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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路径依赖与后发

劣势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卢文鹏

　　摘要 :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典型的学习过程 ,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后发利益 ,

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之一。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中国在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方面也显示出了

明显的后发劣势 ,具体表现为技术学习方面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学习方面的“排异效应”。两方面的后发

劣势将使中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中国应当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适当调整自己的经

济发展战略 ,消除技术学习方面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学习上的“排异效应”,确立国家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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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在确立经

济发展战略方面基本上是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

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和为其服务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

适合于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 ,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济

的普遍低效 ,中国并没有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改

革开放以来 ,中国逐步放弃了传统的经济体制和赶超战略 ,

取而代之的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中国资源禀

赋结构相适应的比较优势战略。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中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1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

六位 ,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一、学习过程与后发利益的发挥

经济学家阿罗 (Arrow) 1962年提出了“边干边学”模型 ,把

学习的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新制度经济学非

常注重研究学习与制度变迁互动关系 ,认为“在与经济和社

会变迁相联系的时间维中 ,人类学习的过程形成了制度演变

的轨迹”(卢现祥 ,1996) ,而经济及制度变迁的速度可以看作

是学习速度的函数。和教育意义上的学习相比 ,制度经济学

研究的学习问题侧重的是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中国 20 多

年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典型的学习范例 ,在改革和开放的双

轨运行过程中 ,学习国外的知识、技术、管理和制度。新加坡

前总理李光耀评价说 ,“我每年到中国大陆访问 ,都有一种焕

然一新的感觉 ,中国人的学习速度惊人”。学习可以获得后

发优势或后发利益 ,是追赶式发展的捷径 (陆德明 ,1999) ,中

国正是凭借着全方位的学习而获得了巨大的后发利益。作

为一个欠发达国家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经济发达国家存

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欠发达国家而

言 ,通过研究和发展 (R&D)实现的技术创新成本要远高于通

过模仿或其他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技术创新。所以中国 20

多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源于技术学习导致的后发利益 ,通过

对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 CaselliandColeman,

2000)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本土化的改造 ,国民经济的

技术含量得到明显提高 ,在技术学习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

非原创性的技术创新。除了技术的引进和学习 ,中国还学习

和借鉴了外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 ,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更是大量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

市场制度 ,获得了相应的制度性后发利益。但在这几年中国

的经济发展中 ,后发劣势的问题逐步凸现出来。杨小凯是后

发劣势理论的积极鼓吹者 ,他曾在国内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

“后发劣势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其英文的

名称叫作‘CurseToTheLateComer ’,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其意思是说 ,落后国家可以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上模仿发

达国家 ,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 ,落后国家可以在没有很好的

制度前提下 ,通过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 ,取得发达国家必

须在一定制度条件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 ,落后国家用技

术模仿取代制度模仿 ,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

展 ,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长期发展可能

失败”。杨小凯认为 ,中国八九十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主要归功于其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

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 ,但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 ,或者劳动

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 ,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大

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获得的短期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技术学习与制度学习交叉

进行的过程 ,因此杨小凯所强调的技术模仿对制度模仿的替

代效应在中国并不明显。但本文认为 ,目前中国确实存在经

济发展的后发劣势问题 ,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

学习方面的“路径依赖”;二是制度学习方面的“排异效应”。

二、路径依赖与技术性后发劣势

“路径依赖”最早是由阿瑟 (Arthur) 提出用来描述技术演

变过程中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现象的。诺斯 (North) 把这一

概念拿到制度经济学中用以说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国 20

多年的技术学习过程也呈现出了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初始

技术引进的选择提供了自我强化的刺激和惯性。引进国外

技术、购买外国专利要比另辟蹊径自己搞研发来得方便 ,风

险也小得多。这就造成目前我国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 ,科

学发展的整体态势还是以跟踪模仿国外技术为主。陆德明
曾经用短期后发利益增长曲线说明欠发达国家短期后发利

益的变动趋势 ,图 1 中纵轴 SLDA是一次技术引进的短期后

发利益。横轴 T为时间型学习成本。假定技术引进过程没

有自主创新的出现 ,则 t0 -t 1 时间段内 ,后发利益递增 ,而 t1

之后后发利益开始递减。所以为了获得新的后发利益 ,只能

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引进 ,这样很容易形成技术模仿的惯性依

赖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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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短期后发利益增长曲线

表 1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支出与购买外国技术支出的比较

(单位 :亿人民币)

　年
　种类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R&D支出 5816 7611 9512 12210 14417 16015 19113
使用国内技术的支出 317 —　 417 1312 2515 2518 1416
引进国外技术支出 9012 11611 15912 26617 36019 32211 23615
对外技术依存度 ( %) 5911 6014 6114 6614 6813 6314 5315

　　注 :对外技术依存度 = 引进国外技术支出/ ( R&D支出 + 使用国
内技术支出 + 引进国外技术支出)

资料来源 : WorldBankInstitute 1ChinaandtheKnowledgeEconomy,
pp.148 1

表 2 　　 中国的科技发展及其与世界水平的比较
R&D支出
/GNP( %)
(1987-1997)

占世界 R&D
总量的比重

( %)

高科技产品
出口比重

( %)

专利申请 专利及特许权使用费
居民
( %)

非居民
( %)

收入比重
( %)

支出比重
( %)

世界 212 100 21 100 100 100 100
低收入国家 015 017 6 112 2210 011 016
印度 017 014 6 013 012 010 015
中低收入国家 016 212 18 417 1212 016 316
中国 017 017 17 118 114 011 112
中高收入国家 112 510 24 715 915 115 915
巴西 018 018 13 013 110 012 210
高收入国家 214 8515 22 8616 5614 9718 8612
美国 216 3617 35 1810 214 5515 2013
欧盟 212 2114 19 1412 2719 1411 3218
日本 218 2010 27 4519 115 1215 1511

　　资料来源 :2001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pp.310 ～3121 其中
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专利申请、专利及特许权使用费指标均为 1999
年数据。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1991-1997 年中国企业每年花费在

引进技术方面的支出 (学习成本) 要远远高于内生的研发支

出和使用国内技术的支出 ,技术的自主依存度很低 ,8 年中企

业的平均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超过了 60% 。1995 年美国科

学技术的自主依存度高达 9814%, 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

116%; 同年日本的科技自主依存度为 9314%, 对外技术依存

度只有 616% (卢希悦 ,2002) 。1998 年中国确立了“科教兴

国”的基本国策 ,但整个社会还是缺乏原创性的创新能力 ,中

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还很少。这一

点从表 2 中的“专利及特许权使用费”指标中可以看得很清

楚。1999年中国的专利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仅占世界比重

的 011%, 而同年在这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则要高得多。美

国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市场 ,在美国获得的非居民专利

数量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原创能力。1998年 ,获得

美国专利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 ,日本 (30841 件) 、德国
(9095 件) 、法国 (3674 件 ) 、英国 (3464 件 ) 、韩国 (3259

件) 、中国台湾 (3100 件) ,而同年中国大陆在美国获得的专

利数量仅有 72 件①。国内的专利申请同样也反映出中国原

创性技术的稀缺 ,1998年 ,颁发给中国申请者的专利中 ,发明

专利只占 217%, 而外国申请者所获得的中国专利中 ,发明专

利占 4713% (武夷山 ,2000) ②。在研究开发支出方面 ,中国也

存在很大的差距 ,1997中国研发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重和知识创新人员投入③两项指标在世界的排名分别为第

39 位和 49 位④。近几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

奖的评选中 ,经常出现一等奖空缺的现象 ,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转化方面的重大突破性

成果还相当少。

三、排异效应与制度性后发劣势

欠发达国家除了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存技术和

技术转移实现技术性后发利益 ,还可以通过移植西方发达国

家的市场和制度以获得制度性后发利益 ,在较短的时间内建

立起自己的市场制度体系。然而在制度学习的过程中 ,也存

在着后发优势转化为后发劣势的风险。西方发达国家的市

场经济制度和机构是几百年演进的结果 ,欠发达国家想用十

几年或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走过的上百年的道路 ,其间必

然会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中也大量借鉴移植了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 ,使中国能够

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中国在制

度学习方面的后发劣势也是显著的 ,主要表现为制度模仿的

“排异效应”。诺斯曾经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

弈规则分为两类 :正式规则 (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 和非正

式规则 (规范和习俗) 。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规则 ,如果

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 ,新借鉴来的正

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发生冲突。其结果是新借

鉴来的制度无法奏效 (青木昌彦 ,2001)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

来对外来文化具有较强的同化能力 ,对引进的制度也同样不

例外。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中央集权制度历史的国家 ,加

上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近 30 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政府在国家的经济运行中一直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而市

场的力量一直是微乎其微。这种经济现实在社会的意识形

态结构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念、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的非正式约束。社会意识

形态的惰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可以在较

短的时间内搭建市场经济的框架 ,但要使这个框架真正具备

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内涵则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资本市场是

中国存在制度性后发劣势的典型案例。资本市场在整个市

场经济的体系中处于一个“高级”的位置 ,从历史的角度看 ,

资本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起到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

排。而中国特殊的经济、文化和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使

中国的资本市场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了诸多的中国特色。

资本市场的整个发展过程始终是和超市场的行政干预结合

在一起的 ,过多的行政干预使中国的资本市场成为名副其实

的“政策市”,投资者不再关注投资对象本身的价值 ,市场交

易主体对政策倾向的揣测替代了正常的投资决策过程。资

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平台 ,其基本的职能在于有效地配置

资源 ,调剂社会资金的余缺 ,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实践中的

功能定位却变成了为国有企业筹资解困的手段。世界银行

的高级经济学家 Nellis曾经对市场经济的真谛作过精妙的概

括 ,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能够运行 ,“是因为在一个经济中有一

些根本性的规则和保障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得到了执行 ,这

些规则和保障使得交易的后果有保证、可预料并且使得多方

受益”(张春霖 ,1999) 。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就在于预算

软约束和缺乏真正的退出机制⑤ ,这种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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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市场交易主体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 ,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再比如说目前信用基础不足的问

题。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经

济 ,良好的信誉机制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体系和市场秩序 ,完善的产权制度、规

范的政府行为、良好的信息传导机制以及法律的约束都是不

可或缺的 ,但这些对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都只是一种显性的保

障因素。而更重要的是一种隐性的保证因素 ,也就是社会对

信用原则的认同感。青木昌彦曾经简单地用“关于博弈是怎

样进行的共有信念”来概括制度 (青木昌彦 ,2001) ,可见制度

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成员的“一致同意”。中国并不是一

个没有诚信传统的国家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原则更多

体现在对“义”的理解上。大多数中国人都离不开生活中的

圈子 ,在圈子里大家以兄弟相称 ,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种圈子

看作是一个合约 ,合约的信用基础是成员之间一种长期隐性

互惠、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 ,首先考虑的不是与对

手平等竞争 ,而是怎样去跑关系 ,取得超市场的优惠。中国

并不是没有合同法 ,但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更

多地不是诉诸于法律 ,而是通过找熟人去说和、找领导弹压、

找中介机构暴力索债等方式去替代市场信用体系 ,造成社会

信用链条的恶性循环。可见中国的现实并非有悖于“理性人

假定”,我们更多地是缺乏一种市场的理性。西方发达国家

市场经济的演进秩序是一个市场制度和机构不断修正和完

善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文化的培植过程 ,这种市

场文化的内涵包括契约精神、诚信原则、个人负责的态度、企

业家的创新意识等 ,正是这些市场文化的基因使得市场体系

得以正常运行 ,市场的制度具有弹性。因此对于中国来说 ,

制度的借鉴学习固然重要 ,但要使得这些移植的制度不至于

产生南橘北枳、水土不服的后果 ,中国更需要培育适合市场

制度生存发展的文化和土壤。

四、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优势的确立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 ( RicardoDavid) 是比较优势
(比较利益)理论的最先倡导者 ,他曾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

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比较优势的理论 ,

充分说明了自由贸易和国际性生产专业化的性质。李嘉图

之后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 ( Heckscher,Eli ) 和俄林 (Ohlin,

Bertil)共同创立了所谓的“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从要素禀

赋的角度开创了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的新途径。比较优势理

论不仅奠定了现代国际贸易学的理论基石 ,而且以比较优势

理论为源泉的比较优势战略则成为许多国家遵循的经济发

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许多发展中国家凭借比较优

势战略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跨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

列 ,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由此而名声大噪。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比较优势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受到了来自各

方面的挑战 ,竞争优势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美国学者迈克

尔·波特 (Porter,MichaelE 1)最先提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的

概念并在 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竞争优势

理论的外延扩大到国家和地区的范畴。波特认为 ,一个国家

的竞争优势讲到底是若干行业的竞争优势问题 ,而影响一国

开发其行业竞争优势最大的、最直接的因素有四项 :即生产

要素、需求状况、行业配套及由此形成的“聚合”效应、企业战

略和政府政策等“软件”因素。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扩

大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 ,他的“四因素”论中把生产要

素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 ,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地理

位置、气候条件、初级劳工等。高等要素包括现代化的电讯

网络、高精科技人才、高校科研中心和领先学科等。基本要

素对一国来说是“遗传”或天赋的 ,同时也是一国确立比较优

势的源泉。而竞争优势更多是和高等要素相联系 ,强调对资

源的利用水平。因此在资源禀赋方面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

国家和地区照样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 ,这也就是我们

看到的随着经济的发展 ,基本要素的重要性日益下降 ,而后

天开发投资而积累起来的高等要素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

随着高等要素的不断生成、发展、提升和换代 ,一国的资源利

用效率得到提高 ,竞争优势由此确立。

客观地讲中国也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受益者。改革开放

以来 ,中国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大力发

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并藉此实施了出口导向的战略 ,成功

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1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

易组织 (WTO)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过程中。在 WTO的框架下 ,中国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

工。凭借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优势 ,中国完全有可

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继历史上英国和日本之后而成为

又一个“世界工厂”。但当我们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时

可以发现 ,所谓“世界工厂”的内涵决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

题 ,更重要的是产业和产品的竞争优势 ,而国家间产业的竞

争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R&D投入占

产品总成本的比重过低使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只具

比较优势而无竞争优势。

克鲁格曼 ( KrugmanPaul) 曾经在 1979 年用“一个关于创

新、技术转移和世界收入的模型”来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和收入分配问题 ,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

发展中国家技术模仿的相对速度。格罗斯曼 ( Grossman,

G1M. )和赫耳普曼 (Helpman,E. )在克鲁格曼模型的基础上构

造了国际贸易的“质量阶梯”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发达国家

首先进行技术创新 ,而发展中国家则随后进行模仿 ,并凭借

其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获取一部分利润。而发达国家对发展

中国家技术模仿的回应就是新一轮的创新 ,这个过程周而复

始 ,双方最终在竞争中胜出的概率取决于各自的 R&D投入 ,

并服从泊松分布 (袁志刚 ,1999) 。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
(AcemogluandZilibotti,1999 )的理论框架也强调了进口技术的

“坏处”,发达国家的技术是由熟练工人使用的。当技术转移

到欠发达国家的时候 ,技术是由非熟练工人使用的。劳动技

巧和技术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人均产出和总要素生产率方面出现巨大差距。在阿斯莫格

鲁和瑞立波蒂看来 ,改善工人的技巧基础和人力资本对于收

入收敛是至关重要的 (林毅夫 ,2001) 。另外在罗默 (Romer) 和

卢卡斯 (Lucac)的新增长模型中 ,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发展

和“干中学”因素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我们从这

些模型中得到的启示就是如果中国不能摆脱技术模仿的路

径依赖 ,不在 R&D投入上下功夫 ,中国就无法改变在国际分

工中的下游位置。邓小平同志在 1988 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工程时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 :“过去也好 ,今天也好 ,

将来也好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在世界高科技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经过 20 多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的资源禀赋

结构有了一定的提升 ,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已经有了很

大变化 ,产业结构也正在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中国完全有可

能利用国内外有利的环境 ,在若干个产业中 ,比如资讯产业、

现代中医药、航空航天 ,树立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

雄厚的 R&D实力和不断的技术创新确立了发达国家产

业的竞争优势和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有利位置。而在当前

75



的国际竞争中 ,除了纯粹的产品竞争 ,还存在着更高级的“规

则和标准”的竞争 ,发达国家因为具有成熟完善的经济制度 ,

在制订规则和标准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这从另一个方面

强化了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上面我们曾经阐述过由于非

正式规则的“惰性”,中国的制度性后发劣势将会在中长期内

存在。克服制度性后发劣势并不是要我们“另起炉灶”,而是

要求打破传统非正式规则对现代制度的束缚作用 ,其根本在

于中国“理念学习”的意愿和速度。加入 WTO对中国来说又

是一次难得的“理念学习”机会 ,这次学习的过程不同于前面

二十几年的学习。加入 WTO之前的中国还处在一个相对封

闭的体系中 ,在制度学习借鉴方面可以采取“试错”的方式逐

步推进 ,传统力量一直在经济运行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加入 WTO后的学习则是希望通过引入 WTO这个外生变

量的刺激 ,衍生出一个竞争、规范、高效的市场环境 ,从而推

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提高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力。如

果我们把 WTO这种制度安排看作一种博弈均衡的话 ,作为

博弈过程的参与主体 ,中国首先应当遵从博弈的规则 ,纠正

自身与规则相悖的行为 ,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才能更

多地参与规则的制订。

注释 :
①该数据来源于 :ScienceandEngineeringIndicators2000,NSF,

2000。
②该数据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年报》

(1998) ,19 页。
③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全时当量/ 万人口。
④该数据来源于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 ,130页。
⑤樊纲 2002年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证券市场缺乏

‘恶意收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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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证明 :

由 (25)( 26)式变换整理后可得 :

[Az (t1) ]β[A 3
h (t1) ]1- β>[ (1- β) /β]1-2 β·[ �L 3 / �L] 2β-1

[A 3
z (t1) ]β[Ah (t1) ]1- β (25)⋯⋯⋯⋯⋯⋯⋯⋯⋯⋯⋯⋯

由于β∈(1/2,1 )( 附录 1) ,则 [ (1- β) /β]1-2 β > (1- β) /

β,可以得到 :

[Az (t1) ]β[A 3
h (t1) ]1- β> (1- β) /β·[ �L 3 / �L] 2β-1 ·

[A 3
z (t1) ]β[Ah (t1) ]1- β (26)⋯⋯⋯⋯⋯⋯⋯⋯⋯⋯⋯⋯

即在任一时点 ,如果本国可以通过补贴获得专业化生产

比较劣势产品 ,则其福利一定小于自由贸易下专业化生产比

较优势产品时的福利。

注释 :
①参见Lucas(1993) ,Krugman(1987) ,例如生产过程中经验、新的

生产工艺、新的生产方法 ,等等。
②又被称为“干中学”系数。
③这种设定纯粹为了简化分析 ,完全可以扩展到非完全专业化

情况。
④证明见附录 1。
⑤这里不妨称之为静态比较优势。
⑥由 (6)( 12) 式得到 ,进而可以得到不等式 Ah <p ∫

z /p ∫
h ·Az <

p s
z/p

s
h·Az 成立。

⑦进而可以得到不等式 Ah >p ∫
z /p ∫

h ·Az =p s
z/p

s
h·Az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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