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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戽 思 想 市 飧 的 功 铖 、

规喇 和 管 理劊斯

王振霞

【提 要 】 完善的思想市场是鼓励创新的关键 。 高速发展的智库在 中 国 思想市场建设过程

中将扮演重要的 角 色 ， 是
“

思想产品
”

的主要提供者 ， 是创新的重要来源 。 本文在分析思想市

场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 结合中 国 国情 ， 借鉴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探讨 中 国智库未来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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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关注 。 胃轉軟胃触轉 ’Ｗ翅雌
―

、 思想市场特征及对智库及经济 、 科技 、 文化等各个方面 ， 并致力 于为

＾ ｔＥ＾ｌ ｉＡｖＲ 当前重大战略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 是很多新思

罗纳德 ？ 科斯 （ Ｒｏｎａ ｌｄＣｏａｓｅ ） 和王宁在
想 、 ＿念 、 新技术的产生源泉 °＿ ’ 智＃

《变革中国 》
—钟翻 ， 思＿场与创新将直

接影响中 国未来经济可纖发展 。

？点￥

发中 国国 内对
“

思想市场
”

的广泛讨论 。 研究
２０１ ５ 年 １

ｇ２０Ｂ ’ 巾＃巾

认为 ， 社会创新 的动力 和持续性源于企业 、 政

府等各类雜賴意 、 舱 Ｕ及献等聽产

品的获取赚用 。 思想产品既可 以产生于臟

内部 ， 也可以来源于组织外部 。 思想市场的建设
将为思想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提供平台 ， 通过＾ｇｐ

．① ［英 ］ 罗纳德 ？ 科斯 、 王宁 ： 《 变革 中 国 》 ， 徐堯、 李哲 民

竞争与合作 ， 为各类现实问题寻求到最好的解决译 ， 中信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２ ５ ４ 页 。

方案 ， 有效地促进社会制度创新 、 生产和管理方② Ｂａｒｎｅｙ ，
Ｒ

，
Ｆｉ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 ｉｎｅｄ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 ｉｖｅ

法创新 ， 以及公共政策创新 ②③④ 八扣肪响 ’施如发 １ ９９ １ ，
Ｖ〇 １ ＿ １ ７ ⑴ ，

■ 、 入＾ ｐｐ ． ９ ９
＿

１ ２０ ．

与商 Ｐ ｆＩ市场 样 ？ 思想市场也是 由 —》
Ｉ部？Ｑ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 Ｈ ， ， ＪＭｍｒｏｔｔ ｆ ｉＤ Ｔｉ

： ＪＶ？ｗ

分组成的 ， 即思想产品 （ ｉｄｅａｓ ） 、 思想产品供给ｆｏｒＣｒｅａｔ 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Ｂｏｓ ｔｏｒｕ

者 （ ｉｄｅａｓｏｗｎｅｒ ｓ ） ， 以及思想产品需求者 （ ｉｄ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 ｓ 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 ｓ ，２００３ ．

＿．

ｃｆａｙ １
．

 ｉ止④Ｅｎｋｅ ｌ ，Ｅ ＊
，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 ，０？ ， ａｎｄ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

Ｈ ． ，Ｏｐｅｎ

ａｓｓｅｅｋｅｒｓ ） 。 近年来 ， 智库 （ ｔｈ ｉｎｋ
－

ｔａｎｋ ） 作为Ｒ＆Ｄ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Ｅｘｐ 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特殊的思想产品供给者 ， 其作用 的发挥受到广辟ｍｃｎ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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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 ； 是国家软实第四 ， 智库市场管理和规制 的复杂性 。 早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可见 ， 对智库的建设和规制期西方研究者认为 ， 人是具有完全理性 的 ， 任

已经成为国家思想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未何抑制 自 由 言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 言论 自 由

来智库建设 ， 需要清晰地认识智库在思想市场中有助于真理的发现和传播 。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作用的特殊性 ， 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学者逐渐认识到真理的标准取决于社会所能接

第一 ， 智库提供的思想产品具有特殊性 。 从受的认知水平 ， 即
“

是否是真理
”

取决于是否

现实来看 ， 智库提供的思想产品多 以研究报告 、 能对现象有所解释 ， 并使人感到舒适 （人们更

新闻报道和内部报告形式出现 ， 容易让人觉得智加相信他们愿意相信或者符合其 自 身偏好的理

库主要从事现实问题和具体政策研究 。 但实际上 ， 论 ） ， 今天的真理也许就是明天的迷信 。

⑥

智库产品的
“

生产过程
”

更加复杂 。 卢中原提出 ，科斯在 １ ９７４ 年发表 《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 》

中国智库要敢于和善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文 ，

⑦ 运用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释思想市场

和规律 ， 而不是停 留在表面现象和短期变化 。

？是否应该管制 ， 以及如何监管 。 文中提到 ， 由于

所以 ， 智库研究需要在前沿学术理论的支撑下 ， 商品生产者 出于牟利 的需要 ， 可能会隐藏信息 ，

准确辨识现实问题的根源 ， 并快速提出解决方案 。 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 因此对于商品市场的管

第二 ， 智库与思想产品需求者之间关系 的制是被普遍认可的 。 与商品市场一样 ， 思想市场也

特殊性 。 基于对组织 内部创新能力 的激发 ， 很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 其
“

生产者
，，

也会隐藏
“

思

多组织 自 己组建智库 ， 如政府机关下设的官方想产品
，，

的信息 。 由于 自利和 自负 ， 思想市场生产

智库等 。 现阶段 ， 越来越多 的研究质疑智库背 者总是认为 自 己的研究成果 （言论等思想产品 ） 接

景将影响其科学性 、 独立性和客观性 。 如徐共 近真理 ， 而不应该受到管制 ； 或者出于牟利的需要

城指出 ， 中 国智库多为官方背景 ， 独立性不强 ， 而反对管制 。 所以 ， 与商品市场类似 ， 对思想市场

专业化程度不够 ， 不能很好应对市场变化 。

？ 李 也应该管制 ， 并遵循成本
一

收益分析的原则 。

占峰等也认为 ： 依附于政府的 中 国智库缺乏独＿

立 、 自主和主动性 。 目前对智库进行监督管理二 、 国 夕 卜智库的发展理念和

和激励的制度框架缺失 ， 不利于智库建设 。

③ 但运行机制特点

是 ， 完全独立的智库又面临着资金来源不稳定 、

袖士
■

虫人徘 田 ｕ 》且 ？ ＋

研究力量薄麵 问题 。 智库背景与其独立性之

间的关系成为智库建设的核心 内容 。

第三 ， 智库与其他思想产品供给者之间关系
府釆纳的程度 ， 以及在国陳Ｓ和媒体上的知名

的特殊性 。 目前 ， 在中国具有智库功能的组织大

致分为五类 ： 謙下设的研究机构 、 事业单位下
①

＝

中原 ： 《 中 国智库的历史担当 》 ， 《全球化 》 腿 年第 １

设的研究机构 、 企业下设的研究机构 、 民间机构 ② 徐共城 ： 《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 国智库发展的启示 》 ， 《经济

下设的研究机构以及大学下设的研究机构 。 除此社会体制 比较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２ 期 。

之外 ， 高等院校 、 独立学者 ， 甚至媒体等都具有
③ 李 占峰等 ： 《 中国智库发展亟需理念和制度创新 》 ， 《开放导

报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６ 期

思想产品供给者的特征 。 有的研究认为 ， 应大力 ④ Ｔｅｎｖｉｅｓｃｈ
，Ｃ ， 知 ， Ｙ ． ，Ｃｏｎｔｅｓ ｔｓ

，ＯｐｅｎＩｎ
－

发展多元化智库 ， 促进智库之间 的竞争 。 但是 ，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Ｍｕｌ ｔ ｉ

－

ａｇｅｎｔ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ｏ ｌｖ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也有研究指出 ， 思想产品供给者的数量与思想产
麵 ’Ｖ〇 ｌ ． ５ ４（ ９ ） ， ｐｐ． １ ５ ２ ９

－

廳．

品质量之间可能是负 向影响关系 ， 过度竞争将降
⑤

第

密 《论 自 由 》 ’ 许宝锻译 ， 商务 印 书馆

低研究的水平 ， 应将思想产品供给者控制在合理⑥ Ｉｎｇｂｅｒ ， 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ｐｌ ａｃｅｏｆＩｄｅａｓ ：ＡＬｅｇ ｉｔ ｉｍｉｚ ｉｎｇＭｙｔｈ
，

的范围内 。

④ 智库之间 、 智库与其他思想产品供 Ｉ％４ ，ｐ－ ２ ５ －

给者之间 的竞争与合作是有边界的 ， 如何促进
⑦

合理竞争 ， 将涉及思想市场秩序建设问题 。 Ｐｒｏ＾Ｗｎｇｓ
， １ ９ ７ ４ ，ｐｐ ． ３ ８４

－

３９ １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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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话语权 ， 被认为是各国智库学习的典范 。库并没有表现出 只是政府的研究工具或者是政

美国智 库 的产生 可 以 追溯 到
“

进 步时代府某些部 门职能 的延伸等特征 ， 而是能较好地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ｖｅＥｍ ）

”

， 其 目 的是敦促政府在政治通过学界或者政界有影响力 的专家 ， 致力 于弥

体制 、 经济领域 、 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等方面合政党纲领与执行政策之间 的合法性鸿沟 。

③

进行改革 。 美国 民众认为 ， 与政府的研究部 门从德国智库和美国智库的比较来看 ， 官方背景

相 比 ， 智库更加具有前瞻性 、 更加鼓励争论 。 和资助来源并不是判断其独立性的唯
一标准 ， 优化

智库依托专家的知识和见解 ， 借助科学研究 的组织治理结构 、 完善人才选拔激励机制 以及增加

手段解决公共问题 ， 能达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财务制度透明性等 ， 将直接影响智库思想产品 的

和资源配置效率的 目 的 。 由于没有直接的利益关 客观性和前瞻性 。 这是智库建设的关键问题 。

系 ， 智库更加容易突破政府部 门界限 ， 实现多个第二 ， 智库间竞争和监管问题的反思 。 思

部门联合研究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发达国家 想市场与商品市场类似 ， 鼓励智库之间 （智库

的政府机构逐渐庞大 ， 政府通过 自 己努力深化改与大学之间等 ） 的 良性竞争将有助于发挥市场

革的能力遭到质疑 。 同时 ，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意 机制的积极作用 。 思想市场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 ， 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研 之一就是通过 自 由辩论 ， 不断发现谬误 、 鼓励

究变得至关重要 ， 这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创新 。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进
一步加深 ， 各个

的有利环境 。 智库被诸多研究者称为继立法 、 行
国家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 国 内外环境 ， 在这种

ｍ ， 情况下 ， 多元化的智库建设有助于创新知识 自

安德鲁 ？ 里奇指 出 ， 智库应成为独立 的 、

由传播 ， 有利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社会进步 。

但是 ， 思想市场 自 由争论与智库 自 由 竞争

专业知ｐｍ 胃
是否翻－概念 ？ 麵辦竞争是否意味着不

ｎ向政策制定过程 。

② 但是 ， 随着全球不同 国家胃
能对智库进行除了市场机制 自 身约束之外的监

麵多样化发展 ， 对智库 的独立性 、 非营利性
管 ？ 费兰克 ？ 奈特曾 经写道 ： 最大的谬误莫过

以及影响
＾

？共政策决策过程等问题也有不 同 的
于把 自 由和 自 由竞争混为

一谈 。

？ 正是由于思想

市场具有与商品市场 同样 的缺陷 ， 也存在市场

丄

第
一

，

＾
库独立 造 。

：巧
为 ’

失灵 ， 所以对思想市场的监管是不可避免的 。

近年来 ， 全球智库发展迅速 。 根据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 目发雜 《全
如

球智库报告 》 统计 ， 麵 年全球智库有 ５４５ ６ 家 ，

到 ２０ １ ２ 年就发展到 ６ ６０３ 家 。 智库之间竞争麵

醚 日益細 ， 这－細補于職 内容的＾
＇

展
紧密联系 。 旋转门

”

是美国智库与政府紧密联系 ／口 曰 Ｐ
－ ｔ

ｈｈ＾
－

ｍＬ－ ＞ 、

？ＶＩ

■

楚 空去 ■与确
＇

笛也笛老 ＊夕 ｜苗
和研允深度的增加 ’ 但是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智库

式
获職漏雜 ， 使得智库不得不輕多 的注

份的转换 ， 美国智库不仅向５Ｗ输送研究成果 ， 也１

向麵输送麟ＡＭ 。 为鱗＾信力 ， 美国智库更
意力转移到对成果的且传和对资源的争夺上 。

加重视智库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 透明的财务制度 、

職人员科学的选拔机制以及餅的麵机制 。① 雜账 ＿及运作 》 ，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 ， 近年来德 国智库在社 ② ［美 ］ 安德鲁 ． 里奇 ： 《智库 、 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

会改革中发挥着 巨大作用 ， 使得社会开始重新学 》 ， 潘羽辉等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〇 １ 〇 年版 。

认识智库背景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 德国很多
③ 丛伟丽编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 ： 智库的作用 》 ， 《 国

智库都是政府或者党派资助的 ， 有些德 国知名
④ Ｋｎｉｇｈ ｔ＾ｍ Ｃｏｍｐ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 ，Ｔｒａｉｍ ｅ ｔ ｉ〇ｎ Ｐｕｂ

＿

智库基本上完全 由某一政党资助 ， 但是德 国智 Ｕ ｓｈｅｒｓ ，１ ９ ９ ７ ，ｐ ． ４４ ．

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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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吸引决策者 、 公众以及媒体的关注 以事实上 ， 从思想产品的产生过程来看 ， 智库

提高 自 身知名度 的需要 ， 智库将可能更加关注和大学是没有明显差异的 ， 都需要依靠理论支撑 、

现实 问题和解决方案 ， 更加贴近现实 。 但是 ， 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相应的学术价值 ； 两者之间明

也可能导致智库缺乏对长期 问题研究的兴趣和显的区别在于成果传播和宣传的角度不同 。 有的

耐性 ， 而只关注于短期 、 紧急 问题 ， 使得研究欧美智库学者可以通过
“

旋转门
”

等方式 ， 或者

的深度和创新性受到挑战 。 特别是随着互联 网自身良好的学术名声以影响决策 。 也有的智库需

技术的发展 ， 关注智库研究成果的群体更加庞 要其研究成果被报纸 、 电 台和 电视引用和报道 ，

大 ， 智库学者学术成果将面临来 自 社会各个群 然后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并资助其深化研究 ，

体的质疑和争论 ， 研究压力也将 日 益增加 ， 从 最后才能被决策者应用 。 在这种情况下 ， 智库不
而失去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 。得不放弃过于严谨的理论推导和专业术语 ， 而采

解决这些 问题 ’ 需要政府管理者与智库共 取简化的语言和直接的政策建议 ， 但这只是为了
同努力 。

一是重视学科带头人制度建设 ， 以 吸 “

营销产品
，，

而牺牲研究成果在形式上的学术性 ，

引长期致力于某一领域研究 、 并具有 良好学术 并不是牺牲成果本身的
“

学术含金量
”

。

名声的知名学者 ， 这是美 国智库建设的重要 内

容 。 良好的学术名声是竞争力和公信力 的体现 ，三 、 中 国智库的现状和

可以避免智库为 了争夺资源而丧失公信力 。 二管理创新建议
是逐步细分智库市场 ， 促进智 库服务专业化 。

欧美 国家智库服务体现在政治 、 经济 、 外交 、在中 国 ， 職意义上的智库大多产生于 ２〇

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 逐步细分的智库市滅
世纪中后期 。 早期＿智賴主要工作是政策

利于专业化的培育 ， 树立 良性竞争秩序 。 三是
宣传而非系统研究 。

② 随着 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和

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 对不 同研究性质的
全球化趋势带来的诸多新问题 ， 智库在 中 国经

智库 ， 其人才选拔和激励机制可 以 有所区别 ，

济转型发展过程 中逐渐发挥作用 。 但是 ， 与智

但是都要 以研究质量的考核为 中心 ， 如兰德公
库数量激增相 比 ， 中 国智库的影响力和创新力

司建立的 内部外部双重考核的
“

兰德特殊研究尚显不足 。 从全球智库排名看 ， 在不包含美 国

标准
”

。

① 四是依照法律和规定对言论边界进行 智库的情况下 ， 世界前 １ 〇〇 名 的智库只有 ５ 家来

管理 。 言论 自 由并不代表不能管制 。 在 ２ ０ 世纪自 中 国 ； 而在包含美 国智库 的排名 中 ， 世界前

之前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就任何
“

言论 自
１ ５ 〇 名智库中 只有 ６ 家来 自 中 国 。

③ 从智库研究

由
”

的联邦法律进行司法审查 。 而第一次世界 领域看 ， 中 国智库在 国 际事务 、 技术领域等方

大战时期 ， 在
“

明显且 即 时 的危险
，，

情况下 ，

面作用不足 ， 尚不具备引导 国 内知识创新氛围 、

美国司法界则认为应制定法律来防止言论可能带为 国家各领域改革提供智力支持的能力 。 《关于

来的实质性危害 。

一

战之后 ， 美国司法界逐渐在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 提到 ， 中

公民言论 自 由和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寻求平衡 。国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 ， 具有较

第三 ， 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导向与学术严谨 大影响力和 国际知名度 的高质量智库缺乏 ； 提

性之间的权衡 。 从欧美智库发展现实看 ， 智库学
^

者的研究成果很多在研讨会 、 书籍 、 报纸 、 新闻① 安淑新 ： 《 国外智库管理运行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 ， 《 当代

采访 、 专栏等发表 ； 而大学研究者的成果多以 同经济管理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５ 期 。

研议期刊 、 学术专著以及教材等形式发表 。 出
②

于对成果营销的需要 ， 智库学者会经常出现在媒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２ ．

体中 ， 而大学研究人员 的媒体曝光率相对不高 。③ ＭｃＧａｎｎ ， Ｊ ａｍｅ ｓａ ，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Ｔ。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Ｒｅｐｏｒｔ

据此 ， 很多研究认为 ， 与大学相比 ， 智库研究的
Ａ

，：

ｈ ｉｎｋ

ｇｒａｍＵｎ ｉ 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 ｉａＰｈ ｉ ｌａｄｅ ｌｐｈ ｉａ
，ＰＡ ＵＳＡ ，

政策导向性明显 ， 但是可能会牺牲学术的严谨性 。 ２０ １ ２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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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 ， 参与决策咨询缺的资金来源 ， 也可以强化其研究的独立性 。 五是

乏制度性安排 ， 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 资源细化智库内部分工 ， 提高科研服务的质量 。 对科

配置不够科学 ， 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 ， 研辅助工作应明确其分工 ， 尽量减少文件整理、

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 。报送等工作对科研时间的挤占 。

针对中 国智库 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 在第二 ， 建立多层次智库体系 ， 兼顾智库学

借鉴国外智库发展经验基础上 ， 本文对 中 国智术前沿和政策智囊双重属性 。

一是对 已经具有

库建设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较好基础的智库 ， 鼓励其成为兼具综合性和专

第一 ， 以组织治理结构改革为依托 ， 塑造业性的智库 ， 既能把握经济体制发展规律 ， 判

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 所谓独立性和客观性断重大战略改革问题的方向 ， 也能提出改革的具

是指建立完善的制度和独立的运作原则 ， 树立体政策建议和实施步骤 。 二是对规模不大、 研究

研究题 目与智库 自 身利益之间
“

隔离的墙
”

， 使人员学术背景相近的智库 ， 鼓励其长期致力于专

得智库研究结论不受资助方 、 媒体 ， 甚至公众业研究 ， 动态跟踪学科前沿进展 ， 定期发布研究

偏好或者喜好的影响 ， 而是坚持研究的科学性 、 成果 。 三是建立研究智库发展规律 、 排名和贡献

前瞻性和一致性 。 率的专门组织和机构 ， 定期发布智库研究报告 。

对于中国智库而言 ， 智库背景不应作为衡量第三 ， 鼓励智库交流与合作 ， 探索建立智

智库独立性的唯一标准 。 智库治理结构改革是未库规制管理准则 。 加强对 中 国 民 间智库 、 非 营

来中国智库建设的关键 。 智库治理结构改革的方利性组织的资金支持 ， 鼓励智库之间 良性竞争 。

向 ，

一是强化学科带头人的积极作用 ， 重视专业同时 ， 也应提高智库建设的质量 ， 避免过度竞

研究团队建设。 智库学科带头人应具备良好的学争 。 在树立良好 的知识传播氛 围 、 尊重学科权

术声望和严格的 自律能力 ， 凭借其长期以来研究威的同时 ， 也应避免智库学者隐藏信息 、 扭 曲

能力和观点的一致性和科学性 ， 树立智库严谨的信息和垄断话语权 。

名声 。 二是灵活调整智库组织框架结构 。 在常设第四 ， 善用传播媒介 ， 丰富成果转化渠道 ，

科研团队的基础上 ， 组建临时研究团队或项 目组 ，
．
积极扩大影响力 。 在深入分析 、 严谨论证的基

集中力量突破需马上解决的紧急问题。 这样一方础上 ， 智库应该积极利用合适的平 台对外发布

面可以集中力量 、 提高效率 ， 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研究成果 ， 树立 品牌 。 智库应重视新媒体传播

智库与资助方隔离 ， 保持研究的客观性 。 三是规方式和范围 ， 建立多元化的成果发布形式 ， 这

范智库与思想产品需求者之间 的关系 。 完善课题有助于扩大正面影响 ， 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 。

招投标制度 ， 通过政府采购 、 专家匿名评审等方

式 ， 保证课题研究的质量和客观性 。 四是探索智本文作者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财经战略研 究

库资助来源的多元化 ， 适当鼓励民间资本以投资院助理研究 员 、 经济学博士

或者捐赠等方式参与智库建设 ， 既可以稳定智库责任编辑 ： 任朝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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