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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家族治理模式对完善
安徽省民营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启示

陈继东，许丽

(安徽科技学院，安徽蚌埠233100)

摘要：安徽省民营中小企业和东亚家族企业所处的文化背

景相似，共同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其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极为相

似。文章在阐述东亚家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我省民营

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重点论述了如何在借鉴东亚家族治

理模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省民营中小企业的实际，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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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

问题，是现代企业经营环境发展变化的结果。公司治理结构的

实质是有关资本所有人享有公司的所有权；公司享有公司资产

的法人财产权；经理享有公司经营权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调

整企业中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团体、投资者、经理人员和职工之

间的关系，并从这种安排中使各方利益趋-丁最大化。目前国际

上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主要包括股东主导型(英、美模式)、

债权主导型(日、德模式)和家族控制型(东亚模式)。东亚

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家族关系或家族理念的基础上组建和运营

的家族企业。从东北亚到东南亚，许多新型企业的外形结构虽

已具备现代企业某些特征。但其内在结构的根基，却依旧成长

在本土以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社会和文化。这点和安

徽省民营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类似，因此可以充分借鉴东亚家

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完善我省民营中小企业公司治理。

一、东亚家族治理模式的特征

东亚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血缘和家庭观念比较浓，

家长或族长往往有很高的权威。东哑家族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

权一般不完全分离，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家族公司的经营者

受到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公司决策家长

化，其他家族成员一般必须服从。政府对公司发展有较大的制

约，因此，注重搞好与政府尤其是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东亚

家族公司的一个共同特征。在政府主导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对

家族企业在融资上一般都呈现出软约束的特征，因而使得公司

受到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约束较弱。家族控制型的东

亚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有：

(一)企业所有权或股权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

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表现为五种情况。第一

种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单一创业者拥有，当创业者退

休后，企业的所有权传递给子女，由其子女共同拥有。第二种

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参与创业的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

妹共同拥有。待企业由创业者的第二代经营时，企业的所有权

则由创业者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或堂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拥有。

第i种情况是，企业的所有权由合资创业的具有血缘、姻缘和

亲缘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然后顺延传递给创业者第二代或第

三代的家族成员，并由他们共同控制。第四种情况是，家族创

业者或家族企业与家族外其他创业者或企业共同合资创办企业

时，由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控股，待企业股权传递给家族第

二代或第三代后，形成由家族成员联合共同控股的局面。第五

种情况是，一些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家族企业。迫于企业公开

化或社会化的压力，把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家族外的其他人

或企业，或把企业进行改造公开上市，从而形成家族企业产权

多元化的格局，但这些股权已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仍

然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着。不论哪种情况，企业的所有权仍然

主要由家族成员共同控制是共同特点。

· (二)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管理权集中在家族手中

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

是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由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控制，另一种

情况是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由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和有亲

缘、姻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

(三)企业决策的家长化

企业的决策被纳入了家族内部序列，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

办新企业、开拓新业务、人事任免、决定企业的接班人等都由

家族中的同时是企业创办人的家长一人做出，家族中其他成员

作出的决策也须得到家长的首肯，即使这些家长已经退出企业

经营的第一线，但由家族第二代成员作出的重大决策，也必须

征询家长的意见或征得家长的同意。

(四)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

家族企业中，经营者受到了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

励和约束。与非家族企业经营者相比，家族企业的经营者的道

德风险、利己的个人主义倾向发生的可能性较低。用规范的制

度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约束已经不必要。

(五)注重人性化管理，企业员工管理家庭化

家族企业在企业中创造和培育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使员工

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不仅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

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珲者和员工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而且还

减少和削弱了员工和企业间的摩擦和矛盾，保证了企业的顺利

发展。

(六)企业的发展受政府的制约

东亚的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政府的制约。在东

南亚国家，家族企业一般存在于华人中间，而华人又是这些国

家的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且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华

人经济与当地土著经济之问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华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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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企业经常受到政府没置的种种障碍的限制。为了企业的发展，

华人家族企业被迫采取与政府及政府的公营企业合作，与政府

公营企业合资以及在企业中安置政府退休官员和政府官员亲属

任职等形式，来搞好与政府的关系。而在韩国，政府对家族企

业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引导和支持上。凡家族

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的，政

府会在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进行'-3I导和

扶持，反之，政府会在金融、财政、税收等力‘面给予限制。因

此，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的发展都受到了政府的制约，

彳H在东南亚，政府对家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限制，在韩国，

政府对家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则是引导和扶持。

二、对东亚治理模式的分析

东亚家族控制型的治理模式，使得家族与公司合一，公司

利益与家族利益息息相关，家族成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相互

配合，团结奋斗，在公司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公司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合一，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代理成奉，利

于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同时，公司领导人往往集所有权和控

制权丁：一身，因而公司决策容易得到贯彻执行，使管理效率大

大提高。由于政府政策和银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一些家族公

司迅速成长，走上规模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但家族公司治

理的缺点也显而易见，一是忽视了小股东的利益；二是缺乏对

家族以外公司人力资本的激励作用；三是公司任人惟亲可能带

来经营上的风险；四是公司领导权在传递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后

可能导致公司分裂、解散和破产；五是公司社会化、公开化程

度低对公司发展产生制约。

三、我省民营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

我省民营中小企业的治理模式与东亚的家族模式基本相

同。由于发展时间短，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整体上仍处于家族

企业的初级阶段。企业产权更加封闭，家族资本持股比例很

高。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家族式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些

特殊的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家族式企业的竞争能力。

这些特殊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行为完全符

合厂商准则。二是企业的凝聚力强。家族式企业所具有的家族

和企业合一的特征，使得家族成员视企业资产为家族财产，把

企业的业务看作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形成了企业是家族的延

伸和模拟的家族的观念意识。企业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

三是管理稳定程度高。由于家族成员控制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

营管理权，使得家族式企业在管理和控制上能够像家庭一样保

持较高的稳定性。四是决策迅速。家族企业可以独裁式地指挥

家族企业的前进方向，并对家族式企业的重大事务做出决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决策时间，保证了决策过程的迅速性。

但是伴随着我省民营中小企业规模的扩大，其成长中的困惑越

来越突出。

四、启示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和制度环境的限制，照搬英美模式和日

德模式显然不符合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借鉴与我省民营中小

企业文化背景和经营环境类似的东亚家族治珲模式显得十分必

要。然而借鉴不是盲目的，而是要结合我省民营中小企业的实

际情况，摒弁糟粕，吸收精华。因为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

理模式。

【一)完善股权结构

高度的控股权虽然有利于企业的所有者牢牢掌握企业的控

制权，但是股权的集中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企业资本与经营权

力的紧密结合使所有者可以全面控制企业，其权力无限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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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结构的均衡被打破，其结果是内部治理结构缺乏独立性和

稳定性，决策过程缺乏科学合理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丧失了热

情和积极性。然而完全分散股权显然在现阶段难以实施，因此，

可以适当分散企业的股权，改变股权过于集中的现状。笔者建

议可以从以下几个力’面分散股权：

1．吸收银行参股。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01DJY052)对2000多家民营中小企业问卷调查，发现53．8％

的企业选择资金不足为企业发展最不利的问题。民营中小企业

资金告急，不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财我国整体良好的经济

环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服务对

象为大中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数量相对较少。究其原

因当然有很多，但是笔者认为信息不埘称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银行不能直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而民营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体系义不健全。因而造成了企业想借却借不着，银行想贷

却不敢贷的矛盾局面。

笔者认为民营中小企业可以吸收银行参股。这样，不仅摆

脱了企业融资困境，也解决了银行的顾虑。不过，在目前情况

下，实现银行的完全参股，还有一定的难度。为降低银行风险，

可以充分发挥可转换公司证券的优势，给予银行参股的自由选

择权。

2．实行债权转股权。我国一部分民营中小企业是由原国有

企转制过来的，本身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和人员包袱，而有

效资产义少到了濒临破产的程度，因此，可以考虑实行债转股，

将一家企业一定数量的债务按一定的价格标准折算为本企业的

股权，并通过契约的方式让债权方企业所拥有。将企业之间的

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产权关系，实现了企业法人财产作为一种

新的投资进入企业财产所有权的构成中，以此推动民营中小企

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造。

3．吸收社会资金及机构资金。吸收社会保障基金、保险资

金以及一些机构投资基金的进入，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

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机构投资

者的进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管。

4．吸收个人投资。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也

稳定增长，与此对应的不是居民个人投资高潮的到来，而是居

民个人储蓄的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鼓励企业通过制定各种政策，

吸引居民进行个人投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二)完善经营管理权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虽然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

理效率。但是家族成员毕竟不是专业的管理人才，其自身知识

的局限性必将限制企业的发展，造成“井底之蛙”的现状。因

此，应适当的将所有权．0经营权的分离，吸收专业人才加入管

理队伍。考虑到让业主完全放权不太现实，可以分步实施：

第一步，在业主保留决策权的情况下，将执行权下放给家

族外部的管理人员。例如采购、生产、销售环节的权力可以交

由专业的家族外部管理人员执行。

第二步，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应将决策权逐步放开，可

以吸收专业的家族外部管理人员进入决策层，避免家族决策的

盲目性和狭隘性。

(三：)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

我省民营中小企业在激励机制的制定上缺乏科学性和系统

性。其表现为：制度建立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强，建立激励机制

很少作通盘的考虑和充分的论证，到真正付诸实施时，才发现

制度的系统性差，可操作性差；制度的建立缺乏长远的规划。

朝令夕改现象相对严重。有时对于同一种事件，今年一套激励

 万方数据



2008年第24期
(总第100期)

现代仓业文化
MODERN ENl匿RRIs CUImJRE

NO．24．2008

(CumulativetyNO．1 00)

以人为本，打造和谐企业文化

高林有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津南分公司，天津300350)

摘要：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前提。打造和谐企

业文化应做到以下几点：尊重员工的才能与创造；尊重客户；

公开企业信息；积极探索情境领导模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

方法；积极吸收借鉴中外优秀企业文化。

关键词：以人为本；和谐企业文化；员工知情权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员工所

认可并付诸实践的企业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正如著名企

业家柳传志说的：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人才是利润最

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宝洁公

司的前董事长Mr．Dupree曾说类似的话：你可以拿走我的资金、

厂房以及品牌，只要留下我们的人，十年内我们将重建一切。

可见，对一个企业而言，厂房资金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

要的还是人。因此，一个企业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是对人员的管

理，因为无论是企业的生产操作，还是发展壮大，都是由人来

完成，所以企业文化建漫中对人的关注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以人为本的理念也逐渐受到重视。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打造和

谐企业文化，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充分认识打造和谐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一)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前提

众所周知，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一个企业、一

个单位，如果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

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企业过程中，文化因素深深地渗

入其间，它为和谐企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和谐

社会的构建，要求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整合社会各种力量。

同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企业，也必然要求搞好企业文化建设，

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特有的企

业精神和发展理念。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其生存

与发展，兴旺与衰败，实际上都离不开强势企业文化作支撑。

诸如日本的松下、中国的海尔、美国的微软等等郁是如此。以

网络公司为例，弘扬先进的企业文化，可以确保网络企业发展

方向的正确性和目标的科学性；可以为构建和谐网络企业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

(二)以人为本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社

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依靠人，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科

学发展观，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一方面企业要以人为本，引进人才、留住人才。21世纪网

络企业的竞争焦点在于人才的竞争，要实现企业内部和谐，网

法，明年又是另一套做法，搞得大家无所适从，不知后年又将

如何。约束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同样如此，翻开企业相关规章制

度，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规章制度十有八九是针对下属员工而

言的，对经营者不具约束力。事实上，在实施中也是如此。

肉此，建立科学长效的激励，‘j约束机制对民营中小企业尤

为重要。笔者建议针对不同层次的员工采用不同的激励与约束

机制，在保障员上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突出精神激励。

(四)引入人性化管理

笔者建议可以借鉴东理家族治理模式，引入人性化管理。

中华民族是注重亲情的民族，在当今社会，更多企业都在将过

去那种机械式、制度式、条例式、家长式的管理逐步向人性化

的管理改进以适应新经济的要求。根据员工的能力、特长、兴

趣、心理状况等综合情况来科学地安排最合适的工作，并且在

工作中充分地考虑到员工的成长和价值，使员工能够在工作中

充分调动和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创造优异

的工作业绩，为达到企业发展目标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人性

化管理的根本目的。

(五)政府应加强扶持和引导

在韩国，政府埘家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引导和扶持。

在我国虽然也出台了一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但

是总体来说，政府还是亲睐大中型企业，各方面的政策主要是

倾向于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由于发展历史不长，基础弱，底

子薄，更需要得到关心和扶持。建议地方政府应从政策上切实

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完善中小民营企业的资本

市场，另一方面要引导中小民营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使

中小民营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陈霞．关于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U】．科技

创业月刊，2007， (1)．

【2】张一新．美欧与东南亚家族企业之比较[D】．苏州大学，

20()6．

[3】朱羿锟，秦伟，罗家慧．东南亚华人企业治理结构探微U】．
东南亚研究，2003， (1)．

f41宋亚非．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

考11]．北方论丛，2007， (1)．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

2007sk206)；安徽省社科联资助课题(编号：A2006004)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继东(1972-)，男，安徽五河人，安徽科技

学院管理学院财务会计系副主任，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财

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公司治理。
’

一27—

 万方数据



东亚家族治理模式对完善安徽省民营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启

示
作者： 陈继东， 许丽

作者单位： 安徽科技学院,安徽,蚌埠,233100

刊名：
现代企业文化

英文刊名： MODERN ENTERPRISE CULTURE

年，卷(期)： 2008(24)

  
参考文献(4条)

1.陈霞 关于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期刊论文]-科技创业月刊 2007(01)

2.张一新 美欧与东南亚家族企业之比较 2006

3.朱羿锟;秦伟;罗家慧 东南亚华人企业治理结构探微[期刊论文]-东南亚研究 2003(01)

4.宋亚非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考[期刊论文]-北方论丛 2007(01)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赵炬 传统封闭式家族管理模式的变革[期刊论文]-杭州商学院学报2004(1)

2. 曲歌.QU Ge 吉林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期刊论文]-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21(1)

3. 白桂梅.BAI Gui-mei 如何提高山西省民营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期刊论文]-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14(2)

4. 李传军 德国公司的共同治理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期刊论文]-领导科学2003(10)

5. 罗琼芳 典型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会计政策选择之此较[期刊论文]-商场现代化2008(11)

6. 王铮 公司控制权收益的理论述评[期刊论文]-经济问题探索2005(9)

7. 沈其强 吉安市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策略思考[期刊论文]-集团经济研究2006(35)

8. 王道高.吴美香 民营中小企业制度缺陷及其治理[期刊论文]-商场现代化2006(18)

9. 龚翔 审计委员会与公司治理[期刊论文]-乡镇企业研究2002(5)

10. 孙丽姗 河南民营中小企业激励现状分析[期刊论文]-决策探索2010(18)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qywh200824016.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qywh200824016.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qywh200824016.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7%bb%a7%e4%b8%9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ae%b8%e4%b8%b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ae%89%e5%be%bd%e7%a7%91%e6%8a%80%e5%ad%a6%e9%99%a2%2c%e5%ae%89%e5%be%bd%2c%e8%9a%8c%e5%9f%a0%2c233100%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qywh.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qyw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9%9c%9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cyyk20070105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kjcyyk.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4%b8%80%e6%96%b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dqywh200824016%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7%be%bf%e9%94%9f%3b%e7%a7%a6%e4%bc%9f%3b%e7%bd%97%e5%ae%b6%e6%85%a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nyyj20030101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ny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b%e4%ba%9a%e9%9d%9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flc20070103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flc.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7%82%ac%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zjszfglgbxyxb200401006&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szfglgbxyxb20040100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jszfglgbx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2%e6%ad%8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QU+G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lsjjglgbxyxb200701004&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lsjjglgbxyxb20070100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lsjjglgbx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9%bd%e6%a1%82%e6%a2%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BAI+Gui-mei%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sxjjglgbxyxb200602006&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jjglgbxyxb20060200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xjjglgbx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4%bc%a0%e5%86%9b%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ldkx200310023&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dkx20031002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d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d%97%e7%90%bc%e8%8a%b3%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scxdh200811216&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xdh20081121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xd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9%93%a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jwtts200509033&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jwtts20050903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jwtts.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2%88%e5%85%b6%e5%bc%ba%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tjjyj200635082&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tjjyj20063508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tjj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9%81%93%e9%ab%98%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7%be%8e%e9%a6%99%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scxdh200618033&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xdh20061803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xd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e%9a%e7%bf%94%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xzqyyj200205004&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qyyj20020500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zqy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4%b8%bd%e5%a7%97%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cts201018014&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cts20101801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cts.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qywh200824016.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