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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以上原则 , 结合企业内部绩效评价

系统的实际特点 , 可按如下思路构建各类绩

效评价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 ①按照企业

内部绩效评价系统构成的分类 , 遵循指标选

取设置的原则 , 结合各子系统评价内容的实

际特点分别选取指标 ; ②根据不同子系统各

自的内在逻辑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 ; ③按照

一定的科学方法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 , 为指

标进行科学统一的计分测量打好基础。

( 2) 制定各类评价系统的评价标准。评

价标准是评价结果的衡量尺度 , 也是评价计

分法的形成基础。标准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原

则 : 一是评价标准的形式和获得方法应依据

评价指标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如定量指

标可采用量化标准 , 其测算采用数理统计方

法, 而定性指标则可采用级别标准, 其取得采

用模糊学的隶属度赋值法等 ; 二是评价标准

的制定应建立在对相关指标信息全面掌握和

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 三是评价标准及其制定

原则、方法应该是公开透明的; 四是评价标准

应当随实际情况变化而适时做出调整。

( 3) 确定评价控制的计分方法并具体组

织实施评价。在企业内部绩效评价控制系统

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建立之后 , 就需要通

过评价计分方法量化出最终的评价结果。评

价计分方法一般采用一定的计量模型 , 将不

同 种 类 和 不 同 系 统 的 评 价 指 标 加 以 统 一 量

化 , 最 终 得 出 清 晰 明 了 的 评 价 结 果 , 然 后 据

此形成评价结论并进一步完成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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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创业环境是决定一定区域创业活力的主要因素 , 正确把握评价创业环境无论是对创业者创业地点的选择

还是对创业地政策机制的改善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创业环境的框架入手 , 建立城市创业环境的指标体系 , 通过一

定的数学方法对部分城市的创业环境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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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方法研究及实证

0 前言

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内容 ,

城市是一定区域中的经济系统实体。我国地

域辽阔 , 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数百个大小城

市。它们是区域经济活动的核心 , 区域经济

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其域内城市经济的好坏。

而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区域或是城市 ,

其 经 济 与 创 业 的 活 跃 程 度 都 呈 现 出 密 切 的

正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创业活动在一

定 程 度 上 代 表 着 其 所 在 一 定 区 域 的 经 济 繁

荣程度及其发展空间。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 , 创业活动在不同的

城市之间呈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其原因多种

多样 , 如 各 城 市 间 的 区 位 、规 模 、历 史 、文 化

和 对 区 域 的 影 响 不 同 , 以 及 各 自 面 临 的 经

济 、社 会 问 题 千 差 万 别 等 , 但 这 些 都 可 以 归

到一点———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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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对 作 为 反 映 创 业 者 、创 业 地 双 方

利 益 的 创 业 环 境 进 行 评 价 起 码 具 有 两 种 功

能。一是为创业者提供可靠的分析评价 , 为

其寻找最有利可图的创业场所。二是为创业

地 出 谋 划 策 , 改 善 当 地 投 资 创 业 环 境 , 以 吸

引 来 最 有 利 于 当 地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创 业 人

员 , 使 引 进 人 才 、促 进 就 业 和 发 展 经 济 达 到

高度统一。而且由于创业环境要素中有许多

政府可控或部分可控的变量 , 因而完全可以

通过控制要素变量而塑造新的创业环境 , 从

而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 这也是本文的

写作目的之一。

1 城市创业环境的概念框架

城市创业环境是一个混沌的系统 , 它由

许多子系统组成 , 它同时又是更大系统的子

系统。城市创业环境系统构成是复杂的 , 其

众多的要素和环境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

又处在不同的维度和层次上。它们共同作用

构成城市创业环境 , 决定城市的创业活力。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系 统 根 据 其 对 于 创 业 功

能的不同可以分为 5 个子系统 , 即经济基础

( Economic Base) 、 服 务 支 撑 系 统 ( Service

Support System) 、科教支撑系 统 ( Science and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 、 文 化 支 撑 系 统

( Culture Support System) 和 环 境 支 撑 系 统

( Environment Support System) 。 这 5 个 系 统

又由更小的子系统构成。当然 , 这些系统之

间是相互影响 , 交叉作用的。

城市创业环境=F[ 经济基础 ( EB) , 服务

支撑系统( SSS) , 科教支撑系统 ( SESS) , 文化

支撑系统( CSS) , 环境支撑系统( ESS) ]

经济基础即一个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 ,

包 括 城 市 的 产 业 结 构 、劳 动 力 市 场 、居 民 消

费水平、生产资料供应、城市与区域内外 ( 包

括国内外) 联系的状况等。

服务支撑系统由金融服务系统、政府服

务系统和其它服务系统 3 个子系统构成。金

融 服 务 系 统 是 指 为 创 业 企 业 的 创 立 及 发 展

提 供 资 金 的 主 体 , 主 要 包 括 银 行 、风 险 投 资

商和个人借贷者等。政府服务系统则是指政

府在鼓励创业方面的政策措施 , 包括税收减

免、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政策及新创企业

审批程度等。其它服务系统则包含了各种为

创业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 如中试机构、注

册代理机构、信息咨询机构等。

科 教 支 撑 系 统 分 为 科 学 系 统 和 教 育 系

统两部分。科学系统包括各级研究所、大学

的科研机构等 , 其主要功能是为创业企业提

供可能商业化的科研成果 , 提升城市创业机

会。教育系统则包括城市内的中小学及大学

的教育体系 , 其作用主要在于培育具备一定

技能及知识的创业人员 , 其中中小学的侧重

点在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 而大学则在于

创 业 机 会 的 识 别 把 握 及 创 业 企 业 的 管 理 方

面。

文 化 支 撑 系 统 则 是 指 城 市 所 特 有 的 市

民社会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观、城市文化氛

围和风俗习惯等状况。

环 境 支 撑 系 统 则 由 与 城 市 环 境 相 关 的

因素所构成 , 主要是人为环境 ( 基础设施 ) 和

天然环境( 地理条件) 。基础设施包括城市的

能源、交通、通讯、信息、教育、文化、卫生等各

类为创业企业发展所需资源提供供应渠道的

硬件设施。地理条件则是指城市的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环境质量、风景名胜、特产资源等

影响城市发展及创业地点选择的因素。

这些子系统的性质特点不同 , 作用方式

不同 , 以各自的形式共同支撑城市的创业活

动 , 如图 1。在图中 , 底座代表了经济基础 , 4

根支柱分别代表了服务、教科、文化、环境 4

个支撑系统 , 顶上的玻璃缸中的水位则表示

了城市创业企业的活力 , 可以分别用创业企

业的规模、效益、潜力、水平来衡量。底座高

即使支柱较短 , 水位仍保持一定的高度 , 而

底座低就要以较长的支柱来保持水位 , 另外

底 座 的 高 低 也 间 接 影 响 着 支 柱 与 地 面 的 距

离 , 也 就 是 说 , 作 为 底 座 的 经 济 基 础 决 定 了

其 它 4 个 子 系 统 和 创 业 企 业 的 发 展 程 度 和

水平。4 根支柱托起玻璃缸则表示城市的创

业 企 业 的 活 力 是 4 个 支 撑 系 统 共 同 作 用 的

成 果 , 而 不 像 木 桶 理 论 , 水 位 是 由 最 短 的 木

块决定的。在这里 , 一条支柱的矮短会造成

玻 璃 缸 的 倾 斜 , 从 而 水 位 会 有 所 下 降 , 但 下

降程度是位于零和矮短距离区间的某数 , 而

非矮短距离。同理 , 城市创业活动并非由其

最不完善的创业支撑系统所限制 , 即城市某

支 撑 系 统 的 不 完 善 或 是 欠 缺 可 以 由 其 它 系

统的优势来弥补。

2 中国城市创业环境指标体系

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结合城市创业环境的水位模型 , 本文构建了

中国城市创业环境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

采用多因素系统评估法进行评估 , 选取了经

济、环境、科教、服务、文化、创业企业现状 6

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 , 这 6 个一级指标又包

涵 了 18 个 二 级 指 标 对 其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说

明 , 在这 18 个二级指标之下又有 59 个三级

指标对其进行详细评估 , 三级指标还有 46

个 4 级指标作为取值的依据。下一级指标的

集 合 等 于 上 一 级 的 某 个 指 标 , 权 重 层 层 传

递、层层汇总 , 最后得到一个总分( 图 2) 。需

要说明的是 , 这套指标体系的重心在于对城

市创业环境宏观方面的把握 , 因此在一些二

级 指 标 上 如 政 府 服 务 和 文 化 氛 围 的 下 级 指

标 在 能 大 致 反 映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基 本 状 况 的

前提下设计比较简单 , 这是有待在后续研究

中加以深化的。

重要指标解释 :

V135 城市产业的创业指数。通过《中国城

市竞争力蓝皮书 No2》中的城市定位资料及

《GEM2002 中国报告》中的创业企业产业分

布资料 , 用来评估样本城市的主导产业对创

业适宜度。即根据《GEM2002 中国报告》中对

创业企业分布行业的排名 ( 零售旅店餐饮、

制造业、批发机动车销售及服务、商业服务、

交通通信公共设施、健康教育社会服务、消

费服务、农林渔业、采矿建筑业、金融保险房

地 产 ) , 结 合 《中 国 城 市 竞 争 力 蓝 皮 书 No2》

中的城市定位资料 , 按照旅游中心 9、会展中

心 8、制造中心 7、物流中心 6、综合经济中心

5、文化中心 4、科技中心 3、金融中心 2、人居

中心 1 的权重给予相应的分值。

V224 资金获得的便利性。反映评估城市

中企业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利用固定资产投

资中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比重 3

个 统 计 数 据 根 据 表 1 判 断 矩 阵 采 用 模 糊 分

析法而得。

经 过 Expert Choice 软 件 分 析 确 定 国 内

贷款系数为 0.659, 利用外资系数为 0.263,图 1 城市创业环境构成———水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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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 V111)
人均利税( V112)
人均财政收入( V11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V114)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V121)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V122)
城镇居民人均年末储蓄总额( V123)

三产增加额占 GDP 比重( V131)
三产从业人员比重( V132)
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比例( V133)
城市产业的创业指数( V134)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V141)
私企和个体从业人员( V142)
就业机会指数( V143)

行政规范( V2111)
解决企业纠纷能力( V2112)
规划管理经济及决策能力( V2113)
审批及管理程度的复杂性( V2114)
职能部门保护知识产权力度( V2115)

公务员办事能力及效率( V2121)
政务网上公开力度( V2122)
为企业服务的意识( V2123)
政府守信程度( V2124)

创业企业低息贷款( V2131)
创业企业税收优惠( V2132)
创业企业产品优先采购( V2133)

各项税收总额( V2131)
部门非规范收费( V2132)
各项政府支出( V2133)

年末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V221)
年末人均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V222)
万人中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V223)

固产投资中国内贷款比重( V2221)
固产投资中利用外资比重( V2222)
固产投资中自筹资金比重( V2223)

各类服务组织发展( V231)
创业服务体系健全性( V232)
中介服务成本( V233)

{
{

{
{

经济效益

( V11)

市场规模

( V12)

经济结构

( V13)

就业水平

( V14)

{
{

政府服务质量

( V212)

政策扶植力度

( V213)

{政府管理成本

( V214)

{资金获得的便

利性( V224)

{政府监管

( V211)

{政府服务

( V21)

{其它服务

( V24)

{金融服务

( V23)

每万人中受大学以上教育人数( V311)
人均公共教育支出( V312)
高校创业教育( V313)
高等学校专职教师数( V314)
中专及职校招生人数( V315)
专业技术人员指数( V316)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V321)
科学事业费支出( V322)
专利产品数( V323)
科技转化能力指数( V324)
高新产业( V325)

{教育

( V31)

{科技

( V32)

{科教

( V3)

{服务

( V2)

{经济

( V1)

诚信意识( V411)
法制观念( V412)
协作精神( V413)

求新意识( V421)
平等观念( V422)
兼容心理( V423)

辛劳精神( V431)
闯荡意识( V432)
竞争心理( V433)

{交往操守

( V41)

{创新精神

( V42)

{创业精神

( V43)

重商氛围( V44)
赚钱欲望( V45)

风景名胜( V5111)
交通便利程度( V5112)

城市行政等级指数( V5121)
是否处于重点开发区域( V5122)
创业投资关注指数( V5123)

市区人口密度( V5131)
人均绿化面积( V5132)
人均住房面积( V5133)

人均拥有学校数( 高等院校除外) ( V5211)
省级重点中学数( V5212)
地方财政预算中教育经费所占比重( V5213)
每万人拥有影剧院数( V5214)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数( V5215)

人均用电量( V5221)
人均供水量( V5222)

人均液化石油气家庭用量( V5223)
人均煤气家庭用量( V5224)

铁路运输量( V5231)
航空运输量( V5232)
水路运输量( V5233)
公路运输量( V5234)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 V5235)

每百人拥有话机数( 包括手机) ( V5241)
互联网普及率( V5242)
邮电业务总额( V5243)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企业数( V5251)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从业人员数( V5252)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人均净利润( V5253)

{

{人居环境

( V513)

{政治经济区位

( V512)

{通信基础设施

( V524)

{创业园区建设

( V525)

交通基础设施

( V523)

{能源基础设施

( V522)

{教育文化基础

设施( V521)

{自然区位

( V511)

{地理环境

( V51)

{基础环境

( V52)

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V621)
雇主与雇员的一致性( V622)
创业人员指数( V63)

私营企业及个体户增长率( V631)
私营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V63)
私营个体经济人均营业额( V633)

{人力资源

( V62)

{企业活力

( V63)

{环境

( V5)

{文化

( V4)

{现有

创业

企业

( V6)

图 2 中国城市创业环境指标体系

自筹资金系数为 0.079。

V5123 创业投资关注指数。反映创业投资

机 构 在 此 区 域 的 偏 好 程 度 , 主 要 以 《中 国 创

业投资发展报告 2003》中对其上所列的创业

投资机构的倾向投资地点为基础 , 根据投资

机构的倾向频数对区域予以分值 , 并将区域

分值通过地理从属关系传递于城市。

3 样本确定和数据采集及处理

3.1 样本城市的选取

中国目前的 600 多个城市 , 如果量化所

有 城 市 , 不 仅 工 作 量 大 , 同 时 许 多 城 市 基 本

统计数据残缺。因此本文根据有基本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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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有比较性两个原则 , 选取倪鹏飞博士的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2》中城市竞争力

排 名 前 20 位 的 城 市 为 样 本 : 上 海 、北 京 、深

圳 、广 州 、苏 州 、杭 州 、天 津 、宁 波 、南 京 、温

州 、大 连 、青 岛 、厦 门 、无 锡 、佛 山 、东 莞 、中

山、济南、珠海、常州。

这 些 城 市 一 般 都 有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或 城

市年鉴 , 且倪鹏飞博士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

对上述样本城市进行了排名 , 本文试图从创

业环境方面对以上城市重新排列 , 亦可从另

一侧面反映城市创业环境和竞争力的关系。

3.2 指标数据的采集

根据指标原始数据来源的不同 , 又可以

把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指 标 分 成 3 类 , 即 客 观 指

标、主观指标和主客观结合指标。客观指标 ,

即 在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中 来 源 标 注 为 统 计 数 据

的指标。其数据均直接取自 2003 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

委的专业年鉴和 20 个样本城市的统计年鉴

或年鉴 , 这些数据都属于国家的标准统计数

据。

主客观结合指标 , 是以一定的数据资料

为基础 , 由作者以一定方式整理或进行专家

评估形成的指标。基于各种原因 , 城市某些

方面的可比数据不够精确或不够完整。但是

通 过 对 各 统 计 年 鉴 和 相 关 资 料 的 比 较 、分

析 、整 理 , 完 全 有 能 力 确 认 这 个 城 市 某 些 方

面的大体情况 , 主客观结合指标的设立基础

即为此。

主观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问卷调查。对

于 城 市 统 计 资 料 中 缺 失 的 , 或 是 量 化 困 难

的 , 则 遵 循 问 卷 调 查 的 基 本 原 则 步 骤 和 方

法 , 一方面就不同指标问题选择有关专业的

部分专家进行邮件联系或者面访 , 另一方面

在国内 注 册 人 数 较 多 的 BSS 及 样 本 城 市 的

城市论坛内发布调查问卷 , 诚请专家及部分

网 民 根 据 汇 集 的 背 景 资 料 和 自 己 掌 握 的 情

况 , 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选择合适的选项。

最 后 根 据 所 给 分 值 或 调 查 数 据 运 用 模 糊 综

合判断法进行指数化 , 取得数据( 表 2) 。

3.3 指标数据的处理

( 1) 指标数据的去量纲化。由于城市创

业环境各项指标的量纲和量级各不相同 , 因

此 在 对 指 标 进 行 综 合 集 成 之 前 需 要 对 所 有

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目前进行数据

去量纲化的方法大致有 3 种 , 即标准化、极

差 标 准 化 和 正 规 化 。 考 虑 数 据 处 理 的 简 便

性 , 我们选用在 SPSS 中数据标准化的方法 :

假 设 Xi 为 原 始 测 值 , X 为 数 据 均 值 , S 为 标

准差 , 则标准化后的观测值 Xi′为:

Xi′=
Xi- X!

S

( 2) 负指标的处理。负指标表示该项因

素对于评价目标有负作用 , 其值越大负作用

越大。为分析简便起见 , 本文对负指标作如

下处理 : 设 Xi 为原观测值 , 则处理后的观测

值 Xi′为:

Xi′=max
i=1

20

Xi- Xi

3.4 城市创业环境指数构筑方法

首先 , 对城市创业环境指标体系中的所

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 然后根据标准化处

理 后 的 数 据 以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中 的 所 有 二 级 指 标 (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基 础 要

素 ) 为 单 位 计 算 三 级 指 标 的 相 关 矩 阵 , 并 通

过 相 关 矩 阵 得 到 特 征 值 和 累 计 特 征 值 占 总

方 差 的 百 分 比 , 及 主 成 分 的 载 荷 ( 为 简 化 结

构 , 因子载荷矩阵经过方差最大旋转) 。根据

最 初 的 几 个 特 征 值 在 全 部 特 征 值 的 累 计 百

分率大于或等于某一百分率的原则 ( 本文累

计百分率为 90%) , 选取主成分的具体数值。

假定前 m 个主成分分别为 :

Zi1=fi1(Xi1, Xi2, ⋯)

Zi2=fi2(Xi1, Xi2, ⋯)

⋯⋯

Zim=fim(Xi1, Xi2, ⋯)

将第 i 城市的各解释变量数值代入 , 可

得到 Z1、Z2、⋯Zm 的数值 ( 通常确定因子得分

的方法有回归法、Bartlett 法和 Anderson-Ru-

bin 法 3 种 , 本文选用 SPSS 默认的回归法 ,

即因子得分均值为 0, 方差等于估计因子得

分 与 实 际 因 子 得 分 之 间 的 多 元 相 关 的 平

方) , 然后根据这 m 个主成分的对应的特征

值 进 行 加 权 累 加 即 构 造 一 个 城 市 的 创 业 环

境基本要素指数 , 数学表达式如下 :

Vi=[!i1Zi1+!i1Zi1+⋯+!imZim]

其中 Ei 为城市的创业环境 基 本 要 素 指

数; !i1⋯!im 为前 m 个特征值。这里 Ei 的数值

可能为负 , 并不代表城市在该方面的真正水

平 , 而是说明城市在所有样本城市中的相对

地位 , 即是处在平均水平之下的。

然后将 V1 经济、V2 文化、V3 服务、V4 科

教、V5 环境、V6 现有创业企业这 6 个城市创

业 环 境 基 础 要 素 采 用 模 糊 层 次 分 析 法 算 出

各自的权重 "i, 最后通过公式 F=
6

i=1
"Vi"i 得

出城市创业环境指数 F。

4 实证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的结果 , 经作

者整理, 得出城市创业环境各表现要素对城

市创业环境的影响度得分, 并建立判断矩阵 ,

如表 3。经一致性检验, 该矩阵的不一致比例

( IR) =0.06<0.1, 可以进行模糊层次分析。

将以上矩阵输入层次分析模型 , 计算出

各表现要素权重 "i: 经济 "1=0.098, 环境 "2=

0.051, 服 务 "3=0.192, 文 化 "4 =0.247, 科 教

"5=0.084, 现有企业 "6=0.297, 得城市创业环

境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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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of Entrepreneur ial Environments of Cities in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s a major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 of a certain

region. No matter to the entrepreneurs! choice of location of to the improvement of policy mechanism there, ap-

propriate assessmen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s of proactive significance.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the framework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stablishes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En-

vironment in urban areas, and evaluates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some cities, using certain mathe-

matical methods.

Key words: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ssessment

F =0.098V1 +0.051V2 +0.192V3 +0.247V4 +

0.084V5+0.297V6

将 各 城 市 经 标 准 化 的 数 据 代 入 评 价 模

型 , 计 算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指 数 , 结 果 如 表 4 所

示。

排名出现了一定的差别 , 个别城市产业

特征明显的城市位置有所变动 , 如城市竞争

力 排 第 7 的 天 津 在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中 排 名 最

末。但大多数城市除排名变动 1～3 位外 , 大

体位置并未出现大的移动 , 说明城市竞争力

与城市创业环境仍有一定的相关度。

5 结语

本 文 提 出 的 以 水 位 模 型 为 基 础 的 创 业

环 境 评 价 体 系 充 分 考 虑 了 城 市 中 各 方 面 因

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 并且本着可操作性和

概 括 性 的 原 则 对 城 市 创 业 环 境 的 描 述 指 标

进行了筛选 , 运用主成分法对所选指标进行

了 归 纳 , 保 证 了 指 标 体 系 的 科 学 性 , 因 此 具

有较高的实际意义。

但 是 本 研 究 因 条 件 及 作 者 理 论 水 平 所

限 ,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 在 此 提 出 以 供 进 一 步 研

究作参考。

( 1) 主观数据的取得。样本城市的主观

指标数据因条件限制主要是通过 23 个网站

( 论坛) 对 200 多人的问卷调查而确定 , 因接

触网络的人群较为固定 , 造成一方面调查对

象的年龄段普遍在 20~35 岁之间 , 另一方面

在调查对象中个体工商业者比较缺少。这样

会在两方面存在误差 , 一是较有生活经验或

创业较久的人群被忽略 , 二是

缺少中小生存型创业者的情况

反馈。

( 2) 研 究 采 取 了 横 断 面 的

分析方式 , 即假设样本城市是

静态的 , 取其某一时点上各种

情况进行分析 , 在预见性及持

续性方面有所欠缺。

( 3) 本 文 虽 然 概 括 了 城 市

创业环境模型 , 但未充分考虑

创业活动中创业者的素质及创

业意愿 , 不能不说有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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