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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探讨 

摘要 

生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生存延续的重大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一个国家（或民族）

的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城乡二元化，使生育保障也呈现出二元化的局面。生育保

险是指针对生育行为的生理特点，根据法律规定，在职业妇女因生育子女而导致

劳动力暂时中断、失去正常收入来源时，由国家或社会提供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

保险制度。在国际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妇女生育保险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产物。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都包含

生育保险的内容。虽然各个国家的生育保险制度在实际运作和制度规范方面不尽

相同，但都涉及到覆盖范围、待遇标准、立法与管理等几个方面，反映了不同国

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目前我国学者对生育保险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尚处于发展阶段，本文首先评述了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的相关理

论即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子女成本与效用比较理论、三效应理论、以“妇女为

中心的生殖健康”关于生育的理论分析、社会保障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

理论之后，接着阐述和分析了我国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的现状，阐述女性农民工

生育保险的发展、存在的问题，指出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不仅涉及女性农民工

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生育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女性的生育

健康，提高生育质量，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重视女性农民工生育

保险，出台正规的法规，才会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享受到合法合理的生育保障，

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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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on maternity insurance for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bstract 
Reproductive behavior is not on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major issues of family, Also 
relating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national). Because of the 
urban-rural dual of China, maternity protection is also showing a situation of dual. 
Because of the childbearing, working women interrupt work force temporarily, loss of 
normal income.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country or community will provide material 
assistance to them. And that, maternity insurance is a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which 
establish by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women's reproductive insurance is a product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ized society. So far,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established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world, most of them contain maternity 
insurance. Although the maternity insurance system has some difference about actual 
operation and system rule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related to coverage, 
standards of treatment, legisl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reflect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maternity 
insurance is relatively weak in China. It is still in development stag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rrelative theory of maternity insurance by female migrant workers, 
containing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the children compare the cost and utility theory, 
the three-effect theory, with "women-centered reproductive health"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ertility, social security theory, externality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public 
goods. Described and analyzed the actuality of maternity insurance by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elabo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 Further proposed that 
the maternity insurance by male migrant workers involves not only the immediate 
interests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 but also affect the social stability directly. 
Maternity insurance system is designed to protect women's reproductive health, 
improve the reproductive quality. It Pains for the moment, gains for the millennia. 
On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maternity insurance 
and promulgate of formal regulations, can the migrant workers enjoy a more 
legitimate and reasonable maternity protection , to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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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作为社会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也得到逐步发展与完善，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农民（包括女性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有关生育、工伤、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权益未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女性农民工是指在城镇务工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女性劳动者，她们具有现代城

镇劳动者特征，但其社会保障相关权益尚未得到充分保障，是目前社会阶层中的

边缘群体。在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时,如何将农民工也纳入其中以使得社会制

度更好的运行，这既符合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新时期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生育保险是一项专门保护女职工特殊权益的社会保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一起组成社会保险体系。国家建立生育保险的目的是为

了保障女职工在生育期间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失去收入来源、影响身体健康时，

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与经济补偿。实行生育保险，使妇女在因怀孕、生育

和抚育小孩而暂时丧失劳动收入之际，从国家和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从而

继续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这一方面确保了妇女生儿育女的活动得以继续进行，

另一方面也为妇女生育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权力和可能性提供了保障。因此，生育

保险不仅是保证人类持续繁衍、确保劳动力扩大再生的有效途径，也是保障妇女

劳动者继续享有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力、享有基本生活的一种可靠手段。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大，女性农民工纷纷

进城已成为从业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目前仍存在不少空

白。我国女职工生育保险的主要政策依据是 1988 年《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

1994 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均未将女性农民工的生育权益保护纳入

其中。大多数用人单位往往没有为女性农民工办理生育保险，致使女性农民工的

生育保险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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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报告，2009 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978 万

人，占中国人口近六分之一，其中，男性外出农民工占 65.1%，女性农民工占

34.9%。据全国妇联于 2006 年、2007 年在国内 10 省、市、自治区做的调查显示，

全国农民工中妇女约占 30％。
 [1]这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比重逐年增加，已成为

城市建设生力军。在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的同时，女性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与

现实社会待遇的矛盾日益显现。调查结果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各种保

险中，生育保险 低，仅为 2.3%。女性农民工的权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权益

保障缺失现象严重。 

2.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当前认真研究我国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问题兼具理论和现

实意义。相对而言，女性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人群。关注这一弱势群体的

权益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女性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外来女性在城市进行分娩的数量也呈现不断上

升的趋势，直接导致了流动人口分娩总数占流入城市分娩总数的比例逐年增加，

某些城市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当地户籍人口分娩的数量。在当前这种趋势下，维

护广大女性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对建立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制

度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充实我国社会保障理论体系。 

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不仅涉及女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社会

的稳定。确保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权益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它有利于

我们在发展中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有利于国家人口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

也有利于女性农民工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进而也有利于推动社会

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生育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内涵 

1.生育保险 

生育保险，是指国家针对女性生育行为的生理特点，通过社会保险立法，为

怀孕和分娩的职业妇女及时提供物质帮助和产假，以保障受保母子的基本生活，

                                                        
[1] 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国家统计局官网 访问时间 20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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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恢复或增进生育女职工的身体健康及工作能力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生育”不仅是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还包括怀孕后因各种原因导致

妊娠终止的流产，即流产本身也是一种生育行为，为生育保险所涵盖。 [2] 

2. 生育保险与相临概念的比较 

    明确生育保险与相临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有利于增强对生育保险基本含义的

理解。 

第一，生育保险与商业母婴险 

    商业母婴险是商业保险公司专门针对母婴群体设立的商业保险险种，通常对

孕妇的妊娠期疾病、分娩死亡、胎儿或新生儿的死亡、新生儿先天性疾病或者一

些特定手术给予一定的保险金给付[3]。其保险形式主要有两种－附加型母婴险和

主险的母婴险，由于生育保险只能对母婴提供 基本的保障，可以说商业母婴险

对生育保险起到了补充作用。商业母婴险与生育保险一样都是为生育设立的险

种，对被保险人都有年龄、资格等要求，都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生育保险

与商业母婴险又是两种不同的保险形式： 

首先，二者性质不同，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障事业的一项内容，它既是国家对

生育行为承担者承担的一种社会责往，又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生话的强制干预，具

有物质帮助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符合法律规定的投保人必须参加生育保险，没

有选择的余地，其法律依据属于社会保险法范畴；商业母婴险是一项商业经济活

动，由专门的经济实体即保险公司接照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经营，以营利为目的，

投保人可以自愿决定是否参加商业母婴险，其法律依据属于商业保险法范畴。其

次，二者保险对象不同。生育保险的对象除了包括符合条件的妇女外还可以包括

纳入生育保险范围的男性。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目前各国生育保

险适用对象大多为薪金劳动者并以女性为主，而商业母婴险则以符合其保险规则

的生育妇女和新生儿为保险对象，生育妇女不以薪金劳动者为限，也不包括男性。 

再次，二者费用负担不同。生育保险费用的负担根据各国国情不同可以分为

由雇主、被保险人和政府三方负担、由雇主全额负担和由国家全额负担三种类型，

保险费收取比商业母婴险低，而商业母婴险的保险费则由被保险人全额负担，收

取标准较高。 
                                                        
[2] 胡立群.生育保险概述[J]，中国社会保险，1988.2 
[3] 社保难覆盖母婴风险 商业母婴险"主附"有别[EB/01]. 
http://www.1000bx.com/HP/20100711/OTD1776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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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者作用不同。生育保险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和解决妇女在孕产期以及

流产期间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而维护妇女的基本权益、保障人类社会人口

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商业母婴险的作用在于在被保险人遭遇到合同约定的事故

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减轻其损失，这种补偿的本质不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

的基本生活，也不是一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因合同

而产生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第二，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 

世界各国大多将生育保险纳入医疗保险范筹，因为生育行为和疾病有许多相

似的地方。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是指由国家立法，通过强制性社会保险原则和

方法筹集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当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因疾病需要获得必需的医疗

服务时，由经办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险机构按规定提供医疗费用补偿的一种社会保

险制度[4]。医疗保险是与生育保险 易产生交叉的概念，二者都是法律规定的强

制保险，都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都可以对被保险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二者

都具有强制性、互济性、福利性和社会性的基本特征，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

社会保险形式，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二者保险对象不同。生育保险的保险对象主要是女性，随着生育保险

的日益发展，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包括生育妇女的配偶即男性，但受性别的限制，

男性享受生育保险项目的范围明显比女性小。医疗保险待遇享受的对象是全体被

保险人，不区分性别，享受保险待遇的范围和标准是相同的。 

其次，二者享受时间和次数不同。生育保险的享受时间是法律规定的妇女生

育前后一段时间，在不同国家对享受次数也有不同规定，如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

政策，符合条件的妇女一生一般只享受一次生育保险待遇，只有少数情况可享受

两次以上。医疗保险一般没有时间的限制，符合条件的被保险人无论在哪一时间

患病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在享受次数上也没有限制[5]。 

再次，二者保护内容不同。生育保险着重生育期间的健康保护，其提供的医

疗服务基本上以保健和监测为主，包括定期对产妇进行身体检查、对产妇和胎儿

的监护等，正常分娩无需进行治疗，治疗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措施；相反，医

疗保险着重对疾病的治疗，这里的治疗是以必要的检查、药物、理疗和手术等医

                                                        
[4] 《社会保险实用系列丛书》编写组著．医疗保险[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2 
[5]  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有何区别[N]．四川工人日报，200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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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手段来实现的，保健和监测只是治疗过程中需要兼顾的其他方面，非主要方面。 

后，二者假期时限不同。生育假期的享受期限各国有明确规定，如我国正

常产产假为 90 天，并且严格规定产前假为 15 天；医疗保险对享受者的假期没有

时间限制，一般以病愈为期限。 

3.生育保险制度 

(1).生育保险制度的概念 

生育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了保障妇女劳动者在生育子女而暂时丧失劳

动能力时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保健需要，而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条例和各种规

定及办法的总称。生育保险制度是生育保险行为的法律规范，一个国家或地区在

一定时期内生育保险的范围、对象、项目和保障水平等，都是通过生育保险的制

度具体体现出来的。生育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生育保险的实施范围、资格条

件、待遇标准、基金的筹集、管理及监督等。[6] 

(2).生育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 

①生育津贴，即在法定的生育休假期间对生育者的工资收入损失给予经济补

偿； 

②医疗护理，即承担与生育有关的医护费用(包括“产前检查费”)； 

③生育补助，如对生育保险对象及其家属(如妻子和女儿)的生育费用给予经

济补助，又如“婴儿津贴”和“保姆津贴”等； 

④生育休假，包括母育假(产假)、父育假(母亲产假期间的父亲育儿假)和育

儿假(母亲产假后父母双亲任何一方的育儿休假)。 

中国生育保险制度包括了以上全部四项内容。各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

会因国情与政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父育假”、“保姆津贴”等政策主要在

欧盟一些国家实行。[7] 

第二节 国内外有关女性生育保险的研究综述 

一、生育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的相关理论 

1.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人类自身的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指出:“生命的生产—无

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者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

                                                        
[6]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新编生育保险政策问答[M].中国人事出版社，2004，第 1 页 
[7] 潘锦棠. 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历史与现状[J]，人口研究，2003.3，第 2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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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人口再生产是指人口不断更新、世代不断更替，人类自身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过程: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自身生产两者之间相

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人类自身的生产是通过生命的生产即生育行为的

发生得以实现的，没有生育行为就不能完成人口的世代更替，那样也就无法进行

物质资料的生产。[8]人口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生育行为的社会性，是生育保险制度

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2. 三效应理论 

“三效应理论”是美国芝加哥流派的代表人物贝克尔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

的。贝克克尔认为生育水平受收入效应、物价效应和替代效应等三效应的制约。

当收入效应大于抚养孩子的成本时，生育率提高，反之，生育率下降；当物价上

涨抚养孩子的成本上升，生育率下降，反之则上升；当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

时，作为高档商品、耐用品、旅游等的替代效应得到强化，人们宁愿把收入用于

高档商品、耐用品等项目的消费上，而不愿生养孩子，从而导致生育水平呈下降

趋势。贝克尔认为，西方国家在收入效应提高的同时，随着物价上涨以及机会成

本的提高，替代效应增强，结果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3.子女成本与效用比较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人口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斯坦运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

理论观点，考察家庭生育决策，进行孩子生产的成本---收益分析并阐发了这样

的理论观点[9]：父母在家庭中的生育决策，主要通过对孩子生产的成本---效用

分析、计算、比较作出生育孩子的选择。 

莱宾斯坦把孩子生产的成本分为两部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莱宾斯坦将

新生儿带来的效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把孩子看作“消费品”;第二类是把孩子看

作一种生产力而获得的效用;第三类是孩子作为未来养老和其他方面的保障而获

得的效用。在进一步的分析中，除了上述效用外，孩子还具有承担家庭经济成败

风险的效用，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对家庭的扩大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效用。 

这一理论奠定了生育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从微观角度来看家庭的生育行

为，有些女性因为考虑到工作机会、升职需要、生育孩子的成本问题等等，都不

                                                        
[8] 田雪原，翟振武，李竞能.人口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443-477 
[9] 李仲生.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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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愿的放弃了生育的选择，而有些女性则恰恰相反，她们为了生育孩子甘愿放弃

了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完善。完善的生育保险制度可以解决生育行为和

妇女职业发展中的冲突，保障妇女权益，尊重女性的生育行为。 

4. 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关于生育的理论分析 

生殖健康是指由于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及一切事宜上身体、精神和

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不虚弱。[10]主要涉及以下四个

方面:生育调控、妇女权益、母婴保健、性病控制。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

主要是为了增加妇女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充分满足妇女的需求、能力和经验的

尊重与信任。要重视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中的男性参与，男性的积极参

与会使妇女摆脱独立承担生育责任的困境，女性的生育行为需要得到男性的理解

和支持，需要提高男性伙伴的参与意识、增强男性参与的责任心。 

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尊重和重视女性的生育行为，提高男性的参与意识，完

善生育保险制度的内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生育保险为生育妇女提供产前检查、

产中假期、产后的正常收入等各项服务，这些保障措施将有助于生育妇女安全健

康的度过整个生育过程;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男性是否要参加生育保险一直以

来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一理论的提出将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的范围，增设“父育

假”，使父亲也参与到生育哺育孩子的过程中来，减轻妇女的负担，更好的完善

生育保险制度建设。 

5.贝弗里奇的社保理论 

概括起来说就是：国家为每一位国民提供社会保险；实行统一的缴费费率；

提供家庭生活津贴，即给未成年儿童发放补贴；建立一套全方位的、综合性的、

免费的医疗和保健服务体系；维持就业，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实行国民 低

生活保障， 终消除社会贫困。[11]简言之，其核心思想就是消除贫困、保障充分

就业和社会保险-福利思想。他的学说对英国社保制度的建立影响至深，“从摇篮

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实践在 20 世纪中叶的西方大行其道。 

6.福利经济学 

英国改良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早在 1902 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

就提出了经济学应该以社会福利为研究中心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是发

                                                        
[10] 田雪原，翟振武，李竞能，人口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422-438 
[11] 楼清清.【D】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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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行社会制度下财富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提出改进财富分配以消除现行

制度下分配不均等的办法。受其影响，福利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庇古于 1920

年出版了《福利经济学》，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体系。 

首先，他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

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庇古的这项贡献

对公共服务均等化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 

第二，根据新福利经济学中的补偿原则思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

面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的比例将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通过财

政转移支付均衡公共服务差距也将增加社会福利； 

第三，根据伯格森、萨缪尔森、阿罗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影响因素，公共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均等

化更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公共服务分配的合

理化提倡充分考虑个人公共服务需求的“相对均等化”，而非简单的平均化； 

第四，阿玛蒂亚·森强调个人能力提高的福利经济学观点主张，政府

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时应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关注个

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并要通过公共服务及其配置来创造和维护； 

第五，帕累托 优定理指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想目标，而根据次

优和第三优理论，当存在干扰因素和存在较高的信息获取成本时，应在约

束条件下，视具体情况逐步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12] 

7.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也称作外部效应，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给社会上其他

成员造成影响而又不承担这些影响所带来的成本或利益。从经济活动的主

体角度分类，外部性可分为消费外部性与生产外部性，从影响的方向角度

分类，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

动或行为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即

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负外部性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使其他社

会成员受损，但他自己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即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

那么，按照上述分类，一种消费活动可以分为消费的正外部性和消费负外

                                                        
[12] 刘薇.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研究参考，2010 年第 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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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其本质是由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

形成的。 

经济学理论认为：外部效应的存在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整个社

会福利遭受损失。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生产或消费不足，而具有负外部性

的产品生产或消费过量，其原因是由于私人部门在决策时所考虑的私人成

本与社会实际付出的成本之间出现偏差。对于消费的外部性该如何纠正

呢？纠正外部性影响的指导思想是：外部性内在化。在现实经济中，市场

参与者和公共部门都以各种方式对外部性进行治理，通常，政府纠正消费

外部性的手段主要有政府命令与控制政策、经济政策、道义劝告、人口政

策等。 

根据外部性理论，构建一个完整的、能够承担得起女性生育健康安全

保障功能的生育保险服务体系，需要掌握公权的政府出面担纲重任，动用

国家资源或组织社会资源对其进行先行保障和完善。生育保险服务具有较

弱的外部性，其他社会成员较难从中获益，因而个人可以通过直接支付或

参加生育保险的方式支付一定额度的生育费用。[13] 

8.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公共产品

又称公共物品，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物品是指这样一种物品，即每个人对

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即指在消费活动中具

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 

根据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是否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可以分为 4

种不同类型的产品：（1）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是纯公共产品；（2）

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3）具有非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

品是公共资源；（4）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公

共产品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所生产和提供。

公共产品一旦提供出来，所有人都能得到享受，并且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得受

益人主动自愿地为这些公共产品付费。因为无法收回成本或赚取任何利润，私人

和企业不愿投资公共产品领域。公共产品一般不能由市场提供，必须而且只能由

                                                        
[13] 董黎明,姚巧燕. 完善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筹资机制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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