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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差别化区域政策，是指基于不同地区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差异而制定的，以实现分区规划、分类

管理为行动目标的民族教育政策。纵观我国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差别化区域政策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只要民

族间和区域间的差距存在，就要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这是我国民族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动

民族高等教育实践持续深化的战略选择和实现民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制胜法宝。要进一步完善差别化区域

政策，一要深刻把握教育政策体系的层级特点，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完善教育政策体系。二要从政策制定环节

与执行环节两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动力机制，制定差别化区域政策，以及有区别地执行民族教育政策和适时动

态地对民族教育政策进行调整。这对于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民族事务

治理法制化水平，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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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差别化区域政策，是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把握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内涵，论证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实施依据，探索完善差别化

区域政策的路径，促进民族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对于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制化水平，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为例，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明确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基本内涵

民族教育政策是依据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而制定的关于民族教育工作的行动准

则，它是民族教育理论与民族教育实践的中介形式，兼有民族教育理论与民族教育实践的双重属性。

什么是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2015年8月11日，国务院以国发〔2015〕46号文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

民族教育的决定》。该《决定》在阐述新时期民族教育基本原则时指出：“坚持缩小发展差距。坚持民族因素

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完善差别化区域政策，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夯实发展基础，缩小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

平，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推进民族教育全面发展。”［1］572首次提出了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

和实施有差别化区域政策的问题。

依据国务院文件的精神，我们可以给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给出如下定义：所谓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

政策，是指基于不同地区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差异而制定的，以实现民族教育分区规划和分类管理为行动

目标的民族教育政策。

由此可以对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做出如下归纳。

第一，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实施的内在动力来自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对象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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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现象，即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现象。

第二，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实施的基本依据存在两类影响因素：一是表现为不同民族间的在教育发

展水平上的差异现象；二是体现为不同地区间的在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现象。前者影响因素是因民族因

素的不同而形成；而后者影响因素则是因地区因素的不同而形成。

第三，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教育发展进行分区规划；二是

对民族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分类管理。也就是说，要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地促进民族教育

健康发展。

第四，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实施的必备条件有三类：一是我国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教育发展水平

上的差距现象；二是我国各民族之间在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现象；三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上的差距现象。

第五，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实施的缘由是民族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这是我国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从不平衡状态形成的特点看，既有因历史因素而造成的且难以一时弥补的差距现象，

又有民族教育在当代实践中新产生的差距现象。民族教育业已形成的差距现象，是历史与现实两种因素共

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我国教育发达地区教育的发

展水平也在日益缩小。但从民族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看，这种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我国实行改革

开放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出现了许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十分迅速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加大了民族间和地区间在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现象。

无论是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还是各民族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和一个民

族内部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只要这种差距存在，都有必要通过实施差别化区域政策，有针对性地、有目的

地促进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教育活动和谐发展，以实现民族教育自身的均衡和谐发展和与教育发达地区的

均衡和谐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加快

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如何克服和破解制约民族教育自身存在着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障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族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当前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要

以差别化政策助推民族教育加快发展，不断提升民族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3］可见，实施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还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

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只要民族教育还存在着民族间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民族

教育就要实施差别化区域政策，这就是我们对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基本理解。

二、领会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实践逻辑

纵观我国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实施差别化区域政策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我国民族教育发展

的不平衡，一直是民族高等教育实践中始终如一的被高度关注的问题，并力求通过制定和贯彻差别化区域政

策来努力缩小这种差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曾提出：要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予少数民族以实际帮助，而这一主

张“必须依照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与通俗化。”［4］244“需要依据民族的特点而变动我们的

政策”，避免公式化和机械化倾向。［4］431在具体工作中，不要照搬和套用其它解放区的一些做法。要“善于运用

策略，紧紧的掌握政策。”［4］1010要教育在蒙古族地区工作的干部懂得民族政策，懂得区别不同地区（农业、半农

半牧、纯牧）的不同政策。［4］1139此外，我党领导的民族教育实践中也一以贯之了上述思想。中共中央党校于

1937年开办了民族班；中央党校于1939年成立回族班。1940年陕北公学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1941年建立

了延安民族学院和定边伊斯兰公学。1944年原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青年革命学校迁至延安。1945年

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创办城川民族学院。1949年东北解放区成立延边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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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高等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新实践，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适应了革命战争需

要，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建立初期，学员就包括蒙古、回、满、藏、

苗、彝、东乡、汉等民族。从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成立后的9年中，民族学院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从事民族

工作的汉族干部500多人。其中延安时期400多人，其中有蒙古族150多人，回族60多人，藏族7人，彝族6人，苗

族1人，满族37人，汉族140多人。其中一部分人担负了中央及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和专家学者。如回族的杨静

仁、沙里士；藏族的天宝、扎喜旺徐、沙纳；彝族的王占清、潘占云；苗族的徐忠义；满族的何树声；蒙古族的奎

壁、布赫、云照光、黄静涛、云世英等。［5］

新中国成立后，再一次开启了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实践的新征途、新篇章，不仅创立了民族高等教育理

论，而且通过创新教育形式、改革教育内容和提升教学方法等，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因族制宜的发展我国民

族高等教育的崭新道路。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就学机会，教育部发文规定：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其他一般高

等学校时，实行“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办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规定比例、择优录取和适当照顾相结

合，在各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学生录取比例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6］227对报考本自治区所属的高等学校的

考生给予了更多的照顾，当考试成绩达到一般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最低标准时可以优先录取。“对少数教育基

础比较薄弱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山区、边疆等县，可以制订分专业的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计

划。［7］519对散杂居地区民族考生，中等以上学校可根据当地情况，对少数民族子女适当降低分数线。［7］716享受西

部政策待遇的民族自治地方和需要特别支持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以及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按照“定向招

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特殊政策招收新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采取“统一考试、适当降分”的

特殊政策，招收少数民族考生为主，同时按一定比例招收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考生。［1］458

民族高等教育在办学形式上也进行了中国特色的创新。为了“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政

务院印发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使民族学院（大学）快速发展，成

为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为了培养民族地区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硕士研究生招生中采

取了“双少生”制度，对九省区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的考生采取特殊的政策。［8］218教育部等五部委还专门印发

了《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1］458在改善民族地区人才层次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了“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特殊的培养”，［8］203还有计划、有重点地在部分高等学校举办了民族班。［1］452并

对人口较少民族适当倾斜。［9］为了加快培养民族人才，为在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习打下良

好基础，举办了大学预科教育，［10］为了更好地为西藏、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根据西藏、新疆情况及本地需

求，举办了内地西藏班校、内地新疆高中班和招收了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等。

民族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创新实践，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新型的民族干部队

伍和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民族干部数量也逐年增

多，据统计，我国民族干部的数量从1956、1958年的21万、40万左右，逐步增加到1978年的83.4万人、1988年的

184万人，1992年底达到228.4万人。1999年达到282.4万人。民族专业技术干部由1979年的23.8万人增加到

1996年180万人左右，占民族干部总数的67.5%。进入了21世纪，2000年，我国民族干部达到270万余人，截至

2004年底，我国民族干部已达到291.5万人，其中专业技术干部202.6万人，约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七成。十

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干部的数量和质量均得到了提升，民族干部培养的体制机制日趋完善。2012年，我国民

族干部数量达到299.4万人，全国党政群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的民族干部有5万人，比2002年增长了近两

成，［11］满足了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干部的需求。

由此可见，正是我们在民族高等教育实践中，遵循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了差别化区域政策，

避免了“一刀切”的某些做法，才使得我国民族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促进了民族振兴事业和民族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为我国各民族提供了牢固的源源不竭的人力资源支撑。实践证明，差别化区域政策是我国民

族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和基本保障，是民族高等教育实践持续深化发展的制胜法宝。

三、完善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实施路径

在我们对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实施依据进行阐述后，有必要对完善民族教育差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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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政策的路径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完善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系统和优化民族教育政策动力

机制两方面来实现。

（一）完善政策体系系统

教育政策体系系统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在当前教育实践中，我们更多的并习惯于关

注教育政策体系的横向系统，而相对忽视教育政策体系的纵向系统。

教育政策体系系统从横向维度看，即教育政策系统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孙绵涛教授曾对国家一般

教育政策体系系统进行过阐述。他认为，国家基本的教育政策体系系统包括教育质量政策、教育体制政策、

教育经费政策和教师政策四个部分。［12］王鉴教授则从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系统出发，认为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系

统包括民族教育质量政策、民族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民族教育课程政策、民族教育经费政策、民族教育教师政

策和民族教育学生政策六个部分。［13］

其实，教育政策体系系统还可以从纵向维度进行分析，用以揭示教育政策体系系统的层级特点。教育政

策体系从纵向维度系统看，可以包括多个层级。一般而言，行政组织包括几个层次，教育政策体系系统就包

含几个层级。目前，我国行政区划按宪法规定分为省、县、乡三级（实际在省县之间还存在地区或地级市建

制）。因此，教育政策体系的纵向维度系统也应当包括若干层级。

各个层级的政府都有权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教

育政策制定和政策变通方面有着广泛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的有关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可以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有权依照当

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依法对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规定做出变通规定。

不难看出，从教育政策体系纵向系统看，教育政策的生成存在着两种方式。即教育政策“自上而下”的生

成和教育政策“自下而上”的生成。所谓教育政策“自上而下”的生成，是指教育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并颁

布实施的，也就是国家教育政策形成的过程。所谓教育政策“自下而上”的生成，则是指教育政策是由地方政

府制定并颁布实施的，也就是地方教育政策形成的过程，其中包括省级及以下教育部门制定和颁布的教育政

策。国家教育政策会直接影响地方教育政策，而地方教育政策则会间接地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

当前，在教育政策生成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上而下”略显强势，而“自下而上”略显不足的问

题。一般情况下，地方教育部门比较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生成模式。即从国家教育政策生成开始，

到形成地方教育政策为止，从而完成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这种做法，虽然导向性、指导性、强制性、统一性

和单一性都会比较强，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缺少多样性、主动性、创造性、针对性和自觉性等方面的局限性。

这种现象在民族自治地方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般而言，“自下而上”的教育政策生成模式，可以比较好地

发挥地方，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教育政策生成中的作用。

可见，如果缺失国家教育政策生成机制，会导致教育政策缺少统一性和一致性，难以形成共同的政策效

果和价值追求。如果缺失地方教育政策生成机制，则会造成教育政策过分单一和千篇一律，甚至会产生教育

政策“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国家教育政策与地方教育政策的生成过程，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的，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政策的生成系统。

既然教育政策体系纵向系统包括国家教育政策、地方教育政策两种类型，也就决定了教育政策生成应当

存在着两个行为主体。相比较，当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政策生成中，较好地履行了其主导职能，发挥

了教育政策生成中积极作用；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地方政策生成中的作用则略显不足，表现为省（市、区）

及以下区域教育政策缺少系统性和地方特色。

为了实现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使民族教育政策更加的科学化、系统化，营造优化民族教育政策生

成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既要注重“自上而下”的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又要注重“自下而上”的民族教育政

策的生成。当前，针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地方教育政策生成中作用略显不足的问题，有必要积极推动民族

教育政策“自下而上”的生成。这样做，一是可以丰富基层教育实践经验，增强教育政策生成的多样性；二是

可以鼓励基层教育政策的实践创新，增强教育政策生成的创造性；三是可以结合基层教育教学实际，增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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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生成的针对性；四是可以寻求基层教育发展路径，增强教育政策生成的主动性；五是可以有效解决基

层教育问题窘境，增强教育政策生成的自觉性。从而从根本上较为有效地解决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缺

乏的问题，使民族教育政策更加符合我国民族教育的实际，以增强民族教育政策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二）优化政策动力机制

要完善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和实施有差别的区域教育政策，还可以从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环节和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环节两个方面去理解和诠释。也就是说，在民族教育政策制定环节，要制定有“差别”的民

族教育政策；而在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环节，要有差别地执行民族教育政策和动态地对民族教育政策进行适当

调整。

与“差别化区域政策”相对应的是“非差别化区域政策”，在民族教育的实践中，“非差别化区域政策”可以

表现为教育政策的“缺位”现象和教育政策的“无为”现象。

所谓教育政策的“缺位”现象，是指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本来需要教育政策来进行管理的教育事务或教育

活动却没有相应的政策来加以规范和引导的现象。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要制定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

有差别化区域政策。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发生民族教育政策的“缺位”现象，表现为民族教育政策在一

定程度上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差别化”，使民族教育政策缺乏层次感和针对性，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

很多。

所谓教育政策的“无为”现象，是指当前执行的教育政策没有获得期待的实施效果，对教育实践活动发挥

不出规范和管理作用的现象。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要根据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地

执行民族教育政策和动态地对民族教育政策进行调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发生民族教育政策的“无

为”现象，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民族教育政策缺少执行的针对性、变通性和民族教育政策变化的相

对滞后性。

上述这两种现象都与差别化区域政策相关。无论是教育政策出现“缺位”现象还是出现“无为”现象，其

后果都会造成与现行教育政策与当前教育实践的脱节，都不能使教育政策达到应有的实际效果。

对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两个过程进行比较后会发现，差别化区域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执

行层面上。在政策制定层面，我们较好地体现了差别化区域政策，使教育政策具有层次感和针对性。在执行

层面，则较严重地存在着教育政策变化的相对滞后性，本来政策制定的客观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而教育政策却几年甚至十几年变化不大，政策变化明显落后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如高考加分一直是我们实

施多年的一项民族教育政策，也是检验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重要的试金石。这一政策制定的基础和初衷在

于地区间、民族间客观上存在着的差距现象。通过“加分”，可以减少民族学生升学的不利影响，促进我国教

育事业均衡和健康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民族学生高考优惠政策中，我们除了对高考加分政策相对熟

知外，对其它教育政策的熟知程度就显得相对低，如高考定向招生政策，而实际上，高考定向招生更能完美地

体现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

事实上，当前民族学生高考加分政策的环境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近些年，一些地区民族教育得到飞速发

展，其发展水平已经与内地大致相当；更有一些地区在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实施了重大政策，也相当大的程度

上缩小了民族地区与内地教育之间的差距。虽然高考加分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高考加分政策的

本身则变化比较少，甚至在有的地区更是长期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考加分优惠

政策的实际效果，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一些可以享受优惠高招政策的学生，由此放松学习要求，

使本来为了消除教育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政策，成为了造成新的不均衡，产生新的不公平现象和影响社会稳定

的因素。

可见，高考优惠政策只能是我国民族教育实践中的“权宜之计”，当民族间、地区间这种差距仍然存在的

时候，高考加分优惠政策的存在就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当民族间、地区间的这种差距现象已经得到相当程

度的缓解，甚至已经基本消除的时候，就要注意民族教育政策的时间效能，针对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在政策

执行中坚持变通性，及时对民族教育政策加以调整，以使政策执行的针对性更强和可行性更高。如果民族教

育政策制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而民族教育政策却多年罕有变化，势必造成民族教育政策创新明显滞后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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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教育实践客观环境的变化，其结果必然会失去民族教育政策的实效性和延续性，失去高考加分优惠政策自

身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实际价值。

要进一步完善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一要对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效果定期进行评价，这是政策调整的

基础。二要对民族教育政策进行动态的调整，做到常态化和制度化。三要保持民族教育政策的历久常新，使

之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总之，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政策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只要民族间和区域间的差距存在，就要实行差别化

的区域政策。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纲”，进一步完善民族教育差别化

区域政策，深刻把握教育政策体系的层级特点，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完善教育政策体系。还要从政策制定

环节与执行环节两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动力机制。民族教育政策要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要制定差别化

区域政策，以及有区别地执行民族教育政策和适时动态地对民族教育政策进行调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民族教育政策就会失去它所应有的价值，就会产生新的教育的不公平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民族教育政策

只有实现系统化、动态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民族教育政策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实施民族教育差别化区域

政策，是推动民族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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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Regional Policy：A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MENG Li-ju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The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policy refers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ethnic factors and regional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which aims to realize the regional planning and clas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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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urse“Mao Zedong’s
Thought and Socialism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System”in Local Universities

CHEN Xin-xin，QIN Jia-geng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Jilin Jianzhu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8，China）

Abstrac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the key cours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enthic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Introduction”course is the most theoretical，political and

contemporary course in al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alize the re-

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Introduction”course，we should constantly enhance its ideological，theoretical，affinity

and pertinenc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Introduction”course is the need to forge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

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is the need to achieve excellence i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th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Introduction”cours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ludes establishing an all-round“hand-in-hand”lesson preparation mechanism；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teach-

ing scheme of special topic theory；Innovative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Optimize the course evaluation structure.

Key words：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troduction course；Reform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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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the regional policy of

differentiation is inevitable. As long as there is a gap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s，the regional policy of

differenti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this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and the

winning magic weap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eaping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erfect

the regional policy of differentiation，first we should grasp the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system，and perfect the educational policy system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Second，we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policy motive mechanism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formulate

differential regional policy，carry ou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differentially and adjust the ethnic education policy

timely and dynamically.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enhancing the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governance of national

affair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national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Differentiated Regional Policy；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Strategic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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