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  绪    论  |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中国人

民走上了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道

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了新时代。无论从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军事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来说，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全球

竞争力显著提升。在新时代的历史发展方位指引下，我国开启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新征程。 

201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总纲中明确增加了“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实现

“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将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 

一、国际战略博弈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

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

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然而，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等逐渐显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形成较大挑战，也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提供

了重要战略机遇。 

从国际秩序来看，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进入“一超多强”。国际秩序从“中

心—边缘”秩序向“节点—网格”秩序明显转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
                                                        

① 2021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

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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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正在崛起，将在全球发展版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均衡性力量。在此趋势下，以

“对抗”思维为主的西方国家开始动用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等多样手段制衡

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试图利用全球规则、贸易体系、金融体系等方式掌控全球

发展资源，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这种国际秩序和竞

争对抗的环境下，我国科技创新活动常常受制于人，面临一系列“卡脖子”技术

突破问题，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①。

关键核心技术只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真正掌握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参与国

际竞争的话语权。 

从全球经济来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体增长乏力，经济重心开始加

速东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过去

全球化所形成的多层次、跨区域合作效果不佳，国家间经贸发展不平衡和相互依

赖程度导致的贸易摩擦、合作冲突正在加剧。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在全球的比重越来越高，中国科技发展也正在实现“追

赶超越”。在经济增长的支撑下，过去“引进—吸收—消化”的科技创新方式帮助

我国积累了良好的科技资源和创新基础，中国科技进步正在接近世界前沿水平。

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利用技术封锁、贸易制裁、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等手

段遏制中国的快速追赶，这凸显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决定性

作用，我国只有实施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战略才能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分工来看，国际产业分工与格局发生明显更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兴起，人类已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智能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促使生产资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也加速了全球生产、

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巨大变化。主要国家纷纷追求从“生产制造”到“科

技服务”的价值升级，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然而，受制于美元体系、

贸易规则及创新路径依赖等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产

业链“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被牢牢锁定在“中低端环节”。尽管我国已经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但是“大而不强”的局面一直没有得

到彻底改善。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紧抓历史机遇，突破现有全球

产业链位势，打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是推动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的关

键战略，而实施此战略的必由路径则是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面对当前十分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多重挑战，科技自立自强无疑是在新发展形

势下的一项长期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自力更生，又要开放融通，必须处

                                                        
① 资料来源：习近平.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J]. 求是，2021(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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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的关系，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创新链与

产业链深度融合，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二、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重要战略支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国内大循

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

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①这既指明了科技创新在新时期构建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重

要性，也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在未来国家发展和全球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十三五”

期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经济社会发

展也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凸显强

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对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意义（见图 1-1）。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比任何时候都

需要增强创新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 

 

 
 

图 1-1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 

 

从经济增长来看，“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

历史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年均 6.7%左右的增速，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

球经济比重达 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0%左右，成为世界第二大、

                                                        
①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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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2020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明显，但是，

在坚决果断抗击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同时，我国经济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末同比恢

复增长至 0.7%①，成为疫情冲击下全球唯一同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呈

现出良好的经济韧性和增长潜力，这也为我国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优越的社会基础。 

从科研基础来看，我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

技人才队伍初步形成，已经形成人才快速发展“新态势”。“十三五”期间，我国

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加大，2020 年达到 2.4 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

界第二；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 6%，增长近一倍，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过 60%②。同时，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涌现，建成了一批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国家级重点及工程实验室、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随着科学研

究投入的增加，科研基础的“软硬件”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将大大促

进我国面向世界技术前沿的从“技术跟随”到“技术领先”的战略突破。 

从创新活力来看，“十三五”期间，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创新活力进一

步释放，形成了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21 个国家自创区和 169 个高新

区成为地方创新发展“领头雁”，高新区生产总值五年增长超过 50%，高新技术企

业从 7.9 万家增长到 22.5 万家③；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34 万亿元，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青年科技人才

规模快速增长，研发人员数量由 2012 年的 416.7 万人增长到 2021 年的 858.1 万人，

科技人才规模翻一番。《2023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在

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首次超过美国，占世界总量的 30.3%，以高

被引论文数量为代表的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④。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高质量专利申请在 2019 年就超越美国，达

到世界第一⑤；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到 2 万亿元。此外，经过一系列科技体制

改革，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难题得到部分解决，将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活力，释

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重要的制度

保障。 

审视过去，尽管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 2017

                                                        
① 高歌，苏缨翔，张信凤，等. 中国经济三季度在增长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EB/OL]. (2020-10-20) 

[2024-05-10].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1020/c100Z-31899261.html. 

②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 2020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21-09-22) 

[2024-05-10].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dpcgb/qgkjjftrtjgb/202302/t20230206_1902130.html. 

③ 2020 年 10 月 21 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的讲话。 

④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23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R]. 2023. 

⑤ 2020 年 4 月 7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发布会，公布了 2019 年专

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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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第 22 位跃升至 2021 年的第 12 位①。然而，在新时代，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关键性

问题，例如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不完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需

要加强、科技管理方式有待优化、科技评价体制亟须深入改革等，这也对我国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实施提出了挑战。 

三、金融支持助力破解科技自立自强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不仅明确了建

设科技强国的行动纲领，也为新时代金融支持国家“科技自强”战略实施指明了

前进方向。创新是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而金融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发展

进程来看，金融市场、产品、工具等为我国以企业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活动发挥了

重要支持和促进作用。 

然而，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深刻变革、知识领域

不断交叉融合、技术与社会加速渗透的新时代背景下，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是以“解

决卡脖子关键技术”为基础、以“实现基础前沿研究引领”为目标的系统性任务。

不同于一般性技术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涉及的创新过程具有周期长、风险大、难

度高、短期市场效应弱等特点，其技术市场化过程则面临资源需求大、成果转化

慢、产业化程度低等挑战，这对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实施的金融体系提出了更

创新、更高效、更务实的新要求。一方面，以关键技术、基础前沿研究等为代表

的创新往往是大工程、大项目、原创探索性工作，不仅在前期研究阶段需要长期

稳定的资金支持，在后期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阶段也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科

技创新必须依赖于更加高效务实的金融资源支持。另一方面，以“卡脖子”技术

为代表的长周期科技创新活动可能面临技术失败、市场失败等挑战，这要求在金

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或社会主体必须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

前提下加快创新变革，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采取更加有效率的金融方法，

应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金融服务手段与策略体系。因此，面对

新时代新要求，金融支持成为破解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实施的关键抓手，金融如何

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呈现出“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

                                                        
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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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还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科技投入产出效

益较低，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科技评价体系还不适应科技发展要求，科

技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①等特征，发挥金融市场、产品、工具等对科技创新短板

问题解决的“催化”作用显得尤为关键。然而，面向新时代的科技自强战略问题，

金融手段发挥的功能作用依然具有局限性，在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方面仍然存

在“鸿沟”问题。 

第一，以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融资渠道难以满足科技创新主体的金融需求。

目前，我国从事新兴技术研究的科创企业的融资渠道仍以股权直接融资为主，以

银行业间接融资为辅。股权融资到了一定阶段后，企业对间接融资需求则较强烈。

但是，科创企业的自身特点与银行信贷准入标准匹配度低，与技术攻关和新兴技

术探索阶段的金融需求不匹配。一方面，许多处于技术攻关，甚至技术引领阶段

的企业由于轻资产（技术、专利、商誉等）特点，缺乏“硬”抵押而难以获得充

足的信贷资金支持。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许多从事或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前

沿技术探索的科创企业无法与金融机构实现有效对接。另一方面，银行业相对集

中度高，大多数银行的信贷模式和对象呈现出同质化特征，对于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的科技创新项目采取“风险规避”，系统内部缺乏有效的创新激励，使得具备潜

力的科技型企业难以通过银行渠道缓解融资约束压力。 

第二，欠发达的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动机不强，力度较弱。重大

竞争性、引领性技术往往需要经历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等阶段，尤

其在基础前沿领域的长期探索过程中，主导机构或企业往往没有收益来源，主要

依靠自有资金或者其他资金的投入。而我国当前的风险投资市场还不发达，尤其

缺乏专业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制约了金融手段推动战略性、关键性、引领性的科

技创新活动。以资本市场“上市”为目标的金融支持导向，使得资本市场更加关

注企业的利润、营收、股本结构等实质性条件，评价标准具有短视特点。同时，

机构投资者数量少也使得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支持力度不足，融资功能发挥成效

不佳。债权市场主要偏好以低风险特征为主的政府债券，而且其高发行成本及严

准入条件也使得企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难以成为有效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主要金融业务产品。 

第三，鼓励金融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还有待完善。我国科创企业获取金融

资源的渠道相对单一；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在现有金融工具、产品政策集合下，

难以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支持通道，部分已经获得金融支持的科创企业也仅仅是短

期、小额支持，无法获取更富效率的金融政策或产品工具支持。在严格的微宏观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5 月 28 日两院院士大会及第十届全国科技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7 第一章  绪    论

审慎监管制度下，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较低，缺乏适配新兴科技、前沿科技、关

键“卡脖子”技术等属性的金融产品创新激励。同时，不同部门的金融监管政策

也存在不一致情况，跨市场、跨机构的系统性、综合性金融服务创新难以协调。

因而，当前金融市场中的主体亟须扭转传统经营或政策设计理念，加快在信用评

估、担保制度、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定向研发金融工具产品、制度机制和

适配政策，提升金融对科技活动的支持精准性和效率性。 

第四，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的风险分摊与管理机制还不健全。由于以解决“卡

脖子”为核心的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实施伴随着高复杂度、不确定性等特点，金融

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也面临金融风险防范等重大问题。当前，我国还缺乏适

合战略性、关键性、前沿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同时，支持

科技自立自强相关的产业政策缺少配套政策，如风险补偿、信贷补贴或激励等；

不同地方政府整合银行、保险、企业及评估中介机构等资源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未能建立起多元主体合作的科技创新与金融支持的风险分担机制。因此，支持科

技创新不仅需要改进优化风险管理体系，还需要加强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协作协

同水平，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的生态系统建设，全面夯实金融支持科技自

立自强战略的资源能力基础。 

解决上述重大实践问题，需要理论上首先识别金融支持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基

本内容、维度特性、目标方向、领域特征及两者之间的理论互动机理，借助技术

方法及理论方法，以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以金融支持为过程途径，重点借鉴国

内外成功经验，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情况，构建金融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

逻辑。 

一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厘清辨清我国科技创新过程中金融支持相关

政策的渊源、导向、特征、效果。明确我国在发挥金融功能支持科技创新活动中

的宏观调整及微观演化特点，凝练不同时期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的困难及关键

应对方法，有助于我们面对新时期新要求更好地深化改革、设计制度机制、落实

政策保障等。 

二是立足辩证看问题的思维，借鉴学习国外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发展的成功经

验与案例的同时，结合我国近年来的实践情况及问题，剖析明确面向科技自立自

强战略的金融支持过程中的“鸿沟”或“顽症”，建立破解这些难题的系统性理论

逻辑和思维框架。通过学习吸收消化，唯物辩证使用成功案例经验，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实践路径及经验总结，是在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阶段及自立自强要求下有

效破解科技金融资源约束，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认知基础。 

三是从宏观视角来看，融合树立跨领域协作的系统化战略思维是金融支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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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的关键所在。要解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科学研究周期较长、

环境变化的挑战较大、技术突破的困难较多、产业化应用短期难见效等问题，不

仅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也需要长期大量的金融资源支撑。而市场化的金

融资源又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和特征，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活动存在目标

冲突。如何既不违背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又能有效支持科技创新则

需要系统化思维、战略性思维。 

四是找准关键问题，把握关键突破点是破解难题的重中之重。从现实情况来

看，资源不能流入前沿技术科创企业等现象归根结底在于“政策壁垒”无法逾越。

尽管对金融机构的业务、产品、服务等方面的创新给予了一定的补充和支持，但

是“通道容量”依然受到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硬约束”。因而，破解难题的关键

在于如何创新制度，如何协同产品服务等。 

五是持续迭代改进政策，善于打出政策“组合拳”。现有科技活动、金融活

动所涉及的国家部门、地方政府部门较多，由于分管业务侧重不同及领域发展要

求不同，不同部门制定的科技金融类政策多且散，不利于精准、协同、高效地推

动金融资源在科技创新行业的输入或流动。同时，政策不能实现“用户中心化”

的持续迭代效果，则难以满足市场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动态需求；多类政策间不

能实现“壁垒破除化”的互补协同效果，则难以有效打破约束、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满足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的长期需求。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005B57FA4E8E201C005B9AD88D2891CF62535370005D201D005D0020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