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覇唾 大
陸
經
濟
發
展
的
「東
西
問
題
-
川
木

這
種
發
展
不
平
衡
的
狀
况
，
是
長
期
形
成
的
 

，
而
中
共
建
政
後
的
左
傾
經
濟
思
想
，
即
脫
離
實
 

際
的
「
一
刀
切
」
方
針
，
也
加
劇
了
東
西
部
經
濟
 

發
展
的
不
平
衡
。
例
如
，
有
一
個
時
期
，
中
共
不
 

論
高
山
平
原
，
在
農
業
政
策
上
一
律
「
以
糧
爲
綱
 

」
，
只
顧
種
稻
麥
，
而
忽
視
因
地
制
宜
發
展
經
濟
 

作
物
，
甚
至
不
惜
伐
林
造
田
，
以
至
得
不
償
失
。 

結
果
，
西
部
原
來
貧
困
的
地
區
繼
續
貧
困
。
近
年
 

來
，
中
共
糾
正
了
左
傾
的
方
針
政
策
，
主
張
因
地
 

制
宜
發
展
生
產
，
並
且
對
西
部
貧
困
農
村
予
以
扶
 

助
，
每
年
撥
款
三
十
億
元
幫
助
西
部
地
區
發
展
生
 

產
，
而
且
强
調
貧
困
農
村
要
發
揮
地
方
優
勢
，
綜
 

合
利
用
資
源
，
多
種
經
營
，
發
展
經
濟
作
物
和
畜
 

牧
業
。
據
說
，
這
樣
做
的
結
果
，
取
得
了
一 
些
成
 

效
，
貧
困
鄕
逐
步
有
所
減
少
。

在
大
陸
，
貧
困
的
標
準
是
什
麼
呢
？
據
說
， 

每
年
每
人
平
均
收
入
在
一
百
五
十
元
人
民
幣
以
下
 

，
每
人
平
均
佔
有
糧
食
不
足
二
百
公
斤
的
地
區
， 

都
被
列
爲
貧
困
地
區
。
這
些
貧
困
地
區
，
主
要
集
 

中
在
西
部
，
但
東
南
部
和
中
部
的
山
區
、
少
數
民
 

族
居
住
區
也
有
。

據
大
陸
專
家
分
析
，
造
成
貧
困
地
區
的
原
因
 

主
要
有
三
•
•
㈠
交
通
不
便
，
資
源
沒
有
開
發
利
用
 

•
，㈡

地
方
幹
部
文
化
水
平
低
，
思
想
保
守
，
對
改
 

革

、
開
放
政
策
表
現
冷
漠
；㈢

對
中
央
發
放
的
救
 

濟
資
金
平
均
分
配
，
而
且
是
無
償
使
用
，
沒
有
主
 

動
吸
引
外
地
資
金
、
人
材
、
技
術
來
發
展
經
濟
， 

養
成
了
坐
等
救
濟
的
依
賴
思
想
。

有
鑑
及
此
，
中
共
國
務
院
有
關
部
門
不
久
前
 

提
出
，
要
爭
取
用
五
年
左
右
的
時
間
，
基
本
上
解
 

決
貧
困
地
區
居
民
的
溫
飽
問
題
；
同
時
，
使
這
些
 

地
區
初
步
形
成
依
靠
自
身
力
量
發
展
商
品
經
濟
的
 

能
力
，
爲
長
期
開
發
建
設
創
造
有
利
條
件
，
從
而
 

走
上
逐
步
富
裕
的
道
路
。
與
此
同
時
，
中
共
國
務
 

院
決
定
在
原
來
每
年
扶
助
三
十
億
元
資
金
的
基
礎
 

上
，
今
後
連
續
五
年
每
年
再
增
加
十
億
元
貼
息
貸
 

款
，
集
中
投
放
於
二
百
五
十
八
個
貧
困
縣
使
用
， 

加
快
擺
脫
貧
困
的
苦
難
。

從
上
述
情
况
看
來
，
中
共
似
乎
有
意
解
決
東
 

西
部
經
濟
發
展
不
平
衡
的
問
題
，
而
且
行
動
起
來
 

了
。
其
處
方
是
促
進
西
部
地
區
商
品
經
濟
的
發
展
 

，
打
破
單
一 
畸
形
的
生
產
結
構
，
實
行
對
內
(
外
 

一
省
、
市
)

、
對
外
(
外
國
)
開
放
。
不
過
，
上
述
 

措
施
中
似
乎
缺
少
一
樣
重
要
的
東
西
，
就
是
權
力
 

下
放
。
如
果
讓
西
部
貧
困
地
區
有
權
發
展
各
種
各
 

樣
的
工
商
企
業
，
有
權
引
進
外
資
、
技
術
和
招
覆
 

人
才
，
開
發
交
通
、
礦
塲
、
草
原
，
便
可
以
大
展
 

宏
圖
。
沒
有
這
一
條
，
中
國
西
部
及
其
它
貧
困
地
 

區
的
面
貌
，
就
不
可
能
在
短
時
期
內
根
本
改
變
過
 

來

。

_.  

世
界
各
國
經
濟
發
展
不
平
衡
 

，
一 
般
而
言
，
北
半
球
國
家
富
裕
 

，
南
半
球
國
家
中
等
或
貧
窮
，
形 

成
了
所
謂
「
南
北
問
題
」
。
中
國
 

本
身
是
發
展
中
國
家
，
而
大
陸
也
 

有
貧
富
地
區
之
别
，
大
體
上
說
，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比
較
富
裕
，
西
部
邊
遠
地
區
則
比
 

較
貧
窮
，
這
就
是
所
謂
「
東
西
問
題
」
。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
中
原
腹
地
以
及
西
部
 

的
戈
壁
高
原
，
經
濟
發
展
存
在
很
大
的
差
别
。
如 

西
部
地
區
，
有
些
少
数
民
族
剛
剛
擺
脫
原
始
的
、 

奴
隸
制
的
經
濟
生
活
，
才
結
束
刀
耕
火
種
的
時
代
 

，
農
村
經
濟
相
當
落
後
。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
特
别
 

是
很
早
對
外
通
商
的
上
海
、
天
津
、
廣
州
、.
厦
門
 

及
其
附
近
農
村
，
有
一 
定
的
物
質
、
技
術
基
礎
， 

經
濟
比
較
先
進
。
而
位
於
東
西
兩
部
之
間
的
中
部
 

地
區
，
則
處
於
中
等
水
平
。
儘
管
近
年
來
，
中
共
 

官
方
採
取
了
一
些
扶
助
西
部
貧
困
農
村
經
濟
發
展
 

的
措
施
，
農
民
收
入
的
增
長
比
較
快
，
但
與
東
部
 

地
區
比
較
起
來
，
卻
仍
然
存
在
着
相
當
大
的
距
 

離

。據
中
共
的
「
國
家
統
計
局
」
的
一 
項
抽
樣
調
 

查
表
明
：
一
九
八
五
年
，
包
括
寧
夏
、
四
川
、
陝 

西
、
貴
州
'
甘
肅
、
新
彊
、
西
藏
等
省
在
內
的
西
 

部
地
區
，
農
民
每
年
平
均
的
純
收
入
爲
三
百
二
十
 

一 
煞
七
元
，
比 
一
九
八
四
年
增
長
百
分
之
十
四
煞
 

九
•
，包
括
河
北
、
山
西
、
河
南
、
江
西
、
湖
北
、 

湖
南
等
省
在
內
的
中
部
地
區
，
農
民
每
年
平
均
純
 

收
入
爲
三
百
八
十
八

^■六
元
，
比
上
年
增
長
百
分
 

之
九

*6
五
•
，包
括
上
海
、
北
京
、
天
津
、
浙
江
、 

江
蘇
、
廣
東
等
省
市
在
內
的
東
南
部
地
區
，
農
民
 

每
年
平
均
純
收
入
爲
四
百
六
十
二
煮
七
元
，
比
上
 

年
增
長
百
分
之
九
黙
四
。
拿
三
個
地
區
農
民
的
收
 

入
，
與
全
國
平
均
收
入
比
較
，
東
南
部
地
區
高
出
 

全
國
平
均
水
平
百
分
之
十
六
黙
六
，
西
部
地
區
則
 

低
於
全
國
平
均
水
平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三
點
六
。
拿
 

東
部
地
區
收
入
最
高
的
上
海
市
郊
農
民
，
同
西
部
 

地
區
收
入
最
低
的
甘
肅
農
民
比
較
，
那
懸
殊
就
更
 

大
了
，
以
一
九
八
五
年
爲
例
，
上
海
農
民
的
平
均
 

純
收
入
爲
八
百
零
五
點
九
二
元
，
而
甘
肅
農
民
平
 

均
收
入
只
有
一
百
二
十
元
，
兩
者
相
差
近
八
倍
之
 

多
。

同
樣
，
東
南
部
、
西
部
城
市
居
民
的
收
入
，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差
距
。
據 
一
項
抽
樣
調
查
表
明
， 

一
九
八   

,5:
年
，
東
部
城
市
居
民
平
均
收
入
爲
八
百
 

一
十
寿 ,♦
中
部
城
市
居
民
的
平
均
收
入
爲
七
百
零
 

八
元J
西
部
城
市
居
民
的
平
均
收
入
爲
六
百
五
十
 

五
元
。
三
個
地
區
城
市
居
民
的
收
入
差
距
，
雖
然
 

沒
有
農
民
的
收
入
差
距
那
麼
懸
殊
，
但
是
也
反
映
 

了
上
一
個
地
區
工
商
業
發
展
的
不
平
衡
性
。

(
(
/
*
/
)
»

名
 

「
開
闢
荊
 

榛
逐
荷
夷
，
十 

勝
年
始
克
復
先
基

合W

賣
民
族
英
雄
鄭
 

/

/

■

成
功
當
年
率
領

!

」
這
是
中
國

二
十
萬
大
軍
，
渡
海
東
征
，
經 

過
浴
血
奮
戰
擧
收
復
被
荷
 

蘭
殖
民
者
佔
領
了
三
十
八
年
的
 

寶
島
台
灣
後
寫
的
感
懷
詩
「
復
 

古
」
中
的
豪
邁
佳
句
。
鄭
成
功
 

在
台
灣
備
受
尊
崇
，
至
今
仍
保
 

存
有
他
的
很
多
遺
跡
，
憑
吊
者
 

絡
繹
不
絕
。

台
南
市
安
平
古
堡
赤
嵌
樓
 

，
是
首
座
與
鄭
成
功
密
切
相
關
 

的
古
跡
，
已
被
台
府
列
爲
一
 
級 

文
物
。
相
傳
該
樓
一
六
五0
年
 

爲
荷
人
所
建
，
鄭
成
功
登
陸
時
 

，
荷
蘭
軍
司
令
官
龜
縮
於
此
， 

乖
乖
就
擒
。
後
來
此
樓
即
成
爲
 

鄭
成
功
登
陸
後
第
一
 
個
用
來
處
 

理
軍
政
事
務
的
衙
署
，
更
名
爲
 

「
承
天
府
」
，
現
今
城
堡
殘
跡
 

及
古
井
隧
道
猶
存
，
係
台
灣
著
 

名
的
歷
史
古
跡
之
一
。
當
年
荷
 

佔
領
軍
總
督
的
巢
穴
熱
蘭
遮
堡
 

(
今
安
平
)
後
來
成
爲
鄭
成
功
 

駐
節
台
灣
的
藩
府
，
鄭
成
功
也
 

病
逝
於
此
。
而
今
這
裏
建
有
鄭
 

成
功
的
銅
俊
、
紀
念
碑
，
收
藏
 

有
鄭
氏
的
手
跡
墨
寶
。
近
十
年
 

來
，
這
一
帶
陸
續
發
現
了
許
多
 

「
安
平
古
壺
」
，
經
考
古
專
家
 

考
證
，
這
是
鄭
成
功
當
年
攻
打
 

城
堡
時
使
用
的
裝
火
藥
用
的
盛
 

器
，
這
些
瓷
質
古
壺
均
爲
福
建

台

灣

的

鄭

成

功

遺

跡
 

周
郞

二一-=  
■
,
三:
三三三三三二三
三-
* 
三三三±

口

鱼

豊

跟

供
•
房
屋
貸
款
 

簡
單
•
決
斷
快
捷

-1
三

宣一 一更 變

泉
州
所
產
。

鄭
成
功
逝
世
後
，
安
葬
在
 

台
南
洲
仔
尾
。
他
的
兒
子
鄭
經
 

爲
祀
奉
乃
父
，
修
建
了
一
座
家
 

廟
。
同
時
，
民
間
也
紛
紛
建
廟
 

奉
祀
，
達
五
六
十
座
之
多
。
淸
 

廷
統
治
台
灣
後
，
一 
方
面
對
鄭
 

成
功
光
復
國
土
的
功
績
大
爲
稱
 

許
，
一 
方
面
對
他
堅
持
反
淸
卻
 

耿
耿
於
懐
，
出
於
這
種
複
雜
心
 

理
，
淸
廷
沒
有
平
毁
鄭
成
功
及
 

其
親
屬
的
墳
墓
，
而
是
把
它
們
 

遷
回
福
建
老
家
。
光
緖
初
年
， 

還
在
台
灣
建
造
了
一
 
座
很
大
的
 

鄭
成
功
祠
，
這
就
是
著
名
的
「 

明
延
平
郡
王
祠
」
(
延
平
是
鄭
 

成
功
的
封
號
)

，
現
在
成
了
鄭
 

成
功
紀
念
館
，
藏
有
鄭
使
用
過
 

的
寶
劍
、
戰
袍
及
文
房
四
寶
等
 

珍
貴
文
物
。
台
南
開
元
寺
亦
爲
 

鄭
經
紀
念
鄭
成
功
所
建
，
內
有
 

鄭
成
功
匠
墨
寶
。
後
園
則
有
鄭
 

一
夫
人
董
氏
手
植
的
「
七
.弦
竹
」 

，
這
種
竹
的
表
面
有
七
條
靑
色
 

絲
紋
，
有
如
七
弦
琴
線
。

—

襄
三―
>

『
:-
卷

一：
或
參
等

:
 

•

地

址

：
華

埠

緬

街

五

三0
號
 

電

話
•
•
六

八

三
•
九
六
一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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