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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创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以来，该学科建设一直面临不少问题

和挑战，主要是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学科体系合力不够、学术思想影响不足等，因而缺少学科话语权。因此，要推

动该学科创新发展，必须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更相适应的基础理论，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通过强力引导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努力解决学科就业难问题，加强现有硕、博士点建设，重视教材

和课程体系建设等措施促进该学科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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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中

最年轻的学科，具有学科交叉多、理论紧密联系实

际、内容动态性、学术观点多样性等特点。自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创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并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以来，经过 20 多年的学科建

设，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

得了显著成绩，为加深人们对我国人口与资源、环

境等相关问题的认识乃至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促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该

学科发展缺乏自己特有的基本理论，更缺少共识［1］，

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三大分支学

科相对独立的特征依然明显［2］，目前关于本学科建

设发展的研究成果更是甚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分

析创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重要性、现实基

础，明晰其创新发展方向，以期实现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创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并迈入中等国家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3］; 我国经济受人口、资源与环境约束

更大，区域发展更不平衡; 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 GDP 规模; 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并行的基本国策， “污染防治”被列

入三大攻坚战之中，更加注重人口、资源、环境与

经济社会的长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适应这种实践变革的最好方

式，就是以创新发展的思路，修正与实际不符的旧

理论，构建起与实践变革更相适应的基础理论、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更好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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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创新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

动力，更是发挥学科功能和价值的应有之义。

二、创新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现实

基础

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情况来看，

二十多年的建设实践为该学科在人才培养、教材出

版、科学研究等方面奠定了一定基础。其一，该学

科的硕士点、博士点具备一定规模。根据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整理可知，2021 年我国已经有 23 个

省 ( 直辖市) 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点，

15 个省 ( 直辖市) 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

点，即全国共有博士点 26 个、硕士点 46 个。其二，

该学科的教材建设取得一定成果。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20 年底，以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命名出版的教材有 10

多部。其中，杨云彦、钟水映等所著的九部教材较

有影响力 ( 表 1) 。其三，该学科的科学研究成果较

丰富。一是刊发了一定数量与该学科主题相关的科

研论文。根 据 “万 兴 创 新 助 手”的 统 计，1999—
2021 年我国学者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主题下

发表的科研论文累计达到 243 篇。二是每年与该学

科相关的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较多。通过整理

发现，2002—2020 年人口学和理论经济学获得国家

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中，有 142 项研究内容与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三是 《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等期刊为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面临不少

问题或困惑需要解决。其一，在所有院校都没有开

设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科专业，使得硕士点、

博士点缺乏本科这一层级的支撑，这无疑会影响学

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当然，这主要与我国教育资源

整体布局有关。其二，教材建设严重滞后，缺乏公

认的、具有说服力的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教材。同时课程体系很不完善，设置建设混乱。其

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所撰写

的硕博毕业论文，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几乎没有涉及

人口问题，大多属于资源环境经济学论文，或者分

属于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论文，

肢解了学科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出现几 张 皮 的 脱

表 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主要教材

Tab. 1 Teaching materials of Population，

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出版及再

版时间 /年

杨云彦等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湖 北 人 民 出

版社

1999、

2011( 再版)

杨昌明
人口 资 源 环 境

经济学

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2002

张象枢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钟水映等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科学 出 版 社、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5、2007、

2016、2017

( 再版)

朱群芳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王文军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2016

何爱平等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0、2016、

2017

邓宏兵等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05、2017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

学》编写组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节状况。其四，各类人文社科基金对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的立项支持主要是应用研究，而基础研

究却不受重视。诸如此类问题，反映该学科基础理

论薄弱，导致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混乱，研究对象、

学科性质不明确， “人口经济学”和 “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分属自己的研究体系而并没有实现融合，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滞后，话语体系更是严重缺位。

三、创新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

方向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提出 “着

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等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4］10。因此，夯实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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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是新时代创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

方向。
( 一) 基础理论

拥有特有的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基础条

件，然而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发

展的最大硬伤就是缺乏该学科独有的基础理论。考

察众多学者的观点，陈明立教授所提的 “由物质本

源论构建起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广义物质变

换理论基础; 由社会发展构成要素论构建科学发展

观的认识论基础; 由广义经济学和人口、资源与环

境之间的转换、循环、代谢与平衡理论构建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构

建思路较有代表性［5］。以此为参照，可以引入人类

学、可持续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复杂

系统理论、区域科学等学科知识，促成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与其交叉融合，进而提炼出更具整合

力的基础理论。具体而言，人类学、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理论可以确立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价值判断等问题;

复杂系统理论可以弥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各

研究要素之间有机关系、自然转换、协调运转、功

能及其传递的逻辑联系问题; 区域科学理论可以解

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所研究的人口经济结构、

资源环境结构、地缘空间结构等区域性问题，从而

更有效地推进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对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导。
( 二) 学科体系

1. 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

学者们已从多个层面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大量研究，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

基于人口角度去探讨资源、环境和经济学问题［6］;

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去解释人口、资源与环境问

题［7］; 三是将研究对象扩大为人口、资源、环境与

经济之间的多重相互关系问题［8］; 四是基于可持续

发展视角探讨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

调配问题［9］。目前学术界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莫衷

一是，导致相关研究不成体系。因此，学术界需要

围绕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精神，尽快补全学科

体系的短板。

2. 突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论证

目前的教材和研究基本上把人口经济学、环境

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三个独立的部分硬性拼凑在一

起，很少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经济发展中的人

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削弱了作为一

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存在价值。因此，凸显其在

“经济学”方面的特征，将其置于经济学的范围内

来研究尤显重要。
3. 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结构

由于学者们的学科背景和基础不同，其构建的

学科体系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一是侧重对人口、资

源与环境三种构成要素的单独探讨，而没有构建将

三种要素统一到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10］;

二是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纳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的分析框架［11］; 三是把人口、资源、环境三个

较为独立的模块进行简单整合，而较少深入地研究

内在机制［12］。因此，完善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学科主旨相协调的学科体系结构显得极为重要。
4. 重构现有课程教材体系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特性，

决定了其课程教材体系既要有经济学基础，又要彰

显人口、资源、环境特质。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和

积累，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课程教材体

系逐渐形成。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关于资源环境经

济的思想史等教材缺失; 理论性教材仍占据主导地

位; 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相互独

立分割现象严重; 编写形式稍显僵化，教材中的案

例、插图等陈旧; 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方法; 对

国外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介绍较少; 教材的更

新和改版速度过慢，不能充分反映新时代、新理论

和新问题等。因此，应根据新时代发展实践的需要，

本着“强调经济学基础，突出人口、环境、资源问

题导向”的原则重新构建能促进学科健康发展的课

程教材体系。
5. 促进分支学科实质性融合

当前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对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起到主要支撑

作用，并与人类学、人口学、循环经济学、环境科

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区域科学、空间经济学等

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但由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分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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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间合作交流较少，各分支学科在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中缺乏更高层面上的视角和综合考量。从

目前人类社会出现的 “人类困境”来看，单一学科

的研究远远不能解决新产生的各种问题。因为各种

问题的产生存在相关联系，例如环境恶化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生态失衡则源于人

类行为超出了自然环境的阈值，人口爆炸则加大了

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压力等。因此要加强各个分

支学科的实质性融合，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把经济、

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系统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

才能对各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进而解决 “人类困

境”问题。
( 三) 学术体系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

如何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而构建起来的一套

闭合且完整的环节，主要包括主题的确定、资料的

收集、观点的提出、理论的论证、成果的检验等。

该学科的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张该

学科概念系统及其内在关系，以包含最丰富的 “自

身理论”和“经验关系”。
1. 遵循原则

要充分体现 “民族性、原创性、实践性、系统

性、开放性”［13］，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体系的一般性原则，也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学术体系建设和创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一，

民族性。每个国家的学术思想都体现着这个国家和

民族的价值观念，例如 “天人合一”的中国智慧本

身应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术思想源泉和有

机组成部分。其二，原创性。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是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实际提出的独特学科，这

为学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原创性的学

术思想、观点、命题和学术术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空间。其三，实践性。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

身就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其学术思想体现

实践性是其基本品格和应有之义。其四，系统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所研究的要素，应是一个

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在时空

上有机构成的复杂系统，该学科学术思想禀赋的重

要特征就在于系统性。其五，开放性。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虽然属于中国本土化学科，但仍需以

世界眼光和开放姿态走向世界。
2. 学术价值取向

不同于其他经济类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学术思想体系应特别强调它的价值取向。在一

般学术价值取向上，要以人类学、可持续发展理论

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为引领，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在遵循一般经济学的

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基础上确立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在学术价值的

实践取向上，一方面，在该学科的学术思想体系的

构建中，要正确认识党和国家对人口、资源、环境、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

在，进而体现党和国家的现实需求以及对新时代主

要矛盾的把握; 另一方面，在促进高质量发展、构

建现代经济体系、推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和

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培育该学科学术思想，从而形

成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五位一体”

相互贯通为特征的学术思想体系。
3. 学术影响力

重点培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领军人物

来推动学科学术思想体系的建设。通过万方创新助

手数据平台数据挖掘发现 ( 综合分析 1999 年以来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科研成果、基金项目、

专利、科研论文等，推荐出与成果高度相关的高校

及其科研人才推荐指数) ，贵州财经大学的杨春宇

( 推荐指数 50) 、王永平 ( 40) 、廖婧琳 ( 30) 、鲁

静芳 ( 10) 、金莲 ( 10) ; 武汉大学的杨艳琳 ( 推荐

指数 20) 及简新华、李通屏、易善策、徐建玲 ( 推

荐指数均为 10) ;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象枢 ( 推荐指

数 20) 及郭志刚、周新城 ( 推荐指数均为 10) ; 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童玉芬 ( 推荐指数 20 ) 及马森

森、欧玛杜、方海萍 ( 推荐指数均为 15) 等，这些

学者都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出了

重要的学术贡献。而同样依据 1999 年以来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科研成果、基金项目、专利、

科研论文等，并结合专家技术职称、专家荣誉等，

万方创新助手数据平台推举出了该研究领域的部分

有影响力的重要高校 ( 含院系) 与杰出专家 ( 排名

不分先后，见表 2) 。国家可以根据研究领域设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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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专题或培育项目，整合专家资源组建相应的

专家团队，从政策、经费、工作环境等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形成一支推动符合我国新时代国情的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术体系建设的主导力量。
表 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领域研究的部分杰出专家

Tab. 2 Experts in relevant fields of Population，Ｒ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姓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称 研究领域

陈仲常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宏观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吴俊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孙才志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水文学及水资源; 海洋经济与资源经济; 经济地理学

宋旭光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 教授 经济统计与核算、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

刘渝琳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经济贸易，人口经济

梁鸿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教授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公共政策研究，社会福利

王芳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农村区域经济、农业技术经济、资源经济

邹伟进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资源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汤尚颖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区域经济、农村经济、资源环境经济

张锦高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教授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高等教育学

张颖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森林资源核算、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价及区域经济学

杨昌明
中国 地 质 大 学 ( 武 汉 ) 经 济 管 理

学院
教授

资源型企业战略管理; 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可持续发展; 管理

与技术经济评价

王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规划与管理系 教授
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 能源环境经济系统模拟分析; 低

碳经济与低碳城市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
研究员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土地与资源经济

学、世界经济

( 四) 话语体系

建设学科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基础。由于我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的滞后

性，包括学科话语、教学话语、宣传话语在内的学

科话语体系建设也滞后。因此亟待加以解决。
1. 学科话语体系建设，也就是要确立学科的话

语权。当前，不利于学科话语权确立的因素，主要

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还停留在对人

口、资源、环境中的各类问题 “分而治之”，并各

自为政开展研究的状况。因此，确立我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话语权至少应在三大方向作出不

懈努力: 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

话语权，以保障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科

学性; 二是确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理论经

济学 ( 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世

界经济等) 中的话语权，以保障学科在理论经济学

体系中的地位; 三是确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在解决全球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中的话语权

或国际话语权，以保障学科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当

然，国际话语权是建立在学科自身创新发展的基础

之上。
2. 教学话语体系建设，应侧重于教材话语、教

案话语、讲授话语等建设。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作为一门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要通过设置较为完

善的课程体系，配备专业的教师队伍，重视符合当

前学科发展的教材建设; 注重编写教案时将最新案

例、成果融入其中; 讲授时不是空洞无效的说教，

而是注重贴近学生日常生活，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

引导学生对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共鸣，更

要作为专业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且通过相应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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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传话语体系建设，由当前热点和政府工作

报告、政策中所蕴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

展问题等元素的话语构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要善于提炼标志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

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4］25。一

方面，要立足中国文化根基和中国特色，有针对性

地总结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概念、价值和理论等，使

该学科成为指导全球治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实

践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需要改进晦涩的理论，通

过贴近现实问题的方式引发受众思考与讨论，探索

有效的意义表达和话语链接方式等，使之实现由抽

象符号向具体符号转化，避免 “曲高和寡” “对牛

弹琴”的现象发生。

四、结论与建议

推动新时代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创新

发展，是遵循理论创新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分析和

解决新时代诸多新问题、新矛盾的实践诉求，是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尽管学科建设一直

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学科体

系合力不够、学术思想影响不足，因而缺少学科话

语权。但创新发展目标是明确的，即在构建人口、

资源、环境、经济相互贯通、统筹协调的基础理论

之上，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基本要求是: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要秉持科学的研究方法论，

基础理论要体现对学科的支撑作用; 学科体系要足

以体现学科独特性和完整性; 学术体系要体现学科

的价值取向; 话语体系要体现学科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基于此，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创新发

展的建议如下:

第一，强力引导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理论基础

是构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支撑，需要深化理论研究。通

过 CNKI 学术期刊网检索发现，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研究绝大多数是关注实践问题，而鲜有基础

理论的研究，致使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实践研究缺

乏深度。因此，国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央

高校专项科研业务费等都应加强对该学科基础理论

研究的支持。

第二，努力解决学科就业难问题。国家要出台

就业引导性意见，多措施引导该学科学生到基层就

业; 学校要突出该学科的专业特色，增强市场预见

性，多与新兴学科、高新技术学科接轨，强化对该

学科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 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

不断提升自己综合能力。

第三，进一步加强现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硕士点、博士点建设，在此基础上培育新增一定

数量的硕士点、博士点，以壮大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的人才队伍。同时，学科层级是一个有机联

系的系统，为了保持学科层级的连续性，适宜在部

分高校开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本科教育试

点，待条件成熟时逐步向部分高校推广，确保研究

生教育与本科教育相衔接。

第四，重视教材和课程体系建设。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跨度较大的学科，教材

编写难度较大。因此，教材建设应持开放与合作的

态度，组织国内甚至国际上该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组成研究团队，共同编写一部较为权威的 《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同时，组织专家论证，

开发本科至研究生不同层次的课程体系，这也是学

科创新发展的有效举措。

第五，建设专业数据平台。充分整合国家部委、

省市基础信息平台，按照大数据挖掘思路，建立全

国性和区域性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数据

平台，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集成数据包，

以及学科专业的人才或专家集成数据包，以提供研

究所需的较为丰富的基础数据，通过建立相应的服

务机制或服务体系，便于更好地推动学科研究和学

科发展。

第六，强化形成研究合力。一方面，加快成立

全国及区域性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会或研究

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该学科学术建设研讨会，关

注学科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

争鸣; 另一方面，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期

刊为依托，建立其与 《人口研究》 《人口与经济》
《人口学刊》《南方人口》 《西北人口》 《人口与发

展》等合作的期刊联盟，开辟专栏研究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不断推出高质量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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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XIONG Shengyin1 ，WANG Xueyi2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established Population，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major in 1997，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has been facing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mainly due to the weak basic theory of the discipline，the insufficient cohes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nd the
insufficient influence of academic thought，so it lacks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discipline. Therefore，in order to
promote it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we must improve the basic theory that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build a discipline system，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strongly guiding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discipline，striv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employment，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master's and doctoral program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can be promoted.
Key words: new era; Population，Ｒesources，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 责任编辑: 杨成平)

08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2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