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６卷第１２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中　国　矿　业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２

Ｄｅｃ．　２０１７

塞尔维亚矿业及相关产业投资前景分析

刘仁华１，２，倪善芹２，张艳飞２，于汶加２，安伟才１

（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２．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摘　要：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采矿业发展意愿强烈，目前是各国矿

业企业前往塞尔维亚投资的好时机。本文以矿 业 及 相 关 产 业 为 切 入 点，综 合 分 析 了 塞 尔 维 亚 的 政 治 经 济

状况、投资政策、基础设施和矿业发展现状，结合塞尔维亚发展诉求及未来发展规划，为相关企业在塞尔维

亚投资提供建议：矿产资源开发合作以锂矿和煤炭为重点；发电站建设以水电站建设为优先选择项目。文

章最后指出中塞合作应充分考虑中塞互补性，发挥技术和资金优势，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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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心，与罗马尼亚、匈
牙利、克罗地亚等国接壤，是连接亚洲、欧盟和中东

欧国家各大走廊（陆、海、空）的重要交通枢纽，区位

优势明显［１］。塞尔维亚煤 炭、锂、铜、金、银、铅 锌 等

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开发程度相对较低，投资前景较

好。塞尔维 亚 先 后 经 历 了 科 索 沃 战 争 和 南 联 盟 解

体，经济严重衰退。塞尔维亚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进行政

治、经济和外交转型，现已初见成效［２］。中塞已成为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塞尔维亚高度重视同与中

国的传统友谊［３］，目前中塞两国关系正处于自建交

以来的最佳时期［４］。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得到

了塞方的积极响应，塞方多次表示愿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并提出同中国加强能源、产能合作、贸易

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意愿［１］。塞尔维

亚目前正处于百废待兴状态，投资不受欧盟政策等

外在因素影响，投资政策较为宽松，是各企业投资的

好时机。
国内外学者对塞尔维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塞尔

维亚贸易结构和投资环境等方向。陈旸等从塞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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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经济结构及外交关系方面分析塞尔维亚转型面

临的问题［２］。博扬·茨韦特科维奇从投资政策及投

资环境方面 阐 述 塞 尔 维 亚 对 中 国 企 业 投 资 的 吸 引

力［５］。高潮从塞尔维亚地理位置、劳动力、及投资政

策入手分析其投资优势，并列出塞尔维亚未来规划

项目供中国企业参考［１］。目前尚未有国内学者对塞

尔维亚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投资潜力进行研究。本

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塞尔维亚矿产资源禀赋、
矿业发展概况、投资需求和投资环境相结合，提出塞

尔维亚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投资前景，为相关企业

提供参考。

１　研究思路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矿业和相关产业合作为研究为重点，从

塞尔维亚资源禀赋、矿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和投

资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塞尔维亚发展诉求及

未来发展规划，提出中国－塞尔维亚矿业及发电站合

作构想。
本文研究主要涉及塞尔维亚政治、经济、社 会、

法律、资源、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政治、基础

设施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

指南［６］，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Ｇｌｏｂａｌ　ＥＤＧＥ
等［７－８］，矿 产 资 源 数 据 主 要 来 自 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ＵＳＧＳ）、塞 尔 维 亚 能 源（ＳＥＲＢ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和 世

界金属统计局（ＷＢＭＳ）等［９－１１］。

２　塞尔维亚资源禀赋及相关产业发展

２．１　资源禀赋

塞尔维亚煤炭、锂、铜、金、银和铅锌等矿产资源

储量较丰富（表１），其中，煤炭和锂矿储量分别居世

界第１１位和第７位。塞尔维亚煤炭、锂、铜等资源

分布特点为：煤炭埋藏浅，煤层厚度大，易开采；锂矿

分布集中，矿床规模大；铜矿分布集中，金、银等伴生

金属含量 高。塞 尔 维 亚 矿 产 资 源 开 发 程 度 普 遍 偏

低，政府计划 在 未 来５年 内 对 采 矿 业 投 资３０亿 美

元［１２］，未来塞尔维亚采矿业投资前景好。塞尔维亚

采矿业发展意愿强烈，对矿产资源投资准入条件要

表１　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和产量

矿产 储量 产量

煤 １３４．１１亿ｔ［１３］ １　０２９万ｔ［１３］

石油 １　４００万ｔ［１４］ －

锂 ７．３亿ｔ［６］ －

铜 约５．４７亿ｔ［９］ ３．０６万ｔ［１１］

金 超过１５３ｔ［１０］ １．４ｔ［１１］

银 超过１　１２０ｔ［１０］ ８．４ｔ［１１］

铅

锌
２００万ｔ［１４］

２　４００ｔ［１１］

４　０００ｔ［１１］

求较低，投资优惠政策多，外商可１００％控股开发塞

尔维亚所有矿产资源（煤炭除外），相关企业应该抓

住当前的投资机会，积极参与投资。

２．２　矿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现状

２．２．１　煤炭是塞尔维亚能源产业的命脉，未来投资

前景好

塞尔维亚褐煤储量占煤炭总储量的９８％［１５］，是
中东欧褐煤储量最大的国家，现已发现的褐煤矿有：

Ｍｅｔｏｈｉｊｉａ、Ｋｏｓｏｖｏ、Ｋｏｌｕｂａｒａ和 Ｋｏｓｔｏｌａｃ［１６］。塞 尔

维亚煤炭埋藏最大深度为３８０ｍ，最 小 煤 层 厚 度 为

１０．６ｍ，十 分 容 易 开 采。目 前 塞 尔 维 亚 煤 产 量 中

９８％为褐煤，且均为露天开采［１５］。
塞尔维亚褐煤占能源供应的４５％，主要用于发

电。２０１４年５月，塞 尔 维 亚 Ｋｏｌｕｂａｒａ和 Ｋｏｓｔｏｌａｃ
褐煤盆地遭受暴雨袭击，矿山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国
内煤炭总产 量 大 减，致 使 塞 尔 维 亚 电 力 削 减４０％，
变为煤炭和电力进口国［１６］，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塞尔

维亚煤炭产能过小，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塞

尔维亚政府计划大力发展采矿业，以煤炭开采为重

点。２０１７年计划对Ｋｏｌｕｂａｒａ煤矿盆地投资２．５亿

欧元，这将是塞尔维亚２０１７年最大的项目［１２］，相关

企业可发挥采矿设备或技术优势积极参与煤炭开发

投资。

２．２．２　锂矿储量丰富，开发程度低，投资前景好

塞尔维亚锂矿主要分布在Ｊａｄａｒ盆地，Ｊａｄａｒ锂

硼矿是由力拓公司于２００４年发现，该矿床位于距离

贝尔格莱德１４０ｋｍ的Ｌｏｚｎｉｃａ镇附近，估计储量超

过２亿ｔ，是世界超大型锂矿床，加以开发能满足全

球１０％以上的锂需求量［１７］。塞尔维亚锂矿开发 业

处于起步阶段，在 塞 尔 维 亚Ｊａｄａｒ盆 地 取 得 矿 权 的

企业有力拓、超锂和泛全球资源，目前超锂和泛全球

资源处于勘探阶段，而力拓处于锂硼矿开发可行性

分析阶段，锂矿勘探及开发合作潜力较大。塞尔维

亚锂矿资源丰富，相关企业可重点关注塞尔维亚锂

矿相关项目信息，寻求合作机会。

２．２．３　固体矿产冶炼产品需求不大，冶炼产业无需

再投资

塞尔维亚 固 体 矿 产 后 端 冶 炼 产 业 发 展 较 为 落

后，其国内对金属产品需求量较小，粗钢、精炼铜产

量完全能满 足 需 求，精 炼 铅 和 精 炼 锌 依 赖 进 口（表

２），但进口量不大，无需对塞尔维亚固体矿产后端冶

炼产业再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塞尔 维 亚 唯 一 的 炼 钢 厂———斯

梅代雷沃钢厂由于管理不善以及铁矿石进口困难等

问题，连续亏损７年。２０１６年４月，中 国 河 北 钢 铁

１６



中 国 矿 业 第２６卷

对塞尔维亚钢铁厂收购，钢产量大幅上升（图１），年

底实现全面盈利，河北钢铁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的

高度认可，中国企业在塞投资实力进一步得到证明。

表２　塞尔维亚主要金属产品

金属产品 产量／万ｔ 消费量／万ｔ 进口／万ｔ 出口／万ｔ

粗钢［１８］ ９５．５　 ７０．４　 ６６．５　 ９０．８

精炼铜［１１］ ４．６５　 ２．２５　 ０．１３　 ２．５４

精炼锌［１１］ －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０７

精炼铅［１１］ － ０．３４　 ０．３５　 ０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塞尔维亚钢铁产量及消费趋势

（数据来源：文献［１８］）

２．２．４　电力发展空间大，与中国企业合作意愿强，
未来投资机会多

塞尔维亚依 靠 燃 煤 和 水 力 发 电（图２），目 前 电

力不能完全满足本国需求。ＥＬＥＫＴＲＯ　ＰＲＩＶＲＥＤＡ
ＳＲＢＩＪＥ公司（简称ＥＰＳ）是塞尔维亚最大的企业，拥
有并经营塞尔维亚所有的燃煤发电站，总装机容量

超过３　０００ＭＷ［１９］。塞尔维亚发电机组超过３０年

未经过更新换代，政府对电力发展做出规划，计划建

设多个煤电站和水电站，优先发展水电站建设。中

国发电技术较高，竞争优势明显，塞尔维亚与中国企

业合作建设发电站意愿强烈，中国企业可发挥技术

优势参与发电站项目合作。

３　塞尔维亚投资环境分析

塞尔维亚正处于转型期，政治经济发展稳定，劳
动力素质高，劳动动力廉价，煤炭和锂矿资源储量丰

富，矿床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规划大力发展矿

产资源开发和电力基础设施产业，矿业投资环境整

体较好。

３．１　经济增长快，调节能力强，政治趋于稳定

自２０００年经济转型以来，经济快速发展，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ＧＤＰ平 均 增 长 率 高 达６％（图３）。塞 尔 维

亚经济调 节 能 力 较 强，２００９年 的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及

２０１５年的洪灾 均 对 塞 尔 维 亚 经 济 造 成 了 严 重 的 影

响，但在随后较短的时间内塞尔维亚经济得到恢复。
塞尔维亚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社会治安较好，没有恐

怖袭击发生，安全系数较高，适合矿业投资。

图２　塞尔维亚发电结构

（数据来源：文献［７］）

图３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塞尔维亚经济发展状况

（数据来源：文献［７］）

３．２　国民教育水平高，劳动力充足，劳动价格低廉

塞尔维亚教育水平偏高，会讲英语人口占比高，
有利于工 作 的 顺 利 进 行。塞 尔 维 亚 劳 动 力 十 分 丰

富，待业人口占比高，劳动力实干且薪资水平低，仅

为塞尔维亚 周 边 国 家 和 欧 盟 成 员 国 劳 动 价 格 的 一

半，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

３．３　基础设施正快速发展

塞尔维亚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在 科 索 沃 战 争 毁 于 一

旦。近几年，塞尔维亚正在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铁路、中国土木、中国建筑等多家公司参与塞尔

维亚交通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对 塞 尔 维 亚 公 路、铁

路、桥梁等设施建成果显著，重要矿山周边公路、铁

路、海运等基础设施较完善，利于矿业投资。

３．４　矿业政策较宽松，享有国民待遇，优惠措施多

塞尔维亚矿业发展意愿强烈，塞尔维亚还不是

欧盟成员国，对矿业投资要求低，投资政策较宽松，
矿业投资门槛低，塞尔维亚政府出台了多项优惠政

策吸引外商投资。优惠政策主要有：投资企业资产、
资金、股份、利润和分红等可自由转移；对于项目中

投资金额和１０年内制造工作岗位数超过一定数值

的企业给予以投资额１０％～２０％的奖励；大型投资

项目可获得塞尔维亚国家信用机构和驻塞国际信用

２６



第１２期 刘仁华，等：塞尔维亚矿业及相关产业投资前景分析

机构的担保；外商投资企业享有避免双重税和双边

投资保护待遇；除煤炭外，外商可获得所有矿产资源

矿权１００％的股 份；在 塞 投 资 的 矿 山 机 械 设 备 免 进

口关税等［１］。

３．５　重视中塞友 谊，在 多 领 域 与 中 国 企 业 合 作 意

愿强

塞尔维亚是巴尔干半岛地区唯一与中国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塞尔维亚十分重视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发展。中国是塞尔维亚在亚洲第一贸易

伙伴，中塞贸易额逐年提升（图４）。随着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中国对塞尔维亚投资额不断增加，
投资领域越来越广，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投资中，中
国技术及责 任 感 得 到 了 塞 尔 维 亚 政 府 及 人 民 的 认

可，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在能源、产能合作、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意愿强烈，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

投资竞争优势明显。

４　政府规划

塞尔维亚经济发展结构较为单一，矿业发展较

落后，塞尔维亚政府有意加强落后产业发展，对矿业

发展和电站建设诉求较强，鼓励外商参与相关投资。
塞尔维亚计划在未来５年内加大采矿业投资，其中

煤炭产业投资为重点。为增加塞尔维亚国家电力产

能，塞尔维 亚 政 府 对 煤 电 站 建 设 做 出 详 细 规 划（表

３），由于塞尔维亚迫切希望加入欧盟组织，绿色能源

是入盟必要条件之一，塞尔维亚政府将建设水电站

作为未来电站发展的重点。

图４　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中塞贸易状况

（数据来源：文献［７］）

表３　塞尔维亚煤电站建设规划

拟建电站 容量／ＭＷ 煤矿来源 位置 状态 项目批准日期

Ｋｏｌｕｂａｒａ　Ｂ电站 ７５０ Ｋｏｌｕｂａｒａ矿 贝尔格莱德，ＶｅｌｉｋｉＣｒｌｊｅｎｉ 等待融资 ２０１５－０５

Ｋｏｓｔｏｌａｃ电站 ３５０ Ｄｒｍｎｏ矿 Ｋｏｓｔｏｌａｃ，Ｂｒａｎｉ＇ｃｅｖｏ 中国机械工程总公司在建 －

Ｎｉｋｏｌａ　Ｔｅｓｌａ电站 ７５０ Ｋｏｌｕｂａｒａ矿 贝尔格莱德，Ｏｂｒｅｎｏｖａｃ 等待融资 ２０１５－０５

Ｓ＇ｔａｖａｌｊ电站 ３５０ Ｓ＇ｔａｖａｌｊ矿 ｔａｖａｌｊ，Ｚｌａｔｉｂｏｒ 与捷克Ａｌｔａ公司签署备忘录 ２０１５－０５

资料来源：文献［１９］。

５　合作建议

塞尔维亚锂矿和煤炭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
塞尔维亚矿 业 和 电 力 发 展 较 落 后，发 展 意 愿 强 烈。
塞尔维亚可辐射８亿人口市场，投资环境好，不受欧

盟管制，投 资 政 策 宽 松，投 资 优 惠 多，投 资 前 景 好。
总体上看，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地区迫切希望外商投

资的国家，也是各国企业打开西欧市场的理想投资

国家。
充分 考 虑 塞 尔 维 亚 矿 业 及 相 关 产 业 发 展 现

状、发展趋势、发展 意 愿、投 资 潜 力、投 资 环 境 及 投

资政策等因素，提出矿业及电力合作建议。

５．１　煤炭开发投资

塞尔维亚煤炭具有埋藏浅、厚度大、易开采等优

点。煤炭是塞尔维亚能源产业的命脉，对塞尔维亚

电力及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是塞尔维亚未来矿业发

展的重点。各国企业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在技术和

资金 方 面 参 与 投 资，以 储 量 丰 富 的 Ｋｏｌｕｂａｒａ和

Ｋｏｓｔｏｌａｃ煤矿区为重点合作区域。

５．２　锂矿开发投资

塞尔维亚锂矿资源非常丰富，目前正处于开发

初期阶段。各国企业应重点关注相关投资信息，寻

求锂矿开发合作，将过剩的锂矿石在塞尔维亚粗加

工后运回国内。各国企业也可对Ｊａｄａｒ盆地区进行

锂矿勘探，对勘探出的一定规模的锂矿购买采矿权

进行锂矿开发。

５．３　发电站投资

塞尔维亚发电机组亟需更新换代，政府计划建

设煤电站和水电站，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发电站意

愿强烈，中国企业应重点关注相关合作信息，积极参

与投资，提升中国技术在欧洲的知名度。中国企业

在煤电站投资中，应将煤电站建设与煤炭开发项目

相结合进行投资。中国在水电站建设投资中，应充

分发挥技术优势，推动塞尔维亚绿色能源发展，实现

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１］　高潮．“一带一路”建设中 塞 尔 维 亚 的 投 资 机 遇［Ｊ］．中 国 对 外

贸易，２０１６（２）：７８－７９．
［２］　陈旸，吴楠，李俊．塞尔维亚 转 型 困 境 及 前 景［Ｊ］．现 代 国 际 关

系，２０１６（６）：４５－５０，６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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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期 姜　雅，等：日本最新国土规划（“七全综”）分析

养活了１．２７亿人口。在土地政策方面，日本的耕地

保护政策与我国“严保１８亿亩耕地红线”的基本国

策不谋而合。日本的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为

９．８％，高于中国的３．７％，高于欧盟１．５％的平均水

平。日本目前已经进入了后城镇化时代，其城市人

口约为１．１６８亿 人，城 镇 化 率 达９２．４％，远 高 于 世

界平均水平及我国的５６．１％。长期以来，日本的土

地资源管 理 体 制 集 中 体 现 了“集 约 有 序 精 神”。其

“三维半”立体国土空间的顶层规划、广域城市群落

机能和产业布局可追溯到６０多年前，在城市摩天大

楼、多层立体交通网络建设的同时，连地下空间都不

放过，发达的地下交通网络、地下甚至是海下仓储充

分体现了日本对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精神。同时，
日本在不动产登记、三维地籍、土地征收、公益性用

地界定、土地税收、农地保护等方面也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管理体制，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４．５　重视人居环境，实现美丽国土的全民经营

日本在其“一全综”“二全综”时期同中国一样，
曾一味发展经济，并未意识到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

的制约和破坏作用。由于工业高速增长对环境产生

的污染，日本一度发生了“水俣病”等恶性公共环境

事件。在巨大的教训面前，日本政府才逐渐意识到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在“三全综”时将视线由

单纯发展经济的目标上移开，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

的“定居构想开发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

前日本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已经

较为完善，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环境及灾害预警

监测技术方面、在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３Ｒ”循环型

经济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先进的社会管理经

验，值得我国深入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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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０５）［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ｈｔｔｐ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ｕｓｇｓ． ｇｏｖ／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ｐｕｂ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２０１４／ｍｙｂ３－

２０１４－ｒｂ．ｐｄｆ．
［１０］　ＳＥＲＢ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ｈｔｔｐｓ：∥ｓｅｒｂ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ｅｕ．
［１１］　世 界 金 属 统 计 局（Ｗｏｒｌｄ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６［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１６）

［２０１７－０６－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ｕｒｅａｕ．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２］　欧亚信息门户［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６］．ｈｔｔｐ：∥ｍｉｎｅｘｆｏｒｕｍ．

ｃｏｍ．
［１３］　ＢＰ．英国石油公司．ＢＰ　Ｓｔ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７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２３）［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

ｃｏ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１４］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Ｅ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ｅ．ｅｕ．
［１５］　世 界 能 源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
［１６］　欧洲煤炭［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ａｃｏａｌ．ｅｕ．
［１７］　力拓［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ｉｏｔｉｎｔｏ．ｃｏｍ／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ｊａｄａｒ－４６４３．ａｓｐｘ．
［１８］　世界钢 铁 协 会（Ｓｔｅｅ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ｓｔｅｅｌ．ｏｒｇ／．
［１９］　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ＴＣＨ［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２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ｔｃｈ．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Ｓｅｒｂｉａ＿ａｎｄ＿ｃｏａｌ．

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