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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如何解决领导干部的新老更替始终是她面临的一

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挑战。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逐步

调整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班子，在 80 年代的大转折时期掀起了一场大范

围的领导干部大更替。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在进行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时不仅

清理“三种人”，也逐渐恢复一些老干部的工作岗位，平反冤假错案。同时还根

据需要培养一批年轻干部，提倡“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构成，废除干部职务终

身制，逐步完善我国的干部机制，这有利于实现中共省委常委干部的革命化、年

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根据统计显示，1976 年到 1982 年只有山东省的第一书记没有发生更替，其

余省份的第一书记至少有一次更替，像安徽省、上海市等第一书记发生了四次更

替。中共在 1977 年初期基本完成配齐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的

工作后，又开始对我国 29 个地区的省委常委班子进行更换。中共省委常委班子

的更替在代际构成、年龄、党龄、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变化明显，他们的平均年龄

有逐年减小的趋势。不同地区的中共省委常委更替差异很大，整体而言，江苏、

上海等更替比较明显。这一时期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不仅体现了政治合法性，也

体现了治国政策的转型。 

关键词:大转折时代；中共省委常委；更替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As a party in powe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ces a political problem about 

how to solve replacement between old and new cadres, it is also a big political 

challenge. In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of the 80's, China has set off a large-scale 

political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gradually realiz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replacement of the political elites. After 1976,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radually 

adjus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leaders at all levels. Early in 1977, the adjustment about 

29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irst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s had completed, then replaced the 29 regions of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In these years, the replacement of Provincial Committees of the CPC is 

very obviou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we find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in generation, age,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so on, the average age i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This trend is more 

obviou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com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an zhong ren" should 

contain when replaced the CPC Provincial Committees , gradually restored to some 

old cadres’ posts and redressed false and wrong cases. At the same time trained a 

number of young cadres in need, advocated “the old, middle-aged, and young” cadres 

to work together and improved the cadre system in China gradually. China has also 

carried ou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bolished the tenure system of cadres, and carried 

out the regulations in the form of laws. This is useful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revolutionary, young, knowledgeable and professional of the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In this perio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PC Provincial 

Committees not only reflects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but also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cie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Key words: CPC Provincial Committees; Replace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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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华国锋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完成粉碎“四人帮”的活动。

从 1976 年 12 月到 1977 年 9 月中共中央开始分批下发关于“四人帮”的犯罪材

料，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揭露“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活动，这也是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重要标志。自此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都面临

着重建各级组织的艰巨任务，必须尽快修复国家在此期间造成的极度混乱状态，

早日让党和国家的运转秩序回到正轨。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

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当时邓

小平等领导人意识到，新老干部交替的顺利完成是从组织上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的重大措施，同时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

影响，在中共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

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升不能降，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因此中共领导班子的更

替不是易事。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976 年到 1982 年的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现象，主要分

析 1976 年到 1982 年的中共省委常委班子的进退人次、规模大小等。在这段时间

内中共省委常委班子中存在“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常

务书记”等职务，
①
当时的省级职务分类与现在“一正四副”的中共省委常委班

子构成大相径庭。每个省级行政区的常委主要指的是省委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省

委常委对省内重大决策有投票权，因此权力重于其它本省副省级干部。固定进入

常委的职务有省委书记，省长，专职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纪委书记，省委政

法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

①建国以后，地方党委从省、直辖市、自治区到地、县和乡镇各级党委以至党支部，一段时期曾设置了“第

一书记”、 “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四书记”的职务。这种党内职务的设置，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三

大，才彻底予以废除。各省省委主要领导都是称为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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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统战部长，省会城市书记、副省级城市书记，还有一些地区领导由于某种要

素可能入常。
①
在本文选取的时间段内中共省委常委更替比较明显，尤其是在

1977 年到 1979 年这三间，中共省委常委每年进入和退出的人次都达到 100 多，

年底在任数也维持在 500 人左右。不同的省份也有不同的更替特点，北京市、上

海市、辽宁省、浙江省等地区的更替尤其明显。当时中国有 29个省级行政区，

每个省级行政区大约有十几个常委，有的省份省委规模可能会达到二十几人。鉴

于彼时省委常委的规模比较大，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中共也对省委常委的构成

进行调整，逐步减少省委常委人数。从代际更替看，第一代逐渐退出中共省委常

委的舞台，第二、三代逐渐主导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第四代的中共省委常委的

更替不太明显。整体而言 1976 年到 1982 年的中共省委常委规模呈现出“膨胀-

缩减-再膨胀-再缩减”的现象。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体现的是当时国内政治力量

的结构变化。

（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讲，关于中国省委常委更替的研究很有意义。首先

是理论层面，现在关于中共省委常委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省委常委班子的规模和

成长路径等领域，基本没有从时间跨度上研究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在研究方法

上很少用定量研究来分析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仅仅局限于分析他们的年龄、受

教育程度等。本文以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现象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他们的群体

特征，不仅有利于从宏观上了解当时的中共省委常委更替概况，也有利于从微观

上详细分析中共省委常委更替的因素。其次是现实层面，一个国家要想有稳定的

治理基础，必须要有稳定的领导班子。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央委员是由中国共产

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它的更替相对固定，一般是五年一届。我国的省部

级领导干部的任命是由中央负责的，就是所谓的“中管干部”。这些干部在中组

部备案，中组部在他们的任命上有建议权，一般“中管干部”为副部级以上，目

前中国的“中管干部”大约有五千名。相应也有在省委、市委组织部备案的省管、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二章第六条：“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由党

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全会）选举产生，由党的地方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会其他委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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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干部。相对中央委员的更替而言，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更为灵活。根据钱颖

一（1993）提到的 M型层级制我们得知，中国的层级制中有五个行政管理层，分

别是中央、省、市、县、乡。在中国官方的语言中,每一层级上的地区为 “块块”,

与之相对应的是“条条”,即按照它们各自的职能和专业化所进行的行政控制。
①

对大转折时代的中共省委常委研究可以为新时期的中国省委常委更替提供借鉴

意义。省这一层级行政区在我国的权力结构中起到很大作用，而作为省级领导班

子的常委更是其核心组织。他们作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对国家和社会具有较强的影

响力，因而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更替研究则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三）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我国领导干部选任的研究文献很多，但集中于对中共

省委常委的研究不多，关于我国此阶段 1976 年到 1982 年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在文库中即使有些文章涉及中共省委常委，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论述。蔡霞（2011）

研究了 2011 年省级领导班的调整情况，指出这是中央进行的战略性人才准备，

她主要从省委常委的年龄、教育、工作经验等特征角度研究，认为省委常委的代

际更替很重要。
②
王姝（2012）在 2012 年 6 月的《新京报》上也曾对我国 30个

省份的省委常委进行了分析，主要是从新任常委、年龄等基本信息做了剖析。
③
汤

传本、赵静（2012）则从女性的角度研究了 34 位省委常委的政治成长，认为女

性省委常委普遍是高学历，专业以文科为主，工作经历主要是深入基层，相对晋

升速度快，但是她们参政比例偏低，担任职务过于单一。这是我国女性公务员成

长路径的普遍选择。
④
程中原、王玉祥（2008）等也提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例如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等。冯志峰（2012）也对省委常委的基本构成与

领导干部培养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这些常委的年龄、性别、学历、籍贯等，

①钱颖一、许成钢、董彦斌：《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 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

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 年第 1 期，第 34 页。

②
蔡霞：《省级领导调整: 一次战略性人才准备》，《廉政瞭望》，2011 年第 7 期，第 44 页。

③
王姝：30 省份选出 391名常委年轻化、高知化成为换届点，新京报，2012-06-29。

④
汤传本、赵静：《我国女性省委常委政治成长路径研究探析》，《湖北经济学院报》，2012 年第 4 期，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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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中共正在用政治家的标准培养高级干部。
①
胡鞍钢（2008）对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等时代的中央领导基本履职信息进行分析，提出领导人新老更替的制

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既是“吐故纳新”的制度基础，也是共产党长期执政、国

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②

关于中共省委常委的国外研究也不多，主要涉及政党干部的探讨。罗伯特·帕

特南（1976）通过对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精英构成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实际充当

精英准入条件的“看门人”是现任的领导人。他认为现任领导人通过修改录用方

式和资格条件来影响政治精英的组成，实际上这一切都与社会经济力量和派系力

量的改变没有多大关系。
③
汤森（2010）曾经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指出中国共

产党的权力运行常常与制度化的运动背道而驰。
④
盖伊·彼得斯（2006）通过对

中国共产党上下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后指出，官员忠诚对官员任用发挥着决定性作

用，比拥有文凭或者考试分数更为重要。
⑤
罗伯特·米切尔斯在观察各国政党权

力运行的基础上提出“寡头统治铁律”，所有的正当中都存在着一种非民主化的

倾向，这就导致只有少数寡头才能在政党中最终掌握权力。博智跃（2002）观察

了我国建国以来的省部级官员，得出政绩是影响领导升迁的因素。
⑥
马克思·韦

伯(2010)也赞同公共官僚体制体系是以绩效为导向的政治体系。

纵观学术界关于中共省委常委的研究，笔者发现缺乏对中共省委常委的深入

研究，并且有些将非中共省委常委的副省级干部也纳入了研究范围，缺乏针对性，。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选取1976年到1982年的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现象作为研

究对象，通过代际划分等视角立体全方位的剖析中共省委常委的角色特征，深入

的分析此段历史时期内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情况。

①
冯志峰：《省委常委基本构成与领导干部培养机制研究》，《中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2 年第 5 期，第 65

页。

②
胡鞍钢：《中国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 1 期，第 38 页。

③
Robert Putnam,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Hall,

Inc.,1976,p.171.

④
[美]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顾苏、董方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17 页。

⑤
[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聂露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127页。

⑥
[美]博智跃:中国省级领导人: 经济绩效与政治升迁［EB /OL］，http: / /www．china－review．com -

/laf.asp? id = 12819. 200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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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库建设和论文结构

（一）数据库建设

研究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我需要搜集此时间段内中共省委常委的姓名、

籍贯、出生年月、入党年月、受教育程度、具体职位、任职省份、在任年月、离

任年月等基本信息，这些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七

卷中获得。
①
中共省委常委的个人履历资料主要来自人民网、新华网、共产党员

网、凤凰网等网站。主要参考文献为不同领导人的年谱、个人传记以及文选汇编

等资料。本研究选取的时间段为 1976 年到 1982 年，在 1976 年之前的十年

（1966-1976）间中国处于“文革”时期，因此中共省委常委在文革前的工作是

研究其更替的重要参考指标。并且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因

此他们在担任本次省委常委前的工作也需要搜集。为方便分析我将他们的学历教

育
②
和干部层级

③
等具体信息进行了数字化编码。张光等在研究中共中央委员的更

替时把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历任中央委员划分为五个代际。代际的划分以不同

时间段所发生的大事为标志。第一代生于 1901 年之前，第二代生于 1901 年-1920

年间，第三代生于 1921 年-1940 年间，第四代生于 1941 年-1960 年间，第五代

生于 1960 年之后。通过这样的代际划分来详细分析中共中央委员的更替概况。
④

①本书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出版，第七卷主要收录了 1976 年 10

月到 1997 年 9 月之间的中共中央和省级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资料以及机构变革等。

②学历教育的具体编码为：1、小学以及以下；2、初中；3、高中（包括中专）；4、大学本科（包括大专）；

5、干部教育。干部教育主要指的是参加过一些为抗日而设立的学校教育，例如：延安中央党校、延安马列

学院、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瓦窑堡抗日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这些学校在战争结束后基本都取

消或与其它大学合并。

③根据省委常委在文革前，就是 1966 年 6 月份之前的第一份工作以及担任本次省委常委前的第一份工作来

对他们进行干部层级划分。干部层级的具体编码为: 1、基层：县级及以下、副师、正副团；2、中层：厅局

级、正副军、正师级；3、高层：省部级及以上、正副大军级、军委委员、军委正副主席；4、无层级，例

如：学生、工人、普通士兵；5、受迫害。有些中共省委常委是军人，根据他们的军衔与行政级别的对应而

进行统一的编码。详见我国的军队及行政级别划分 http://bbs. Tiexue.net/post_3050507_1.html.

④张光、黄一凡、汤金旭：《中共、苏共中央委员会代际更替比较研究》，《复旦政治学评论》，2015 年第 15

辑，第 13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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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 1976 年到 1982 年的中共省委常委划分为四个代际：第一代生于

1915 年之前，以任仲夷、习仲勋等参加早期抗战的革命家为代表。第二代生于

1916 年到 1932 年，以华国锋、林乎加等参加抗战和国共内战的革命家为代表。

第三代生于 1933 年到 1946 年，以李瑞环、倪志福等成长于建国前夕的工人为代

表。第四代生于 1947 年到 1960 年，以石玉珍、郭凤莲等深受文革影响的一代为

代表。分别统计中共省委常委的基本情况，例如代际、年龄、学历等信息，计算

1976 年到 1982 年的全国的中共省委常委的代际构成、进退人次、年底在任数以

及分省的进退人次、省委常委规模等。为方便后期分析使用我设定一人的在任时

间只要有间断，都分别算作是一进一退。像江苏的储江于 1977 年 2 月退出第五

届的省委常委班子，1977 年 12 月又再次当选为江苏省第六届的省委常委成员，

这样在分析 1977 年中共省委常委更替时，他既是退出者，也是进入者。本文中

数据处理使用的统计软件为 SPSS20.0 和 stata12.0。在本研究时间段内一共有

1212 个中共省委常委的进退人次样本，但是由于现有资料收集方法的局限性，

大约 100 个中共省委常委的履历无法找到，在进行具体的章节分析时我会详细说

明此种情况。

（二）论文结构

本研究主要是采用编年史的体例来进行论文的安排，选取 1976 年到 1982

年的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案例，旨在分析此阶段中共省委常委的更替情况，为此

本文框架如下：第一部分：导言。该部分主要是交代本文的研究对象，阐述研究

1976 年到 1982 年大转折时期中共省委常委更替的意义，并对有关省委常委的国

内外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主要是说明研究中数据来源和数据库的建设，

阐明本文的研究框架等。第三、四、五、六部分主要是分年来分析中共省委常委

更替概况。我将本研究的时间跨度（1976 年-1982 年）划分为四个时间段：1976

年-1977 年；1978 年；1979 年；1980 年到 1982 年来分别剖析。以中共省委第一

书记的更替为主线来分别讨论中共省委常委每年的更替概况。主要从中共省委常

委的代际构成、进退人次、平均年龄、平均党龄和受教育程度等角度进行分析。

统计中共省委常委文革前的工作岗位以及担任本次中共省委常委前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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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析其更替路径，重点剖析此阶段中共省委常委更替的典型案例，选取进退

人次比较高的省份和调动次数比较多的中共省委常委个人来研究。第七部分主要

是对此时间段内的中共省委常委更替整体情况进行描述，并得出本研究的结论。

表 2.1 各地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更替一览表（1976-1982）

更替年月 届别
本届省委常委

省份
第一书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退出 进入

1976.10 4 1971.1 1986.3 上海 张春桥 苏振华

1977.1 3 1971.5 1984.12 宁夏 康健民 霍士廉

1977.2 3 1971.2 1977.11 广西 安平生 乔晓光

1977.2 3 1971.5 1978.3 贵州 鲁瑞林 马力

1977.2 3 1971.8 1979.1 黑龙江 汪家道 刘光涛

1977.2 3 1971.3 1983.3 吉林 王淮湘 王恩茂

1977.2 7 1970.3 1977.12 江苏 彭冲 许家屯

1977.2 5 1971.3 1983.4 青海 刘贤权 谭启龙

1977.2 2 1971.6 1979.8 云南 贾启允 安平生

1977.2 5 1971.1 1978.5 浙江 谭启龙 铁瑛

1977.6 3 1971.1 1984.12 安徽 宋佩璋 万里

1977.6 5 1971.2 1983.12 甘肃 冼恒汉 宋平

1977.6 3 1970.12 1977.10 湖南 华国锋 毛致用

1977.12 3 1971.8 1979.1 黑龙江 刘光涛 杨易辰

1978.1 3 1971.5 1984.2 新疆 赛福鼎·艾则孜 汪锋

1978.6 3 1971.5 1983.12 天津 谢学恭 林乎加

1978.8 3 1970.3 1983.12 湖北 赵辛初 陈丕显

1978.9 4 1971.1 1979.8 辽宁 曾绍山 任仲夷

1978.10 3 1971.3 1984.8 河南 刘建勋 段君毅

1978.10 4 1971.3 1982.11 北京 吴德 林乎加

1978.10 3 1971.5 1984.12 内蒙古 尤太忠 周惠

1978.10 3 1971.5 1983.12 天津 林乎加 陈伟达

1978.12 4 1978.4 1983.3 广东 韦国清 习仲勋

1978.12 5 1971.3 1983.4 陕西 李瑞山 王任重

1978.12 5 1971.3 1983.4 陕西 王任重 马文瑞

1979.1 4 1971.1 1986.3 上海 苏振华 彭冲

1979.2 4 1978.4 1983.7 宁夏 霍士廉 李学智

1979.9 4 1978.3 1983.8 贵州 马力 池必卿

1979.12 2 1971.5 1985.5 河北 刘子厚 今明

1979.12 5 1971.3 1983.4 青海 谭启龙 梁步庭

1980.1 4 1978.3 1985.7 山西 王谦 霍士廉

1980.3 3 1971.1 1984.12 安徽 万里 张劲夫

1980.3 1971.1 1986.3 上海 彭冲 陈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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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3 3 1979.1 1983.2 四川 赵紫阳 谭启龙

1980.3 2 1977.1 1983.12 西藏 任荣 阴法唐

1980.11 4 1978.4 1983.3 广东 习仲勋 任仲夷

1980.11 5 1979.8 1985.6 辽宁 任仲夷 郭峰

1981.1 3 1971.3 1982.11 北京 林乎加 段毅君

1981.1 5 1971.2 1983.12 甘肃 宋平 冯纪新

1981.1 3 1971.3 1984.8 河南 段君毅 刘杰

1981.1 3 1971.3 1983.3 吉林 王恩茂 强晓初

1981.1 3 1971.5 1984.2 新疆 汪锋 王恩茂

1982.2 3 1979.12 1985.7 福建 廖志高 项南

1982.4 3 1971.1 1984.12 安徽 张劲夫 周子健

1982.6 2 1971.5 1985.5 河北 今明 高扬

1982.8 7 1970.12 1985.6 江西 江渭清 白栋材

1982.12 3 1979.1 1983.2 四川 谭启龙 杨汝岱

注释：届别指的是第一书记的更替发生在本省的第几届省委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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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76 年-1977 年

1976 年 4 月 7 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一项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党

主席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被正式的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深究华

国锋上台的合法性在宏观上主要来自中共的领导权，而在微观上则来自当时毛泽

东“你办事、我放心”所树立的那些威信。对于华国锋来说要使这种合法性具有

长期性 则必须要借用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通过增加个人魅力,确立在党内、国

内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地位。
①
华国锋和叶剑英等联手粉碎“四人帮”，稳

固了政权。叶剑英当时确实是想“周公辅成王”，诚心诚意帮助华国锋，对华国

锋的一些做法也是绝对的支持，这也是毛泽东交代的事情。然而对于华国锋本人，

叶剑英其实了解不多。
②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曾经试图结束

“文革”造成的混乱。但他终究无法脱离文革“左”的错误框框。

中共中央根据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国家形势发展的现实要求开始逐步的

调整我国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党和国家的组织，平反重大的冤假错案。但是在具

体的工作中也遇到一些障碍，有的还坚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

渝地遵循。”
③
这就使党和国家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在 1977 年召开的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领导人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其它冤假错

案平反等事宜，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意和支持。1977 年 8 月中共的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文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

地方党的委员会都需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筹备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

是中央政治局早就拟议的事情。197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央组织

部建制。1977 年 12 月，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班子进行调

整和改组，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他顶着巨大压力继续平反冤

假错案，拨乱反正。在这段时间内我国不同的省、市、县等也逐渐开展落实干部

政策的工作，作为我国政府层级中重要一环的省级领导班子调整也逐渐拉开大幕。

①程美英：《1976-1978 中国社会的演化》，《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6 期，第 33-34 页。

②
范硕：《叶剑英在 1976》，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 201页。

③
“两个凡是”最早起源于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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