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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往
，

共
黨
國
家
的
大
眾
傳
播
具
有
下
列
四
個
特
點

﹒
﹒

ω
新
聞
的
取
捨
標
準
以
政
治
考
慮
為
首
要

。

因
此

，

除
了
現
行
黨
的
政
策
與
經
濟
發
展
狀
況
值
得
報
導
宣
傳
外

，

其
他
事
件
都
是
沒
有
價
值

、

微
不
足

道
的
。

ω
大
眾
傳
播
庸
負
教
育
功
能

，

因
此
媒
體
只
能
用
來
宣
揚
馬
列
意
識
形
態
、
政
黨
現
行
政
策

，

以

及
共
黨
所
謂
的

「成
就
」
。

ω
共
黨
全
面
控
制
了
所
有
傳
播
媒
體

，

並
透
過
嚴
密
的
檢
查
制
度

，

以
保
證
媒

體
上
的
報
導
事
物
都
符
合
黨
的
要
求

。

仙
只
有
共
黨

、

共
黨
所
控
制
的
政
府
及
共
黨
監
督
的
組
織
才
能
擁

有
傳
播
媒
體

，

以
確
保
意
識
形
態
和
政
治
理
念
的
純
潔
性

。

這
也
是
蘇
聯
成
立
七
十
餘
年
來

，

其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的
寫
照

。

不
過
近
幾
年
來

，

這
些
特
質
有
了
鉅
大
的
改

變
。

一

、
蘇
聯
的
傳
播
理
論
與

際

蘇
聯
的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是
用
來
加
強
統
一
社
會
的
意
識
形
態
、
道
德
及
政
治

，

以
便
能
和

資
產
階
級

的
意
識
形
態
及
宣
傳
進
行
鬥
爭

，

並
且
要
對
蘇
聯
人
民
的
人
格
陶
冶
有
所
貢
獻

。

基
於
這
種
理
念

，

蘇
聯

傳
播
媒
體
的
運
作

、

訓
練
及
研
究
自
有
主
二
套
理
論
依
據

。

這
個
理
論
脫
離
不
了
馬
克
斯
、
列
寧
思
想
的

範
疇
，

其
主
要
內
容
為

﹒
.

第八章

l

為
了
維
持
工
人
階
級
的
權
力

，

所
有
的
媒
體
都
應
當
受
工
人
階
級
機
關
的
控
制

﹒
﹒

傳
播
媒
體
不
應

該
為
私
人
所
擁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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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
播
媒
體
應
動
用
它
的
教
育

、

報
導

、

勸
導

、

動
員
等
正
面
功
能
為
社
會
服
務

，

以
達
成
社
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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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目
標
。

1

傳
播
媒
體
應
根
據
馬
列
主
義
原
則
，
提
供
一
套
完
整
而
客
觀
的
社
會
觀
與
世
界
觀
。

4

對
於
反
社
會
出
版
品
，
社
會
有
權
運
用
檢
查
制
度
與
其
他
的
法
律
形
式
予
以
防
堵
或
懲
罰

。

民
小
傳
播
媒
體
在
社
會
的
整
體
運
作
中
，
應
該
回
應
讀
者
、
聽
眾
或
觀
眾
的
意
願
及
需
要

。

6

對
國
內
、
外
所
提
倡
的
進
步
或
改
革
運
動
，
傳
播
媒
體
應
予
以
支
持
。

儘
管
蘇
聯
憲
法
明
文
保
障
其
人
民
知
的
權
利
，
如
憲
法
第
五
+
條
「
為
符
合
人
民
利
益
，
並
為
鞏
固

與
發
展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保
證
蘇
聯
人
民
享
有
言
論
、
出
版

...... 

之
自
由
。
實
現
此
類
政
治
自
由
之
保
證

為•• 

給
勞
動
者
及
其
組
織
提
供
公
共
建
築
物
、
街
道
及
廣
場
，
廣
泛
傳
播
消
息
，
利
用
報
刊
、
電
視
與
無

線
電
廣
播
之
可
能
」
，
但
這
種
自
由
卻
不
得
損
及
社
會
與
國
家
之
利
益

。
為
了
貫
徹
其
傳
播
理
念
及
保
證
人

民
的
自
由
不
輸
越
於
限
制
之
外
，
蘇
聯
當
局
對
大
眾
傳
播
有
一
套
嚴
密
的
控
制
方
法

。

首
先
是
對
重
要
傳
播
媒
體
高
階
人
員
的
指
派
制
度
。
如
真
理
報
、
消
息
報
、
共
產
黨
人
(
悶
。
遠
，

這
§
芝
)
、
國
際
生
活
(
足
R
E
R
達

3

丸
S
S
N
E
S

等
刊
物
的
總
編
輯
，
均
由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任
命
，
以

確
保
這
些
刊
物
的
編
輯
路
線
符
合
黨
及
國
家
的
要
求

。
這
些
中
央
級
主
要
報
紙
、
雜
誌
的
總
編
輯
也
常
兼

有
蘇
共
中
央
委
員
身
分
，
或
以
總
編
輯
作
為
晉
入
中
央
委
員
會
的
跳
板
。
地
方
性
報
紙
的
總
編
輯
通
常
也

是
地
方
黨
部
的
委
員
。
總
編
輯
們
在
考
量
其
專
業
生
涯
及
政
治
生
涯
前
途
下
，
無
不
忠
誠
地
執
行
黨
的
指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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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是
緊
密
的
檢
查
制
度
。
其
實
每
一
個
作
者
心
中
都
清
楚
那
些
內
容
不
能
寫

，

即
使
寫
了
也
不
可

能
登
。
編
輯
部
再
進
行
第
二
層
檢
查

，

內
容
有
問
題
的

，

都
在
這
個
階
段
解
決

。

若
有
更
大
的
疑
義
，
則

男
請
示
黨
工
人
員

。

在
檢
查
單
位
方
面

，

屬
於
蘇
維
埃
部
長
會
議
的
新
聞
安
全
總
署

(
cz
i
門
…
Z
巳
口

〉
已
豆
豆
叩
門「
丘
吉
口

『C
「

ω
ω
r
m
E『
佳
品
的
E
Z
m
2

月

Z
E
F

。

可
『巾
的
的
)
，

則
是
全
國
性
的
單
位
，
其
人
員
遍
及
蘇
聯
各
地

，

檢
查
範
凰
涵
蓋
報
紙
、
廣
播

、

電
視
與
期
刊
。
檢
查
人
員
常
駐
印
刷
廠
、
編
輯
室
、
電
台
播
音
間

，

所
有

材
料
在
刊
出
或
播
出
之
前

，

均
須
其
核
可
。
它
並
與
蘇
聯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K
G
B
)合
編
一
本
檢
查
手

冊
，

詳
列
可
能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

而
不
准
媒
體
刊
登
的
事
項
。
在
這
本
手
冊
中

，

隨
時
會
加
入
新
的
限
制

材
料
。從

共
黨
的
角
度
來
看
，
報
紙
、
電
視
、
廣
播
和
電
影
是
思
想
戰
線
上
的
重
要
力
量
，
因
此
它
們
的
內

「公聞性j 與大眾傳播

容
有
強
烈
的
意
識
形
態
及
國
家
特
色

，

而
導
致
死
氣
沈
沈
、
宣
傳
味
太
重
、
重
複
過
多
等

。

由
於
傳
播
媒

體
的
主
要
任
務
在
於
說
服
與
教
育
群
眾

，

其
次
才
是
傳
輸
新
聞
資
訊
，
時
效
性
對
蘇
聯
的
報
紙
、
電
視
、

廣
播
而
言

，

並
不
重
要
。
通
常
蘇
聯
對
一
些
重
要
的
政
治
事
件
的
報
導

，

常
採
取
拖
延
的
使
倆

，

以
使
一

般
大
眾
有
足
夠
時
間
來
接
受
這
些
消
息

。

例
如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古
巴
危
機
、
烏
干
達
阿
敏
政
權
的
推
翻
，

一
九
七
八
血
三
九
七
九
年
的
伊
朗
革
命
與
蘇
聯
進
兵
阿
富
汗
等
新
聞
皆
曾
延
後
發
表

。

在
讀
者
與
觀
眾
方
面

，

由
於
收
聽
外
國
廣
播
、
閱
讀
地
下
刊
物
的
機
會
增
加

，

而
對
蘇
聯
官
方
一
手

197 

控
制
的
傳
播
媒
體
的
教
條
式
報
導
產
生
不
滿
。
他
們
希
望
擁
有
正
確
、
不
同
來
源
的
資
訊
報
導
，
並
觀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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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有
趣
的
節
目
。
這
種
趨
勢
迫
使
了
當
局
採
取
因
應
措
施
，
如
對
人
民
的
意
見
尋
求
進
一
步
了
解
，
並
在

報
導
方
式
上
稍
加
修
改
，
增
加
人
情
趣
味
故
事
，
娛
樂
特
寫
等
，
以
吸
引
讀
者
與
觀
眾

。
不
過

，
對
蘇
聯

大
眾
傳
播
發
生
革
命
性
改
變
，
卻
是
在
戈
巴
契
夫
接
掌
蘇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之
後
。

二
、
「
公
開
性
」
對
傳
播
媒
體
的
衝
激

H
放
鬆
對
傳
播
媒
體
的
控
制

戈
巴
契
夫
掌
權
後
，
改
革
運
動
為
蘇
聯
的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帶
來
新
風
貌
。
同
樣
地
，
蘇
聯
的
大

眾
傳
播
也
有
驚
人
轉
變
。

對
戈
巴
契
夫
和
他
的
同
僚
而
言
，
「
公
開
性
」

(
2
2口
。
叩
門
)
是
摧
毀
那
些
反
對
改
造
的
官
僚
體
系
的
工

目
干
，
對
蘇
聯
的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而
昔
日
，
「
公
開
性
」
則
代
表
了
他
們
將
有
更
多
的
報
導
自
由
。

蘇
共
廿
七
大
(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
以
後
，
蘇
聯
領
導
一
再
要
求
報
刊
以
改
革
的
面
貌
出
現
在
讀
者

面
前
，
要
求
報
刊
改
變
以
往
一
味
粉
飾
太
平
的
作
法
，
要
真
實
、
生
動
、
尖
銳
地
反
映

變
革
中
的
社
會
生

活
。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
蘇
聯
「
文
學
報
」
、
「
共
青
團
真
理
報
」
先
後
刊
登
文
章
，
揭
露
了
存
在
於
青
少
年

中
的
嚴
重
吸
毒
問
題
，
並
呼
籲
有
關
部
門
迅
速
採
取
措
施
，
以
根
治
這
一
社
會
公
害

。
「
經
濟
報
」
、
「
社
會

主
義
工
業
報
」
(
已
在
一
九
九

0
年
一
月
停
刊
)
也
先
後
以
大
的
篇
幅
，
介
紹
美
國
、
日
本
等
西
方
國
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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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管
理
和
科

研
組
織
方
面
的
作
法
、
及
取
得
的

經
驗
.
，

此
外
，
中
共
、
匈
牙
利
等
實
行
經
濟
改
革
的
作

法
及
其
經
驗
，
也
開
始
在
蘇
聯
報
紙
上
出
現
。

戈
巴
契
夫
初
掌
政
權
即
對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採
取
開
放
態
度
是
有
其
目
的
的

.. 

山
打
擊
保
守
派
，
並
創

除
不
勝
任
的
官
員
。
藉
由
傳
播
媒
體
揭
發
貪
污
、
腐
敗
事
件
，
及
暴
露
社
會
不
公
平
、
經
濟
落
後
事
實
，

戈
巴
契
夫
得
以
更
替
那
些
久
在
其
位
卻
腐
敗
的
官
員
。

ω
利
用
輿
論
推
動
改
革
的
進
行
。
傳
播
媒
體
大
量

報
導
有
關
政
、
經
改
革
事
務

，

造
成
一
股
社
會
輿
論
，
使
戈
巴
契
夫
可
以
用
以
為
推
動
改
革
的
支
持
力
量
，

並
打
擊
保
守
派
。

ω
樹
立
個
人
開
朗
的
形
象
，
並
藉
以
鞏
固
個
人
的
權
力
。

「
公
開
性
」
一
字
的
動
詞
原
意
為
「
官
一
布
」
、
「
讓
大
眾
知
曉
」
'
亦
即
過
去
隱
諱
的
題
材
現
在
可
以
公

開
地
討
論
。
在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上
出
現
了
更
多
有
關
關
酒
、
唾
藥
、
交
通
事
故
、
天
然
災
害
的
報
導
。
然

「公閱(生j 與大眾傳播

在
初
期
，
報
紙
在
處
理
敏
感
話
題
時

，

仍
常
引
用
學
者
來
表
達
批
判
的
意
見
，
固
然
學
者
的
話
較
有
權
威

性
，
提
出
的
意
見
也
較
能
切
中
要
害
，
然
主
要
的
理
由
亦
在
於
編
輯
們
可
以
因
此
而
不
用
承
擔
政
治
風
險
。

另
外
，
大
量
刊
登
讀
者
投
書
，
以
表
達
一
些
特
定
的
意
見
，
或
對
政
府
政
策
的
反
對
意
見
，
以
取
代
署
名

的
社
論
，
也
是
編
輯
們
慣
用
的
手
法
。
從
這
個
事
實
來
看

，

早
期
的
開
放
政
策
並
沒
有
讓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大
膽
到
為
所
欲
為

，

當
局
無
形
的
壓
力
仍
然
是
他
們
頭
上
的
緊
鑑
咒
。

H
W通
過
「
新
聞
法
」
與
頒
布
「
廣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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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九
0
年
六
月
八
日
對
蘇
聯
的
大
眾
傳
播
從
業
人
員
而
言
，
是
一
個
值
得
大
書
特
書
的
日
子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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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通
過
了
「
關
於
出
版
與
其
他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
的
法
律

•• 
當
年
八
月
一
日
正
式

生
效
。
在
這
項
含
有
七
章
、
三
十
九
條
條
文
的
法
律
，
明
文
規
定
廢
止
行
之
有
年
的
檢
查
制
度
，
並
保
障

新
聞
自
由
，
任
何
機
關
、
團
體
及
年
滿
十
八
歲
之
蘇
聯
公
民
都
有
權
利
組
織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 
新
聞
媒
體

有
權
在
不
受
干
擾
情
形
下
，
由
國
家
機
關
負
責
人
那
稟
獲
得
必
要
的
信
息
等
等
。
這
項
法
律
的
通
過
，
對

傳
播
媒
體
意
義
重
大

。

甚
至
官
方
的
「
消
息
報
」
都
特
別
在
頭
版
作
出
「
再
見
了
，
檢
查
制
度
!
」
的
醒

目
標
題
，
以
示
慶
祝

。

從
此
，
除
了
主
張
以
暴
力
推
翻
政
府
、
煽
動
種
族
或
宗
教
偏
見
，
及
鼓
吹
戰
爭
、

暴
力
的
言
論
不
得
刊
登
外
，
任
何
的
消
息
和
報
導
都
可
以
出
現
在
讀
者
眼
前
。
而
記
者
也
擁
有
了
出
席
會

議
、
到
災
難
現
場
採
訪
、
訪
問
官
員
的
廣
泛
權
利
。
如
果
新
聞
內
容
在
編
輯
過
程
中
遭
到
竄
改
，
記
者
可

以
拒
絕
在
報
導
上
具
名
。

一
九
九
0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
戈
巴
契
夫
以
蘇
聯
總
統
身
分
簽
署
命
令
「
關
於
蘇
聯
電
視
、
廣
播
的
民

主
化
與
發
展
」
'
進
一
步
放
鬆
了
共
黨
對
國
營
媒
體
的
控
制
。
命
令
中
著
重
指
出
，
廣
播
和
電
視
不
應
由
某

一
政
黨
或
團
體
壟
斷
.
，
在
蘇
聯
社
會
日
益
民
主
與
多
元
化
情
形
，
國
家
廣
播
與
電
視
的
性
質
必
須
大
幅
調

整
。
這
項
命
令
同
時
允
許
任
何
擁
有
足
夠
財
力
與
技
術
的
政
黨
或
公
共
組
織
設
立
電
台
與
電
視
台
，
不
過

需
先
經
過
蘇
聯
國
家
廣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

局
新
法
律
對
傳
播
媒
體
的
影
響

新
聞
法
的
通
過
對
蘇
聯
傳
播
媒
體
有
重
大
影
響
，
首
先
是
使
那
些
地
下
刊
物
古

ω
E
E
已
自
己
得
以
合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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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化
。
根
據
蘇
聯
國
家
出
版
委
員
會

(
C
S
E
B℃
R
E
C
副
主
席
郭
闊
留
克
(
〉
﹒
的
。
其
。
〈
一
可

C
K
)的說
辭
，
在

一
九
九
0
年
八
、
九
兩
個
月
，
總
共
有
超
過
四
百
份
的
刊
物
向
他
的
委
員
會
及
共
和
國
政
府
登
記
，
這
些

刊
物
中
有
許
多
是
從
前
的
非
法
出
版
品
、
及
新
成
立
的
十
三
個
政
黨
的
刊
物

。

其
次
，
一
些
主
要
的
報
紙
雜
誌
因
而
重
新
登
記
為
獨
立
性
的
出
版
品

。

原
先
只
有
蘇
共
、
特
定
的
社

會
團
體
(
如
職
工
會
、
作
家
協
會
等
)
得
以
出
版
刊
物
，
在
新
聞
法
通
過
、
可
以
以
個
人
名
義
申
請
出
版

刊
物
後
，
一
些
編
輯
希
望
將
編
輯
部
人
員
登
記
為
刊
物
的
發
行
者
，
藉
此
也
可
以
擺
脫
蘇
共
和
那
些
屬
於

蘇
共
外
圍
組
織
團
體
的
控
制
。
迄
今
，
蘇
聯
著
名
的
「
星
火
」
雜
誌
(
。
它
是
笠
、
「
評
論
與
事
實
」
週
刊

豆
花
忍
這
咱
這
令
帆
\
革
命
)
已
重
新
登
記
為
獨
立
性
雜
誌
。
男
外
二
群
原
為
「
莫
斯
科
新
聞
」
週
刊
(
法
己
們

O
F
F


Z
§

己
的
工
作
人
員
也
決
定
獨
立
出
來
，
並
創
辦
一
個
新
的
刊
物
「
獨
立
報
」

(
2
R
S
E
這

ξ
b
h
b
N
m
h
b
)

。

當
然
，
新
聞
法
並
沒
有
解
決
有
關
新
聞
自
由
的
所
有
問
題

。

蘇
共
及
政
府
官
僚
體
系
仍
然
拒
絕
完
全

放
棄
對
傳
播
媒
體
的
控
制
，
也
因
此
對
渴
望
自
由
的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帶
來
牽
制

。

由
於
新
通
過
的
法
律
並

沒
有
對
印
刷
設
備
的
所
有
權
作
出
特
別
規
定
，
使
得
擁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相
關
硬
體
的
蘇
聯
共
黨
，
及
對
紙

張
供
應
享
有
獨
占
權
的
蘇
聯
政
府
，
仍
保
留
了
其
對
媒
體
享
有
的
優
勢
。

而
蘇
聯
在
邁
向
市
場
經
濟
的
同
時
，
一
九
九
一
年
的
印
刷
費
用
將
上
漲
百
分
之
八
十
四
，
這
對
新
成

立
的
刊
物
將
造
成
嚴
重
的
財
務
危
機
。
獨
立
性
刊
物
的
分
送
也
是
個
問
題
。
「
蘇
維
埃
出
版
局
」

(
的
。
可
5
3

早
已
、
)
拒
絕
接
受
對
獨
立
刊
物
的
訂
單
，
使
得
這
些
刊
物
的
發
行
者
必
須
自
己
把
刊
物
郵
寄
至

訂
閱
者
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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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獨
立
性
報
紙
面
對
危
機
的
時
候
，
黨
的
報
紙
日
子
也
不
好
過
。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大
眾
傳
播

部
部
長
波
脫
拉
尼
(
呈
﹒
句
。一
片
。
『
m
D
E
)即
指
出
，
那
些
不
改
變
他
們
保
守
路
線
的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是
在
玩

火
.
，
「
共
青
團
真
理
報
」
總
編
輯
弗
羅
尼
古
﹒
咐
，
門。口
戶
口
)
也
對
即
將
有
大
批
新
聞
人
員
失
業
一
事
提
出
警
告
。

事
實
上
，
一
九
九
一
年
的
訂
單
大
量
減
少
不
僅
影
響
蘇
共
的
出
版
品
，
對
那
些
不
肯
改
變
作
風
的
新
聞
人

員
亦
構
成
嚴
重
威
脅
。
這
也
是
為
什
麼
「
蘇
維
埃
俄
羅
斯
報
」
(
曾
是
蘇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最
高
蘇
維
埃
、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部
長
會
議
的
共
同
機
關
報
)
向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葉
爾
欽
(
由
﹒JE
T
Z
E
)請
求
解
除
其
總
編
輯
齊
金

2
.
(
U
E
K
E
)
的
職
務
，
因
為
後
者
想
把
該
報

變
為
俄
羅
斯
共
產
黨
的
機
關
報
(
不
過
，
從
一
九
九

0
年
十
月
中
旬
起
，
該
報
還
是
成
為
俄
羅
斯
共
產
黨

的
機
關
報
)
。
而
蘇
共
的
機
關
報
「
真
理
報
」
也
面
臨
裁
員
與
在
競
爭
中
求
生
存
的
困
境
。

個
蘇
聯
中
央
電
視
台
面
臨
挑
戰

蘇
聯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要
求
獨
立
的
同
時
，
也
對
由
中
央
電
視
台
控
制
一
切
電
視
傳
播
事
宜
提
出
質

疑
。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早
已
宣
布
，
電
視
乃
是
其
主
權
範
閏
的
事
務
，
並
已
著
手
建
立
自
己
的
電
視
公

司

委
員
會
委
員
雅
可
夫
列
夫
(
〉
﹒
J
E
E
i
2
)
曾
對
美
國

員
表
示
•. 

在
今
日
，
中
央
電
視

台
仍
是
戈
巴
契
夫
總
統
個
人
權
力
的
最
強
有
力
支
撐
之
一
，
因
為
它
仍
保
有
全
聯
盟
性
的
結
構
。
由
此
可

見
，
中
央
電
視
台
的
瓦
解
對
蘇
聯
權
力
中
心
的
影
響
有
多
麼
大
。

基
本
上
，
中
央
電
視
台
是
由
蘇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控
制
。
新
聞
法
的
通
過
，
並
沒
有
改
變
它
的
性
質
。

L 

.‘ 



而
它
面
臨
的
最
大
挑
戰

，

乃
是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紛
紛
宣
布
主
權
獨
立

，

包
括
將
電
視
播
出
權
歸
於
自
己
控

制
之
下
。
其
中

，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有
足
夠
的
技
術
與
政
治
潛
力
將
這
項
宣
布
變
為
事
實

，

對
中
央
電

視
台
的
威
脅
也
就
特
別
嚴
重
。

戈
巴
契
夫
在
一
九
九

0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簽
署
的
廣
電
法
中

，

除
了
聲
明
電
視
應
獨
立
於
政
黨
與
團
體

組
織
的
影
響
之
外

，

也
同
時
強
調
了
中
央
電
視
台
的
「
固
有
」
性
質
，
而
任
何
共
和
國
或
地
區
宣
稱
對
它

擁
有
法
律

、

財
產
權
均
屬
無
效
。
不
過
這
並
不
能
改
變
俄
羅
斯
共
和
國
的
決
心
。

七
月
中
旬

，

葉
爾
欽
簽
署
法
令

，

成
立
獨
立
的
俄
羅
斯
廣
播
公
司
。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雷
日

可
夫
(Z
﹒
同
志

耳
。
〈

)立
刻
宣
布

，

在
蘇
聯
國
家
廣
播
、
電
視
委
員
會
(
的
。
叩門。

一月

立
一
。
)
內
成
立
一
個
俄
羅
斯

聯
邦
編
輯
部
以
為
回
應
。
蘇
聯
國
家
廣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在
財
力
、
人
力
占
盡
優
勢

，

並
可
在
俄
羅
斯
組
織

好
自
己
的
公
司
前

，

就
作
出
廣
播
。

「公開性J 與大眾傳插

七
月
三
十
日

，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最
高
蘇
維
埃
再
度
重
申
它
成
立
自
己
國
有
電
視
頻
道
、
通

訊
社
、

出
版
局
的
決
心
。

八
月
一
日

，

戈
巴
契
夫
命
令
將
「
新
聞
社
」

(A
P
N

)改
名
為
「
新
聞
資
訊
社
」
(E
Z
…
古
古
『
旦
旦
，

的
一o
g

o
巾

〉
m
m
E
叩
門S

Z
O
〈
。
叩
門
一
)
，並
將
它
改
為
國
營
的
通
訊
社
。

第八章

八
月
三
日

，

由
蘇
聯
政
府
支
持
的
「
有
線
電
視
組
織
聯
盟
」

(
已
旦旦
旦
們

ω
立
巾

吋
已
g
E
S

203 

。
門它

旦
旦

丘
。
己
的
)宣
布
成
立
。
這
個
組
織
的
目
的
乃
在
於
將
五
百
多
個
區
域
性
電
視
網
統
一
起
來

，
並
將
它

歸
於
莫
斯
科

、

列
寧
格
勒
和
其
他
城
市
蘇
維
埃
的
管
理
之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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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
全
俄
羅
斯
廣
播
與
電
視
公
司
」

2
月
門
。

m
m
E
E
百

閃
閃
山
已
一
O
門
向
一
。
〈
一
的
一
。
口
﹒

E
E

閃
C
E
Z

旦
3
.

。
門
〈
肉
、
刊
，
問
)
官

一布
成
立
，
除
了
在
莫
斯
科
與
列
寧
格
勒
設
立
辦
公
室
外
，
全
俄
羅

斯
的
主
要
城
市
都
將
設
立
分
公
司

。

看
來
蘇
聯
中
央
政
府
與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對
於
中
央
電
視
台
控
制
權
的
爭
奪
仍
將
有
一
番
惡
鬥

。

一
一一

、
蘇
聯
的
報
紙
、
雜
誌
現
況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內
，
蘇
聯
國
內
的
報
紙
超
過
八
千
五
百
家
，
總
發
行
量
二
億
份
.
，
雜
誌
有
五
千
二
百

餘
種
，
總
發
行
量
三
十
七
億
份
。
無
論
是
種
類
或
發
行
量
均
十
分
龐
大
，
報
紙
、
雜
誌
發
行
量
的
排
行
榜

請
參
考
附
表
十
一

。

《寰
+
一

》
蘇
聯
一
九
八
五

l

一
九
八
九
年
主
要
報
紙
、
雜
誌
發
行
量

(
單
位
﹒
百
萬
份
)

勞 爭 報
動 -EA間A 紙
報 且Z

事
實
報

>-j 、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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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這
份
排
行
在
一
九
九

0
年
有
稍
許
變
動
。
如
雜
誌
類
的
「
星
火
」
發
行
量
已
超
過
四
百
五
十
萬

份
。
報
紙
額
的
「
爭
論
與
事
實
」
發
行
量
達
三
千
三
百
萬
份
，
仍
穩
居
第
一
名
.
，
而
「
真
理
報
」
的
發
行

量
則
降
至
六
百
四
十
萬
份
，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還
可
能
繼
續
下
降

。

蘇
聯
的
報
紙
類
型
主
要
分
兩
種

地
域
性
報
紙
與
專
業
性
報
紙
。
地
域
性
報
紙
又

可
分
為
全
國
性

報
紙
，
如
「
真
理
報
汁
，
加
盟
共
和
國
報
紙
，
如
「
蘇
維
埃
俄
羅
斯
報
」
.
，
地
方
性
報
紙
，
由
市
、
工
廠
、

集
體
農
場
出
版
的
報
紙
，
規
格
不
定
，
出
版
周
期
也
可
能
不
定
，
有
些
可
能
與
手
寫
的
大
字
報
相
去
無
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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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性
報
紙
則
是
針
對
特
定
專
業
團
體
或
社
會
某
個
特
定
階
層
所
出
版
的
報

紙
，
如
軍
方
的

「紅
星
報

」
'

勞
工
的

「勞
動
報
」
'

青
年
的

「共
青
團
真
理
報
」

'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出
版
的

「
文
學
報

」
等
皆
是

o

目
前
蘇
聯
報
業
的
發
展
有
幾
個
明
顯
的
趨
勢

﹒
.

L

革
新

。

無
論
是
黨
報
或
獨
立
性
報
紙
都
必
須
以
較
活
潑
、
生
動
的
報
導

來
吸
引

讀
者
，

以
在
日
趨

競
爭
的
市
場
中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即
使
蘇
共
機
關
報
「
真
理
報

」
也
在
一
九
九

0
年
元
旦
起

，

去
掉
原
登

於
刊
頭
的
三
顆
勛
章

，

以
示
改

革

。
在
西
伯
利
亞
發
行
的
「

共
青
站
真
理
報
」
雖
然
第
一
版
還
保
存
了
五

枚
官
方
頒
發
的
勛
章

，

但
內
容
上
早
已
報
導
了
人
民
在
除
夕
夜
買
不
到
酒
而
引
起
騷
亂
的
「
酒
類
革
命

」

新
聞

。

而
蘇
聯
政
府
的
「
消
息
報
」
也
從
一
九
八
九
年
開
始

刊
登
西
方
的
廣
告

。

Z

言

論
大
膽
c

報
紙
除
了
不
時
刊
登
材
料

，

揭
露
和
批
評
各
級
幹
部
利
用
職
權
搞
個
人
特
權
、
貪
污

腐
敗
外

，

一
些
報
紙
更
直
接
對
蘇
聯
當
局
的
威
信
提
出
挑
釁
。
如

「莫
斯
科
新
聞
報
」
曾
公
開
指
責
當
時

還
在
位
的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李
加
契
夫
的
立
場
為
反
民
主

，

及
欺
瞞
人
民
的
行
為

。

而
以
鼓
吹
拉
脫

維
亞
獨
立
為
宗
冒
的
「
拉
脫
維
亞
人
民
陣
線
」
機
關
報
「
覺
醒
報
」
更
是
百
無
禁
忌

，

敢
於
深
入
官
方
媒

體
不
敢
碰
觸
的
主
題

。

內4小
新
刊
物
大

量
出
現
。

拜
新
聞
法
之
賜

，

除
了
原
為
官
方
的
報
紙
改
登
記
為
獨
立
性
報
紙
外

，

新
成

立
的
刊
物
亦
有
如
雨
後
春
筍
(
特
別
是
報
紙
)

。

莫
斯
科
第
一
家
民
辦
雜
誌
「
俄
國
財
富

」
己
於
一
九
九

0

年
十
一
月
得
到
出
版
許
可

。

此
一
刊
物
主
要
以
刊
登
文
學
作
品
為
主

，

曾
存
在
於
一
八
七
六

|

一
九
一
八

年
間

，

這
次
可
說
是
復
刊
。
同
樣
地
。
十
九
世
紀
出
版
過
的
「
祖
國
紀
事

」
、
「
內
外
」
雜
誌
也
已
復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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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大
量
地
下
刊
物
重
新
登
記
為
合
法
刊
物
，
及
私
人
創
辦
刊
物
外
，
蘇
聯
官
方
在
近
幾
年
也
推
出

了
幾
種
新
刊
物
。
如
由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負
責
的
「
政
府
通
報
」
(
週
刊
)
、
蘇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出
版
的
「
蘇

共
中
央
委
員
會
公
報
」
(
月
刊
)
均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創
刊

。

在
爭
取
獨
立
的
同
時
，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也
急
欲
擁
有
自
己
的
傳
播
媒
體
，
以
宣
揚
自
己
的
政
治

觀
點
二
九
九

0
年
，
它
推
出
了
「
俄
羅
斯
報
」
'
同
時
間
世
的
還
有
該
共
和
國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所
主

辦
的
「
俄
羅
斯
週
刊
汁
，
男
外
，
俄
羅
斯
聯
邦
部
長
會
議
和
最
高
蘇
維
埃
研
究
院
的
週
刊
也
問
世
了

。

這
些
發
展
趨
勢
可
說
是
戈
巴
契
夫
開
放
政
策
與
通
過
新
聞
法
的
直
接
結
果

。

目
前
蘇
聯
境
內
較
具
影

響
力
的
報
紙
、
雜
誌
計
有
﹒

.

「
真
理
報
」
'
為
蘇
聯
共
產
黨
機
關
報
，
一
九

O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創
刊
，
這
一
天
現
為
蘇
聯
出
版

節
。
在
一
片
改
革
聲
中
，
「
真
理
報
」
也
得
改
變
它
固
有
的
、
僵
硬
的
編
輯
作
風
，
以
挽
救
逐
年
下
降
的
讀

者
人
數

二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
「
真
理
報
」
首
次
刊
出
一
篇
稱
讚
索
忍
尼
辛
小
說
「
古
拉
格
畫
島
」
的
文

章
，
而
點
燃
了
有
關
這
本
作
品
的
公
開
論
戰

。

該
報
現
任
總
編
輯
弗
羅
洛
夫
表
示
，
「
真
理
報
」
今
後
的
編

輯
方
針
將
是
分
析
重
於
新
聞
報
導
，
並
在
政
治
立
場
上
採
取
中
間
路
線
。
較
之
從
前
，
「
真
理
報
」
的
確
開

放
許
多

。

立
陶
宛
共
黨
可
在
該
報
專
欄
上
表
達
要
脫
離
蘇
共
而
成
獨
立
共
黨
的
意
見
，
即
為
明
顯
例
子

。

|
|
「
消
息
報
」
'
為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機
關
報
，
一
九
一
七
年
三
月
創
刊

。

特
別
著
重
有
關

最
高
蘇
維
埃
、
政
府
機
關
工
作
的
報
導

。

在
改
革
聲
中
，

「消
息
報

」
開
始
接
受
廣
告
的
刊
登
，
以
增
加
收

入
。

有
關
戈
巴
契
夫
的
報
導
依
舊
是
比
較
恭
敬
，
不
過
也
透
露
對
戈
氏
的
失
望

。



「公開性J 與大眾傳拾第八章209 

場
保
守
。

「
紅
星
報
」
'

蘇
聯
國
防
部
機
關
報

，

一
九
三
四
年
元
旦
創
刊

。

主
要
報
導
蘇
聯
軍
方
事
務

，

立

「
共
青
團
真
理
報
」
'
蘇
聯
共
青
團
機
關
報

，

一
九
二
五
年
五
月
創
刊
。
目
前
可
說
是
較
開
放
的

報
紙
。
曾
刊
登

抨
擊
戈
巴
契
夫

的
評
論
稿
。

「
經
濟
報
」
'

週
報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創

刊

。
一
九
九

0
年
一
月
改
名
「
經
濟
與
生
活

報
」
0

「
文
學
報
」
'

週
報
，

原
創
立
於
一
八
三

0
年
，

當
時
俄
國
偉
大
詩
人
普
希
金
也
曾
參
與
編
輯
工

作
.
，

一
九
二
九
年
復
刊

，

為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的
機
關
報
。
「
文
學
報
」
雖
以
報
導
蘇
聯
文
藝
動
態
為
主
，
近

年
來
在
批
評
蘇
聯
當
局
不
當
措
施
上
亦
著
墨
不
少
。

「
莫
斯
科
新
聞
」
'

週
報

二

九
三
0
年
創
刊
。
現
以
俄
文

、

愛
沙
尼
亞
文
、
英
文

、

阿
拉
伯
文

、

法
文
、
德
文

、

希
臘
文
、
義
大
利
文
與
西
班
牙
文
發
行

。

原
先
創
刊
宗
旨
是
為
外
國
讀
者
提
供
有
關
蘇
聯

生
活
的
資
料
。
近
年
來

，

它
致
力
於
報
導
改
革
事
務

、

抨
擊
當
局

，

言
論
大
膽

，

造
成

一
股
令
當
局
不
能

忽
視
的
社
會

輿
論
力

量
。
一

九
八
0
年
始
發
行
俄
文
版

，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一
月
起
才
接
受
訂
閱
。

「
爭
論
與
事
實
」
'

週
刊
，

一
九
八
0
年
創
立
。
創
刊
時
係
採
取
摘
錄
蘇
聯
和
外
國
媒
體
報
導
的

編
輯
方
式

，

但
自
戈
巴
契
夫
上
台
後

，

其
編
輯
方
向
已
轉
變
。
該
報
一
律
採
取
訂
閱
制

，

不
零
售

，

目
前

已
有
英
文
版
在
英
國
發
行
。
這
是
一
份
民
營
報
刊

，

目
前
每
期
發
行
量
三
千
三
百
萬
份

，

為
蘇
聯
第
一
位
。

在
它
的
報
導
中

，

不
見
文
宜

，

沒
有
黨
派
之
分

，

也
不
強
調
意
識
形
態

，

而
其
內
容
的
坦
率
、
犀
利
常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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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

為
蘇
聯
的
官
方
通
訊
社

。

其
工
作
目
標
是
.. 

擴
大
共
黨
和
蘇
聯
國
內
外
政
策

蘇
聯
當
局
難
堪

。

「
星
火
7

月
刊
，
創
刊
於

一
九
O
七
年
，
原
為
蘇
共
宣
傳
機
構
的
刊
物
，
目
前
已
重
新

登
記
為

獨
立
雜
誌
。

其
言
論
尺
度
開
放
，
報
導
內
容
尖
銳
、
大
膽
，
且
不
遺
餘
力
揭
發
各
種
腐
敗
、
阻
撓
改
革
開

放
的
現
象

。「
新
世
界
」
'
月
刊
，

創
刊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

為
一
文
學
性
雜
誌

o

該
刊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公

然
發

表
被
禁
的
小
說

「齊
瓦
哥

醫
生
」
，
而
令
人
注
目
。

事
實
上
，
該
雜
誌
也
曾
發
表
過
索
忍
尼
辛
的
作
品
，

及

戲
劇
家
布
爾
加
科
夫
的
原
稿
和
信
件

，

後
者
的
若
平
作
品
是
被
禁
止
在
蘇
聯
演
出
的

。

由
此
可
見
這
份
雜

誌
的
前
進
立
場

。

四
、
其
他
的
傳
播
媒
體

八
鬥通
訊
社

目
前
蘇
聯
境
內
有
四
家
通
訊
社

，
除
了
歷
史
悠
久
、
官
方
經

營
的
「
塔
斯
社
」
'
社
會
團
體
經

營
的

「新

聞
社
」
外
，

近
年
又
成
立
了
兩
家
民
營
通
訊
社

「
內
部
傳
真
」
與
「
普
斯
特
發
克
譚

」
。

l

塔
斯
社

(吋
〉
的
ω
…
→
丘
。
m
E

℃
汀
〉
閃而去
吧
。
問
手

巾
的
。
三
巴

巴
丘
。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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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宣
傳
，
並
且
將
有
關
共
黨
國
家
在
經
濟
、
政
治
和
精
神
層
面
的
生
活
，
告
知
全
蘇
聯
人
民
與
全
世
界

。

塔
斯
社
向
以
報
導
蘇
聯
官
方
沈
悶
的
八
股
言
論
為
職
責
，
但
在
政
治
情
況
鉅
變
、
新
聞
開
禁
後
，
它

也
作
了
修
改
。
目
前
雖
然
不
至
於
公
開
批
評
當
局
，
但
從
前
被
視
為
忌
諱
的
天
災
人
禍
，
如
今
也
都
披
露

如
常
，
甚
至
提
供
民
族
反
政
府
的
示
威
遊
行
照
片

。

2

新
聞
社

(
Z
O〈
。
叩
門
戶
可
門
內
的
朋
〉mg
n
可
)

一
九
六
一
年
成
立

，
成
立
宗
旨

為.. 

為
外
國
的
傳
播
媒
體
準
備
有
關
蘇
聯
國
內
外
事
務
的
編
算
及
圖

片
資
料
.
，

提
供
外
國
政
治
、
經
濟
、
科
學
及
文
化
的
發
展
情
形
給
蘇
聯
的
傳
播
媒
體

﹒
'

印
製
雜
誌
、
報
紙
、

小
冊
子
，
使
外
國
讀
者
認
識
蘇
聯

。

新
聞
社
是
由
蘇
聯
一
些
社
會
團
體
所
經
營
(
包
括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
蘇
聯
新
聞
人
員
協
會
，
蘇
聯
對

外
友
誼
、
文
化
關
係
協
會
，
全
蘇
職
工
會
等
)
。
它
是
由
這
些
團
體
所
資
助
，
並
以
出
版
、
販
售
文
字
、
圖

片
資
料
給
傳
播
媒
體
為
收
入
。
蘇
聯
政
府
對
它
不
負
任
何
財
政
、
行
政
責
任

。
「
新
聞
社
」
例
行
出
版
品
有

以
九
種
文
字
印
行
的
「
莫
斯
科
新
聞
」
週
刊

，
及
「
史
潑
特
尼
克

」
(
拉
乏
芝
恃
)
月
刊
(
蘇
聯
式
的
「
讀
者

文
摘
」
)
，
及
五
種
文
字
印
行
的
「
社
會
主
義

.. 

理
論
與
實
際
」
月
刊

。

一
九
九
0
年
八
月

，

戈
巴
契
夫
下
令
更
改
「
新
聞
社
」
名
稱

，

並
將
它
改
名
為
「
新
聞
資
訊
社
」

(I

A
N
)

，
成
為
國
營
通
訊
社
。
這
項
更
名
與
改
制
的
主
要
用
意
是

.. 

防
止
此
一
通
訊
社
落
入
由
葉
爾
欽
所
領

導
的
俄
羅
斯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控
制

。

後
者
正
在
尋
求
控
制
某
一
通
訊
社
，
以
便
宣
傳
其
觀
點

。

5

內
-
一
部傳
真
社

(
-
E
R
E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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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
廿
四
個
地
區
電
視
中
心
，
計
僱
用
八
萬
七
千
餘
人

。

它
每
年
預
算
廿
七
億
盧
布
，
由
國
家
直
接
撥
付

。

蘇
聯
中
央
電
視
台
負
責
所
有
電
視
播
出
事
宜
，
它
的
中
堅
是
奧
斯
塔
基
諾
電
視
中
心

(
C叩
門S
E
g

z
z
i
m
Z
D
D

丘
。
『
)
，
負
責
一
萬
四
千
多
個
電
視
節
目
的
製
作
，
其
技
術
人
員
分
為
十
三
個
主
編
輯
部

。

中
央
電
視
台
有
四
個
主
要
行
政
部
門

•. 

對
外
關
係

(
5巾
〉
已
旦
旦
叩
門
且
立
S
F

「
開
立
R
E
-
3
2
)
，
主
管

「
內
部
傳
真
社
」
雖
宣
稱
自
己
是
獨
立
的
通
訊
社
，
但
它
實
際
上
是
由
蘇
聯
國
家
廣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九

0
年
五
月
創
立
，
作
為
與
一
家
蘇
聯

法
國
|
義
大
利
合

營
電
腦
公
司
的
合

資
企
業
，
由
前
者

新蘇聯

提
供
它
的
記
者
、
通
訊
處
據
點
，
後
者
則
提
供
資
金

。

「
內
部
傳
真
社
」
也
是

「莫
斯
科
電
台

」
的
對
外
新

聞
服
務
中
心
，
原
先
的
服
務
對
象
是
外
國
駐
莫
斯
科
記
者
，
每
日
以
俄
文
、
英
文
、
西
班
牙
文
傳
真
重
要

新
聞
的
評
論
，
提
供
蘇
聯
重
要
時
事
的
主
題
報
導
，
及
對
傑
出
政
治
家
、
公
眾
人
物
的
獨
家
訪
問
稿

。

「內
部
傳
真
社
」
的
真
實
報
導
風
格
己
為
它
贏
得
愈
來
愈
多
的
客

戶

，
並
成
為

「
塔
斯
社
」
的
強
有

力
競
爭
者

。

4

「
普
斯
特
發
克
譚
」

(
2
叩
門
『
其Z
S
)

該
通
訊
社
為
三
商
業
敗
，
向
的
通
訊
社
，
由
合
作
社
協
會
及
一
些
商
業
組
織
所

資
助
，
贊
助
者
尚
包
括

蘇
聯
共
青
團

。

它
的
記
者
與
通
訊
網
主
要
是
以
「
商
業
週
刊
」
(
悶
。
這
達

3
§

門
)
為
其
基
本
班
底

。

視

(二)

• 

蘇
聯
電
視
系
統
的
最
高
行
政
機
構
是
國
家
廣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

它
設
有
十
四
個
加
盟
共
和

團
分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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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對
外
合
約
和
控
制
必
要
的
外
匯
儲
存

。

對
外
通
訊

t
z
z
且
還
O
品

。
問
咐
，C
E
m
D
h
o
「
品
的
。。
旦
g
z

〉
已
弓
E
E
「
丘
吉
2

)，
管
理
蘇
聯
駐
外
的
電
視
工
作
小
組

。

節
目
部
(7
。
m
E
B
E
E

m
〉
已
B
E
E
可
丘

吉
口
)，

負
責
分
配
各
編
輯
部
的
製
作

。

技
術
中
心

2
月

E
Z
ω
-
n
g

Z
「
)，
控
制
由
全
蘇
傳
播
網
的
傳
進
訊
號

。

這

四
個
行
政
部
門
的
主
管
同
時
也
是
國
家
廣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的
副
主
席

。

蘇
聯
的
電
視
事
業
已
有
五
十
多
年
歷
史

，

首
次
公
開
播
放
電
視
是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四
月
廿
九
日

。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月
一
日
起

，

中
央
電
視
台
正
式
開
播
彩
色
電
視
節
目

.• 

一
九
七
八
年
起

，

其
播
出
的
各
套
節

目
全
部
改
為
彩
色

。

目
前
蘇
聯
以
四
十
五
種
語
言
製
作
電
視
節
目

，

每
日
播
放
總
時
數
達
四
千
小
時

。

中

央
電
視
台
擁
有
十
三
個
頻
道

，

每
日
平
均
總
播
放
時
數
達
一
百
五
十
小
時

。

蘇
聯
電
視
為
國
有
企
業
(
但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己
著
手
爭
取
其
獨
立
的
電
視
節
目
製
作

、

播
放
權
)
，
在

一
片
改
革
聲
中

，

它
的
播
放
尺
度
也
逐
步
開
放

，

開
始
出
現
反
偶
像
崇
拜
的
內
容

，

反
省
檢
討
整
個
社
會

的
轉
化
過
程

。

為
了
進
一
步
吸
引
觀
眾
的
收
視

，

它
的
報
導
已
由

「告
知

」
方
式
轉
向

「討
論
問
題

」
的

方
式

，

並
大
量
製
作
圓
桌
座
談

、

辯
論
與
觀
眾
來
電
的
節
目

。

就
中
央
電
視
台
的
頻
道

而
至
一7

其
第
一
頻
道
為
全
國
性
新
聞
報
導

、

社
會
政
治

、

文
化
教
育

、

文
藝

和
體
育
節
目

。

第
二
頻
道
為
全
國
性
文
化
教
育
、
文
藝
和
體
育
節
目

，

白
天
以
教

學
節
目
為
主

。

第
三
頻

道
為
莫
斯
科
的
新
聞
報
導
及
文
藝
節
目

。

第
四
頻
導
是
教
學
節
日

，

莫
斯
科
市
、
莫
斯
科
省
及
基
輔
可

以

收
看
。蘇

聯
共
劃
分
五
個
電
視
區

，

其
中
有
四
個
電
視
區
包
括
兩
個
時
區
二
個
電
視
區
包
括
三
個
時
區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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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計
分
為
十
一
個
時
區
)
。

新~聯

片
開
廣
播

蘇
聯
當
局
視
廣
播
為
通
訊
、
報
導
、
官
一
傳
與
鼓
動
的
重
要
工
真
，
因
此
極
為
重
視
。
廣
播
事
務
直
接

由
國
家
廣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領
導
。
除
了
設
立
全
蘇
中
央
廣
播
電
台
外
，
各
共
和
國
、
邊
區
、
省
、
城
市
、

區
都
設
有
廣
播
電
台
。
目
前
蘇
聯
擁
有
全
世
界
最
大
的
有
線
廣
播
系
統
，
線
路
總
長
達
二
百
萬
公
里
。

全
蘇
中
央
廣
播
電
台
共
有
十
個
頻
道
，
平
均
每
日
播
出
一
百
八
十
小
時
(
一
九
八
三
年
資
料
)
。
第
一

頻
道
，
亦
是
主
頻
道
，
負
責
製
播
全
國
性
的
新
聞
、
社
會
政
治
、
文
藝
和
文
化
教
育
節
目
，
每
日
平
均
播

出
廿
小
時
，
向
五
個
時
區
播
放
。
第
二
頻
道
(
燈
塔
廣
播
電
台
)
日
夜
廣
播
，
主
要
是
新
聞
與
音
樂
節
目
，

向
全
國
播
放
。
第
三
頻
道
是
社
會
教
育
、
文
學
和
音
樂
節
目
，
平
均
播
出
十
七
小
時

。

第
四
頻
道
是
音
樂

節
目
，
以
中
、
短
彼
播
出
，
平
均
播
出
九
小
時
。
第
五
頻
道
日
夜
播
出
，
主
要
是
針
對
在
國
外
的
蘇
聯
人

製
播
節
目
(
如
海
員
、
漁
民
、
雨
極
地
帶
的
勘
察
人
員
等
)
，
內
容
有
新
聞
、
社
會
政
治
、
文
藝
節
目

。

從
一
九
二
九
年
起
，
蘇
聯
開
始
了
正
式
的
對
外
廣
播
。
最
初
是
以
德
語
播
出
，
其
後
又
陸
續
增
加
了

英
語
、
法
語
、
希
伯
來
語
、
華
語
等
。
到
一
九
七
五
年
，
蘇
聯
從
十
個
地
區

莫
斯
科
及
亞
塞
拜
疆
、

白
俄
羅
斯
、
亞
美
尼
亞
、
拉
脫
羅
亞
、
立
陶
宛
、
塔
吉
克
、
烏
茲
別
克
、
烏
克
蘭
、
愛
沙
尼
亞
等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首
府
，
組
織
強
有
力
的
編
輯
部
和
大
功
率
電
台
，
以
八
十
九
種
語
言
向
全
球
播
出
，
每
週
累
計
播

出
二
千
零
廿
二
小
時

。
僅
莫
斯
科
廣
播
電
台
對
外
播
出
時
間
即
達
每
日
二
百
九
十
九
小
時
。
一
九
六
四
年



「
和
平
與
進
步
廣
播
電
台
」
成
立
，
參
與
對
外
廣
播

。
「莫
斯
科
廣
播
電
台
」
則
是
蘇
聯
最
大
的
對
外
廣
播

電
台
。

回
電
影從

一
九
一
九
年
八
月
廿
七
日
列
寧
簽
署
電
影
國
有
化
的
法
令
後
，
蘇
聯
的
電
影
事
業
走
過
了
漫
長
道

路

目
前
蘇
聯
有
四
十
九
家
電
影
製
片
廠
，
其
中
十
九
家
生
產
劇
情
片
，
三
十
家
生
產
記
錄
、
新
聞
、
科

教
和
美
術
片

。

這
些
分
散
在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電
影
製
片
廠
每
年
生
產
近

一
百
六
十
部
劇
情
片
，
一
百
多

部
電
視
劇
情
片
，
近
一
百
部
美
術
片
，
一
千
五
百
多
部
新
聞
、
記
錄
和
科
教
片

。

蘇
聯
擁
有
電
影
院
十
五

「公開性」與大眾傳播

萬
二
千
多
家
，
男
有
七
萬
七
千
多
家
不
售
門
票
的
電
影
放
映
場
所
(
如
在
學
校
、
企
業
等
單
位
內
)
。
電
影

觀
眾
每
年
達
四
十
多
億
人
次
，
每
年
出
版
的
電
影
期
刊
雜
誌
達
五
十
餘
種
。

蘇
聯
電
影
事
業
的
最
高
行
政
機
構
是
國
家
電
影
委
員
會
。
該
委
員
會
設
有
製
片
局
、
發
行
放
映
局
等

機
構
，
分
別
負
責
電
影
製
片
、
發
行
、
放
映
、
洗
印
等
部
門
的
行
政
管
理
工
作
。
國
家
電
影
委
員
會
直
接

第八章

領
導
全
蘇
電
影
發
行
總
公
司
、
蘇
聯
電
影
進
出
口
公
司
等
企
業
性
單
位

。

在
全
面
改
革
的
浪
潮
中
，
蘇
聯
電
影
也
有
了
改
革
的
進
展
。
改
革
的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
廢
除
國
家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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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委
員
會
的
攬
權
.
，
讓
電
影
製
片
廠
獨
立
自
主
﹒
，
鼓
勵
競
爭
和
自
然
淘
汝

.• 

推
行
經
濟
核
算
制
，
並
逐
步

實
現
自
負
盈
虧
.
，
編
劇
、
導
演
、
演
員
以
訂
立
合
約
的
方
式
來
拍
片

。



新 蘇聯

為
了
鼓
勵
各
製
片
廠
拍
攝
品
質
上
乘
的
電
影
，
對
發
行
電
影
所
獲
收
入
的
分
配
作
了
調
整

。

過
去
，

由
電
影
發
行
部
門
向
製
片
廠
購
買
新
影
片
時
，
除
了
付
出
片
子
的
成
本
外
，
男
外
二
萬
盧
布
的
利
潤
二

次
付
清
，
此
後
影
片
放
映
的
收
入
全
歸
發
行
部
門
，
而
與
製
片
廠
毫
無
關
係

。

現
行
的
新
辦
法
則
是
•• 

電

影
發
行
部
門
開
始
只
付
給
製
片
廠
相
當
於
影
片
成
本
二
十
五
%
的
費
用
，
然
後
再
把
全
部
收
入
的

二
十
%

付
給
製
片
廠

。

這
樣
，
一
部
受
到
觀
眾
歡
迎
的
影
片
為
製
片
廠
帶
來
的
收

入
往
往
比

一
部
平
庸

影
片
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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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倍
。

從
而
鼓
勵
了
製
片
廠
開
拍
品
質
良
好
的
影
片

。

開
放
對
電
影
界
的
男
一
個
影
響
是
從
前
被
查
禁
的
一
些
電
影
現
在
已
可
公
開
放
映

。

包
括
描

寫
一
九

一
七
年
革
命
後
數
十
萬
俄
國
人
貧
窮
與
飢
餓
處
境
的
電
影
，
及
揭
露
史
達
林
暴
行
、
貪
污
腐
化
的
電
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