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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福建开放型经济的回顾和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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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商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


［摘 要］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福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程，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当前福建开放型经济

站在了向更高层次转型升级的阶段。福建必须聚焦补齐短板，走上一条以创新为驱动，实现开放型经济良性、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中福建应在提高开放型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改善经济结构、完善空间布局、提升

开放平台能级、构建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寻求突破，在高水平开放的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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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1］。这是党中央

根据国内外客观环境、结合中国现实发展条件做出

的重大判断，深刻体现了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的特征。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

比较优势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加上世界经济

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使得迎来 70 周年华诞的

中国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改革开放再出发。在

此背景下，福建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

加快转型升级，构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阶段

( 一) 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回顾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包含显著的 “阶段论”思

想，因为一国或地区开展对外经贸活动必须依托特

定现实条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达成既定目标后，

当现实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就必须提出新的发展战

略和目标，开放型经济也就推进到新的阶段。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

明显看到其阶段式渐进发展的特征。福建作为我国

沿海省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 “海防前哨”的

重要角色，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福建虽然和外部

世界保持种种联系，但是经济发展处于封闭、半封

闭状态。直到 1979 年，福建被批准在对外经济活动

中实行 “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 年厦门成为

经济特区，由此拉开了福建对外开放的序幕。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来，福建从 “海防前哨”发展成对

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回顾每一个历史阶段，福建都

紧紧把握机遇，高度契合党中央的重大改革措施，

不断推动开放型经济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

1. 酝酿准备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

前。1949－1978 年是福建对外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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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外部的军事挑衅和威胁，

福建一方面肩负着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重任，另

一方面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但

福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1978 年福建全省 GDP 仅为

65. 85 亿元，全国排名第 23 位。这一阶段，由于对

外贸易受制于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仅

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手段，其作用局限于互通有无、

调剂余缺，福建经济基本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

直到 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

日本、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迅速改善。在有

利的国内外形势下，国家开始酝酿改革开放，发展

外向型经济，福建作为沿海省份，即将走上对外开

放的道路。

2. 探索起步阶段，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 90 年

代初。1979－ 1991 年是福建对外开放的探索阶段，

开放的定位是打破封闭、半封闭状态，打开与世界

经济联系的通道。福建对外开放以 “点”状开放起

步，通过设置厦门经济特区打开窗口，之后再由点

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开放。1984 年，厦门经济特区

范围扩大到全岛，同年，福州也被批准成为全国进

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1985 年，闽南厦漳

泉地区的 11 个县市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

年扩大到 34 个县市。90 年代初，福建对外开放全

面铺开，沿海城市通过建立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台商投资区等继续提高开放能级，内地山区对

外开放的扶持力度加大，南平、三明、龙岩和宁德

部分县市相继列入沿海开放区。至此，福建由沿海

到山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3. 快速发展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加入

WTO 之前。1992－2001 年是福建提升开放型经济发

展水平的实践阶段，开放的定位是完善布局，积极

发展外向型经济。随着开放政策在福建全面铺开，

“先行一步”的优势日益显现，福建以各种开发区

为载体，外向型经济的体量扩张明显，主要经济指

标排在全国前列。1993 年，福建外贸首次突破百亿

美元，达 100. 4 亿美元，排在全国第六位; 2000 年

达到 212. 2 亿美元，比 1993 年增长了 111. 35%。利

用外资方面，1992 年福建实际利用外资额首次突破

10 亿美元，1995 年登上 40 亿美元的新台阶，2000

年跃居全国第三位［2］。 “走出去”以对外承包工程

和劳务合作为主要形式，在这一阶段突破了亿美元

的大关。

4. 强劲发展阶段，从加入 WTO 到党的十八大。

2002－2012 年是福建开放型经济积极融入国际分工

体系的阶段，开放的定位是与国际接轨，科学统筹，

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

福建主动适应新形势，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外开

放迈上新台阶。一是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速度

持续增长，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二是资本国

际化程度显著提高，2001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 42. 5

亿美元，2008 年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 100. 25

亿美元，2012 年发展为 121. 85 亿美元，接近 2001

年的 3 倍［2］。三是区域性合作更加多元化，突出对

台，深化港澳，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发展，

抓住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加强与东

盟的经贸合作，积极拓展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

合作。四是促进开发区功能升级，优化与扩大开放

相配套的营商环境。

5. 转型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2013 年以

来是福建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开放的定位

是培育新优势、构建新体制、形成新格局，进一步

提高开放型经济效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

新常态发展，加上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开放型经

济增速开始放缓，外贸外资等传统开放指标回落。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继续全面

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发展。由于福建在中国对外开

放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被赋予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自贸试验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一系

列重大使命和任务。这一阶段，福建开放型经济的

发展聚焦补齐短板和不足，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带

动发展，面向全球对接先进理念、先进生产力和先

进要素，不断提升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吸引力和聚合

力，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蓄力量。

( 二) 当前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亟待转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或地区能否抓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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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

的比较优势状况。Eeckhout 等［3］学者曾指出，各国

和地区的长期增长率按照人均收入水平高低会呈现

“U”型特征，即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或较高的国家，

其经济长期增长率常常相对较高; 而人均收入水平

中等的国家，其长期增长率反而相对较低。究其原

因，从比较优势角度可以解释为: 人均收入水平较

低的国家，一般劳动力资源丰裕且成本低，可以在

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人均收入水平较高

的国家，一般资本和技术资源丰裕，可以在技术和

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二者都能成为国际

分工体系的受益者，从而具有长期高增长率。而人

均收入水平处于中等阶段的国家两种比较优势均不

突出，因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相对获益较少。这种

解释可能不够全面和准确，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和变化趋势。因此，当

一国或地区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往往伴随传统

产业的比较优势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产业尚未建立

的情况，此时转型发展是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也就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时期。根据世界

银行 2015 年提出的国别收入分组标准，人均收入水

平低于 1 045 美元 为 低 收 入 组，人 均 收 入 水 平 在

1 046－12 735 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组，人均收入水

平高于 12 736 美元为高收入组。2015 年福建人均收

入 32 644 元，约合 4 946 美元，从绝对数字来看，

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当然，对于福建开放型经济处

于转型发展阶段的判断不仅仅是基于人均收入水平

这一表面数据，还应注意到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

外形势的严峻挑战。

第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以美国、欧

盟和日本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发展速度下滑，国际市

场需求呈疲弱之势，发达国家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

旗。尤其是 2017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挑起与中

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使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第二，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

艾。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本质是由于上一轮科技革

命的动能已近枯竭，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蓄势待

发。当前，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为代表的新技术即将引爆一场范围更大、层次更深的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都在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

带来的机遇，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第三，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潜在竞争日益激烈。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些生产要素成本

更低的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承

载体，那些依托低成本优势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逐

渐“分流”到这些国家。福建作为沿海地区，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各类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低成本制造

的传统优势大大削弱，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的潜在竞争愈发激烈。第四，国内经济发展

处在“量质转变”的关口。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开放型经济如何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加快

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

益型转变，实现质量、效率、效益协调发展，是现阶

段发展必须把握的主攻方向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福建开放型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阶段福建开放型经济进入转型阶

段，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经验来看，都有一定的依

据。但开放型经济转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必

须认清福建开放型经济经历了 40 年的开放发展，还

累积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 发展不够充分

经过 40 年努力，福建对外开放实力显著增强，

但与国内发达沿海地区相比，仍显保守。如表 1 所

示，2018 年福建对外贸易规模在沿海五省一市中处

于倒数第一位，占全国比重为 4. 05%，与排名靠前

的广东、上海、江苏差距甚远; 外贸依存度仅略高

于全国平均，排名仍处于靠后的位置; 实际利用外

资额处于末流，外资依存度水平居中。可见，福建

开放型经济发展仍不够充分，还有待形成大开放、

大拓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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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福建开放型经济与全国及沿海五省一市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Fujian’s open economy with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five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2018

数据来源: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五省一市) 。

( 二) 发展不够平衡

福建虽然已形成从沿海向山区开放的格局，但

是各地区之间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山区落后于沿海，北部落后于南部。如表 2 所示，

福州、厦门、泉州等省内较发达沿海城市，外贸和

外资的发展都走在全省前列。尤其是厦门开放型经

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余地区，2017 年厦门

外贸额占全省一半以上，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省近

三分之一。同样是沿海地区的漳州、莆田和宁德对

外开放处于后发状态，与省内较发达沿海城市有一

定差距。而内地山区的南平、三明和龙岩 2017 年的

外贸和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仅 分 别 占 全 省 的 4. 41% 和

8. 7%，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更大。

表 2 2017 年福建各设区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among districts and cities in Fujian in 2017

地区
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全省比重

/%
实际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占全省比重

/%

福州 344. 29 20. 13 19. 85 23. 14

厦门 858. 14 50. 17 23. 78 27. 73

泉州 231. 61 13. 54 15. 92 18. 56

漳州 93. 70 5. 48 12. 17 14. 19

莆田 54. 16 3. 17 4. 54 5. 29

宁德 45. 30 2. 65 0. 67 0. 78

三明 22. 84 1. 34 1. 84 2. 15

南平 14. 45 0. 84 2. 34 2. 73

龙岩 38. 16 2. 23 3. 28 3. 82

数据来源: 2018 年《福建统计年鉴》。

( 三) 结构不够合理

福建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受制于开放型经济结

构不合理问题 ( 如表 3 所示) 。主要表现在: ( 1)

外贸结构不合理。一方面，福建出口商品结构较低

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多、高附加值的技

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少。出口商品主要集中于家具、

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纺织品、鞋类和服装这七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省出口总额接近 40%;

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近 5 年来始终不超过 15%。

另一方面，福建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美国、欧盟

和日本三个发达经济体占全省出口市场的 40%以上，

还应大力挖掘与新兴国家的贸易潜力［4］。 ( 2) 服务

贸易占比偏低。福建服务贸易的发展长期滞后于货

物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较小。2014 － 2018 年，

服务贸易额仅相当于同年货物贸易额的七分之一左

右。( 3) 资本国际化结构不合理。福建的资本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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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2018 年福建对外贸易主要结构指标 (%)

Tab. 3 Major structural indicators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Fujian from 2014 to 2018

年份
七大类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占比

机电产品

出口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占比

服务贸易与

货物贸易之比

出口到美、日、

欧国家的比重

2014 39. 02 35. 62 13. 26 11. 81 42. 19

2015 38. 76 35. 55 12. 96 15. 72 41. 80

2016 38. 01 34. 89 12. 06 14. 65 42. 35

2017 36. 78 36. 38 14. 05 12. 71 43. 48

2018 35. 50 36. 59 13. 51 － 44. 55

数据来源: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014－2018 年) 。

化发展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企业走出去对外

直接投资相对较弱 ( 详见表 4) 。在利用外资方面，

50%以上在制造业，且主要集中在加工和组装等低

端环节，高端制造业相对较少; 服务业利用外资比

重始终低于制造业，且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传统

领域。外资主要来源为以港澳台为主的亚洲地区，

来自欧洲和北美洲地区的投资极低，近年来仅占总

额的 1%左右。

表 4 2014－2018 年福建资本国际化主要结构指标 (%)

Tab. 4 Major structural indicators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Fujian from 2014 to 2018

年份
制造业利用

外资比重

服务业利用

外资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

港澳台地区占比

实际利用外资

欧美地区占比

对外直接投资与

实际利用外资之比

2014 55. 13 35. 48 69. 29 0. 77 19. 35

2015 54. 00 42. 21 68. 70 1. 18 29. 32

2016 52. 57 41. 19 69. 92 0. 95 66. 70

2017 58. 51 33. 36 58. 40 0. 94 19. 42

2018 52. 40 42. 15 － － 32. 16

数据来源: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014－2018 年) ，《福建统计年鉴》 ( 2015－2018) 。

( 四) 支撑不够有力

开放 型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软 硬 环 境 的 支 持。在

“硬”环境方面，由于过去粗放式发展，福建面临

土地、环境、资源等 “硬约束”不断强化的困难。

在“软”环境方面，福建各种类型的开放平台还未

充分发挥出集聚、枢纽、承载和示范作用; 营商环

境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标准化和

便利化程度低，信息、人才、税收、融资、流通环

境等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创新发展的需要。

三、福建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举措

福建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阶段的发展绝不是延

续以前依靠扩大廉价要素投入的 “粗放式”发展模

式，而是要立足于解决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

的不充分、不平衡、效益低下、竞争力不足等弊端，

走上一条以创新为驱动，实现开放型经济良性、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5］。在具体实践中，围绕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应努力在以下五个方面寻求突破。

( 一) 提高开放型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

1. 提高供给主体的质量。企业是开放型经济运

行的主体，提高供给主体的质量就是要提高福建企

业的质量。其一，在传统优势行业中培育一批具有

规模优势、品牌知名度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

以保持福建在关键领域和行业的竞争优势。其二，

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通过强化人才、服务、激励

等保障机制，引导更多的企业发展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其三，摆脱对

传统发展路径的惯性依赖，通过制定与世界接轨的

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和安全标准，倒逼落后产能的

企业退出，从而整体提升企业的技术、质量和服务

水平。

2.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机遇，推动福建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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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智能化、服务化出发，加快改造传统产业;

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生物

医药、海洋高新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 促进现代服

务业发展，着力发展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教育服

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等重点产业［6］。发

挥转型升级产业对开放型经济强大的支撑作用。

( 二) 优化开放型经济的结构

1. 提高外贸竞争力，促进多元化发展。深入实

施品牌战略，推动福建产品向福建品牌转变，通过

提高产品的无形资产和价值创造来提高出口产品的

附加值。主动扩大进口，积极培育发展各类进口主

体，通过扩大进口平衡进出口贸易，并获得福建改

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所急需的先进设备和关

键技术。努力优化和改善出口贸易的国别结构，逐

步改变出口过度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问题。随着福

州、厦门、泉州、莆田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积极采用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方式，拓展出口市场，

尤其是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

2. 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扩大服务业对外开

放。开放型经济的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

趋，世界经济竞争的重点已逐渐从产品领域向服务

领域转变。福建要主动适应这一趋势，大力发展服

务贸易，通过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综合促进平台等措

施，发挥服务产品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绿色环

保的优势，扩大服务出口。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

平，吸引外资流向现代服务业，通过扩大服务业开

放引领高质量发展。

3. 鼓励企业“走出去”，提高资本国际化程度。

鼓励福建企业更大步伐走出去，吸纳全球优质资源，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海外竞争力。引导福建企

业更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 引导有条

件的企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销售中心、研发中心

等功能性机构，带动同行业企业走出去。注重对企

业“走出去”进行规范性引导，帮助企业识别和规

避海外投资风险; 注重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提高投

资质量和效益，努力打造“福建投资”品牌。

( 三) 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福建致力于建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各区市抢抓战略机

遇，错位开放，完善布局，协调发展。福州、厦门、

泉州作为福建三大中心城市继续发挥领头作用，通

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发展，成为带动全省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其中，福州以新区、

自贸试验区为依托，围绕互联互通、产业对接、人

文交流等建设，打造成为辐射内陆、对接台湾、联

通东盟的战略枢纽城市［7］。厦门以全面推进自贸区

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形成国际

竞争新优势，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成国际

化都市。泉州作为海丝重要门户，以建成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先行区为目标，积极推进海丝新城规划

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力度推动民营

经济国际化发展，成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贸合作交流的主体力量。漳州、莆田、宁德作为沿

海后发地区，要大力挖掘港口资源，发展港口经济，

继续拓展对台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产业集中度，

扩大外贸出口。南平、三明、龙岩作为内地山区要

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项目，走绿

色发展的道路; 充分利用对内联接的优势，积极承

接省内沿海地区和相邻省份的产业转移，并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成为福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

要腹地。

( 四) 提升开放型经济载体平台的能级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高能级的载体

平台。目前，自贸区是福建探索建设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体系的核心试验基地，发挥着示范带动、服务

全省的作用。福建已经批准建设福州、厦门和平潭

等 3 个自贸试验区，各个自贸区应立足本地经济发

展条件，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和自贸区优势，集聚全

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推动口岸经

济和服务贸易发展; 通过先行一步摸索和总结出高

质量开放的相关经验，再辐射带动全省，共同实现

质量升级。高新区、经开区、台商投资区等其他载

体平台注重特色发展以突破同构化障碍，结合设立

的初衷、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明确功能定位，合

理布局产业，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推进产业高端

化，促进“特色”创新要素集聚，以满足本平台特

色产业的发展需求，力争在相关领域成为开放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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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领跑者。

( 五) 构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

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需要构建一个便利化、

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

加快对外经贸行政管理体制新模式探索。进一步放

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改善外商投资服务机制，推

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给予内外资企业统一的国民

待遇。改革通关模式，提高通关效率，降低商务成

本，推进贸易自由化。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继续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潜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

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

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加强服务型政府建

设，深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强综合性

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扫清发展

障碍，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以主动、优质的服务让企业满意。要依法严

格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加强保护

知识产权，让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积极构建稳

定、公平、公开、高效、共赢的国际化和法治化营

商环境，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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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Open Economy in Fujian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ＲC

ZHUANG Huiming，WANG Feilan，ZENG Liang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Fujian’s open econom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Fujian’s open economy is at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a higher level. Fujian
mus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its weak links，take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and realize the sound，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 open economy. In practice，Fujian should seek breakthroughs in five aspects，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open economic supply system，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improving the spatial
layout，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n platform，and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and leg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o a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level opening－up.
Key word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ＲC; open econom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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