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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来自日本的经验·专题

1 全球视野下的乡村思想演进
乡村的起源显然早于城市 , 乡村规划的起源可

能也不比城市晚，或者说是伴随着城市规划而发展。

如果说孟菲斯城是城市规划的最早杰作的话 , 那么

伴随农业发展、择水而居的乡村居民点的诞生抑或

可以说是乡村规划的最早作品。在封建社会时期的

中国，乡村地区遍布乡绅、乡贤们营建的大院或建

筑群落；甚至整村都是一个家族的聚居地，比如安

徽的西递宏村、山西的大汖古村、贵州的屯堡（明

朝汉兵南迁）等。这些村庄在建设之时必定有着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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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规划思想指导，故能处理好供水、排水、采光、

通风、防火、防御和健康等诸多问题。

目光投向近代，乡村规划同样是与城市规划相伴

而生的。19 世纪英国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顺利完成

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从欧洲近代早期的乌邦

托空想社会主义的提倡者托马斯 • 莫尔开始，就强调

了城乡融合发展，甚至于提出每户人家有一半人在乡

村工作；之后的罗伯特 • 欧文提出了新协和村的公社

构想，强调村庄的自给自足 [1]。探究霍华德的田园城

市概念，其核心思想也是将城市和乡村置于同一框架

摘要：本文主要从全球视角审视乡村思想的演进历程，提出乡村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要为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提供支撑。相对欧美而言，我们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更要加强研究和
借鉴。本文首先以全球视野简述乡村思想的演进，然后从行政管理体系、财税制度、法律法规和规划编制
四个方面概述日本的乡村规划建设特点，最后对本期刊发的若干日本乡村发展和规划文章做简要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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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Rural Thought in the Global View and the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Japan: An Introduction 

ZHANG L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though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puts forward 
that rural research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mpared wi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thin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n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lanning in Japan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tax system, law and Regulation, and planning making. Finally, the paper put forwards 
brief  comments on the articles concerning Japanese rur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published in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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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提出了构筑城乡一体化的理想城市策略，其主

导的田园城市建设堪称是将乡村思想引入城市的伟大

实践。之后，1933 年阿伯克隆比提出的“城镇和乡村

规划”和 1947 年英国颁布的《城镇与乡村规划法案》

更是明确地将城市和乡村并立① [2]。

在纷繁变迁的全球格局下，城乡关系亦在不

断演化。即便如此，欧洲国家仍然把乡村作为区域

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法国，虽然在其国土

开发政策中把国土划分为城市地区、乡村地区、城

乡混合区、山区和滨海地区四种类型，但乡村开发

与建设管理始终是纳入到统一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

中，践行着城乡统筹发展 [3]；比如德国，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乡村地区更新建设”，不仅要促进乡

村地区的更新发展，也要使乡村更加融入到整个国

家的空间体系 [4]；再比如日本，一系列的国家法律

法规贯穿于城市与乡村 [5]。在现代化大势下，乡村

在从传统的纯农业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 [6]。

乡村思想的演进性特点和差异化的实践，提示

了乡村研究亦要与时俱进；除了基本的理论研究之

外，也要结合最新的发展情势和研究前沿的实践，

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支撑。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借

鉴发达国家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应是未来几十年中国乡村规划和建设发展的方

向。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

但其农村与农业经营的特点与同处东亚的中国较为

相似；其乡村规划建设曾经历了国家工业化、城市

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曾学习过欧美发

展的经验。因此日本的乡村规划建设经验，对正处

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国而言，其学术和实践

价值不言而喻②。

同济大学乡村研究团队自 2013 年起曾多次赴

日本开展乡村田野调查，南至九州的大分地区、北

至北海道；不仅考察了偏远村落，也拜访了大都市

郊区的（东京都）的村役所。通过深入的居民访谈、

政府座谈和实地考察，我们逐步加深了对日本乡村

规划建设的理解。我们在考察过程中，曾与当地多

位教授进行深入交流；有关学者欣然接受了我们的

邀稿请求，撰写了若干介绍日本乡村规划和建设经

验的文章。在多方支持下，本期的“乡村振兴——

来自日本的经验”专题得以面世。

本期专题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宏大叙

事的文体格局，即并非全部采取常规的学术文体，

而是聚焦于当下日本乡村规划建设中的几个关键议

题，关注于介绍经验和利于得出启示。除了对日本

乡村规划政策的综述外，还包括了乡村生态规划、

乡村社区的灾后恢复能力、边缘村落活化、生态旅

游与生态博物馆、季节性居住、市民农园等具体内

容。正是这些“小视角”的微观议题，构成了对当

下日本乡村规划建设特点的精准描述；希冀本期的

专题内容不仅对高校读者有益，而且对一线的规划

编制和管理者的具体工作也有所裨益。

2 日本的乡村规划建设特点
日本国土面积 38 万平方公里，2015 年人口 1.27

亿，属多山型国家，农地面积仅占 12%，目前是仅

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5 年人均

GDP 排名世界 23 位，为 32477 美元，是中国的 4 倍。

日本的行政区划体系采用二级体制，一级是相当于

中国省级的都道府县，二级是市町村，市大体与中

国的建制市相当，町可以基本对应于镇，村可以基

本对应于乡。经过多次市町村合并，截至 2016 年

日本有 183 市、745 町和 790 村。

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理论上市町村是独立

的自治单位，但中央和都道府县政府仍然可以通过

财政手段去引导和控制其建设方向。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日本乡村建设大发展时期，中央税占比

曾经高达 75%（目前中国中央税收占比为 50% 左

右），但其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较为健全，

科目较为明确 [7]。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乡村建设

中，中央政府拨款、都道府县出资、市町村自筹比

例约为 60%、20% 和 10%。19 世纪 80 年代经济平

稳增长时期中央投入比例下降到了 50% 左右。2012

年都道府县的财政支出总额为 4948 万日元、市町

村为 5566 万日元，市町村占比超过了都道府县 [8]。

日本的农村建设法律体系较为健全。以《食品、

农业、农村基本法》（1990年颁布，原为1961年版《农

业基本法》）为母法，各类涉及农业农村建设的法

律总共有 200 多部。战后日本农村建设与规划制度

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

促进农业发展的土地改革阶段，20 世纪 60 至 80 年

代的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体制建设阶段和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国土一体化发展阶段 [9]。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农村人口大量

流出，日本开始制定针对性的农村政策，并把农村

地区纳入规划体系，之后陆续出台了《国土利用规

划法》《城市规划法》《农业振兴地域整治建设法》

《农业地区工业引入促进法》《村落地域整治法》《多

级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食品 • 农业 • 农村基

本法》（前身是《农业基本法》）《关于在特定农

山村的活性化推进基础设施整治法》《过疏地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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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促进特别措施法》和《国土形成规划法》等刚性

法律，此外还有《市町村基本构想》和《景观法》

等非刚性法律。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保障了农村

建设的有序开展 [5,8]。

日本农村地区的核心规划是农业振兴地域整治

规划（简称“农振规划”）。日本的规划一般从四

个层面展开：国家层面、广域层面、都道府县层面

和市町村层面。在市町村规划层面，在城市化调整

区的农村规划要符合城市规划法的要求，原则上在

农振地区要制定农业振兴地域整治规划，在城市化

调整区和农振地区重叠范围内的农村地区，要按照

《村落地域整治法》制定集落农振规划。但具体的

建设落实，需要符合农村综合整治计划和市町村计

划 [10]。显然日本的农村规划划分了两个部分，一部

分是纯农地区，一部分是城乡融合地区，或者说是

有城市化特征或者即将城市化的地区。两部分的规

划编制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土地改良和农业生

产，后者重视建设控制。这对中国乡村规划体系建

设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经济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农村人居

环境的改善是通过农业农村整治工作推进的，大体

经历了从初期的农田开发和填海造地、重视农业生

产能力提升、环境整治、农村生活质量提升和全面

振兴乡村地域五个阶段。其中发起于 20 世纪 60 年

代的造村运动影响较为持久，平松守彦推广的“一

村一品”具有世界影响。

大体而言，日本乡村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

健全，在局部和重点地域的风貌保护较为成功。日

本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乡村经历了工业化、环境

公害、农业保护、乡村建设和乡村活化的发展过程，

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规划与建设经

验，以及面对乡村老龄化和空心化所做出的应对措

施等，均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和学习借鉴。

另一方面，我们近年对日本乡村地区的田野考

察也表明，日本的农村规划建设虽然有一定的成就，

但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

诸多政策措施，力图挽回乡村地区的衰退趋势和重

振活力，但总体成效并不大。在日本的很多农村地

区，乡村建设亦较为杂乱，即使东京都的郊区村庄，

其建设质量也并不都是很理想；而在九州的大分县，

我们访谈过的村庄中也有污水直排的。所以，乡村

振兴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命题，对发达国家而言

亦是需要应对的难题。

3 文章导读
日本乡村规划学会副会长系长浩司先生常年研

究乡村规划并付诸实践。系长先生多次访问中国，

并引导和组织了我们 2016 年的日本北部地区的乡村

考察。为支持本专辑的出版，系长教授专门写了一

篇系统介绍日本农村和农村规划前沿的论文。系长

教授在文章中试图为读者解答最基本的乡村概念。

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回顾了日本的乡村发展历程和

背景，指出了当下日本农村需要研究的几个关键课

题：人口减少、粮食应对、农地荒废、城乡联系、

六次产业、乡村旅游、乡村生态等，这些课题也正

是本专辑稿件所覆盖的内容；其次，明确指出，农

村规划不仅仅是空间规划，是空间、经济和社会的

三位一体的规划；其三，剖析了农村的多元复合功

能；其四，指出农村规划的主体是村民，要建设可

持续的村庄；其五，展望了生态村的规划前景。系

长教授用极短的篇幅为我们展现了当下日本的乡村

和乡村规划的总体图景，为我们深入理解日本的乡

村规划和建设提供了支撑。

丁奇等撰写的论文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视角审视

了日本乡村规划建设政策的演进历程。论文将日本

的乡村建设主题与经济发展阶段分析紧密结合。将

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恢复期、经济高速

增长期和经济低速增长期。在经济恢复期，日本的

乡村发展目标主要围绕农业和农地制度改革而展开，

乡村建设主要集中在土地整理、农地拓展和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尚没有专门的乡村规划。在经济

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城乡发展差距加大，乡村发

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农业增长慢、农村空心化、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面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通

过一系列的立法和政策指导来逐步化解。这一时期

的乡村建设开始重视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市町村

规划开始出现，并主要关注于土地利用和村庄整治，

乡村规划体系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在经济低速发

展阶段，日本对农村公共事业更加重视，相关立法

更加完善；这一阶段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生

活品质改善、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乡村魅力

重塑是乡村建设重点，乡村文化、乡村风貌受到了

重视。纵观日本乡村建设、规划和相关政策演变的

历程，其在不同的阶段解决不同的发展问题，但中

央政府一直对乡村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大泽启志教授在我们访日期间亲自为我们授

课，他深入翔实地阐述了日本乡村生态规划工作的

主要内容和重点；其深入扎实的数据和分析研究工

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泽教授的文章系统阐

释了日本的自然观的演变，从最初的只关注自然风

景区，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自然的严重破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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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乡村的自然价值的重新认识，最后的共识为

“乡村应作为全民的原风景”。大泽教授熟悉欧洲

国家的生态规划，结合欧洲经验，概括了日本乡村

景观呈碎片化，但正是这种碎片化特征保持了生物

的多样性。大泽教授指出，乡村地区人为活动的减

少对乡村生物多样性会产生负面影响。援引前西德

的经验，大泽教授指出乡村的过度整治，会破坏小

尺度的、生态价值高的生境，乡村生态重建要从恢

复乡村生物的标志性物种（如萤火虫和蜻蜓）开始，

为乡村注入活力。大泽教授认为乡村本身就是生态

基础设施。大泽教授的论文引发我们深思，例如我

们曾经一直认为乡村景观的破碎化是百弊而无一利

的，但正是这种破碎化特征却有利于生物种群的多

样性；对生态维系而言，乡村环境整治亦不能过度。

由此看来，如何跳出既有的简单认识倾向、并科学

审慎地对待乡村，确实是我们亟需反思的一个问题。

进一步的话题是，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乡村？乡村的功能是什么？怎样促进乡村的持续发

展？浅野耕太深入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

富论》，进而从国民财富的视角对乡村的功能和价

值展开了探讨。浅野教授引用亚当斯密的原话“国

民财富就是‘国民年复一年消费的所有生活必需品

和奢侈品’”，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乡村可以产生

国民财富，但是国民对这种财富的感知不明显，继

而，浅野认为，乡村的功能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和服

务，其功能是多元复合的。那么如何提升乡村的国

民财富生产能力，浅野认为除了重视乡村社区资本、

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还要重视乡村的社会资

本，浅野称之为“农村合作力”。结合日本政府的“地

方创生”战略，浅野认为，要充分利用农业农村发

展事业的契机，不仅促进农村活力的提升，还可以

实现农村的六次产业化，进而有机会恢复全日本的

经济社会活力。

日本是一个多灾的国家（雪灾、地震、海啸、

核泄露等），长期的灾害和社会意识也推动了日本

的乡村防灾与乡村规划研究。沼野夏生教授的论文

从雪灾和海啸两个方面，结合案例介绍了灾后恢复

能力与乡村规划的关系。对于雪灾而言，早期乡村

人口为了躲避雪灾等，会去城市觅求栖身之所，但

现在随着城市灾害的危险性加大，情况正在发生转

变，市民开始主动去乡村寻求避难场所。主要原因

在于乡村地区存在更强大的地方性社区，其对防止

灾害扩大和减灾具有重要作用。延续传统方式并藉

以维持日常生活的乡村社区具有超乎想象的坚韧性

及灾后恢复能力。对于海啸而言，日本政府一直都

在推动居民点向高地搬迁，也称之为“集体迁居”。

尽管集体迁居实施起来有困难，但在长期的政策执

行过程中，结合特定机遇是可以实现高地迁移计划

的。该文作者认为，对于乡村地区的防灾体系建设

而言，要注重自下而上的机制建设，要关注当地社

区的灾后恢复能力，并给予信赖。

乡村的衰败问题主要是人口的大量流出，以及

人口的老龄化。对此，有日本学者将住房空置率较

高的村落定义为“边缘村落”，即认为住房空置率

过高的村落将快速走向衰亡。八木健太郎教授的文

章在对广岛县三原市的两个离岛做案例研究之后，

认为村落并不一定要依赖常住者才能维持，而是可

以通过非常住者在村落中的活动来保持村落活力。

简单而言，就是边缘村落的外出人口只要与村落还

存在联系的纽带——或者是亲缘、或者是文化传统、

或者是情怀追求等，他们就会定期返乡参与村庄活

动，从而使村庄间断地保持活力，而不至于消失。

文章还认为，外来的艺术家或民间组织对边缘村落

活化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实际上，中国很多山区的村落状况已经或即将

十分接近于日本的所谓“边缘村落”，留守老人高

龄化、房屋破败化等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导致很多

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整村搬迁”。日本的研究和

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即这些边缘村落，在其外表衰

败的背后还有其活化的基因；如果适当引导外部力

量介入的话，这些山村仍有机会恢复一定的活力，

或者至少不会自然消亡。

日本的一些偏远小规模村落的衰败问题更加严

峻。柴田和片山的论文以小规模村落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分析，探讨了山区小规模

村落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山鹿市五个村庄的案例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也反

映了农村老龄人口对农村生活的粘性。这与同济大

学张立老师牵头的全国 480 个村的调查结论基本一

致 [11]，中日两国的农村老龄和中年人口都倾向于继

续定居乡村。该论文也讨论了外出子女的返乡意愿，

指出外出子女是否返乡主要与“家庭联系和乡村不

动产情况”有关③。联想到当下的中国，山区的村

落和村民数量依然庞大，而普遍的地方政府决策是

移民下山。但是，从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正是

这些偏远山区的村落，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沟通

受限，反而很好地保存了农耕文化和传统习俗。在

交通设施和通讯设备日益强大的今天，如何有针对

性地适当保留一些有文化价值的山村生活聚落，实

际正是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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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应对乡村地区过疏化、乡村人口老龄化、

乡村社区衰败化等问题，进行了“城市与乡村的交

流”“地方振兴”“地方活化”“地方再生”“地

方创生”等各种社会活动与建设；生态旅游作为其

中之一而受到重视，井原满明教授的文章关注这一

问题。生态旅游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源于德国、法

国和英国，如德国的农家休闲工程、法国的农家民

宿、英国的乡村旅游等。生态旅游除了乡村农业和

林业体验外，其特色就是乡村民宿。如同文中所引

用一位宾馆经理的话“……农家民宿照搬宾馆的模

式就失败了……”；据此，井原满明指出，生态旅

游最关键是要根植于本土。继而引用法国的生态博

物馆概念指出，挖掘、利用和保护区域资源，把生

态博物馆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以重建乡村活力，应

对人口减少。井原教授还指出，应该采用与自然共

生的、源于乡村固有的“生产生活”的规划方式来

构筑乡村，乡村生态旅游必须走向乡村自立为目的

的“乡村创生”。井原教授最后把生态旅游描述为“向

着更美好明天的旅行”；尽管如此，他也毫不隐晦

地指出，虽然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乡村建设了

大量乡村旅游设施，但成功的屈指可数。井原教授

的论文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下的乡村旅游提供了有价

值的视角；过于商业化和迎合市民口味的乡村旅游

开发正在一步步地侵蚀中国乡村固有的生活和空间

环境，城市化的景观建设导向正在破坏乡村的田园

风貌，而根植于本土的、能够融入乡土生活的生态

旅游才应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价值导向。

在积雪的寒冷地区，由于人口的高龄化，冬季

居住的质量和应急救援一直是地方政府需要面对的

棘手问题。野村理惠的论文就此提出了冬季居住共

享的理念，并以北海道地区的案例为基础，介绍了

集住计划的制定、内容、人员召集、设施建设和维

护等，向我们展示了集住体系建设的可能性及需要

面对的问题。与居住共享类似，日本近些年为了促

进城乡均衡发展，引导城市人口向乡村地区的逆向

流动，提出了“两地居住”对策，即城市居民在不

同时段在城市和乡村交替居住。日本政府意图通过

“两地居住”政策，提升乡村地区的活力，缓解老

龄化和过疏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12]。

东正则教授的文章将我们带入到了城市，但话

题依然与“农”相关；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

市民农园④，继而从市民农园的概念、类型、特点

和意义出发，阐述了日本市民农园的发展历程。东

正则认为市民农园不是一般的城市公园，应具有农

业体验和生态教育的功能，是居民交流与环境共生

的设施，是日常生活的延伸，是城市生活的补充，

是城乡交流的媒介。作者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论述了中国建设市民农园的必要性，认为市

民农园是城市规划应有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城市农

地是为城市增加弹性和韧性的重要素材，是城市生

态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市民农园是成熟市

民的呼唤。最后作者提出，“亚洲的城市规划要有

亚洲的特点，这种有农的城市有可能成为全球生态

文明时代最前端的城市”。

最后，赵民教授和李仁熙教授站在东亚乡村研

究之于中国的借鉴价值的视角，梳理了日韩两国的

城乡关系及城市化的历史演进，指出，国家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其城乡关系的特征和内涵不同，乡村

建设的重点和策略亦不同。赵民教授和李仁熙教授

回顾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结合在韩国

的考察认识，指出其上下互动和协同推进的农村建

设策略值得中国学习。赵民教授和李仁熙教授认为，

中国的乡村建设要谋划在先，努力走出一条能够保

全乡村社会主体地位的工业化、城镇化之路，从而

实现更为健康的城乡一体化。论文进而结合对日本

乡村建设的考察认知，指出日本的乡村建设总体优

于韩国，但这不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而是与文化传

统有关。最后，作者认为区域差异是客观且必然存

在的，如何在工业化、城镇化及农村人口大幅减少

的大趋势下，使农村社会结构保持相对均衡、使乡

村功能及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巨

大挑战和紧迫课题。

注：

①如果说特例的话，或许 20 世纪初期为了解决大城市的

无限蔓延问题而提出的卫星城理念抛开了乡村，孤立地建立

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②除了日本之外，东亚的韩国也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学

习，相关的研究成果请参见《国际城市规划》杂志 2016 年第

6期的东亚乡村规划研究专栏。

③作者清楚，因回收样本量较少，参考价值有很大局限性。

尽管如此，本文为我们了解日本山村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一扇

窗口。

④日本的市民农园可能最早建于1924年，二战期间中断。

1952 年日本的农地法明确不允许农地租借，所以市民农园建

设一直没有启动。上世纪 6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市民

休闲需求的增加，市民农园有所萌动，1974 年全国已经开设

了 163 家，到 1987 年增加到了 2718 家。1989 年《特定农

地租赁法》的颁布，使得市民农园建设合法化，2005 年该法

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市民农园的建设主体范畴，市民农园开

（下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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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里国家财富的概念与国民经济计算中的国家财富概念

不同。国民经济计算中的国家财富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产，

也就是指土地、建筑物、设施、机械等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

③大头针生产是大众比较熟悉的分工案例。

④原文直译过来应为“社会资本”，但是该词在社会学意义

上是一个专有名词，其专有涵义与本文作者在此处的表达意图不

一致。另一方面，本文的第四个资本的本质内涵是“社会资本”。

为不混淆和误导读者，本文将其翻译为“地域资本”。 （译者注）

⑤安倍所提出的目标，指的是阻止少子化老龄化继续发

生，50 年后人口维持在 1 亿的水平，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庭、

职场、地域中活跃，日本要建成这样的社会。（译者注）

⑥关于 UIJ 迁移的说明：U 迁移，从地方搬到都市居住

后又搬回地方；I 迁移，从地方搬到都市居住或从城市搬到地

方居住；J 迁移，从地方搬到大规模的都市居住，随后搬到中

等规模的都市居住。（译者注）

⑦一次性购买大量的东西，起源于节假日中国游客到日

本进行大量采购的行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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