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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罗　辑１，李　伟１，陈飞虎１，何咏梅１，２，高嘉宁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已经１２年，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面临
一些挑战。四川大熊猫自然遗产是具有全球性突出价值的珍贵资源，合理利用大熊猫自然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

游及其相关产业，是栖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历史的回顾，遗产

地保护和管理的现状出发，依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和《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在立法、规范、传

统等各方面，提出遗产地保护和管理的具体措施。通过提高遗产地整体保护和管理的水平，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

色国家公园体系的统筹管理，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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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猫作为中国的特有和濒危动物，是世界自
然基金会的会徽物种，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象征。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是全世界十分关注的一种

罕见的生态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能使大熊猫生存

繁衍的区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具有

普遍的价值和突出意义。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进入世

界遗产，成为当地传统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无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

在可持续发展上，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是认识与积极

管理大熊猫遗产资源一次质的飞跃。保护与发展的

矛盾是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实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如何保护和管理大熊猫遗产地，我们还面临一些挑

战。

１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回
顾

１．１　大熊猫栖息地自然遗产
大熊猫栖息地自然遗产是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系

统所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包括大熊猫种群分布区，大

熊猫种群与其他重要种群的栖息地，多样性的物种

与生态类型，多样性的自然景观，维持生物多样性与

景观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在保护与保存

大熊猫物种的同时，保护与保存大熊猫栖息地自然

遗产，大熊猫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完整性

就得以保存。保护与保存大熊猫栖息地，应从保护

与保存维持大熊猫生境的生态系统入手，确保维持

大熊猫生境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１．２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２１世纪初大熊猫栖息地存在面积缩小和破碎

化趋势，主产地种群数量下降明显，矿产与水能开发

破坏生境的问题突出，人口增长对栖息地形成一定

压力，是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所面临的４个难题，申报
世界自然遗产，可解决大熊猫栖息地面保护与管理

所面临诸多难题。保护大熊猫自然遗产的关键是保

护、保存大熊猫的天然栖息地。国际社会与许多国

际组织，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

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１．３　提名组织工作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４日，四川省建设厅向省政府呈

报“关于我省申报世界遗产工作计划的报告”，提出

立即开展对四川卧龙
#

四姑娘山大熊猫生态走廊遗

产地的申报工作。同年９月２５日，四川省机构编制
委员会批复省建设厅，同意成立四川省世界遗产管

理办公室。

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四川
大熊猫栖息地—卧龙·四姑娘山·夹金山脉世界自

然遗产保护规划》。２００３年１月６日，建设部向中
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报送“四川大熊猫

栖息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提交相关材料《四川大

熊猫栖息地》中英文文本和《保护规划》。２００６年７
月１２日，ＵＮＥＳＣＯ第３０届世界遗产大会举行委员
会审议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事

宜，同意将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１．４　科技支撑作用
２００１年９月，四川省建设厅计划启动项目“四

川省世界遗产景观生态网络工程前期预研究”，中

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陈富斌研究员

就提出了“雅安市夹金山脉大熊猫栖息地的重要性

与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保存大熊猫遗产的关键

是保护保存大熊猫天然栖息地”，并与四川省世界

遗产管理办公室合作完成《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

自然遗产保护研究》，在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提

名和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随后编

写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卧龙·四姑娘山·夹金
山脉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规划》［１］，获四川省人民政

府批准，在２００６年５月，ＩＵＣＮ专家委员会通过该项
保护规划。由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符合世界遗

产标准（ｘ），是尚存的珍稀、濒危动植物种的栖息地
和生物多样性的真实体现，而申报成功。

２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实
践

２．１　保护目标
保护的总目标是确保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得

以保存，确保提名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得以维持和

加强，使以大熊猫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

护，促进栖息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效保护栖息

地内的动植物和生态系统。有效保护大熊猫种群，

使大熊猫在遗产地长久生存、繁衍。有效保护栖息

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２．２　保护现状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之后，保护和管理逐步规范化。对在遗产

地内新建项目的管理和审查更加严格，保护效果逐

步显现。邛崃山脉大熊猫栖息地被列入世界遗产，

５４１期 罗　辑，等：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但

是，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人类干扰活动不断加剧，大

熊猫栖息地有进一步破碎化和岛屿化的风险，大熊

猫栖息地有进一步被分割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地

威胁着大熊猫的生存，遗产地大熊猫种群的生存和

繁衍将面临巨大挑战。

冷箭竹是大熊猫的主食竹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发生的大面积冷箭竹开花枯死曾造成大熊猫饥

饿死亡。全球气候变暖也是栖息地保护面临的问题

之一。

目前，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

区和缓冲区受人类干扰相对强烈，无论是栖息地质

量，还是栖息地的完整性均相对较差，需要加强相应

的恢复和保护措施以提高评估区大熊猫栖息地质量

和大熊猫种群数量。

２．３　大熊猫栖息地恢复
保护和恢复栖息地将改变目前大熊猫栖息地

“岛屿化”、“破碎化”的状况，确保生态系统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使大熊猫的生境得到有效而系统的保

护。遗产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１）人类干扰活动
的扩张导致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缩小、栖息地质量降

低；（２）大熊猫栖息地面临被分割的危险，破碎度升
高；（３）目前的人工林地和退耕还林地种类单一，不
能成为大熊猫可利用的现实栖息地。

防止大熊猫栖息地进一步缩减和退化、恢复大

熊猫栖息地面积及质量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天然

林保护工程通过封育保护，保护了大熊猫原生生态

系统，提高了大熊猫栖息地质量。通过人工造林措

施，使很多原来的荒地、林间空地变成了林地，对大

熊猫栖息地起到了缓冲保护作用。结合现有的国家

政策，如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把２５°以
上的坡耕地按照大熊猫栖息地的要素恢复其生境，

在栖息地的关键连接地带加大保护力度，或者重新

建立栖息地的连接，保护和重建大熊猫走廊。

近年来国家稳步推进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使过

度垦殖的农田逐步转向灌木林地甚至林地，农田面

积缩小使人类生产活动的范围也相应缩小，退耕地

多位于大熊猫栖息地边缘，这有利于遏制大熊猫栖

息地质量不断退化的趋势。

２．４　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受

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遗产地还没有建立相关

的生态补偿机制，在遗产地雅安片区运行的生态补

偿都是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提供，补偿

方式、补偿标准都是在国家有关政策规范下执行的。

目前，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广泛地在环境保护相关领

域被提及，并积极地推进相关的立法研究论证工作。

遗产地的生态补偿机制亟待建立。

３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管理

３．１　对遗产地实行功能区划管理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世界上保持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完整性的重要区域之一，是全球最大和最完整

的大熊猫栖息地。遗产地功能区划的划分有利于对

遗产地进行科学分区管理，对遗产地与缓冲区边界

的界定，明确了遗产地的管理范围，能有效避免管理

上的纠纷。

为了保证遗产地管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依照

《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的规定对所提名的遗

产地进行了功能区划，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

所划分的区域有如下类型：遗产地分为核心保护区

和保护区，遗产地周边又限定了缓冲区。在划定边

界时考虑了以下原则：遗产地的边界主要考虑覆盖

邛崃山脉大熊猫分布区和重要、特殊的自然生态景

观；遗产地核心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集中分布区，保存

较完整的现有大熊猫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集中分

布区和重要物种的模式标本产地，保留相对完好的

原生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人类活动稀疏，居民人口

密度小于０２人·ｋｍ－２，尽可能地包括自然保护区
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保护区则是核心区以外的

遗产地部分，人口密度小于４９人·ｋｍ－２；缓冲区
是为了确保遗产地的保护而需要控制的区域。

３．２　遗产地监测
监测是对遗产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保存和旅游

展示状况进行持续检验与定期评估，以提高预防性

保护与管理水平。因而，监测是遗产地管理的基础

性工作，监测体系是遗产保护管理的基础设施，监测

能力是管理能力的关键指标。目前的监测现状是，

自然保护区具有一定的监测能力，风景名胜区基本

上不具备监测能力，不能满足世界遗产管理的监测

要求。需要提升遗产地相应的管理能力，让有一定

监测基础的自然保护区和缺乏监测基础的风景名胜

区同时拥有符合世界遗产监测要求的基本设施，提

升监测的科学技术水平。

统一监测方法，明确质量标准，规范监测管理，

实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常态化监测和

建立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执行《保护世界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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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产公约》定期报告、年度监测报告。

３．３　生态旅游的发展及旅游管理
生态旅游在世界上发展很快，在中国也是如此。

除国际游客的人数持续增长之外，中国国内生活水

平的提高也导致国内游客数量的快速上升。发展生

态旅游项目的目标是提高当地经济的收入水平，同

时可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

遗产地的旅游发展所必需的开发建设规划，都

必须得到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的审查和四川

省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的批准。遗产地功能区管理

遵循的原则，也是旅游发展规划应遵循的原则。生

态旅游的级别与发展的类型，必须严格控制在相关

的区域的环境容量之内，并尽可能减少对野生动物

的干扰。保护自然环境，尊重当地文化。大力支持

由当地社区发展的小规模、低影响的旅游企业，以确

保旅游收入的大部分留在当地，并能进一步加强对

遗产地的保护。例如，在宝兴到蜂桶寨的主干道附

近的邓池沟，建立一个特别的博物馆，以纪念和展示

戴维传教士杰出的标本收集工作。原名穆坪的宝兴

县，是世界上生物模式标本最大的产地之一。１８６２
年—１８７５年在穆坪天主教堂行使神职期间，戴维不
仅向世界第一次描绘了大熊猫，还第一次收集了其

他哺乳动物标本、鸟类标本和其他几百个动植物的

模式标本。这些模式标本种很多都被精彩地刻在宝

兴路边的大理石板上。这样一个博物馆将引起进入

宝兴县境内游客的极大兴趣，对当地政府和人民也

是一种骄傲和鼓舞，博物馆展示了遗产地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

遗产地要制定一个总体的旅游管理计划，用于

控制旅游设施的发展，并建立对遗产地内不同的功

能区旅游发展的标准。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以邛崃山脉大

熊猫栖息地１６个管理单元整体提名，其中包括３个
国家级与４个省级自然保护区、３个国家级与６个
省级风景名胜区，在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和统一的

世界遗产管理目标上，整体上属于国家公园型世界

遗产。

四川大熊猫遗产地中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

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与《风景

名胜区条例》为法律依据，这两项法律关于功能区

的术语与管理标准并不一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

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要有统一的功能区管理标

准。因此，需要对我国现行的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

法规中关于功能区管理的界定与《世界遗产公约操

作指南》的功能区界定相结合，指导世界遗产的旅

游发展。

表１ 我国现行自然遗产功能区管理标准整合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ａｒｅａ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旅游功能界定
国务院

风景名胜区条例
国家标准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

四川省
世界遗产保护条例

禁止旅游 核心景区
特级保护区

核心区
缓冲区

核心区保护区

步行旅游 一级保护区

限制建设 其它景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实验区 保护区

禁止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建设

外围保护带 缓冲区

３．４　社区可持续发展及保护意识的宣传和教育
当地已经很贫困的社区在农耕与放牧方面受到

进一步限制后，将会更加贫困。通过生产方式的转

变，这种状况有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有必要

为此做一个评估，找出可行的方法，发展对环境有益

的生活方式，生态旅游服务业就是一个好的途径。

合理、有利的方式需要社会发展机构与自然保护区

共同努力［２］。

对于遗产地内部及缓冲区的社区，要将社区发

展计划与世界遗产地管理的标准相结合，达到社区

发展与遗产地管理的和谐统一提供指导。严格控制

遗产地内的人口，宣传优生优育，对于居住在核心区

内的居民，将建立鼓励机制，倡导自发的搬迁。

通过远程服务将有关恢复森林、控制侵蚀、垃圾

处理、流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等一些特别的

宣传材料送达保护区内偏远的村庄和家庭。此外，

还要通过有教育意义的张贴物和积极采取措施来发

展更多可持续的和新的生活方式来加强宣传的力

度，让这些生活方式在保护、监测、研究、旅游和其他

积极措施中得到体现。

３．５　科学评估建设项目对遗产地的影响
依据相关法规评估建设项目对世界遗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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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把握建设项目对世界遗产的影响评估的原则与

范围，完善发展规划对世界遗产的影响的评估，按世

界遗产地建设项目影响程序审查。

一些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活动或旅游活动将给

大熊猫栖息地带来巨大威胁的区域，这些区域受到

工程建设活动影响后栖息地也会缩减消失，因此值

得重点关注。公路建设将对栖息地产生阻隔影响，

这种影响在施工期及公路运行期长期存在，对公路

两侧的干扰将使大熊猫远离公路沿线，对大熊猫栖

息地构成巨大威胁。

４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
管理面临的挑战

４．１　面临的挑战
４．１．１　资源开发项目冲击世界遗产管理

以遗产地的雅安片区的矿山项目为例：世界遗

产范围内２００７年有２０个，２０１０年有４０个（含探矿
项目２０个）；缓冲区范围内２００７年有５１个，目前还
有５６个（含探矿项目６个）。说明进入世界遗产名
录后实施的以关闭矿山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治理，不

仅没有产生期待的效果，而且问题还在扩大。

对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前的遗留矿山问题，经

省政府批准的保护规划给出了３年的治理期，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是，在汶川地震灾后又重启了关闭

的矿山，或以“拍卖”的方式，擅自批设新的探矿、采

矿项目，严重冲击了世界遗产管理。

４．１．２　两次大地震重创遗产地管理能力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的汶川８０级地震，震中

位于遗产地东边界外侧５４ｋｍ的缓冲区，Ⅶ度及Ⅶ
度以上的烈度几乎覆盖了整个遗产地的１８个管理
单元，Ⅷ～Ⅺ烈度区覆盖遗产地总面积的６４％。汶
川地震尽管对世界遗产的突出价值与完整性未造成

重大损害，但造成保护设施严重损毁和管理能力重

创，并产生占遗产地森林总面积１２％（６３ｋｍ２）的
震害迹地等直接的环境与生态灾害。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发生的芦山７０级地震的震
中位于遗产地东南边界外侧９ｋｍ的缓冲区，Ⅶ度及
Ⅶ度以上的烈度覆盖了１０个管理单元。其中重灾
的６个管理单元，有５个也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
刚恢复不久的管理能力再次遭受到重创。相对于汶

川地震，芦山地震造成遗产地的地面破坏和森林直

接损毁的程度较轻，对遗产地的突出价值与完整性

未造成重大损害。由于大震灾害的重叠，对野生大

熊猫种群生境的长期影响及其对世界遗产管理的压

力，应引起高度重视［３］。

４．１．３　多方面的管理
经过４０余年的努力，我国在大熊猫栖息地区的

不同行政区域设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国家级与

省级）和风景名胜区（国家级与省级），依据自然保

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分别隶属林业、环境保

护和建设主管部门管理。实施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

然遗产完整性管理需要处理以下问题：协调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

条例》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

条例》的有关规定；协调跨州或市与县级政区的遗

产管理；既要确保遗产价值的完整性，又要为遗产地

区不发达的经济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国家自

然遗产法律依据还不完善，通过行政手段的协调，很

难达到保护要求。

４．１．４　缺乏制度性保护经费支撑
保护经费不足在各世界遗产地普遍存在，以四

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尤为突出。该项世界

遗产的保护主体是濒危物种极其栖息地，保护范围

跨４州市１２县，待解决的遗留的环境问题较多，与
旅游支撑保护的其他风景型遗产地不同，其自身的

“造血”功能严重不足，政府投入是实现有效保护的

关键。当前存在的管理建制不完善和环境治理效果

差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与保护专项经费不落实有关。

４．２　应对策略
４．２．１　立法保护和相关政策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８５年批准《保护世界文化与
自然遗产公约》后，应早日完成包括世界自然遗产

的国家自然遗产地保护立法及其配套法规，为自然

遗产的有效管理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是履行缔

约国的责任。加大遗产地保护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力度，正在遗产地试行的国家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

政策，还应该扩大范围，从试点县扩大覆盖整个遗产

地的１２个县，以增强相关市或州、县级财政的生态
环境投入能力以及改善遗产地原住民生活质量的投

入能力。制度性支持遗产地监测国家计划与科学研

究，将遗产地监测体系建设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规划实施，并由其后

的五年规划持续提供运行资金支持。

世界遗产监测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

约》对缔约国的要求。监测是对遗产的真实性与完

整性保存和旅游展示状况进行持续检验与定期评

估，以提高预防性保护与管理水平。因而，监测是遗

产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监测体系是遗产保护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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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监测能力是管理能力的关键指标。在经

过两次大震灾害之后，实施监测体系建设更显得必

要。

４．２．２　地方政府法规配套和提高管理能力
为加强四川省的世界遗产保护，２００２年３月省

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

例》。这是国内首个世界遗产保护地方立法。该条

例为全省世界遗产管理提供了专项法律依据。该条

例经过 １４年的施行，其基本原则得以贯彻。经
２０１６年修订后，有利于条文更好贯彻。目前需要有
行政法规配套，将条例的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条款。

·改善管理建制

在省一级，四川省遗产管理办公室承担着全省

世界遗产事务和遗产地 １８个管理单元的直接管
理，任务繁重且责任重大，而建制的功能过低。为了

应对世界遗产发展的挑战，有必要将其扩展改建为

政府部门建制的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局。在相关的

市或州、县一级的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亦应扩编改

建为管理局。

·实行四川省遗产地保护专项经费制度

将遗产地管理纳入省、市或州、县政府的财政预

算；在省、市或州、县发展计划中，开列遗产地保护专

项，为遗产的保存和有效管理持续提供资金保障；省

政府对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资

金的使用作出规定，确保直接用遗产地保护和社区

生计的投入占有适当的比例。

·建立世界遗产管理成都培训中心

通过传播世界遗产理论以及保护和管理的新信

息、新技术、新方法，统一监测与 ＧＩＳ管理的质量标
准和方法，更新知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国内

与国际的世界遗产管理学术交流，培训高素质遗产

管理技术骨干。

·实行世界遗产管理协调工作会议制度

包括：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年度工作会

议制度，市或州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

制度，县世界遗产管理协调年度工作会议制度，四川

省、市或州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制度，

建设项目世界遗产影响评估制度。

·实施遗产地管理指南

为规范世界遗产管理，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办

公室多年来组织研制且已试行了系列技术规程与标

准，应在进一步修改并经省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审

定后，依程序报批正式实施。其内容包括：遗产地监

测指南；遗产地旅游发展管理指南；遗产地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管理指南；四川省世界遗产地保护规

划指南；建设项目对世界遗产地的影响评估指南。

５　结语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面积大，生态

系统类型丰富［４］，存在着管理主体多头，保护对象

交叉，功能定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因此，理顺保护

地体系是协调好保护与发展关系的重要内容。国家

公园是一种承担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双重任

务，能够有效协调保护与利用矛盾的保护地类

型［５］。在国家层面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之后，

首先应进行关于国家公园制度的“顶层设计”，即

“建立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中国自然

保护地体系”，这意味着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同

时，应理顺我国现有各类型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类自然保护地应有的保护目标和定位。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实行分级、统一管理，有效保护自然

遗产完整性。最终形成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规划

体系，解决多方规划重叠冲突，规范地方规划。按照

国家公园资源种类、数量、质量和生态系统类型制定

与之相应的国家公园规划方法体系。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孑遗物种，是旗舰种的典

型代表，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旗舰种及其栖息

地不仅具有传统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价值，而且还有

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可利

用其代表性和知名度推进生态保护，激励人们的保

护意识和行动，将国家公园的公益与保护的内在属

性成为公民的共识。大熊猫的盛名在国际旅游目的

地中占据重要位置，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将会极大

提升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增加旅游业及其他相关

生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减轻社会经济发展

对资源开发产业的依赖，促进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管

理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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