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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对现阶段中国家庭农场研究的科研动态、前沿进展有更全面、更直观的把握，以推进

家庭农场问题研究的进展，本文以中国知网 ( CNKI) 期刊类数据库为研究平台，对 2008 ～ 2014 年

该库收录的家庭农场文献进行计量研究。研究发现: 近 7 年研究文献由最初的 20 多篇急速增长到

200 多篇; 《中国农村经济》、《管理世界》、《农业经济问题》等 18 种期刊是家庭农场研究影响力最

大的刊源平台; 引用率排名前 4 的文献所属期刊分别是 《经济学家》、 《改革》和《社会科学战

线》，被广泛引用的文献在农村经济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研究机构集中在粮食主产区，

研究人员集中度不高，且影响力较强的文献集中度较低; 研究热点主要为家庭农场发展内涵、国际

经验、发展条件及路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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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农业现代化背景

下的家庭农场是新时代的家庭农场。实际上，发展家庭农场

是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次创新。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

家庭农场做了全面的阐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4 年、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鼓励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农村微观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成

为我国农业发展大势所趋。当前，我国各地正积极探索发展

家庭农场，一些先行试点地区的家庭农场发展已初具规模，

学术界也在持续关注家庭农场发展问题。从数据库文献检索

的最新结果看，尚无从文献计量的视角对我国家庭农场问题

进行研究的先例。本研究将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 2008 ～

2014 年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家庭农场研究文

献进行梳理及分析，以期在准确的文献计量基础上，对现阶

段中国家庭农场研究的科研动态、前沿进展有更全面、更直

观的把握。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包括文献计量法和文献

综述，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 CNKI) 期刊类数据库。CNKI 创

建于 1996 年，是全球规模最大、专业数字资源涵盖范围最广

的网络版综合数据库，在学术界认可度较高、应用范围广。

通过检索对比发现，在高级检索时以家庭农场为主题词，并

对期刊来源类别进行严格的限定，仅选用 SCI，EI，CSSCI 和

核心期刊作为期刊来源，可以兼顾数据资源检索的全面性和

准确性。考虑到研究的意义，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是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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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二、不同视角下文献样本的结果分析

1． 文献输出分析

2008 ～ 2014 年的期刊文献以家庭农场①作为主题进行研

究的所有文献总量达 4127 篇。限定 SCI，EI，CSSCI 和核心期

刊作为期刊来源，有效发文量为 478 篇，高水平文章占发文总

数的 11. 58%。近 7 年研究文献由最初的 20 多篇急速增长到

200 多篇。2008 ～ 2012 年，家庭农场年平均发文量 20. 6 篇;

2013 ～ 2014 年，发文量急速增长，2013 年发文量达 139 篇，

发文量超过前 5 年发文量的总和，2014 年发文量增长到 236

篇。这种研究文献的增长态势与我国快速的农业现代化和政

府的大力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分不开。

家庭农场发文量的整体趋势，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划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08 ～ 2012 年，是学术界对农业现

代化背景下家庭农场领域初步探索的阶段，5 年的发文量共

103 篇，占 2008 ～ 2014 年 7 年发文总量的 21. 55% ( 见表 1) 。

该阶段是农业生产经营改革框架初步搭建的阶段，政策上对

家庭农场的关注度有限，有关家庭农场的学术研究发展不温

不火。第二个阶段是 2013 ～ 2014 年，家庭农场的研究急速发

展，该主题研究发文量呈现突破性增长，两年的发文总量为

375 篇，占近 7 年发文总量的 78. 45%，年平均发文量 187. 5

篇。2013 ～ 2014 年国家政策重点扶持家庭农场。在第 66 届联

合国大会，2014 年被正式宣布为“家庭农场的国际年”，［1］家

庭农场发展受到国内外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2013 ～ 2014

年学术成果丰硕，揭示了国内外新政策的聚焦点，可能会为

家庭农场学术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表 1 2008 ～ 2014 年家庭农场研究发文量对比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发文量 22 27 21 16 17 139 236

2． 研究文献的刊源分析

综合影响因子大于 1 的前 18 位期刊囊括 49 篇文献，占家

庭农场主题文献总量的 10. 25%。前 18 位期刊的平均影响因

子为 1. 574，是该主题 169 个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 2. 93 倍; 加

权后，前 18 位期刊中单篇文献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1. 844，是

469 篇文章平均影响因子的 3. 41 倍。以上数据，充分表明了

综合排名前 18 位期刊 49 篇文献，在家庭农场研究领域代表最

高的研究水平，其相关研究主题，是家庭农场领域的前沿话

题 ( 见表 2) 。

载文量排名前 18 位的期刊囊括 204 篇文献，占家庭农场

主题文献总量的 42. 68%。前 18 位期刊的平均影响 因 子 为

0. 668，仅是该主题 169 个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 1. 25 倍; 加权

后，前 18 位期刊中单篇文献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0. 541，仅是

469 篇文章平均影响因子的 1. 13 倍。载文量位列前位的期刊

所承载的文献数量虽多，但文献研究水平略高于全部文献的

平均研究水平。总体而言，判断家庭农场文献学术影响、学

术水平，参照影响因子排名优于载文量排名 ( 见表 3) 。

表 2 综合影响因子 ( IF) 1. 0 以上 18 个期刊

刊名 IF 发文量

中国农村经济 3. 183 8

管理世界 1. 949 2

农业经济问题 1. 900 11

经济地理 1. 879 1

中国农村观察 1. 823 2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 771 3

农业工程学报 1. 725 1

矿床地质 1. 505 1

审计与经济研究 1. 494 1

经济学家 1. 404 3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 381 1

开放时代 1. 376 8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1. 375 1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 256 1

地域研究与开发 1. 212 1

吉首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 051 1

中国科技论坛 1. 028 1

中国烟草科学 1. 012 2

表 3 按载文量排名前 18 位的期刊

刊名 IF 发文量

世界农业 0. 331 28

农业经济 0. 337 25

农村经济 0. 609 21

江苏农业科学 0. 227 12

农业经济问题 1. 900 11

中国财政 0. 122 11

改革 0. 992 10

广东农业科学 0. 289 9

湖北农业科学 0. 279 9

武汉金融 0. 274 9

人民论坛 0. 200 9

中国农村经济 3. 183 8

开放时代 1. 376 8

中国金融 0. 428 8

经济纵横 0. 630 7

宏观经济管理 0. 290 7

贵州农业科学 0. 408 6

商业时代 0. 1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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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农场”概念存在已久，中国 1950 年开始兴建国营农场，1956 年

在传统农业生产背景下有学者对“家庭农场”进行研究。本文选取 2008 ～ 2014
年作为研究时间区间，是因为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作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表现形式之一的“家庭农场”，这里的“家庭农场”是农业现代化

背景下的新定义，是新时代的“家庭农场”。



3．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家庭农场研究发文量 4 篇以上的科研机构，共 31 个，发

文总量 193 篇，是家庭农场研究全部文献的 40. 38%，这部分

文献代表家庭农场研究领域较高的学术水平。按文献归属的

研究机构分类排名，中国人民大学等排名前 10 的机构，共发

表 97 篇文献，是 31 个科研机构发表文献数量的 20. 29%。中

国人民大学的发表文献数量位居首位，发表文献 22 篇，是 31

个科研机构发表文献数量的 4. 6%。

家庭农场研究发文量 4 篇以上的 31 家科研机构的区域分

布情况。从拥有的科研机构看，排名前 3 的分别为湖北省、

北京市、江苏省，包涵 15 个科研机构，占科研机构数量的

48. 39% ; 从发文数量看，排名前 3 的分别为北京市、湖北省、

江苏省，发表文献数量 105 篇，占发文量的 21. 97%。可见湖

北省、北京市、江苏省对家庭农场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区域

分布，除北京、上海、重庆、浙江、陕西外，家庭农场研究

机构所在地区均是粮食主产区，说明粮食主产区的科研机构

对家庭农场研究具有更高的关注度，这些区域农业现代化发

展迫切需要对家庭农场的理论指导。

4． 研究人员及文献被引用情况分析

文献引用率可以体现一篇文献的研究水平和公众认可度，

是评判学术研究质量的核心指标。家庭农场文献研究引用率

排名前 20 位的文献，有 2 篇文献被引用率超过 50 次，另有 2

篇文献的被引用率超过 40 次。被引用率排名前 4 位的文献分

别在《经济学家》、《改革》和《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被

引用率排名前 20 位的文献，发表在 15 种期刊，其中，3 篇发

表在《农 业 经 济》，2 篇 发 表 在 《经 济 学 家》，2 篇 发 表 在

《改革》，2 篇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2 篇发表在《开放时

代》，其余每个期刊发表 1 篇文献。

按期刊的影响因子依次排序，家庭农场文献研究影响因

子超过 1. 0 的文献有 5 篇，期刊有 3 种，最高的是《中国农村

经济》为 2. 046; 《经济学家》、 《开放时代》的影响因子在

1. 0 以上; 有 8 篇文献发表在《改革》、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经济纵横》、《农业经济》、《农村经济》，

期刊的影响因子在 0. 6 以上。上述期刊在农村经济研究领域

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说明被引用率位居前 20 位的文献，在

农村经济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5． 研究热点分析

归纳整理家庭农场研究主题，家庭农场研究热点问题位

居前 6 位的发文量为 626 篇，在全部热点研究文献中，占比

76. 81%。排名前 3 位的主题分别是家庭农场与土地问题、家

庭农场规模问题、家庭农场制度问题，发文量 422 篇，在热点

研究文献中，占比 51. 78%。热点问题还包括: 家庭农场与金

融问题、家庭农场内涵与特征、家庭农场与城镇化、家庭农

场与产业化发展、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家庭农场与农产

品问题、家庭农场国际经验等 ( 见表 4) 。

表 4 排名前 10 的家庭农场研究热点分布

主题 发文量 占比 主题 发文量 占比

家庭农场与土地问题 168 20. 61% 家庭农场与城镇化 66 8. 10%

家庭农场规模问题 150 18. 40% 家庭农场与产业化发展 55 6. 75%

家庭农场制度问题 104 12. 76% 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 52 6. 38%

家庭农场与金融问题 70 8. 59% 家庭农场与农产品问题 49 6. 01%

家庭农场内涵与特征 68 8. 34% 家庭农场国际经验 33 4. 05%

三、家庭农场问题研究的进展

2008 ～ 2014 年经历 7 年，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先后经历了

两个阶段，分别是农业生产经营改革框架初步搭建的阶段与

家庭农场急速发展的阶段。总体而言，家庭农场研究进展主

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家庭农场发展内涵研究、家庭农场

国际经验研究、家庭农场发展条件及路径研究 ( 如图 1 所

示) 。其中，家庭农场发展内涵研究聚焦在定义研究、属性研

究与意义研究 3 个方面; 家庭农场发展条件及路径研究聚焦在

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土地问题、金融问题、制度问题、

发展规模、产业化发展 6 个方面。

图 1 “家庭农场”研究进展框架

1． 家庭农场发展内涵研究

( 1) 家庭农场定义研究

对于家庭农场的含义，可进行阶段性划分: 第一个阶段

的家庭农场是建国后成立、目前还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国营农

场; 第二个阶段的家庭农场是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

次提出的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农场，其与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专业种养大户一并称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

主体，［2］即本文研究的家庭农场。

( 2) 家庭农场属性研究

通过横向对比传统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三种农业

生产主体，纵向比较生产经营要素、生产经营形式、生产经

营产出 3 个层次，文献归纳家庭农场的特征 ( 见表 5) 。［3，4］

( 3) 家庭农场发展现实意义研究

①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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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实现。一方面，家庭农场促进农民职

业化发展。家庭农场可以促进传统农民职业化发展，转化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职业化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家庭农场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6］另一方面，家庭农场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家庭

农场破解了小农经营、分散经营、农村“撂荒”现象对现代

农业发展的制约。［7］

表 5 家庭农场属性 ( 传统农户、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比较)

项目 明细 传统农户 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

生产

经营

要素

劳动来源 家庭成员
家庭成员及少量长期雇工为

主，季节性劳动力为辅
雇佣长期劳动力

资本来源
自有资本及少量亲缘

借贷，资金缺口小

自有资 本 与 外 部 融 资 结 合，

金融服务缺乏，资金缺口大

外部融资为主，金融服

务丰富，资金缺口小

土地来源
自有土地为主，短期

租赁土地为辅

以长期租赁土地为主，自有

土地为辅
长期租赁土地

技术 /

设备来源

传 统 技 术、非 专 业

化、传统设备

现代技术、设备逐渐融入生

产经营，专业化生产趋势

现代 技 术、先 进 设 备，

专业化生产

生产

经营

形式

生产经营

规模
小规模 适度规模化 大规模

生产经营

决策

经验决策，非市场化

经营

沟通、协商、学习理性决策，

市场化经营趋势

企业所有者或职业经理

人决策，市场化经营

生产经营

目标

以家 庭 生 活 需 求 为

主，出售农产品为辅

追求劳动报酬及生产经营利

润最大化
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生产

经营

产出

收入方式 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及生产经营利润 生产经营利润

产品属性 农产品形式单一
农产品形式多元化、产业化

发展趋势

农产品形式丰富、产业

化发展

②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发展家庭农场是推进城镇化

的重要举措，［8］家庭农场的专业化、商品化要求，促进职业化

农民专注于农业，切实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存量、增量、质量、

结构稳定性，［9］既提高了农业收入，又确保耕地资源、农业生

产稳定，从而逐渐弱化城乡二元化结构，促进城镇化进程。［10］

表 6 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比较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英法德等欧洲国家 日本

发展阶段 成熟稳定 成熟稳定 成熟稳定

资源禀赋
自然资源充裕，人少地多，

大规模经营

自然资源充裕，人多地多，

适度规模化经营

自然资源稀少，人均土地

少，土地细碎化现象明显

保障机制

政策 支 持 农 业 结 构 调 整，

健全的 财 税、信 贷、保 险

政策配合家庭农场发展

政策干预规模，弱小农场

向大农场流转，农产品数

量减少、规模扩大

政策、法律支持农地租赁

土地制度
土地私 有，产 权 明 晰，可

自由流转

土地私 有，产 权 明 晰，可

自由流转

土地私有，产权明晰，流

转受限

经营方式

区域化、大 中 型 农 场，专

业化兼业化并存，兼业化

为主

区域化、大 中 型 农 场，专

业化、兼 业 化 并 存，专 业

化为主

集 约 化、兼 业 化 小 农 场

经营

经营规模 大中型农场为主 中小型农场为主 小型家庭农场为主

土地聚集

借助自然优势，依靠先进

科技、设 备、经 营 者 聚 集

土地

政策干预小弱农场转让土

地，使农 场 数 量 减 少、规

模扩大

小规模家庭经营，发展农

协组织，所有权与使用权

分离

经营绩效 生产效率、收益率高 生产效率、收益率高 产出率高

2． 家庭农场国际经验研究

制度经济学揭示农业经营组织形式追随特定阶段的经济

体特征而发展进化，［11］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在特定经济体的发展

阶段、保障机制、土地制度、资源禀赋等重要因素的影响下，

选择适应经济环境的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土地聚集，从而

实现特定环境下最优的经营绩效。［12，13］中国农业发展进入农业

现代化时代，新阶段家庭农场如何发展，需要借鉴发达国家

家庭农场发展较为成熟的经验。因此，本文对家庭农场发展

的国际经验进行归纳总结 ( 见表 6) 。［14 ～ 19］

3． 家庭农场发展条件及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学者们对家庭农场的研究从

发展内涵研究、国际经验研究逐步转向发展条件及路径研究，

就该方面延展研究深度是未来家庭农场研究的方向，具有较

大的研究潜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6 个方面。

( 1) 影响因素

回顾相关文献，理论研究表明家庭农场发展受到多方面

因素影响，包括: 资本投入、耕地资源、科技含量及机械化

程度、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程度。［20］ 倪坤

晓、沈月琴 ( 2012) 发现生产经营主体的素质水平及管理能

力、劳动力投入的稳定性、金融服务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

重要因素。［21］运用更多经济研究方法，系统的实践研究家庭农

场影响因素，或就某一关键因素深入研究家庭农场发展问题，

值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 2) 土地问题

发展家庭农场需要长期稳定且具一定规模的土地，土地

稳定的必备条件是确保土地产权明晰，实现有效的土地流转。

朱立志和陈金宝 ( 2013) 、衡霞 ( 2013) 研究认为，因土地产

权不明晰导致的土地流转受制，是阻碍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

因素之一。［22，23］土地流转制度通过作用于农场生产经营规模影

响家庭农场发展，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土地制度创新势在必行，［24］ 高强等 ( 2013 ) 提出解决措施，

以明晰土地产权为基础，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依托市场配置

土地资源，实现土地有序流转、适度集中。［25］家庭农场与土地

问题研究，目前仍处于制度探讨阶段，对于土地产权交易平

台、土地产权融资运作、农垦改革等现实问题研究更具空间。

( 3) 金融问题

农村金融服务是家庭农场发展壮大不可或缺要素。［26］而家

庭农场农村金融服务面临多方面的瓶颈，孙勇智、孙启明

( 2013) 研究指出，因农地、产权相关法律体系的局限性，农

村土地担保融资缺少有效抵押物。［27］因此，为促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与效率需进一步提升，农村

金融服务与机制需进一步完善。［28］家庭农场与金融问题研究，

已有较多的理论研究，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究较少，家庭农

场融资实证研究，针对家庭农场的金融产品、服务、机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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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具有研究潜力。

( 4) 制度问题

高强、刘同山、孔祥智 ( 2013 ) 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

上，探讨了家庭农场与劳动力市场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与社

会化服务制度间的关系，提出，家庭农场制度的形成与推广

是对中国家庭经营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完善。［29］当前家庭农场

处于发展初期，面临制度供给困境。［30］因此，为了避免配套制

度不相容导致制度结构失衡，弱化家庭农场制度优势，提升

家庭农场制度的效率，需要更多政策支持。［31］家庭农场制度问

题研究，目前更多的是理论层面对制度探讨、标准的统一，

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就制度、标准的检验可能更具现实

意义。

( 5) 发展规模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困境不在于技术与市场，而在

于家庭农场规模。［32］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衡量与测度是学者们

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由于环境、地域、资源等禀赋的不同，

测度方法的差异，学者们研究得出的家庭农场最适规模也存

在区别。国内学者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家庭农场进行测度，刘

维佳、邱立春 ( 2009) 通过 DEA 评价分析方法，测算出辽宁

省机 械 化 家 庭 农 场 最 适 规 模 为 133. 33 hm2 ; ［33］ 罗 艳、王 青

( 2012) 通过拟合对数曲线函数模型，测算出安徽金安区家庭

农场最适规模为 8. 40 hm2。［34］家庭农场发展规模标准问题研究

学术争论较多，可能在规模、效率评估方面研究空间较大。

( 6) 产业化发展

戴孝悌、陈红英 ( 2010 ) 总结法国中等规模家庭农场农

业产业发展经验，提出家庭农场价值链的发展方向。［35］合作化

的“家 庭 农 场”形 式，是 家 庭 农 场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创 新 模

式。［36］家庭农场与产业化发展问题相关研究较少，在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政策的引导下，家

庭农场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价值链、产业链发展趋势研

究更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文献计量和文献梳理，总体而言我国家庭农场的研

究有一定的广度、但深度有待延伸，理论和方法上均处于探

索阶段。研究的广度从早期研究发展内涵、国际经验总结，

逐步拓展到交叉领域研究，以家庭农场发展条件与发展路径

的形式呈现。目前，前两个层面研究较为成熟，已形成一个

比较完整且成熟的研究体系。因此，该方面的研究很难成为

激发家庭农场研究进展的突破点。而家庭农场发展条件与发

展路径研究，更多的采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

描述性研究方式，受到家庭农场发展起步晚、尚处于探索发

展阶段的制约，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因此随着家庭农场发

展的推进，相关领域研究深度的潜力巨大，该方面的研究很

可能成为激发家庭农场研究进展的突破点。其中，家庭农场

发展影响因素研究，运用更多经济研究方法，系统性实践研

究家庭农场影响因素，或就某一关键因素深入研究家庭农场

发展问题，值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家庭农场与土地问题研

究，目前仍处于制度探讨阶段，对于土地产权交易平台、土

地产权融资运作、农垦改革等现实问题研究更具空间; 家庭

农场与金融问题研究，已有较多的理论研究，理论与实证结

合的研究较少，针对家庭农场的金融产品、服务、机构创新，

研究潜力巨大; 家庭农场制度问题研究，目前更多的是理论

层面对制度探讨、标准的统一，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就制

度、标准的检验可能更具现实意义; 家庭农场发展规模标准

问题研究学术争论较多，可能在规模、效率评估方面研究潜

力较大; 家庭农场与产业化发展问题相关研究较少，在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政策的引导下，

家庭农场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价值链、产业链发展趋势

研究更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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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on China's Family Farm from 2008 to 2014
———Based on Bibliometric Methods

HUANG Qi TAO Jian-ping
( Colle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Ｒesearch Center of Hubei Ｒural Development，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search trends of China's family farm，find a new researching breakthrough of
family farm issues and advance China's family farm research，this paper carries on bibiliometric study from neural network
platform by the professional retrieval mode from 2008 to 2014． It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the original more than 20
rapid growth to more than 200 in resent 7 years; China's Ｒural Economy，Management World，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other 18 kinds of periodical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publication source platform about family farm; The top 4 literature periodicals
of reference rate are Economist，Ｒeform，Social Science Front; The literature is widely quoted is high of academic value in the
field of the rural economy research; Ｒesearch institutions focus o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the researchers concentration is
not high，the concentration of strong literature influence is low; The research focus on connotation of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development condition and path，etc．

Key Words: county financial; research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bibliometric methods

责任编辑: 曹羽茂

88

ＲEFOＲM OF ECONOMIC SYS-
TEM

NO ． 4．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