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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消费者主权%是相对于生产者主权而言的"指的是消费者不受生产者欺诈&强制之下的自由的选择

权' 传统市场不可避免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资本逐利的逻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主权的实现(

而消费者主权时代的真正来临"主要是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实体市场向虚拟平台延伸"这一延伸极大地提升

了消费者掌握信息的能力"而资本的获利逻辑也随之不得不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因此"应依托国家法律所创设的公平&有序环境"建立起商家与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的积极互动"最终达到供需双

方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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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财富$杂志将新千年称为%消费者的时代&'与以

往生产者(销售者享有决定权的情形相反'在新的电子

商务时代'消费者作为市场力量的另外一极'在市场交

易中' 开始掌握实际的主动权)**网络时代的到来使

这一过程更加迅捷+ 截至 !$%%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到 C@%D 亿人'较 !$%$ 年底增长 CCE$ 万'在总人口中

的比重从 DF@DG提升到 DE@DG

H%I

' 数以亿计的消费群体

通过网络平台与商家建立起联系' 不断获取信息和生

产信息'推动数字营销与用户体验逐步走向繁盛,信息

技术应用的普及(消费者在虚拟社区中的积极互动'以

及他们对产品制造与服务的积极参与'无不宣告%以消

费者利益为中心&的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

这种现象与上世纪 E$年代初期' 要让企业树立

%顾客即上帝&的理念'从理论到现实都需付出不懈努

力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彼时商品的供应仍未走出短

缺困境' 再分配体制在众多市场交易中仍起着重要的

作用' 消费者选择的自主权往往受到当时生产力与制

度的限制,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及

控制逐步放缓'部分市场交易向自由化迈进'生产力的

跨越式发展使得商品极大地丰富起来' 中国掀起了一

场%都市消费革命&

H!I

,学者们沿袭古典及自由主义经济

学的传统'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消费者至上的经济&

HDI

'

%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

HFI

' 然而那个时候'虽

然消费者确实在经济进步中获益'谈论其主权'却仍为

时尚早' 商品市场中显性或隐性的欺诈问题仍然大量

存在' 信息不足与虚假广告的投放仍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事实上'%消费者主权&时代的真

正到来'是近十年以来才出现的事情, 那么'学者们在

改革之初所颂扬的自由市场是不是消费者实现自身主

权的充分条件- 消费者在事实上掌握主动权仰赖的又

是什么因素- 本文即尝试对以上问题给出解答,

二$自由市场与消费者主权!理论与现实

消费者主权的思想经由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得

到了非常深入的阐述, 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是追求

自身偏好完全实现的个人' 消费者根据自身的收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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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格选择自己的消费偏好! 亚当"斯密#!"#$

%$&'($曾提出%在自由市场的保证下%&生产的唯一目

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求%而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有

效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时% 才会变得重要'

)*+,-.

(((这应

该说是消费者主权思想的起点! 马歇尔#/0123" 452!

6(500$更是直接指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

的需要'

)78999

! 经济学家哈特#:; <; <=''$最早提出了&消

费者的主权'>'(3 ?@A323&BC'D @1 '(3 E@C6=$32F概念GH8

%后

来%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公民%当消费者以决定或

抑制需求的权力而拥有政府首脑都不具备的影响社会

的特权时%消费者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而&生产者是

社会的仆人% 他必须利用自己的财产与设备生产出社

会所需要的商品% 否则% 他将一无所获!'

GI8,*H米塞斯

#J="K&B A@C L&636$进一步阐述了自由市场中的消费

者主权现象)&在市场经济中%权力授予了消费者!他们

通过购买或不购买最终决定应该生产什么% 由谁来生

产%如何生产%以什么质量和数量生产!企业家*资本家

和土地主如果没能以最好* 最便宜的方式满足消费者

愿望中最迫切的部分%就会被驱逐出局%失去其有利地

位!'

G.89.7M9.H

由此可见% 消费者主权是相对于生产者主权而言

的%指的是消费者不受生产者欺诈*强制之下的自由的

选择权! 生产者通过消费者的购买情况调整和组织生

产%向消费者提供相应数量*质量和品种的产品%以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并进而实现产品的价值转换和利润最

大化!因此%消费者在与生产者的关系中获得了支配地

位!

消费者主权概念定位了一种 &自由市场条件'%即

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在备选商品众多的情形下%商家才

会为应对市场竞争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主

权也才有实现的可能! 充分的竞争和灵活的价格体系

是自由市场模型的内在规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完全竞

争市场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消费者主权仅仅停留于理

论层面!更为显见的是%传统市场中信息不可避免的不

对称性%以及资本逐利的逻辑%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

消费者主权的实现!

!一"信息不对称

自由市场理论以对称信息假设(((所有的经济行

为主体对所有的经济变量掌握着同样的信息(((为基

础%它假设信息是自由流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都拥有

作出正确决策所需的完整信息%这本身就有失偏颇!在

现实经济#尤其是网络时代之前的经济$中%由于信息

传播和接收均需花费成本与代价% 市场通讯系统亦存

在局限性%信息的交流和有效传播往往受到严重阻碍!

相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而言% 消费者所拥有和能

支配的资源更为有限% 信息优势方又往往习惯于垄断

信息% 导致信息的搜寻亦存在诸多障碍! 阿肯洛夫

#N3@2B3 /O320@1$就曾在其研究中发现%生产者往往对

自己的产品具备较全面的信息% 消费者则只能借助于

商品表面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由于信息不

足往往会做出事实上不明智的购买举动 G9P8

! 哈耶克

#Q2&3"2&R( /=B=6' A@C <5D3O$也曾指出)&我们在经济

活动中必须了解和利用的各种市场信息% 从来就不是

以集中完全形式存在的%相反%往往以分散的不完全形

式存在!而且%这些分散的不完全信息一般都是作为相

互矛盾的信息而被所有独立的个别厂商所拥有! '

G998

消费者实现自主选择权的前提% 是其必须知道自

己所需求的商品是什么%又是谁在提供这些商品%并且

他可以在了解各种商品特点的基础上% 运用自身的知

识储备% 对不同商家提供的不同质量与价格的产品进

行比较%从而做出最终的选择! 因此%消费者掌握充分

的商品信息% 成为其实现自主选择权的前提条件! 然

而%市场本身#尤其是网络时代之前的市场$%却并未实

现信息的自由流通! 信息交流渠道的堵塞与生产者有

意识地垄断信息% 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供求双方的

信息不对称%而此时%消费者主权便无从体现!事实上%

自由市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其信息对称性假设反

映的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与实际相差甚远的情况!因

此%在所谓的&自由的'市场中%消费者充分实现主权也

成为一种基于错误假设的设想% 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

得到有力的印证!

!二"资本的逻辑

资本不断逐利%是自由市场内在的逻辑%但也正是

这一逻辑%使得生产者#即资本拥有者$利用各种手段

进行产品营销%在无形中控制了消费者的品味!加尔布

雷思#S@(C T3CC3'( N50U25&'($就曾着力拆穿&消费者主

权神话'!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设计和

生产产品% 并控制着产品的价格% 然后通过庞大的广

告*通讯网络和推销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

公司还对政府进行游说% 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 所

以%&生产者主权'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消费者主

权终归要受制于生产者主权G9,8

! 与加尔布雷思类似%在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消费是一种资本控制劳动力的机

制!资本往往采取一种主动的文化策略%以控制消费者

的品味与需求%往往造成&消费者主权'的假象! &资本

为着自身增值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借助广告和大众

媒体等构成的文化工业创造了有关 ,幸福-,快乐-和

,消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主导权-%人为地刺激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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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各种!虚假"的需要# $

!"#$当消费者不断受到外部舆

论的钳制%从而产生了一种自以为需要%而实际上并不

需要的需求时%他们事实上处于被动地位# 此时%不是

消费者的需求主导了生产%而是生产支配了消费%消费

者或者丧失了自身独特的品味% 或者是其需求不能得

到满足%只能寻找现有的替代商品%从而适应这种生产

控制需求的局面#

在自由市场中%当资本的逻辑演绎到极致时%便出

现了垄断#它源于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

市场竞争%从而进一步损害消费者主权#'垄断$常常导

致政府的干预与'补救$(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但如

果政府干预失当%又有政府操作市场之嫌%以另一种形

式阻止公平竞争# 不管如何%消费者总是受害的一方#

不断逐利的资本的逻辑%是自由市场的内在规定%也是

其不可消解的一个内在特征% 而消费的逻辑正是受制

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逻辑#

由此可以说%市场的失灵%及其本身存在的诸多缺

陷%导致其并非消费者主权成长的温床#自由市场理论

假设本身具有乌托邦性质% 其所设想的信息自由流通

的前提无法兑现% 市场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消

费者主权的实现无从谈起# 此外%在传统市场中%生产

者与销售者追逐利润手段的多样化及其导致的资源分

配权集中的后果%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者实现

自身的主权#

三!消费者主权时代的来临"

网络时代的新进展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商品本身经历了从匮乏

到丰富的转变%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市场趋于

饱和的状况使得商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惟有以消

费者的需求为中心% 才能获得消费者对自身产品的忠

诚# 以往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分销都是由制造商

和供应商支配%但到了新经济时代%消费者'不仅能决

定买什么% 还能决定怎样买以及在哪里买***消费者

甚至能决定哪些商品以什么手段来支付#$

!%&$#'&而且消

费者开始对产品定制产生浓厚兴趣% 他们积极与生产

商合作进行'共同创造$

!"($

# 有学者称网络时代的消费

者为'新消费者$()*+ ,-./01*2)%并将之与旧消费者进

行了比较+'其中一个群体我把它称做旧消费者群,,

他们在与消费者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信息闭塞,,他们

要承受一定的压力% 这主要是由于商品的可选择性有

限& 可得到性差及成本费用方面的原因,,新消费者

因独立且个性化的消费态度% 希望参与生产和销售的

愿望以及对市场的紧密关注而结合在一起#$

!%&$前言

由此可见% 产品的丰富是消费者掌握主动权的前

提%而新消费者群体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

消费过程中的主动地位# 信息技术的升级极大地解决

了传统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武装了消费者%使得生

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一$从实体市场到虚拟市场"信息对称性的变化

信息是消费者掌握主动权的前提% 网络使得信息

的传播比以前更为方便迅速% 消费者在充分掌握信息

的基础上%'能够拥有更大的控制力% 能够拥有更多的

选择% 对预期的购买活动也能更谨慎& 理智地做出判

断# $

!%&$3&隐藏在这种信息对称性转变之后的逻辑%是市

场本身的范围在虚拟的网络上得到了拓展% 交易平台

的延伸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本身的缺陷# 在传统市

场中%消费者无法观测和监督生产者及销售者的行动%

亦或观测和监督成本高昂-而在虚拟市场中%信息搜索

途径及成本等诸多问题均得到了解决% 消费者能够以

低代价获取丰富的信息# 与潘军等人认为在线消费会

导致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趋势更为扩大 !"4$不同%笔

者认为% 存在着从消费者本身与制度层面两方面的应

对% 使得网络时代消费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

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就消费者本身而言% 新消费者作为与旧消费者截

然不同的群体%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相

对于旧消费者易于配合%不关心生产%比较顺从且消息

闭塞的特点来说%新消费者往往具有独立的思维%比较

有个性%独立且消息灵通#掌握大量信息的消费者信息

处理能力越来越强% 而其对商品的选择和忠诚方面的

自主性也越来越大#其次%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消费者与

生产者双向沟通的方式开启了供需两方的合作% 消费

者的能动性越来越大# 消费者会基于自身兴趣钻研特

定产品的性能%并将自己的要求传递给生产者%从而督

促定制化产品的生产#

在制度层面% 一系列互联网规则和依托技术进步

对经营者传递虚假信息的惩罚机制被生产出来% 从而

有效地促进了真实信息的流通#首先%消费者逐渐掌握

了卖家信用的评价权% 这使得经营者传递虚假信息的

成本及被发现的概率均大幅度提高% 从而有效地促使

经营者放弃这种冒险的策略选择#其次%虚拟的网络社

区使得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集群的力量# 这些

不同的虚拟社交平台& 贴吧以及消费点评网站使得消

费者很容易找到某类商品的使用人群% 搜集产品的使

用反馈并以集体发声的形式对产品提出赞扬或质疑%

从而进一步对其他消费者的购买抉择产生影响#

虽然网络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实现市场中信息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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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由流通!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息的不对称性大

为缓解"换句话说!基于网络的虚拟市场的发展使得市

场向更为自由的方向迈进! 从而与传统市场理论中所

设想的市场情形更为贴近! 有助于消费者实现自身的

主权"

!二"面对新消费者#网络时代资本获利的途径

与传统市场一样! 网络时代资本的逻辑仍是实现

最大化利润!然而!面对着掌握了实时更新的网络技术

的新消费者!资本获利的途径也需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往广告面对的是大量被动的#无差别的消费者!

统一的# 无个性的产品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

很大的影响"进入网络时代!生产者和销售者花费大量

成本投放的广告效果已经不如以往来得理想" 面对有

着自己独特个性需求的新消费者!资本的$劝说%变得

乏力!消费者通过掌握各种同类商品的信息!能够对广

告的诸多策略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网络本身的开放

性使得消费者能够查看其他购买者的文字使用体验!

亦能便捷地与各种专门知识的拥有者建立联系! 获取

相关的专业建议" 资本所有者惟有以消费者为中心进

行生产与设计! 才会争取到虚拟平台上良好的产品体

验记录!进而更为长远地获利"

况且!以往受资本逻辑操纵的大众传媒本身!也在

发生转变" 旧媒体主要包括报纸#电视与广播!但互联

网这一新兴媒体的出现!扩展了媒体范围的边界"相对

于旧媒体时代信息的单向传播方式! 网络平台以信息

的双向流通为特点! 消费者转变了其一贯的内容接收

者的角色!开始成为消费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散布

在不同时空的消费者产生了有助于其掌握主权的积极

互动"而且!大众传媒的投资主体开始多元化!并在多元

化的价值指导下进行运作!资本的控制作用降低!媒体

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监督企业!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

因此!在网络实时与跨时交流越来越便捷的今天!

以往资本控制传播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减弱" 透

视这些变化!笔者认为!在网络时代!资本实现获利的

途径因技术的进步而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说

网络时代之前! 企业主要依据自己的意愿进行产品的

设计与信息的单向传播!那么!当技术的升级使得消费

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传播及鉴别能力时! 资本的逻辑

必须倚赖消费者的逻辑才能实现!即是说!资本必须转

换立场!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在满足消费者利

益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自身的增值"

四$结 语

自由市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其蕴含的市场上

交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假设与现实相差甚远! 加上资本

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虚假需求!因此!事实上并不$自由%

的传统市场并非消费者实现自身主权的充分条件" 消

费者主权时代的真正来临!在笔者看来!主要是由于网

络时代的到来! 市场向虚拟平台的延伸极大地提升了

消费者掌握信息的能力! 而资本的逐利逻辑也随之不

得不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 才能得到最充分的

实现"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 生产逐渐从属于消费!

整个社会围绕着消费的原则展开" 依托网络技术的

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启示" 对

企业来说!在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市场环境下!以往闭

门造车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可取" 商家应通过收集和

分析关于消费者消费模型和生活方式的大量数据!

辨识消费者的喜好空间!从而达到按需生产&并且!

追踪产品的使用体验并将所得信息及时反馈到生产

部门!及时改进产品质量" 此时!建立商家与消费者

互动的网络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供需双方通过平台

交流信息! 有利于针对新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产品的

个性化定制!亦能突破生产者有限的智慧!获得诸多

创意与灵感" 同时!消费者在线信任在这个过程中被

很好地建立起来" 网络时代作为自媒体的消费者!在

虚拟平台上进行使用信息的传播! 亦是对产品进行

宣传" 最终!是消费者与企业通过互动共同决定生产

什么及怎样生产!从而达到供需双方共赢的局面" 当

然!消费者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从而转变为网络时代

的$新消费者%!也是其维护自身主权的一种有效手

段" 姚海琼等人就曾对国外的消费者教育理论进行

过系统总结 !"#$

!希望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传递知

识和技能!从而促使其积极应对市场本身的不足!作

出明智的购买选择" 事实上!网络时代的消费者本身

就具备强烈的好奇心与学习新事物的热情! 搭建良

好的网络学习平台!通过消费者与商家之间!或者消

费者群体内部信息的积极互动来进行商品的鉴别与

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绝好的消费者教育形式" 而国家

在这里扮演的则是监督者与执法者的角色! 为生产

与消费创造出公平#有序的环境" 但是也要注意!消

费者权利与经营者经济自由是同等重要的法益 !%&$

!国

家也必须同时权衡两者的价值! 从而对消费者的权

益与经营者的经济自由予以平衡的保护"

参考文献#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年度报告!,-./0#1

23*"34564578!95+9:5;:5+#1<==> ?..@@@1A< 1BCDEF>GHIBE (

'(



!"#$%&'()#*+,*-./*+0*+1*2134335167%)89

:;< 戴慧思=>?@ABC>D7中国都市消费革命:E<7黄菡F等F译7北京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F*++57

:H< 厉以宁7市场经济就是消费者至上的经济:I<7文汇报F0JJ;F0+K

H09

:2< 尹世杰9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L<9中国工商管理研

究F0JJ6F=HDG1K69

:1< 亚当!斯密9国富论:E<9胡长明F译9南京G江苏人民出版社F

*+00G*2J9

:5< 马歇尔9经济学原理G上卷:E<9朱志泰F译9北京G商务印书馆F

0J30G0009

:6< M9N7N$OO7P!'"'QA! ?") ORS T'"!S%O '8 T'Q%SOAOA'" :L<7

U'$OR V8WA!?" L'$W"?& '8 P!'"'QA!BF0J4XFY4DG4K;47

:3< M7N7N$OO7P!'"'QABOB ?") ORS Z$[&A!GV UO$)\ '8 T'Q%SOA!

OA'" ?") ]%A"A'":E<7]^8'W)GV&)S" ZWSBBF0J45G;.67

:J<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7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E<7戴忠玉F

刘亚平F译7北京G新星出版社F;++6G0J5K0J67

:0+< _S'W`S VaSW&'87bRS E?WaSO 8'W #cSQ'"B$de$?&AO\ f"!SW!

O?A"O\ ?") ORS E?WaSO ES!R?"ABQ:L<9bRS e$?WOSW&\ L'$W"?&

'8 g!'"'QA!BF0hi+FY4DGXjj-.++9

:00< kWAS)WA!R V$`$BO @'" N?\Sa9bRS fBS '8 l"'m&S)`S A" U'!

!ASO\:L<9bRS VQSWA!?" P!'"'QA!B nS@ASmF0hX.F YXoG.0h-

.4+9

:0;<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9加尔布雷思文集:E<9沈国华F

译9上海G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F;++p9

:04< 王宁9#国家让渡论$G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L<9

中山大学学报G社会科学版F;++iFYXDG0-i9

:0X< 戴维!刘易斯F达瑞恩!布里格9新消费者理念:E<9江林F刘

伟萍F译9北京G机械工业出版社F;++;9

:0.< 埃森哲%V!!S"O$WS&9亚洲消费品趋势G对零售商与制造商

的启示:Pqr]c<9Y;+0;-+X-;0D :;+0;-+i-+0<9ROO%Grrmmm9

?!!S"O$WS9!'QrUAOST'&&S!OA'">'!$QS"OBrc'!?&sTRA"?rZ>kr

V!!S"O$WS-PQSW`A"`-bWS")B-TI9%)89

:0p< 潘军F崔宏利9网络点击合同下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

律问题研究:L<9重庆邮电大学学报G社会科学版F;+0+FYXDG

;0-;p9

:0i< 姚海琼F曹又波9国外消费者教育理论研究述评:L<9长沙大

学学报F;+0+FY0DG4+-4;9

:0j< 钱玉文F刘永宝9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政府责任解读'''

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L<9常州大学学报G社会科学版F;+0+F

YXDG;;-;p9

责任编校!万东升

!"#$%&'( )"*'('+,-./0 1'2 3(",('$$ 4- 5-.'(-'. 6(7

!"#$ %&'

()*+,,- ,. ),*/&- &'0 12+&3/,4&- )*/2'*256 7&'8/'9 :'/3245/;<6 7&'8/'9 =>??@A6 B+/'&C

89$.(:;.0 B,';4&4< ;, D4,0E*24 ),3242/9';<6 B,'5EF24 ),3242/9';< 42.245 ;, *,'5EF2454/9+; ,. .4220,F ,. *+,/*26

G+/*+ /5 2H2FI; .4,F I4,0E*245.4&E0 &'0 2'.,4*2F2';J :'&3,/0&K-2 /'.,4F&;/,' &5<FF2;4< /' ;+2 ;4&0/;/,'&- F&4L2; &'0

;+2 -,9/* ,. I4,./;M04/32' *&I/;&- K,;+ &..2*; ;+2 42&-/N&;/,' ,. *,'5EF24 5,3242/9';< ;, 3&4</'9 0294225J O+2 42&- &032'; ,.

;+2 24& ,. *,'5EF24 5,3242/9';< /5 F&/'-< 0E2 ;, ;+2 &032'; ,. ;+2 P';24'2; &926 /' G+/*+ ;+2 I+<5/*&- F&4L2; ,K;&/'5 2H!

;2'5/,' ;, ;+2 3/4;E&- I-&;.,4F6 G+/*+ 942&;-< 2'+&'*25 ;+2 &K/-/;< ,. *,'5EF245 ;, ,K;&/' ;/F2-< /'.,4F&;/,'J Q; ;+2 5&F2

;/F26 /' ,4024 ;, F&L2 I4,./;6 *&I/;&- FE5; 5&.29E&40 ;+2 /';2425;5 ,. *,'5EF245J O+242.,426 I2,I-2 5+,E-0 42-< ,' ;+2 .&/46

,4024-< 2'3/4,'F2'; KE/-; ,' ;+2 K&5/5 ,. '&;/,'&- -&G5 ;, 25;&K-/5+ & 9,,0 /';24&*;/,' K2;G22' I4,0E*245 &'0 *,'5EF245 5,

&5 ;, &*+/232 & G/'MG/' 5/;E&;/,' K2;G22' 5EII-< &'0 02F&'0J

<=/ 2"(>$? *,'5EF24 5,3242/9';<R .422 F&4L2;R /'.,4F&;/,' 5<FF2;4<R *&I/;&-R /';24'2; &92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