，
馬
鈴
薯
更
高
達
五
九
%
。

《
表
七
》

一
九
八
八
年
蘇
聯
主
要
農
產
類
別

肉 蔬 ，馬
類 共?忙有
( 

屠 ( ( 

百 百
體 ( 

萬 百 萬
重

噸 萬 噸) 

( 
) 

噸
) 

百 ) 

萬

噸
) 

一
--'- 九/\ 

一
九 九 一 五

一
• • • • 量

七 七 O 一
一

--'- 國
一 /\ 家

四 九 一 一
一 收• • • • 

購--'-

七 四/\ 
一 量

自
一 留

五 九 七 地• • • 產--'- O /\ 量

占自

一 五

九 一 九
量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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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一
九
八
八
年
度
蘇
聯
國
民
經
濟
統
計
年
鑑
'
頁
四
二
六
，
四
三
二
，
四
八
五
，
五
二
九

。

農
民
在
自
留
地
的
收
成
一
部
分
透
過
合
作
社
出
售
，
一
部
分
由
農
場
、
農
莊
承
購
，
大
部
分
在
集
體

市
場
(
自
由
市
場
)
高
價
賣
出

。

蘇
聯
全
部
集
體
市
場
六
千
多
處
，
一
百
四
十
多
萬
個
攤
位
。
一
九
八
八

年
農
產
售
價
比
國
營
商
店
價
格
平
均
高
出
不
少

.. 

馬
鈴
薯
多
一

﹒

八
倍

，
蔬
菜
二

﹒

八
倍

，
水
果
一

﹒

五

倍
，
植
物
油
一
倍
，
肉
類
一

﹒

七
倍
，
乳
類
三

﹒

二
倍
。
最
近
兩
年
農
產
供
應
不
足
，
特
別
是
城
市
缺
糧

情
況
日
益
嚴
重
。
自
由
市
場
價
格
隨
風
高
揚
，
在
一
九
九

0
年
九
月
比
前
一
年
同
期
平
均
漲
三
四
%
﹒
主
(

中
肉
類
漲
幅
四
九
%
'
蔬
菜
四
一
%
，
水
果
二
九
%
，
馬
鈴
薯
三

O
%

'
蛋
五
O
%
。
在
市
區
市
場
平
均

一
公
斤
牛
肉
要
八
盧
布
四
八
戈
比
，
豬
肉
七
盧
布
七
一
戈
比
，
番
茄
一
盧
布
五
四
戈
比
。
蘇
聯
工
人
平
均

每
月
工
資
祇
夠
買
三

0
公
斤
牛
肉
或
三
三
公
斤
豬
肉

。

農
產
供
應
不
足
主
要
癥
結
在
於
政
府
收
購
量
減
少
﹒
﹒
農
民
不
願
交
售
給
國
家
，
存
心
固
積
居
奇

.
，

另

一
方
面
可
能
是
政
治
因
素
，
保
守
派
控
制
鄉
村
，
阻
擾
農
產
品
運
送
至
城
市
。
立
陶
宛
要
求
脫
離
蘇
聯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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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
拒
絕
將
乳
肉
產
品
運
往
俄
羅
斯
即
為
明
例

。
此
外

，
農
莊
與
農
場

逐
漸
解

生
產
，
不
願
在
集
體
生
產
崗
位
多
作
努
力
。
在
今
年
十
月
初
，
許
多
地
方
的
農
產
未
完
全
收
割
，
任
其
受
，
農
民
祇
願
自
家

凍
受
損
。
而
政
府
收
購
量
，
穀
物
祇
達
計
畫
的
七
二
%
'
蔬
菜
祇
達

f

六
%
'
馬
鈴
薯
六
七
%
'
問
類
七

三
%
'
蛋
額
七
八
%
。
收
購
後
的
倉
儲
、
運
銷
作
業
，
顯
然
受
到
各
地
情
勢
不
穩
的
影
響
。
今
年
冬
季
城

市
饑
荒
，
是
人
為
的
，
不
是
天
然
的
。

五
、
通
貨
膨
脹

盧
布
縮
水

從
計
畫
經
濟
過
渡
到
市
場
經
濟

，
幾
乎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發
生
物

價
上
漲
、
通
貨
膨
脹
現
象

.• 
過
去
隱

藏
的
財
政
問
題
一
一
浮
現
，
再
也
瞞
不
住
了
。

付
預
算
赤
字

。
一
九
八
五
年
蘇
聯
預
算
赤
字
為
三
二
九
億
盧
布

，
一
九

八
六
年
躍
增
為
四
五
五
憶

，

一
九
八
七
年
五
二
五
億
。
一
九
八
八
年
八
O
六
億

，
同
年
累
積
的
內

債
三
、
一
二

0
億
。
蘇
聯
政
府
解
決

赤
字
是
依
靠
發
行
國
債
券
(
售
與
人
民
)
、
動
用
人
民
在
國
家
保
險
局
投
保
保
單
的
資
金
，
以
及
向
國
家
銀

行
的
貸
款
基
金
的
借
款

.
，

這
三
種
累
積
為
政
府
內
債
。
一
九
八
九
年
赤
字
九
二

0
億
，
內
債
增
為
四
千
億

左
右
。
一
九
九

0
年
前
半
年
內
債
增
至
四
千
六
百
億

，
即
預
算
赤
字

半
年
間
增
加
六

0
0
億
。

口
流
金
流
通
問
題

。
一
九
八
九
年
蘇
聯
盧
布
發
行
量
比
前
一
年
增
加
五
六
%

，
多
了
一
八
0
億
盧
布
。

一
九
九
0
年
前
三
季
比
前
一
年
同
期
增
加
七
O
%
。
由
於
盧
布
發
行
並
沒
有
所
謂
的
「
準
備
金
」
(
以
外
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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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金
屬
或
重
要
資
本
財
作
發
行
準
備
)
，
紙
幣
多
了
，
但
經
濟
並
未
相
對
成
長
。
根
據
蘇
聯
「
銀
行
信
貸
金

新蘇聯

融
研
究
所
」
專
家
估
計
，
盧
布
流
通
量
在
一
九
九

0
年
初
約
為
七
、
四
五

0
億
盧
布

﹒

主
迪
是
按
照
銀
行
存

款
和
現
金
合
計
的
。

今
年
前
三
季
蘇
聯
人
民
現
金
收
入
四
、
六

-
0
億
，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一
四

﹒

四
%
(
按
計
畫
增
幅

全
年
增
加
七

﹒

一
%
)
，
現
金
支
出
不
詳
.• 

但
官
方
統
計
，
人
民
手
中
持
有
現
金
在
一
九
九

0
年
十
月
初
為

一
、
二
四
0
億
左
右
。
現
金
增
加
與
近
數
年
大

幅
調
薪
有
關
，
一
九

八
五
年
蘇
聯
職
員
與
勞
工
平
均
每
月

現
金
薪
資
為
一
九

O
﹒

一
盧
布
，
集
體
農
莊
農
民
的
公
共
勞
動
收
入
(
月
工
資
)
為
一
五
三

﹒

四
盧
布
。

一
九
九
0
年
前
三
季
平
均
現
金
收
入
分
別
是
二
五
七
盧
布
和
一
八
五
盧
布
。
而
且
也
導
致
人
民
在
儲
蓄
銀

行
的
存
款
劇
增
，
一
九
八
五
年
底
的
存
款
總
額
是
二
、
二

O
八
億
，
一
九
八
六
年
存
款
增
加
二
二

0
億
，

八
七
年
增
二
四
一
億
，
八
八
年
增
二
九
八
億
，
八
九
年
增
四

-
0
億
。
九

0
年
前
三
季
增
一
一
一
一
億
，
總

額
高
達
三
、
五
八
八
億
。
將
近
五
年
時
間
，
增
加
一
、
三
八

0
億
。
存
款
與
現
金
合
計
四
、
八
二
八
億
，

平
均
每
人
(
無
論
老
弱
婦
孺
)
擁
有
約
一
千
六
百
盧
布
的
現
金
與
儲
蓄
。

日
物
價
上
漲
。
前
述
蘇
聯
人
民
錢
多
(
若
按
官
方
匯
率
，
約
值
二
千
九
百
美
元
)
，
並
不
表
示
節
儉
吝

音
，
而
是
有
錢
買
不
到
東
西
。
消
費
品
供
需
失
調
嚴
重
，
根
據
蘇
聯
國
家
統
計
委
員
會
估
計
，
需
要
額
外

提
供
一
、
六
五

0
億
盧
布
的
消
費
品
，
才
能
滿
足
人
民
需
求
。
錢
多
而
物
稀
，
價
格
必
然
上
漲
。
當
然
，

零
售
物
價
總
指
數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比
前
一
年
才
漲
二
%
'
集
體
市
場
(
自
由
市
場
)
漲
七
%
。
一
九
九

O

年
前
三
季
總
指
數
比
前
一
年
同
期
漲
三

﹒

七
%
'
國
營
商
店
漲
三

﹒

六
%
'
市
區
合
作
社
漲
六
%
，
自
由



向市場經濟過渡第六章155 

市
場
漲
廿
四
%
。
問
題
是
，
總
指
數
一
向
是
偏
低
的
，
與
人
民
生
活
接
觸
和
需
要
的
消
費
品
類
漲
幅
就
相

當
可
觀
。
黑
市
與
自
由
市
場
前
文
大
略
提
及
，
此
處
不
贅
述
。
今
年
電
影
票
漲
一
三

﹒

七
%
'
交
響
樂
門

票
漲
二
了
四
%
，
公
證
所
(
如
結
婚
公
證
)
收
費
漲
一

﹒

六
倍
。

回
盧
布
不
能
不
縮
水
。
吃
虧
的
當
然
是
勞
動
人
民
和
仰
賴
退
休
金
養
老
的
勞
動
前
輩
。
根
據
蘇
聯
專

家
統
計
，
一
千
盧
布
的
活
期
存
款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三
年
內
貶
值
了
二
六
九

﹒

一
盧
布
，
實

際
購
買
力
祇
剩
下
七
三

0
.

五
盧
布
。
存
款
越
多
，
損
失
越
大
。
因
為
從
一
九
五
四
年
以
來
，
儲
蓄
銀
行

的
存
款
利
息
年
息
祇
有
二

三
%
(
包
括
定
期
存
款
利
率
)
。
一
九
八
八
年
規
定
兒
童
儲
蓄
和
十
年
期
公
債

券
年
息
調
高
為
四
%
。
這
種
利
率
碰
到
通
貨
膨
脹
，
真
會
教
存
款
人
翻
白
眼
、
陸
雙
腿
。
因
此
，

高
銀

行
存
款
利
率
，
勢
在
必
行
，
祇
是
未
知
會
高
了
多
少
。

一
九
九
0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蘇
聯
國
家
銀
行
公
布
盧
布
與
外
幣
匯
兌
率
，
而
且
分
成
四
種
匯
率
。
一

是
官
方
匯
率
，
一
百
美
元
兌
五
五

﹒

四
盧
布
。
這
種
匯
率
祇
用
於
經
濟
分
析
、
國
際
經
濟
統
計
比
較
，
和

處
理
舊
時
外
債
。
簡
言
之
，
官
方
匯
率
是
擺
著
好
看
的
，
不
能
用
的
。
二
是
商
業
匯
率
，
一
百
美
元
兌
一

六
六
盧
布
。
這
是
用
於
處
理
蘇
聯
企
業
對
外
賀
易
和
對
外
經
濟
活
動
。
三
是
特
別
匯
率
，
一
百
美
元
兌
五

五
四
盧
布
。
這
是
蘇
聯
人
民
出
國
就
醫
、
應
私
人
邀
請
訪
問
出
國
和
前
往
外
國
經
常
居
住
地
，
需
要
購
買

外
匯
時
的
匯
率
。
四
是
交
易
匯
率
，
一
百
美
元
兌
二
、
二
六

0
盧
布
。
這
是
蘇
聯
企
業
要
自
備
外
匯
進
口

物
資
和
將
出
口
所
得
外
匯
(
上
繳
後
按
比
例
企
業
自
留
部
分
，
不
需
用
時
)
，
可
在
外
匯
交
易
市
場
按
此
匯

率
買
賣
。
由
於
商
業
匯
率
已
成
為
盧
布
兌
換
外
幣
的
主
體

，
事
實
就
是
盧
布
己
貶
值

三
分
之
二

，
剩
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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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之
一
。
最
慘
的
是
蘇
聯
人
民
手
中
的
盧
布
貶
值
十
分
之
九
，
剩
下
十
分
之
一

特
別
匯
率
接
近
黑
市
匯
價
)
。

(
按
特
別
匯
率
計
，
而
且

六
、
共
和
國
經
濟
自
主
與
相
五
依
賴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七
月
蘇
共
第
十
九
次
黨
代
表
會
議
對
民
族
問
題
的
決
議
案
提
到

.. 

「
在
改
造
政
治
制

度
的
範
疇
內
，
應
該
對
進
一
步
發
展
和
鞏
固
蘇
維
埃
聯
盟
實
行
必
要
的
措
施
。
首
先
就
是
藉
著
劃
分
蘇
聯

與
加
盟
共
和
國
權
限
，
非
中
央
化
(
地
方
分
權
)
，
將
一
系
列
管
理
功
能
轉
交
地
方
，
強
化
經
濟
、
社
會
與

文
化
發
展
、
保
護
自
然
等
領
域
的
自
主
與
責
任
，
擴
大
加
盟
共
和
國
和
自
治
區
域
的
權
力
。
」
自
此
，
共

和
國
和
民
族
行
政
區
域
的
政
治
、
經

濟
權
利
準
備
與
蘇
聯

中
央
劃
分
，
而
且
逐
漸
演

變
為
共
和
國
要
求
脫

離
蘇
聯
，
退
盟
獨
立

。

戈
巴
契
夫
的
經
濟
改
革
和
市
場
經
濟
方
案
亦
確
定
經
濟
權
下
放
，
包
括
劃
分
蘇
聯
與
共
和
國
的
國
家

所
有
權
(
財
產
權
)
。
慷
慨
地
承
認
共
和
國
領
域
內
的
土
地
、
地
下
資
源
、
水
域
等
都
屬
地
方
所
有
。
蘇
聯

金
融
、
郵
電
通
訊
，
以
及
具
有
全
蘇
聯
性
質
的
經
濟
設
施
管
理
權
和
所
有
權
，
例

如
航
空
、
全
國
統
一
電
力
系
統
、
油
氣
輸
送
系
統

。
在
一
九
九

0
年
四
月
，
蘇
聯
亦
正
式
以
蘇
聯
法
律
形

式
頒
布
劃
分
蘇
聯
、
加
盟
共
和
國
、
自
治
共
和
國
的
基
本
經
濟
關
係

。

在
俄
語
辭
彙
「
自
主
、
獨
立
」
(
的
ω

目
。
叩
門
。
豆
豆
、
口
。
叩
門
、
)
的
意
思
是
「
自
我
站

立

、
自
我
執
行
汁
，
因

保
留
國
防
安
全
、



向市場經濟過渡第六章157 

此
改
革
派
允
許
的
政
治
自
主

、

經
濟
自
主

，

有
時
候
會
被
西
方
記
者
誤
解
為
獨
立

。

而
俄
語
的
「
獨
立
」

(
ZO
N
心
〈
一昕
一
旦。
叩
門、

)才
是
真
正
的
「
不
依
賴
」

獨
立
。
當
然

，

蘇
聯
十
五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數
十
年
形
成

的
蘇
聯
中
東
政
經
集
權

，

亦
使
共
和
國
無
法
經
濟
「
獨
立
」

'

即
使
是
一
旦
獲
得
真
正
的
政
治
獨
立
。
波
羅

的
海
三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鬧
政
治
獨
立
運
動

，

但
是
他
們
的
領
導
人
還
經
常
表
示

﹒
﹒
政
治
獨
立
不
必
完
全
斷

絕
經
濟
關
係

'
相
反
地
，

應
當
予
以
保
留
。
簡
言
之

，

現
今
除
了
俄
羅
斯
以
外

，

沒
有
一
個
共
和
國
有
能

力
達
到
經
濟
獨
立
的
水
準

o

因
此
，

當
葉
爾
欽
與
戈
巴
契
夫
搞
權
力
鬥
爭
、
挾
公
意
報
私
仇
時

，

其
他
的

小
共
和
國
對
葉
氏
所
提
簽
訂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經
濟
協
定

，

紛
表
贊
同

。

因
為
，

沒
有
蘇
聯

，

大
快
民
、
吵
，

沒
有
俄
羅
斯

，

開
門
七
件
事
總
會
有
缺
的
。

十
五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領
土
面
積

、

人
口
數
、
資
源
和
生
產
等
相
差
懸
殊

，

相
互
依
賴

。
首
先

，
全

蘇
工
業
總
產
值
(
一
九
八
八
年
)
有
六
二
%
產
自
蘇
聯
所
直
轄
企
業

，

三
一
%
產
自
蘇
聯
與
加
盟
共
和
國

共
有
企
業
(
事
實
是
共
和
國
企
業

，

唯
受
蘇
聯
中
央
部
會
間
接
指
揮
)
，
七
%
產
自
共
和

與
地
方
企
業
。

在
各
個
共
和
國
領
域
內

，

主
要
工
業
生
產
量
在
蘇
聯
所
占
比
重
(
參
見
表
八
)

，

俄
羅
斯
、
烏
克
蘭
，
無
疑

具
有
優
勢
地
位
。

共
和
國
之
間
商
品
輸
出
入
的
相
互
依
賴
關
係
，
更
明
顯
表
現
俄
羅
斯
和
烏
克
蘭
的
比
重
(

參
見
表

九
)
。
各
共
和
國
間
向
其
他
共
和
國
同
時
進
行
商
品
輸
出
和
輸
入
者
祇
有
俄
羅
斯
、
烏
克
蘭
、
白
俄
羅
斯
、

喬
治
亞

、

阿
塞
拜
疆

、

摩
爾
達
維
亞
和
亞
美
尼
亞

。

這
七
個
共
和
團
是
淨
輸
出
園

，

其
他
八
國
相
對
為
淨

輸
入
圈

。

在
對
外
(
國
際
)
貿
易
方
面

，

祇
剩
下
俄
羅
斯
是
淨
輸
出
共
和
國
，
有
鉅
量
順
差

。
這
是
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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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十
四
個
共
和

國
際
市
場
價
格
和
外
匯
價
比
較
計
算
的
。
易
言
之
，
俄
羅
斯
三
一
四
億

國
逆
差
。
因
為
在
事
實
上

，

十
五
個
共
和
國
總
的
外
貿
均
屬
逆
差
。

《
表
八
》
各
地
區
在
蘇
聯
重
要
工
業
生
產
量
所
占
比
重
三
九
八
八
年
)

肉鋸化化農鋼煤天石電 項

類 學學業 然 目

製 肥纖機 瓦
區

品材料維械鐵炭斯油力 別

五八五四五五五七九六
俄

O 二一七六 七五六 一二 羅
• • • • • • • • • • 

一 一一九七 」 五/\一-

斯

烏
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八五二六四四四 O 七 克

• • • • • • • • • • 
三 -0 四 O 七九二九四 蘭

白
一 O 一 俄一

六三八八 -0 O 二
羅• • • • • • o . . 

九二一一七七 O 四三二 斯

波羅

六二三四 00 海的
一

• • • • • • • 
九六三二七三 000 八 國

一 中

一 一 一 一七五一 亞

O 二 O 四二四 九. • 0 
五• • • • • • 六四 ，

八九九五九八八五七九 國

芷

一 他一

一 ='--0 四---------- . 
四• • • • • • ﹒ 五二 ﹒

九一四六九八二一三二 國

說
明
.• 

中
亞
五
國
指
哈
薩
克
、
烏
茲
別
克
﹒
吉
爾
吉
斯
、
塔
吉
克
、
土
庫

受
。
其

他
四
因
為
喬
治
亞

、
亞
美
尼
亞
、
阿
塞
拜

疆
和
摩
爾
達
維
亞

。

資
料
來
源

•• 

同
表
七
，
頁
三
四

O
|

三
可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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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九

》
共
和
國
產
品
進
出
口
比
較
分
析
(
逆
差
一
，
順
差
+
'
單
位

.. 

憶
盧
布
)

土 塔 τ口七 摩 阿 喬 哈 ，鳥 自 烏 (我 加

爾 爾 塞 茲 俄 盟

庫 ::t:: 達 治 薩 克 羅 共亡3
::t:: 

拜 別 羅cl 維 和

曼 克 斯 亞 疆 亞 克 克 斯 蘭 斯 國

產共
品和

-3 - 11 一 5 +6 十 20 十 6 -54 -39 十 31 +16 +36 交國
換之

對共
外和

-3 一 7 7 -19 -4 一 9 一 35 + 124 質 國
易 產
額餘 品

.6、
口

一 6 - 12 一 12 一 2 +11 一 73 -43 +22 一 19 + 160 
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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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拉 立 亞

沙 脫 美
陶

尼 維 尼
亞 亞 宛 亞

一2 一 3 4 + 6 

一 5 -6 一 4 一 7

一 7 - 9 -8 

160 

資
料
來
源
.. 

「
經
濟
與
生
活
」
迫
刊
，
一
九
九

0

，
第
十
貌
，
頁
七

。

.
在•• 

十
五
個
共
和
國
的
總
和
為
零
，
本
表
託
明
其
依
賴
關
係

。

根
據
俄
羅
斯
經
濟
學
者
米
海
伊
洛
夫
(
「
呈
一

r
g
z
o〈
)
的
研
究
，
俄
羅
斯
同
其
他
共
和
國
的
不
等
價

交
換
二
年
損
失
七
百
億
盧
布
(
一
九
八
八
年
因
市
場
情
勢
惡
化

，
損
失
降
為
六
四

0
億
)
。
這
種
情
形
使

俄
羅
斯
人
有
當
冤
大
頭
的
感
覺
，
而
且
「
好
心
沒
好
報
」

。

葉
爾
欽
能
在
俄
羅
斯
大
造
聲
勢
，
因
他
以
俄
羅

斯
民
族
立
場
為
出
發
點
，
要
在
蘇
聯
為
俄
羅
斯
爭

「
公
道
」
。
但
是
，
不
可
否
認
地

，
戈
巴
契
夫
准
許

經
濟

權
下
放
，
讓
各
共
和
國
經
濟
自
主

.

，
一
方
面
有
意
使
蘇
聯
中
央
擺
脫
財
政
負
擔
，

不
再
付
出
鉅
額
而
無
善

意
回
應
的
補
貼
.
，
男
方
面
想
讓
這
些
共
和
國
吃
吃
苦
頭
，
才
會
瞭
解
蘇
聯
(
其
實
是
俄
羅
斯
)
並
沒
有
剝

削
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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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擁
抱
資
本
主
義

對
外
經
濟
關
係

雖
然
蘇
聯
擁
有
先
進
的
太
空
與
軍
事
科
技
而
成
為
超
級
大
國
，
但
是
若
從
外
貿
結
構
分
析
，
則
為
典

型
的
開
發
中
國
家
，
而
且
是
負
債
的
入
超
圈
。
一
九
九

0
年
前
三
季
出
口
四
三
五
億
盧
布
，
進
口
五
二
五

億
，
逆
差
九

0
億
。
一
九
八
九
年
外
質
總
額
一
、
三
八
四
億
，
出
口
六
八
二
億
，
進
口
七

O
二
億
，
逆
差

二
0
億
。
一
九
八
八
年
順
差
二
一
億

.
，

一
九
八
七
年
七
四
億
，
一
九
八
六
年
五
七
億
，
一
九
八
五
年
三
二

億
。
表
面
上
，
最
近
三
年
才
出
現
逆
差
﹒
'
事
實
上
，
過
去
的
帳
面
順
差
並
非
意
味
國
際
收
支
的
平
衡
或
順

差
。

因
為
蘇
聯
與
經
互
會
國
家
貿
易
係
採
外
匯
盧
布
記
脹
方
式
，
每
屆
年
終
會
員
國
彼
此
進
行
多
邊
清
算

和
信
貸
緩
付
，
蘇
聯
很
難
取
得
強
勢
外
幣

。
對
開
發
中
國
家
貿
易
又
集
中
於
少
數
接
受
其
援
助
國
家
，
如

印
度
、
阿
爾
及
利
亞
和
早
期
的
埃
及
，
雖
有
順
差
，
卻
要
不
回
來
。
從
一
九
八
五
年
到
一
九
八
八
年
，
蘇

聯
對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的
質
易
順
差
共
七
三

﹒

五
三
億
盧
布
，
其
中
對
經
互
會
國
家
順
差
七
七

﹒

六
億
盧
布
。

對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貿
易
逆
差
共
四
八
億
.
，
對
開
發
中
國
家
順
差
共
一
五
八

﹒

七
七
億
。
蘇
聯
對
這
三
類
國

家
進
出
口
比
重
，
請
參
閱
表
九
。

蘇
聯
出
口
產
品
集
中
在
原
料
輸
出
。
以
一
九
八
八
年
為
例
，
出
口
總
額
當
中
，
燃
料
與
電
力
占
四
二

﹒

一
%
。
礦
砂
、
精
選
礦
、
金
屬
及
其
製
品
古
九

﹒

五
%
'
機
器
、
設
備
與
運
輸
器
材
占
一
六

﹒

二
%

'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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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產
品
、
化
肥
和
橡
膠
四
%
，
林
材
、
紙
漿
和
紙
製
品
三
﹒
五
%

。

進
口
產
品
則
以
機
器
、
設
備
與
運
輸

器
材
為
主
，
占
進
口
總
額
四

0
.
九
%
，
其
次
是
糧
食
和
食
品
原
料
一
五
﹒
八
%
'
消
費
性
工
業
產
品
一

二
﹒
八
%
。
這
種
以
原
料
、
燃
料
為
出
口
主
體
，
以
機
器
產
品
為
進
口
大
宗
的
貿
易
結
構
，
顯
示
出
「
開

發
中
經
濟
」
色
彩
。
而
且
出
口
可
以
說
百
分
之
八
十
是
原
料
、
燃
料
。
其
石
油
輸
出
從
一
九
六

0
年
的
一

千
八
百
萬
噸
逐
漸
增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一
億
四
千
四
百
萬
噸
.
，
石
油
製
品
從
一
千
五
百
萬
噸
增
至
六
千
一

百
萬
噸
.
，
天
然
瓦
斯
從
二
億
立
方
公
尺
增
至
八
百
八
十
億
立
方
公
尺
，
石
炭
從
一
千
二
百
萬
噸
增
為
三
千

九
百
萬
噸
。
蘇
聯
目
前
是
世
界
第
一
的
石
油
製
品
和
天
然
瓦
斯
出
口
國
，
世
界
第
二
的
石
油
出
口
國

o
占

世
界
石
油
輸
出
量
的
一
一
﹒
五
%
'
石
油
製
品
佔
-
O
%
，
天
然
瓦
斯
占
三
三
%
。
由
於
蘇
聯
石
油
與
瓦

斯
多
產
自
西
部
西
伯
利
亞
地
區
，
地
處
嚴
寒
，
開
採
成
本
逐
漸
高
昂
，
燃
料
出
口
不
再
是
利
多

。

進
口
方
面
，
穀
物
、
肉
類
耗
費
蘇
聯
可
觀
外
匯
。
在
今
年
前
三
季
進
口
消
費
性
物
資
占
輸
入
總
額
三

六
%
。
一
九
八
九
年
進
口
穀
物
三
千
六
百
萬
噸
，
一
九
八
八
年
三
千
五
百
萬
噸
。
這
些
糧
食
進
口
來
源
主

要
是
美
國
、
澳
洲
和
南
美
洲
國
家
，
需
以
強
勢
外
幣
支
付
。

蘇
聯
與
西
方
的
貿
易
逆
差
，
常
常
迫
使
其
在
國
際
黃
金
市
場
上
拋
售
黃
金
。
從
一
九
八
五
年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估
計
售
金
收
入
為
二
二
六
億
美
元
，
一
九
八
九
年
一
年
達
四

0
億
。
據
估
計
，
蘇
聯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的
外
債
為
四
八

0
億
美
元

，

資
產
一
五
二
億

，
淨
外
債
三
二
八
億
。
而
蘇
聯
黃
金
儲
存
量
估
計
為
九
千

萬
盎
斯
，
按
市
值
約
為
三
三
三
億
美
元
(
以
一
盎
斯
三
七

0
美
元
計
)
。
當
然
，
蘇
聯
是
世
界
黃
金
主
要
生

產
國
，
與
南
非
齊
名
並
列

。

因
此
，
蘇
聯
的
債
務
信
用
算
是
相
當
良
好
。



o航+} ~個新輔個〈長(:時相. .個極翱掙)

叫
時
間
明
斷
開
闊
曲
研
悟
[
個
}

1970崎 1980時 1985時 1986崎 1987崎 1988崎

封口靠攏. . 11 ,520 49 ,634 72 ,664 68 ,285 68 ,142 67 ,115 

;單個+刊編圈。為 65 .4% 54.2 % 6l.2% 66.8 64.9 % 63.9 % 

(單單闢祖國偏) (54.3%) (49.0%) (55 .4 %) (6 l.7%) (59.7%) (58.2%) 

細~+H刊~僻圈。氣 18.7% 32.0% 25.6% 19.2 % 20.8% 2l.9 

E如-8-圈。綠 15.9% 13.8% 13.2 % 14.0 % 14.3% 14.2% 

蝴口輩輩臨. . 10 ,559 44 ,463 69 ,42 9 62 ,586 60 ,741 65 ,040 

;起個+刊編固樹 65.1% 53 .2% 6l.2% 66.9 % 69.3% 66.7 % 

(製阿4祖國。為) (57.0%) (48.2 %) (5 4.6 %) (60 .4%) (62.2%) (6 l.2%) 

t(JID( * +H 111括國甘為 24.1% 35 .4% 27.8% 25 .3 % 22.8% 25 .1 

驛鄉-8-圈。舔 10.8% 1l.4% 1l.0% 7.8 % 7.8% 8.2% 

組j封口g :llll:!tl:甚 +96 1 +5 ,171 + 3,235 + 5,699 + 7,401 + 2,075 輛
卡
城

們
也-

如*喝嘻嘻重.. \ -<;才<<崎誼虛會團t:r'r{ :說憶;緝令崎珊，惜.\~ \1 \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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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蘇
聯
官
方
公
布
，
一
九
八
九
年
初
外
債
總
數
為
三
三
六
億
盧
布
(
按
當
時
匯
率
，
約
一
盧
布
等

新蘇聯

於
0
.
六
五
美
元
)
，
約
合
美
金
五
一
七
億
。
其
中
自
由
外
匯
(
需
以
外
幣
支
付
)
二
八
一
億
盧
布
(
約
四

三
二
億
美
元
)
，
記
脹
清
算
(
易
貨
質
易
欠
款
)

一
九
億
盧
布
，
盧
布
欠
款
三
六
億
盧
布

。

同
時
，
蘇
聯
對

外
債
權
共
計
八
五
八
﹒
四
六
億
盧
布
.
，
其
中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積
欠
蘇
聯
四
三
八
﹒

O
六
億
(
古
巴
最
多
.. 

一
五
四
﹒
九
一
億
，
外
蒙
古
九
五
﹒
四
三
億
，
越
南
九
一
﹒
三
二
億
，
波
蘭
四
九
﹒
五
五
億
，
北
韓
二
二
﹒

三
四
億
，
寮
國
七
﹒
五
八
億
，
匈
牙
利
六
.
二
二
億
，
保
加
利
亞
四
﹒
三
四
億
)
.
，
開
發
中
國
家
積
欠
四
二

0
.

四
億
(
印
度
最
多

.. 

八
九
﹒
O
七
億
，
敘
利
亞
六
七
﹒
四
三
億
，
伊
拉
克
三
七
﹒
九
六
億
，
阿
富
汗

三
O

﹒
五
五
億
，
衣
索
匹
亞
二
八
﹒
六
億
，
阿
爾
及
利
亞
二
五
﹒
一
九
億
)
。
蘇
聯
顯
然
無
法
按
期
收
回
債

權
，
因
為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延
期
未
還
的
債
權
古
了
一
七
三
﹒
九
八
億
。

蘇
聯
外
交
部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宣
稱
對
外
援
助
占
國
民
總
生
產
的
一
﹒
四
%
。
蘇
聯
財
政
部
長
帕
福
洛

夫
(
〈-
E
i

。
〈
)
在
一
九
九0
年
元
月
透
露
該
年
內
預
定
外
援
數
為
九
七
億
盧
布
，
比
前
一
年
的
一
二
五
億

減
少
二
八
億
。
蘇
聯
準
備
逐
步
減
低
外
援
，
但
其
學
者
懷
疑
蘇
聯
政
府
是
否
真
正
減
少
﹒
，
因
為
過
去
蘇
聯

以
高
於
國
際
市
場
七
|
九
倍
的
價
錢
大
量
買
入
古
巴
的
砂
糖
，
一
年
給
與
古
巴
的
秘
密
援
助
超
過
二

0
億

盧
布
。
帕
福
洛
夫
表
示
，
外
援
之
中
屬
於
無
價
援
助
祇
有
二
八
億

.• 

即
使
如
此
，
仍
可
藉
貿
易
優
惠
間
接

援
助
。
此
外
，
將
近
九
百
億
的
債
權
如
何
處
理
，
亦
為
蘇
聯
學
者
質
疑
。



向市場經濟過渡

當
然

，

今
日
蘇
聯
不
比
往
昔

，

泥
菩
薩
過
江
自
身
難
保
。
在
今
年
元
月
經
互
會
第
四
五
次
全
體
大
會

時
，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雷
日
科
夫
就
聲
明
對
經
互
會
國
家
賀
易
將
採
國
際
市
場
價
格
計
價
和
逐
筆
交
易

以
強
勢
貨
幣
支
付
。
對
東
歐
欠
缺
外
匯
國
家
造
成
極
大
衝
擊

，
捷
克
就
要
求
在
下
個
五
年
計
畫
(
一
九
九

一
-
1

九
五
年
)
結
束
時
才
採
新
質
易
方
式

.• 

波
蘭
則
要
求
逐
年
增
加

，

第
一
年
一

O
|

一
五
%
的
貿
易
額

採
新
方
式
。

為
了
成
功
推
動
經
濟
改
革

，

並
且
想
參
與
國
際
經
濟
活
動

，

使
蘇
聯
經
濟
成
為
國
際
經
濟
體
的
一
分

子
，
戈
巴
契
夫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初
公
布
合
資
企
業
法

，
開
始
吸
引
外
資
在
蘇
聯
境
內
共
同
合
作

，

建
立
合

資
企
業
。
藉
此
擴
展
國
際
經
濟
聯
繫

'

引
進
西
方
的
企
業
經
營
管
理
經
驗
。
先
進
生
產
技
術
工
藝
，
協
助

蘇
聯
開
發
資
源
和
創
建
高
質
量
的
生
產
企
業
。
並
且
籌
劃
在
境
內
設
立
「
自
由
經
濟
區
」

'

仿
效
外
國
的
「
出

口
工
業
區
」
和
「
經
濟
特
區
」

'

以
促
進
出
口
貿
易
為
主
要
目
標
。

一
九
八
七
年
成
立
的
合
資
企
業
廿
三
家
。
一
九
八
八
年
增
為
一
九
一
家

，

資
本
額
共
八
億
盧
布

，

外

資
占
三
八

﹒

三
%
。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增
至
一

、

一
三
六
家
，
其
中
一
、

O
五
八
家
為
雙
邊
合
資

企
業
，
七
八
家
為
多
邊
合
資
。
共
有
五
八
國
的
企
業
、
組
織
參
與
，
其
中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九
國
，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二
五
國

，
開
發
中
國
家
二
四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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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蘭

匈
牙
利

中
共

芬
蘭

奧
地
利

義
大
利

瑞
典

印
度

新
加
坡

三
四

三
四

一
」
川

一
三
一
占
九

八
二

七
三

四
七

一
一
一
一

-o 

保
加
利
亞

南
斯
拉
夫

西
德

美
國

英
國

瑞
士

法
國

塞
浦
路
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

一
一
一
一

七
八

占
八
一

四
四一

四

合
資
企
業
多
數
設
立
在
俄
羅
斯
(
占
八
四
五
家
，
其
中
六

0
0

家
在
莫
斯
科
)
，
烏
克
蘭
七
四
家
，
愛

沙
尼
亞
八

0
家
，
喬
治
亞
三
一
家
，
拉
脫
維
亞
二
六
家
，
立
陶
宛
三
二
家
。
參
與
外
資
合
作
的
蘇
聯
企
業

(
實
際
活
動
的
)
有
一
八
四
家
，
其
中
工
業
部
門
六
二
家
，
建
築
業
七
家
，
商
業
與
餐
飲
業
一
四
家
，
其

他
經
濟
部
門
七

六
家

，
科
學
研
究
與
設
計
部
門
一
五
家
，
合
作
社
十
家

。

一
九
九
0
年
十
月
，
合
資
企
業
已
增
至
二
、

O
五
一
家
，
資
本
額
不
詳
。
四
年
來
企
業
家
數
增
加
雖

迅
速
，
但
其
對
蘇
聯
經
濟
的
影
響
仍
然
微
小
。
西
方
企
業
對
目
前
的
合
作
限
制
，
包
括
盈
利
匯
回
、
合
資

比
例
不
得
超
過
四
九
%
，
以
及
由
蘇
方
人
士
擔
任
董
事
會
、
經
理
主
管
，
感
到
不
滿

。
進
一
步
放
寬
限
制

，

准
許
外
資
獨
資
和
保
障
所
有
權
(
以
合
理
價
格
評
估
蘇
方
投
資
的
不
動
產
數
值
)
，
以
及
國
內
行
銷
管
道



' 

等
，
才
有
可
能
激
起
外
商
興
趣
。

蘇
聯
對
外
經
濟
權
下
放
，
准
許
企
業
、
組
織
、
機
構
執
行
對
外
經
濟
聯
繫
、
合
作
和
海
外
投
資
。
目

前
共
有
二
萬
一
千
多
家
企
業
、
組
織
登
記
執
行
對
外
經
貿
作
業
。
﹒
從
往
昔
外
質
部
和
少
數
單
位
壟
斷
對
外

經
濟
交
流

，
發
展
為
改
造
對
外

經
濟
系
統
和
機
能

，
准
許
企
業
、
組
織
擴
展
對
外
關

係

，
包
括
自
主
經
營

進
出
口
貿
易
和
與
外
國
機
構
、
企
業
建
立
各
種
合
作
聯
繫

o

不
難
瞭
解
，
這
股
經
濟
改
革
及
向
市
場
經
濟

過
渡
風
潮
，
在
蘇
聯
內
部
造
成
的
激
盪
與
重
大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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