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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触及企业所有权的安排这一实质．本文不同意 目前流行的，也是历 

史沿习和长期实施的“资本雇佣劳动”，(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观点．文章阐述 

了对“资本雇佣劳动”的三种解释的不同意 见，并指出无论 是通过 改革宴现 国有制与市场经济 

的兼 容，还 是顺应知识(智力)经济 的发展 潮流．我 国企业所有权 的安排新应 当是“知识(智力) 

占有(雇佣)资本”． ’ j．1 

关键词：瓮些堕立批， 塑盘查． 塑壹查．雇佣，改革 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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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方向， 

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是其实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真理(理论)亦为实践提供指导和规范． 

研究、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并建立适合我国实 

际的企业理论．是我国理论界在新时期的重要使 

命 我国的学者也确实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 

取得了丰富的、令人称道的成果 但是．先前的研 

究过于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其成果尚不足以指 

导和运用于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 具体地说，作者 

不能同意和接受“资本雇佣劳动”的理论解释 根 

据这种解释，由于我国现在“资本家”的数量和质 

量都不够．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逻辑选择就只能 

是 ：或者回到垄断，或者民营化——就是让非国有 

经济(包括个人、集体、乡镇企业、外资)“第三者” 

插足于国有企业承担“股东”的角色．本文将分析 

有关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资本雇佣劳动”的三种解 

释的非合理I生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提 

出本文关于“知识(智力)占有(雇佣)资本”的企业 

所有权安排的观点，既和有关的学者商榷，又期望 

能推动我国企业理论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改革提 

供一种理性思考 

1 企业所有权的主体 

企业是一个“团队”．企业团队本质表现为』、 

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相互依赖性．因此 ．企业是 
一

个不完备(或特别)的契约．这种“特别”在于人 

力资本的产权特性而使得契约无法“事前全部讲 

清楚” ，文[1]刚采用企业的不确定及其交易成 

本来说明这种契约的不完备性．正是由于契约的 

不完备性而导致企业所有权以及对它们的安排具 

有重大意义． 

把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相区别是有意义 

的．企业本身没有 所有青”的观点亦具有见地．把 

企业所有权定义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也是 

准确的．并且．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无 

疑应当对应 ‘．但问题是：究竟哪些主体有资格参 

与分配． 

现代产权理论和现代契约理论承认．人力资 

本与非人力资本部有平等的权利索取剩余 就雇 

佣关系而言．现代经济中的企业中的内部权利关 

系主要涉及资本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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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类主体，经济学对宦佣关系的主体并没有统 
一 的看法．实际上，私有财产所有权制度可 形成 

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所有权归生产者所 

有；企业所有权归资本所有者所有；企业所有权归 

经营者所有；企业所有权归经营者和生产者所有； 

企业所有权归企业成员共同所有(台伙制) 一或 

者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等．杨小凯还以生产管理知 

识和生产衣服的例子具体阐述不同组织分工的效 

率和适用条件(1994)．因此，企业所有权产际上是 

种“状态依存所有权”． 

2 关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解释 

关于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有学者认为“资本雇 

佣劳动”．文献[1]通过资本的信号模型证明“资本 

雇佣劳动”的命题．对此，笔者具有不同的看法． 

2．1 传统的解释 

(1)资本是企业必不可少的、稀缺的生产要 

素．企业的运动是要以一定物质资财即资本为前 

提条件的，只有拿出一笔资本来，才谈得上办企 

业．和劳动要素相比，稀缺的总是资本这种生产要 

素．劳动要素则总是相对充裕 “物以稀为贵”．稀 

缺性的资本必然会居于主导地位．雇佣劳动． 

(2)资本所有者是风险承担者．由于劳动者 

的工作收入往往是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来 

源和保障．职工生存权远远高于资本收益权．这就 

使得劳动者必须有一份纳入成本的最先确定并且 

“预支”的收入，因而，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总是资 

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因此，资本所有者成为老 

板是顺理成章的事． 

(3)习惯与历史沿习．似乎是．迄今的企业 ， 

都是由一个出资者提供资本金．然后雇佣劳动开 

始营运．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 

是随着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起来的． 

而且传统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和 目前流行的国 

有股份制的改革模式(思路)，资本雇佣劳动都成 

为“唯一”的资本与劳动的结台方式．因此，资本雇 

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是迄今唯一的既有理论又有实 

践，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甚至熟视无睹的资本与劳 

动的结台方式 ，以致这个世界几乎成为了(国 

家)“资本主义”世界． 

2．2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解释 

(1)交易费用经济学问接定价理论认为：一 

种不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能够用以改进交易的 

效率．管理者剩余索取权结构之所以出现，是因为 

用于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效率远远比用于 

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为低．管理者对 

剩余的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由于 

对于管理服务直接定价的成本过高，使得企业的 

剩余索取权最好由管理者获得． 

(2)交易费用经济学资产特异性理论认为： 

由于内部机会主义的存在，非流动性是企业内部 

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往往企业内部的非流动性 

成员不得不承担流动性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比 

如偷懒、不负责任)所带来的全部成本．由于资本 

的非流动性以及资本专用性的“套住”效应，管理 

监督的权力应当归于资本家，而对于一个缺乏 

起家资本的企业家与一个富有的投资者之间的不 

完全长期合约被模拟成“纵向一体化”时，控制权 

的分配就至关重要．不同的控制权安排会带来不 

同的资金收益和个人好处．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 

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管理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可 

消除或起码减少代理成本． 

(3)团队生产理论认为：由于企业采取团队 

生产方式，每个成员的贡献就不可能精确分解与 

观测和据此支付报酬，因此导致偷懒问题使监督 

十分重要．监督者必须能够占有剩余权益，否则他 

也缺乏监督的积极性．现代代理理论认为，监督是 

企业家或台伙企业家的～种职业功能，因此，所有 

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时是重要的，所有权应当 

与那些边际贡献最难估价的投入要素相联系，资 

本之所以雇佣劳动．是因为资本的贡献埽难度量． 

(4)西方委托一代理理论给人们对资本家、 

管理者、工人之间内在关系以及更一般的市场交 

易关系的理解提供了帮助．这一理论在给定资本 

雇佣劳动的条件下，揭示：在多数情况下．让代理 

人(管理者／工人)分享(甚至拥有)剩余索取权，即 

部分承受或完全承受风险是有益的安排． 

2．3 张维迎的解释 

张维迎关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研究成果主要 

体现在他的《企业的企业家一契约理论≥(1996)一 

书 及 其近年 发表 的学 术 文章 中 (1994，1996， 

l 997)，其中前者是主要代表．他批评了对“资本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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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劳动”的上述解释(本文基本上赞同这种批评) 

并通过三个基本模型证明：把委托权(或企业所有 

权)安排给经营成员是最优的；成为一名企业家的 

优先权和(或)选择经营成员的权力应当让给资本 

所有者；经营能力．个人财富，风险态度的人口联 

合分布与企业内不同成员间的均衡关系相联系． 

张维迎判断“资本雇佣劳动”的基本理由是： 

(】)资本(财富)是一种经营能力的信号 ，富 

有的人选择作企业家更可靠．因为有关经营信息 

不对称，资本在显示某人能力的信息方面．享有对 

劳动的优势； 

(2)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使其 

具有抵押功能，易被其它成员作为“人质”；非人力 

赘本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对其它成员提供保 

险的能力；非凡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更值得信赖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人力资本一旦进入企 

业 将或为“天生”的风险承担者；非人力资本容易 

受到“虐待”，需要一个“监护人”(这里应当指出． 

张维迎的』、力资本包括了管理者、经营者这一最 

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其“资本雇佣劳动”严格包 

含资本雇佣经营)． 

他把资本视作能力的信号是有新意的．但同 

时又是需要置疑的：在西方和美国推崇一种“金本 

位”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实际上，社会文化代表一 

种价值取向，从而是影响人才流向的主要变量．啊5 

个专业在社会中最爱尊崇．最有发展前途，尖子 

才就流八．美国的文化一方面崇尚个人奋斗，另一 

方面追求精神享受，而文节、体育的发展受财富、 

地位的制约小．取决于天赋和勤奋，从而使在美国 

文体明星备受尊崇 ．收入奇高．吸引了无数青年)． 

财富成为个人地位、价值的象征．因而使得美国学 

生选修商科的比例远高于选修工程技术的比例． 

许多^以从事“商业”为选择．因此 ，在美国和西方 

国家，资本(财富)确实可以作为观察估价经营能 

力的信息量．但是．在中国，“官本位”的文化和价 

值观念十分浓重．学而优则仕．从政吸引了大批优 

秀人才，从商次于从政、从技，体现能力的信息量， 

因而不是财富(经过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了．拥有了较多的财富，但很难说这一部分先富起 

来的人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如果说今天的 

社会接受了财富表现能力的观点的话，那么．招聘 

企业的厂长、经理 ，招收公务员．只需要各自把 自 

己的财富拿来进行一番“比富”就行了．政治家的 

竞选亦应如此——但现实显然不是如此． 

张维迎的资本(财富)是成为企业家的必要彖 

件亦有问题．以中国为例．尤其与一批现在已经富 

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的发展轨迹不相一致．当年的 
一

批今天被称之为民营企业家的人．并不是因为 

有多少资本才去办企业(经商)(办企业当然需要 

资本，但当年他们的资本产不比普通大众多)．恰 

恰是为了获得财富他们才去办企业．或者说：是办 

企业(作企业家)使他们富了起来，而不是因为他 

们当年富有了才办企业． 

人们还可看到，张维迎的资本是能力的 一种 

信号的说法．给^一种“简便”的判别某人是否有 

能力的方法：看他是否有钱．因而．资本(财富、钱) 

就和能力为同义词．但是，事情好像不那么简便 

(单)；第 ，钱(资本，财富)可以是遗传、馈赠而来 

的 也可以是借来，甚至可能是捡来、愉来或抢来 

的．但能力似乎只能是“自我积累”：第二，纵使资 

本和能力是交叉而不是重叠(分别是两个集合)， 

张维迎的一位企业家必须是有钱的资本家且有高 

水平的经营能力的说法表明，企业家这一集合是 

资本家和管理者两个集合的交集．能够保证企业 

家既有财富又有能力．但是．如果有能力又富有的 

人又不愿作企业家，那么又由谁来担任企业家呢? 

他仍然没有排除“南郭先生”成为企业家的可能． 

关于对张维迎的由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 

的产权特性(差异)而导致 资本雇佣劳动”的不同 

意见．笔者同意文[2．5]的观点．这些观点归纳起 

来是说 ：第一．由于非人力资本社会表现形式的多 

样性(实物型．货币型，信用型)趋势．尤其是证券 

化趋势，各种 r；式的转换及进退十分便利和快捷， 

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大大降低甚至逃避了企业投 

资(经营)风险，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团队化趋 

势，构成了人力资本所有者退出企业的障碍(对于 

工薪阶层，人力资本是其命根子．是他的根本利益 

所在，但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有一个J必须的前 

提：有一个工作岗位．失去岗位．他的人力资本就 

失去用武之地，从而失去了谋生的手段．丧失工作 

岗位是对人力资本的最严重惩罚和打击．这也是 

当前的下岗问题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原因．因此 ． 

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退出原来的 

企业或工作岗位，而非义无反顾，更非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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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力资本所有者成=暂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 

因而他们不应当由非人力资本雇佣．第二，非人力 

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结晶，没有人的活劳动附于其 

上不能创造新的价值．人类的劳动是创造价值之 

源． 李嘉图的古典劳动价值论到马克思的科学 

劳动价值论及现代人力资本论，人们已经逐步认 

识到：不是“消极货币 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 

存在，才使个人、经理和企业人力资本的所有者 

“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 

的人力资本保证了企业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 

和扩张．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因 

此 ，企业所有权也由古典企业的资本家独享，到现 

代企业的人力资本从非人力资本中分离出来，从 

附属地位向独立地位发展．逐步主导企业，分享、 

拥有企业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 

权是一种趋势．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正在或将被 

”劳动占有资本”所逐步替代)我国近年来已有文 

章越来越多的讨论生产要素产权、劳动产权、人力 

资本产权、公民产权、劳动力产权 、经营者产权 、社 

会个人所有制等就是前兆．第三．无论在国外还是 

国内．人力资本与非凡力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正 

在逐步成为现实． 

3 本文对企业所有权的观点 

3．1 本文对“资本雇佣劳动”的不同解释 

本文已经对前述的各种“资本雇佣劳动”的解 

释，尤其是对张维迎的解释表示了不同意见，为了 

读者更清晰这些观点．这里将它们归纳如下： 

(1)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发展的 

初期．确实存在着资本相对劳动短缺和重要．资本 

雇佣劳动有其合理性、必然性的话(实际上，这种 

状况正如文[2]所分析．在早期的古典企业．古典 

资本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凝结，是一种“笼 

统”的概念．资本家是其人格化代表．资本的相对 

稀缺只是这种古典资本的模糊判断)，那么在今 

天，在人类社会正在迈向智力经济、知识经济的今 

天．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的人力智力资本已是 

更为重要、稀缺的经营(或经济)要素，因而企业所 

有权的逻辑选择也应当“反动”． 

(2)对于由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 

性而推导出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结论是相当传统 

和历史的．实际上．由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日益 

“硬化”而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日益“软化”．人 

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企 

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因而，应当实现企业财富分 

配原则从货币拥有者向财富创造者的转化．人力 

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者支 

配、控制非人力资本则是一种逻辑与发展的必然． 

产生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否定． 

(3)财富(资本)作为反映能力的信号．资本 

拥有对劳动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是一 

种社会文化价值的偏好，并不表示一种“必然”，财 

富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必要条件．相反，能力才是成 

为企业家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企业家是去追求、 

创造财富，以财富(资本)来论证“资本雇佣劳动” 

即是一种因果的倒置．又是一种同义循环． 

(4)“资本雇佣劳动”是长期的剥削制度对劳 

动者的“压榨”所导致的劳动异化的产物．由于劳 

动被异化，劳动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是对人 

的一种“惩罚”．只是失去其它谋生手段后迫不得 

已的选择，是一种被支配，因而只好“资本雇佣劳 

动”．加强对劳动者的“惩罚和监督”．今天的社会， 

已逐步发展为劳动既谋生又实现人生价值．因而， 

面对这种社会进步， 资本雇佣劳动”将成为一种 

障碍．应当加以变革． 

3．2 本文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观点 

通过对 资本雇佣劳动”这一观点甚至是历史 

和社会现象的不同认识．可以说“资本雇佣劳动” 

不应当继续作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处理资本和 

劳动(包括其它生产要素)的关系的 准则”．党的 

十五大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全面认识 

公有制的含义”，认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 

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 

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 

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 

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 

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 

产要素分配结台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允许和 

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五 

大的精神，应当成为我国安排企业所有权的“准 

则 ”． 

(1)人力资本所有者应当具有企业剩余索取 

权．根据十五大制定的“准则”，我们尤其不赞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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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净资产完全视作(资本)所有者权益．在企 

业的净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企业创造的财 

富积累而形成的．纵使人们不坚持人力资本所有 

者是企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这一劳动价值论，而 

认为企业财富是投入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 

(团队)创造的，如果“允许⋯⋯生产要素参与收益 

分配”，那么包括企业财富积累的企业净资产也不 

应当完全归资本所有者——纵使是国家作为资本 

所有者所有(人力资本投入企业，一方面按劳分配 

作为价值补偿即维持再生产的补偿(成本)参与 

初次分配；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按劳分红)参 

与企业收益的再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 

资本的所有者和物力资本的所有者是平等的权利 

主体．剥夺人力资本的剩余收益权，有悖于公平、 

公正的社会原则． 

(2)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我们实 

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如果企业改革 

是要实现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这是相当艰 

巨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 仍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 

主义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等于计划经济．不 

等于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 

义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一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 

(J998))，显然．这里要改革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 

国有制或者说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 

传统的国有制或 目前的国有股份制改革．都 

是通过国有资本所有者(政府或其授权机构)作为 

企业所有权的拥有者来实现国有制，由于政资不 

分，政企难分，造成国有制难与市场经济兼容．纵 

使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政资分开，通过设立非政 

府行政职能的中间机构(诸如国有资产控股(经 

营、投资)公司和派出国有企业稽查特派员等方 

式)，实行“规范化”操作，但是，只要国有资本的所 

有者(或代表)要行使所有者权利(这恰恰是规范 

的公司的制度所保证和要求的)中间机构(或特派 

员)就不会成为政企之间的“隔离带”，而仅仅是政 

府行政命令的“传送带”．政企仍然不能分开，国有 

制仍然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政企不分是传统国 

有制的“制度常态”或“内生现象”． 

在传统国有制或国有股份制的条件下．纵使 

能够通过多层次(或多次)地“拉远”政府和企业之 

间的“距离”，并最终实现 政企分开”．根据委托一 

代理理论，由于国有产权没有真正人格化的初始 

委托凡，多级的委托一代理必然是代理成本极其 

高昂．导致收益低于成本，国有资本严重流失、丧 

失的“制度成本”——甚至国有制的瓦解(许多学 

者的研究和分析以及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传统国有制和国有股份制实现形式的弊 

端并依据武汉、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国有制实现形 

式的试点改革的经验，笔者赞同这样一种国有制 

的实现方式的思路：产权实现并非一定要通过股 

权实现，债权亦是产权的形式；投资亦并非一定要 

成为所有者(持股者)，也可成为债权人；国有资 

本，并非一定要穿“官衣，亦可穿“民(法)装”；纵使 

作为所有者．既然责任已经(或要)“弱化”(企业 自 

负盈亏．承担有限责任)．权利亦应相应弱化． 

国有制，如果脱去“官衣”，穿上“民装”．那么 

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就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结 

果．如果能够通过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并能有效控 

制，企业的经营效益又明显，享有企业所有权能够 

实现更快更大的保值增值；如果不能强化对企业 

的控制(诸如要求政企分开)，企业经营效益波动． 

经营风险大．那么享有固定收益就能够实现更大 

更快的资本保值增值．显然，对于国有资本，后者 

是较为有效的选择，即国有资本的债权化，改变国 

有资本雇佣劳动的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国有制实 

现形式多样化的基本选择之一． 

(3)智力(知识)占有(雇佣)资本．笔者主张 

(逐步)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国有制实现形式． 

但并不主张“劳动雇佣资本”，因为包括张维迎在 

内的许多学者已经分析过，当“劳动者”成为企业 

的 主人”，并非一定是一件好事：由于监督成本是 

个八的(100 的付出)，获得的收益是只是整个监 

督收益的一小部分(甚至可能小到可以忽略)，因 

而监督者丧失监督积极性而偷懒 ；“主人”过多，集 

体决策往往无人负责，丧失经营良机，等等． 

实际上．非人力资本是均质的，而人力资本差 

异极大，虽然人力资本都在创造着企业财富，但不 

同层面和种类的人力资本个体对企业财富的贡献 

差异很大．通常，人力资本可划分为普通人力资本 

和特殊人力资本．在企业中，普通人力资本的载体 

是众多的生产人员，特殊人力资本则是少数具有 

特殊技能和知识的各类专家(诸如管理专家、技术 

专家等)．知识经济、智力经济实际上是能人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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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竞争．除去提高普通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即 

提高其价值含量)外，最重要的是取决于特殊人力 

资本．社会最稀缺、最宝贵，对企业经营和财富积 

累贡献最大、最关键的就是特殊人力资本．同时， 

特殊人力资本的活动又是最难度量、最难监督的． 

根据管理的例外原则和少数原则以及委托一代理 

理论，让最难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并去监督他人 

是最有效的．因此，企业所有权赋予特殊人力资本 

所有者 ，尤其是在国有制采取国有产权债权化的 

实现机制(亦包括其它实现机制)，就是逻辑、理 

性、有效的选择． 

由特殊的人力资本所有者，特别是具有高水 

平经营能力的管理专家占有，甚至雇佣(债权化 

的)(国有)资本．实现知识 (智力，能人)占有 (雇 

佣)资本．既是知识(智力)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 

我国国有制。企业改革目前最有效的选择，这就是 

笔者的观点和对我国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也是 

本文的逻辑结论．当然．作为一种过渡．可以是共 

享制的． 

4 结 论 

(1)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是重要的； 

(2)“资本雇佣劳动”只是一种“历史”过程； 

(3)资本作为能力的一种信号．从而享有劳 

动的优势，是一种与社会文化价值相关的“偏好”． 

不具普遍性 ； 

(4)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今天的产权特 

性是对“资本雇佣劳动”的一种否定； 

(5)通过改革实现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 

容．要求人力资本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占主导地 

位 ； 

(6)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特殊人力资本更 

为重要、稀缺，从而也必然要求知识(智力)占有 

(雇佣)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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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 ysis and Thinking on Disposition of Ownership for Stated—Owne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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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position of enterprises ownership is the essence and the reform of Stated Owned Enter— 

prise has roached it．The paper does not agree on the viewpoint that capital hire and owner of capital has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though it is made by history and has practised for[ong time．The paper points that 

three explains on why does capital hire lagour are not rationa[．Our objective of reform is combining State 

Ownership with marketing economy and the times of intellectual economy has came．So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ownership for Stated—Owned Enterprise is that intel[igense hire capi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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