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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域辽阔， 岛屿众多， 全国有6500多个岛屿（面积500平方米以土的）， 有入居住的有400多个，
自南向北， 星罗棋布， 绵延数于公里。 自1985年全国海岛工作座谈会以来， 岛屿的开放、开发引起了沿海
省市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注。 随着岛屿经济的发展，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海疆的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的八个岛屿一一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复兴岛、余山、大金山、小金山和浮山（乌龟山）位
千我国南北海岸的中心点， 背靠我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 内联长江流域各城市，外通太平洋。 这一独特
的地理位置， 随着它们的开放、开发， 必将对改造振兴上海和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开放、开发浦东， 这一决定的 “光环效应” 为地处浦东开发区周围的崇
明岛、长兴岛、横沙岛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了促使上海岛屿的开放、开发走在全国岛屿的前列， 并
逐步跻入世界发达岛屿的行列， 本文拟就上海岛屿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以及开放、开发的目
标、重点和对策等作一些初步探讨。

上海岛屿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上海岛屿历史悠久， 其经济文化渊源比上泡建城历史还久远。 崇明、余山、大金山、小金山和浮山五
个岛距今巳有1000多年历史， 比上海建城早 300一600 多年。 其中崇明岛巳有 1370 年的历 史， 长 兴 岛 有
346年， 复兴岛也巳有100多年了。 从岛屿的形成与种类分析， 上海八个岛屿中崇阴岛、长兴岛、横沙岛和
复兴岛属冲积岛， 大金山、小金山、浮山和余山属海洋岛。 由千天赋的地域与自然资源优势，给八个岛带
来了与陆地不同的经济发展优势和独有的开放、开发潜力， 在上海经济发展中巳经和正在发挥着重要和无
可取代的作用：

一一八个岛在上海空间环境容批和农村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据 1988一年统计， 八个岛总面 积近
1200平方公里， 占上海市总面积1/6、郊区总面积1/5; 人口72万人， 占郊区人口1/6; 工农业总产值37.26

亿元， 比1978年的8.8亿元翻了两番多， 占郊区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1/8。 因此， 占上海空间 1/6 和巳有一
定经济实力的岛屿， 巳成为上海经济发展中待开发的重要空间，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一八个岛在上海生产的主要农产品产星中占有重要席位。 1988年岛屿粮田面积103.85万亩， 占上海
郊区粮田面积的1/6, 粮食产品 41.72 万吨， 占上海粮食总产批的1/6, 可谓上海的重要 “粮仓” 。 岛屿的
棉花产狱1988年占上海棉花总产量的1/10（历史上 1978．年棉花产最曾达到2.15万吨， 占上海棉花总产量的
1/6)， 因海岛自然条件优千陆地， 棉花质量较好， 上海出口的 “ 天鹅牌” 名牌汗衫的棉花就是崇明岛生产的
优质棉。岛屿的油菜籽总产益， 从1978年到 1988 年， 占上海油菜籽总产昼的比重稳定在 1/10 以上。 这些
数据表明， 上悔岛屿在促进上海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一一八个岛在上海 “菜篮子工程” 中发挥了 “菜园子 “ 基地的重要作用。1988年， 八个岛的猪、禽、
蛋、奶、鱼、菜等产投， 占全郊区的比重依次为：禽319万只， 占1/20; 蛋 9276 吨， 占1/14; 猪 25.45 万
头， 占1/10; 蔬菜111.8万吨， 占1/8; 牛奶3.15万吨， 占1/5; 水产品4.23万吨， 占近1/3。近十年来， 八
个岛的副食品产盈的平均年递增率超过郊区平均水平的6个百分点。 这充分表明上海岛屿巳成为全市的重

要 “奶库 ” 、 “菜库 ” 和 “水产库” ， 在上海 “菜篮子工程”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一八个岛在上海开发土地资源和发展创汇农业中占有独特优势。 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短缺

的矛盾异讳尖锐， 人均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0.73亩降到1975年的0.51亩， 1988年又下降到0.37亩，土地供
求的不平衡已成为制约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上海土地的开源主要靠岛屿的围垦。据统计，解
放以来，郊区图垦造地95.8万亩，来自岛屿围垦的为69.09万亩，占72.12% ，其中崇明岛围垦了62.4万亩，长
兴岛囡垦了 5.05万亩，横沙岛围垦了1.64万亩。 上海岛屿平均每年围垦出 2 万多亩土地， 基本上填平了近
十年来上泡年均沛少耕地 2.5 万亩的大窟隆。 目前， 滩面高程在岑米以上（吴凇基面）的待围垦面积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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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万亩，这对缓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供求极不平衡的矛盾具有积极作用。 上海岛屿的士地潜力，
加之特定的自然资烦与生态环境优势，适宜发展创汇农业。如崇明岛1978年出口农副产品拨交额为 436 万
元，到1988年猛增到2732万元，增加了 6 倍多。 可见上海的岛屿将成为创汇农业最有发展潜力的重要基地。

一一八个岛在上挴水果生产中形成了 以相桔为主的生产基地。 上海的水果生产主要集中在岛屿上，尤
其是长兴、横沙两岛具备了建设上海相桔生产基地的理想外部环境，近十年来，相桔总产梦从 1978 年 的
141.55吨猛增到 1988年的13766 吨，平均亩产805公斤。长兴岛上的前卫农场平均亩产1383公斤，部分密植
高产地块亩产突破了5000公斤。 同时还向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出口相桔。这不仅在我国北缘地 区独树一
帜，还实现了上海相桔出口的祈的突破。 建立和发展相桔基地，调整种植业结构，既充分发挥了岛屿自然
资源优势，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又保护了岛屿的生态环境，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达到完
美的结合。

一一八个岛在国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外联东海、 内通长江，发挥了岛桥和天然海防屏障的作
用， 既是溺军的出巡基地，又是良好的避风港和海船的补给基地，对于保卫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一八个岛系上海的野生动植物亟点保护区。大金山岛的植被在全国海岸带植被分类系统中被列入一
级单位的有2个，占 1/5, 上悔自然植被中的珍贵植物大多集中在大金山岛。崇明岛的东滩， 更是侯鸟栖
息地， 白天鹅等珍稀候鸟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崇明岛上空，东滩巳被列为国家的候鸟保护区。

上海岛屿开放、 开发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

上海的八个岛屿在全市经济发展中虽然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这些
岛屿的开放、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 由于长期以来岛屿处于半封闭状态，加上对开放、开发岛屿的
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在政策上搞 “一刀切 ” ，没有采取一系列符合岛屿发展的特殊政策，以致于近十年来，
上海岛屿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 效益、收益和分配还明显滞后于市郊陆地的水平。近几年来，中央和上海
市的领导同志很重视上海岛屿的开放、开发，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课题，时下又逢浦东开放、开
发的大好机遇，可谓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认为，应该把上海岛屿开放、开发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并将上海岛屿的开放、开发列入上海市总体发展规划。为此，我们试提出上港岛屿总体开放、开发的目标
和重点。

一、 战略目标。
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 向亚太地区转移，国内外人士孜言未来的21世纪将是亚洲和太平洋世纪。上

海及其岛屿处在亚太经济圈中，21世纪上海要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加快上海 岛 屿 的 开
放、开发．，使岛屿成为外部世界沟通大陆的桥梁是很重要的一环。 为此，我们认为， 上海岛屿的开放、开
发要围绕上海总体规划的要求，特别是与开放、开发浦东结合起来，因岛制宜，分类指导， 以形成重点不
同、格局各异，又互补衔接、扬长避短的岛屿群体。

具体地说，可划分四个区域：植物保护区一一大金山、小金山和浮山；候鸟保护区一一崇明岛东滩;.“绿
色食品 ” 、旅游资频开发区一一崇明、长兴和横沙岛；与浦东开发、开放衔接的外向型 经 济 “开 发 区 ”

一一崇明、长兴和横沙岛。
在分类分区指导时， 应重点抓好崇明、长兴和横沙三个岛，尤其应该把祖国第三大岛一一崇明岛率先

建成与上海这个国际第一 流城市相适应的第一流岛屿。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可分二步走： 第一步，90年代先
建成全国第一流的岛屿；第二步，再化二、三十年时间，逐步赶上国际先进岛屿的水平。 倘若能实现这一
目标，这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二、 战略重点。
在上海总体发展规划中，岛屿的开放、开发应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地域和资拣条件，扬长避短，因地制

耳。 具体拟抓住以下三个重点带动岛屿的开放、开发。
（ 一 ）利用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地处长江出入口主航道、深水岸线长的潜在优势，将其建成内外

水运交通的枢纽和中转站， 以辅助上诲港，弥补黄浦江及浦东外高桥岸线的不足。 与此同 时，还要将 崇
明、长兴、，横沙三个岛作为浦东外高桥开发区功能延伸的第一 辐射层，并逐步创造条件，使其成为发展外
向型经济的一个 “试验小区 ” 、 “补给小区” 和 “服务小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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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崇明、长兴、横沙三岛的 “三净 ” （土净、水净、气净）的 极为宝贵的生态环境优势，以
及 “长寿岛” 的诱力，建成上海人民度假、疗养的 “海上乐园 ” ，重点在 长兴、横沙两岛兴建外商度假
村，并把它列入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使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三）利用岛屿的自然资濒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建成以下六个基地：
1．建立 “相相基地” 。经长兴、横沙两岛100多年气象资料数据分析和实践验证，这两岛具有发展相桔

的小气候及水文、土质条件，加之四面环水，检疫性虫害威胁少，具有建设相桔基地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影响相桔生 产 的诸因素，首推气侯，而气候中又以冬季绝对最低温度为关键。两岛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
-5 °C左右，因岛小调温效应好，是上海地区冬季最温和的地区，素有 “ 暧舌 ” 之称，最低温度要比上海
陆地高1.6度，极端最低气温要高2度。两岛年平均降雨1100毫米以上，年日照时间超过2000小时，土壤有
机含量在1.3一1.8%，酸碱度(pH值）在 7.8一8.3之间，这些条件也都适合发展相桔生产。

两岛不仅具有建立相桔生产基地的条件，还有上海人口多、消费篮大、运输贮藏方便的理 想 市场条
件。目前相桔的经济效益超过工业的经济效益，当地衣民巳有 “不靠儿子，靠桔子” 的效益评估。总之，
两岛发展相桔生产既能致富岛屿，又能保住岛屿的 “三净 “ 生态环境。

2．建立 “良种繁育基地” 。崇明岛、长兴岛和横沙岛地貌平坦、土地连片，气候温和（崇 明 岛 年均
15.3 °C,长兴岛、横沙岛年均15.4 °C)， 雨 水充沛（年降水抵1.29亿立方米），光温协调(〉/10 °c的积
温 4950 °C左右）， 日照较多，无霜期长（织明岛 229 天，长兴岛和横沙岛长达240天以上），河道纵横，
土地富含矿物质，土壤深厚，宜耕性好，适宜种植多种良种 农作物。更由于长兴、横沙两岛为水域包围，
封闭条件较好，农作物和畜禽检疫病害较少， 空间的自然隔离，有利于异花授粉作物的育种及三圃提纯复
壮，有利于防病治病，实系理想的良种繁育基地。

3．建立特色 “农副土特产品基地” 。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可发展五大项目： 一是发展江海捕捞。
充分利用水域淡咸水交界的特有条件，捕捞白虾、凤尾鱼、鲍鱼、刀鱼、妒鱼以及蟹苗、绶苗等，成为名
贵水产品的特供基地。崇明岛年捕捞篮现可达1400万公斤，长兴、横沙两岛年捕捞篮现为150多万公斤，
大有发展潜力。二是发展淡水养殖。由于岛内水系发达，且水质又好，目前这三岛的淡水鱼养殖面积达1
万多亩，形成了青、鲤、链、卿鱼等淡水鱼养殖基地。三是发展无污染的蔬菜。主要搞无污染的净菜小包
装，还可以发展脱水蔬菜。四是发展养牛业。利用滩涂多、草娠多的优势，发展奶牛与菜牛生产。五是发
展食用菌生产。崇明、长兴和横沙三岛气候适宜，农副产品下脚料拥丰富，加上芦苇代木屑（香菇培育
料）工艺的突破，大面积相桔地 的 充分 利用，有条件建成香菇、平菇、草菇、金针菇等食用菌生 产 基
地。总之， 这三岛可以逐步成为上海中心城和浦东开发区的宾馆、外商投资区、保税区的特供基地和出口
农副产品的创汇基地。

4. 建立 “建材基地” 。滔滔长江每年要愉沙4.7万吨。位于长江口的长兴、横沙两岛，三面被沙洲包
围，西有中央沙、南有瑞丰沙、北有青草沙，沙洲总面积约68平方公里。据勘测，河床下18米深的沙质状
况良好，可制造优质灰沙砖。如按下挖10米计算，储釐达6亿立方米。又由于中央沙上游的扁担沙、庙南
沙、浏河沙不断冲刷下移，移速年达600 米，可不断补充挖取的泥沙。按资掠测算，可解决上海每年缺少
的30亿块标准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长兴、横沙两岛的海砂砂粒细，属粉细砂类，加入适扯石灰，经特殊工艺制成的砌体材料，与一般砖
相比，具有 “ 强度高、能源省、品种多、外形齐、尺寸准和装饰美 ” 的特点。灰砂砖自德国首创制造诰

100 年米， 已成为世界上最经济、应用最普遍的墙体材料之 一。我国灰砂砖发展较快的重庆市年产量巳达
6-7亿块， 占全市墙体材科总量的三分之一。根据长兴岛长兴建材厂的实践，在长兴、横沙两岛建立上
海灰砂砖的建材基地，可一举四得： 一是节约耕地，按长兴建材厂年产5000勺块标准砖计算，每年可节约
耕地170 亩。如充分利用资源，每年生产上海缺少的30亿块砖，可节约耕地万亩以上；二是 节约能源，
灰砂砖比粘土砖少耗煤35 %，按生产30亿块砖计算，可节省标准煤10万吨；三是缓和上海建材资源贫乏的
矛盾，可列为浦东开发的重要建材基地；四是挖 泥沙以疏竣航道，有利于航道畅通。

5．建立 “度假、康复基地” 。 崇明、长兴和横沙三岛环境优雅，气温宜人，物产丰富，景色独好，更
有 “ 三净” 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是长兴、横沙两岛的万亩桔园、百亩修竹、五里长桥、蒙古包、跑马

场也巳颇有名声与诱力。从外部环境说，如果在 外高桥港区建设轮渡，只化十多分钟时间即可抵达 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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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从吴淤乘游船赴崇明、 长兴、 横沙三个岛， 可饱览繁华的上海悔港、 雄伟的宝钢、 军事要塞的吴於口
以及旆脆的江海风光、 秀丽的岛屿外貌，乘坐汽垫船或直升飞机游览， 将又是一 幅变化万千的情景。 从内
部环境说， 如逐步兴建海岛别墅、 海滨浴场、 海边垂钓池、 海淡水水族馆、 海味馆、 药膳馆、 望海塔、 观
日出亭和探海 长桥， 以 及商场、 书画店、 酒吧、 舞厅、 球场、 健身房， 组成环岛游览群体， 集游玩、
观光、 职赏、 度i假、 疗养、 休憩、 洽谈、 购物千一 体， 实系很有开发潜力的旅游基地。

6建立 “绿色食品基地” 。 绿色食品， 是针对工业化过程带来严重环境污染及其受污染的食品危害人
体建康而出现的新的无公害、 安全营养的新型食品系列产业。 而崇明、 长兴、 横沙三岛具备建立 “绿色食
品” 基地的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环境符合标准。 经市、 区、 县环境保护监测部门审定， 三个岛具有生
产绿色食品的良好生态环境。 二是能有效控制食品原料生长过程。 即作物生长过程及水、肥、 土等条件，

经人为控制， 可以基本符合无公害的控制标准， 并接受市县（区）环境保护监测郎门的有效监督。 三是能
达到最终产品的标准。 即产品的生产、 加工、 包装、 储运过程可以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法的要求， 最终产品
也可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据此， 这三个岛可以形成食品科研、 原料生产、 加工储运和技术检测等产
前、 产中、 产后各个环节融为一 体的系列化 “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和生产行业， 供应无公害、 安全营养型
的 “绿色食品” ， 以适应上海对外开放对食品高档次、 高质量和多样化的需求。

可见， 建设这六大基地， 既可发展岛屿经济， 又可发挥其与浦东开发相衔接的互补作用。

实施上海岛屿开放、 开发战略的对策

要实现上海岛屿开放、 开发的战略目标， 必须采取一系列适合岛屿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对策；

一、 要处理好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关系。

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上海岛屿具有许多市郊陆地无法取代的特色农产品， 这些农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上享有盛誉。 但近些年来却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有的品种混杂退化；有的因栽培或饲养技术不过关而
产量较低：有的因缺乏深度加工， 只能以原始产品或半成品供应市场。 因此， 必须充分利用岛屿的自然资
源和生物资烦， 鼓励、 支待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 创汇农业和以相桔为主的水果业， 推动岛屿经济由 “内
向型” 向 “外向型” 转化， 向国内外市场提供各种特色农产品和 “绿色食品” 。 工业是岛屿经济发展的支
柱， 离开了工业积累， 农业和其它产业的发展将受到制约。 为了使岛屿尽快富裕起来， 必须采 取倾斜政
策， 扶持岛屿发展无污染、 低消耗、 运釐少的工业和出口创汇的农副产品加工业， 使工业在实现上海岛屿
开放、 开发的战略中发挥支柱作用。

二、 要多渠道筹集岛屿开发资全。
岛屿的开发离不开资金。 据有关部门测算， 按积极开发岛屿的要求， 在2000年前仅崇明、 长兴、 横沙

三个岛就需资金近百亿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需要用灵活的政策广开财路， 聚集资金来 建 设 岛 屿 。
（一 ）增强地 方财力， 依靠岛屿自身的积累来开发建设。 若在财政体制上作些改革， 对岛上县、 乡的 财
政包干上交基数及岛上国营农场的营业税、 产品税基数给予核减， 留一部分在岛上， 岛上是有力噩来从事
一部分基本建设的。 （二）国家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如适当扩大信贷规模， 适当扩大市管项目（即围垦造
田、 交通、 能源、通讯、 水利、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建拨款。（三）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股份企业， 实行
设施有偿使用。 今后公用设施的建设， 可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通过股票发行市场来吸收社会游资。 （四）
利用国际信贷建设岛屿。 吸收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 用千岛上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五）
出租部分土地。 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 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可以考虑对外出租少部分土地， 以弥补开
发资金的不足。

（三）要坚持引进人才与就地培养人才相结合。

开发岛屿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而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关键是人才。 长期以来， 由于岛屿交通不便，
经济比较落后， 工作条件相对艰苦， 加上工资、 职称、 住房等问题没解决好， 许多岛屿迫切需要的专门人
才既引不进、 又留不下。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使各种专门人才在岛屿引得进、 留得下， 必须给予他们更优
惠的待遇。 如发给适当的生活补贴， 对技术职称偏低的人员给予合理的晋升， 对从岛外调来的中高级科技
人员在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上予以照顾， 对开发岛屿有功的人员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予以奖励。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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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应当立足千就地培养人才： 一是向大专院校输送一 批高中生，委托代培或由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二
是充分发挥电大、职校的作用，为开发岛屿培养多层次的人才。三是县和乡（场）成立各种培训中心，定
期培训干部和业务骨干。四是鼓励青年自学成才。

（四）要制定一系列保护岛屿生态环境的政策和法规。
崇明、长兴、横沙等岛屿是上海市少有的几块 “三净“ 土地。但近几年来，污染程度在不断增加，

污染源主要来自部分工厂及使用化肥、农药。因此，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主要措施： 一是明确崇
明、长兴、横沙、大金山、小金山、浮山和余山七个岛为上海生态环境保护区，直属上海市环保局管辖，
相应增强崇明县环保局的监察能力与监察手段，并在长兴、横沙两岛设置相当区县级的环保机构，专司岛

屿环堍保护工作。据此，应制定上海岛屿环境保护区条例。二是对岛上的污染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作出限期分批治理的计划。今后凡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都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严格控制新

的污染源。三是严格限制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减少对土壤、水质的污染，并积极试办生态农业 ，保护
好岛屿净化的环境，保护好岛屿的绿色食品基地、创汇农业基地以及动植物自然区，为上海的子孙后代造
福。

（五）要实行具有岛屿社会经济发展特殊性的管理体制。
目前，上海岛屿的研究、规划与行政管理机构互相分割，没有理顺管理体制。华东师范大学的河口海岸

研究所、国土开发整治与区歧经济研究所以及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等机构，着重调查研究岛屿的自然资源，

虽在1985年海岸带调查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泭市海岛资惊鸦查办公室，但还是局限在资源调查研究上。根据国家
海洋局的要求，1989年底起， 由市科委牵头，计委、农委等委办组成领导小组， 开展海岛资源调查工作，他

们改变以往单纯调查研究岛屿自然资源的局面， 开始重视岛屿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研究，但尚未建立科学研

究、规划与管理统一的专门机构。据此，应在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成立上海岛屿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应具有
科研、规划、行政管理的多功能作用，系市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并由市计委、市建委双重领导，以市

计委为主。在行政区划上，建议将崇明、长兴、横沙三个岛组建成一个岛屿行政区，行使区级行政职能，专

管岛屿工作。

＜＜乡镇工业经济效益分析» 一 书即将出版

由上海财经大学竹德操教授主编的＜＜乡镇工业经济效益分析＞＞ 一 书， 今年2月由立信会

计图书用品社出版。 该书共10章： 1. 总论（分析意义、作用、前提条件、程序、分 析方
法）； 2. 企业主要经济效益—一利润和销售的分析（利润、利 润 分配、产 品销 售等 分
析）； 3. 影响经济效益的主要原因一一产品成本的分析（初步分析、 成本构成、 成 本变

动、单位成本等分析）J 4. 工业生产产出经济效益的分析（生产计划完成、品种、 成套

性、进度、质量、 总产值增长等分析）； 5. 劳动力利用效益的分析（劳动力数量、质量、
工作时间利用、劳动生产率等分析）； 肛机器设备和汽车利用效益的分析（设备台数、完
好率、利用率、台时产蜇、运输计划、汽车利用情况等分析）； 7. 材料和能源供应利用效
益的分析（材料储备、保证程度、消耗、综合利用、能源利用、节能等分析），汇资金利

用效益的分析（资金平衡表、固定资金、流动资金、专用基金等分析）， 汇决策分析（分
析的原则、方法、 H常经营决策分析）；10． 经济效益分析报告（写报告的要求、步骤、方

法）。 该书是教材， 可供农业院校和财经院校有关专业用， 也可作为工厂经济效益分析人员

的培训教材和农场财务于部、乡村经营管理站干部的进修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