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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企业资源计划 (ERP)系统实施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观性较强, 存在冗余现象, 缺乏合理的建立依

据. 对此, 通过引入粗糙集理论中的属性约简法, 结合 15家已实施ERP系统的企业实例, 对ERP系统实施风险控制指

标进行属性约简. 结果表明, 粗糙集属性约简理论在ERP系统实施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约简中的应用是有效的, 并得

出了包含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建模、项目管理等 7项重要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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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ong subjectivity, redundancy, without valid instauration grounds are the main characters of present risk indices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 system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attribute reduction method in rough set theory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fifteen enterprises who has completed ERP system implementation, risk controlling attribut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re reduc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age of attribute reduction theory in such area is effective, and

seven important risk indices are obtained, includ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nterprise model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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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目前, 我国信息化建设已发展到信息化与工业

化全面融合的阶段, 企业资源计划 (ERP)系统实施已

成为我国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ERP系

统实施投资大, 不仅涉及管理思想变革、业务流程重

组、数据集成、资金预算、员工绩效、计算机硬件、软

件等众多企业内部资源, 而且还涉及到ERP软件供

应商、咨询公司、监理公司等外部资源, 属于典型的

复杂系统工程. 已有文献显示, ERP系统实施的成功

率非常低[1]. 因此, 从风险管理角度研究ERP系统实

施, 对促进企业成功实施ERP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现有的ERP系统实施风险管理体系很不完

善, ERP系统实施风险管理实践仅仅处于起步和摸索

阶段[2]. ERP系统实施风险管理与控制主要包括风险

识别、风险评价与风险控制 3个环节. 笔者在前期风

险识别研究过程中, 采用复杂系统理论中的层次全息

建模思想, 从实施流程、系统资源、功能模块、人力资

源及项目管理 5个子域分析了ERP系统实施, 并采用

多级鱼刺图法层层剖析了不同子域的风险因素, 构建

了多层次的ERP系统实施风险因素图. 研究发现风险

因素数量多, 且不同子域风险因素存在重复和冗余现

象, 风险因素之间还存在隐性关系, 显然不适合直接

作为后期风险评价与控制的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情况, 本文采用粗糙集理论中的属性

约简法, 针对企业ERP系统实施风险管理与控制的风

险指标进行约简, 得出关键风险控制指标. 通过已实

施ERP系统的企业为实例, 表明了在保证知识分类质

量不变的前提下, 粗糙集属性约简理论在企业ERP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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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实施风险管理与控制风险指标选择中的有效性.

2 ERP系系系统统统实实实施施施风风风险险险指指指标标标体体体系系系分分分析析析

现有文献对ERP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实施效

果、供应商选择、实施目标和实施风险等方面. 评价

指标的确定通常只分析其建立原则, 缺乏创建过程和

设立根据, 存在主观性强、指标冗余等缺点. 结合笔

者前期采用层次全息模型和多级鱼刺图对ERP系统

实施的分析结果, 根据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中的里程

表 1 ERP系统实施风险指标体系

一级风险指标 二级风险指标

政策环境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作环境
社会环境风险(𝑟1)

经济环境

法律环境

系统功能满足程度

软件技术水平

软件供应商风险(𝑟2) 系统性能

价格

实施能力

咨询价格

咨询公司风险(𝑟3) 咨询能力

咨询公司声誉

监理价格

监理公司风险(𝑟4) 监理能力

监理公司声誉

需求动机

战略制定

规划与决策风险(𝑟5) ERP实施目标制定

实施计划制定

项目领导小组组建

软件供应商选择

咨询公司选择
厂商选择风险(𝑟6)

监理公司选择

硬件厂商选择

需求分析
企业建模风险(𝑟7)

业务蓝图设计

ERP观念建立

业务流程优化

管理变革风险(𝑟8) 制度建设

绩效考核

管理持续改进

二次开发风险(𝑟9) 二次开发

系统切换风险(𝑟10) 系统切换

系统使用

运行、维护及改进风险(𝑟11) 系统维护

升级与改进

进度管理

沟通管理

质量管理
项目管理风险(𝑟12)

成本管理

基础数据管理

培训管理

高层领导执行力

项目领导小组执行力
人力资源管理风险(𝑟13)

项目实施团队能力

业务人员支持度

碑思想, ERP系统实施风险体系可分为外部风险和内

部风险两大类: 外部风险包括社会环境、ERP软件供

应商、咨询公司及监理公司 4类风险; 企业内部风险

主要包括规划与决策、厂商选择、企业建模、管理变

革、二次开发、系统切换、运行维护及改进、项目管理

和人力资源管理 9类风险. 详见表 1.

ERP系统实施一级风险指标类别共分为 13类,

二级基本风险指标 46个, 三级风险指标达 100余项.

这些风险指标体系庞大, 指标之间存在潜在的交叉关

系. 因此, 下文引入不确定性理论中的粗糙集理论和

属性约简方法, 采用知识分类的观点分析潜在风险因

素, 在保证知识分类质量不变的前提下, 对指标属性

进行约简, 丰富了ERP实施风险评价指标建立的理论

基础.

3 粗粗粗糙糙糙集集集属属属性性性约约约简简简理理理论论论

粗糙集理论是一种处理模糊和不确定性问题的

新型数学工具, 从知识分类的角度出发, 利用数据本

身所提供的信息, 在没有任何附加信息和先验知识的

条件下, 进行数据推理[3-6]. 粗糙集理论还包含了求

取大量数据中最小不变集合与求解最小规则集的理

论, 这一特性使得决策者能在领域信息不完整、不确

定、不精确的前提下, 通过对数据进行近似分类, 推

理数据间的关系, 从中发现隐含的知识, 揭示潜在的

规律, 以完成对事物的判断、预测和决策. 因此, 相对

于许多其他处理不确定知识的方法, 粗糙集理论更具

有客观性, 是一种能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不确定性知识

的数学工具[7,8]. 粗糙集主要用于知识约简、规则挖

掘、属性权重分析等方面. 在基于粗糙集的知识表达

系统中, 不同属性在分类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有

的属性不可缺少, 有的属性是冗余的; 有的属性起主

要作用, 有的属性起次要作用. 属性约简就是在保持

知识分类质量不变的前提下, 删除冗余属性和次要因

素, 找出属性核值, 从而提高决策效率的过程[9,10].

粗糙集用知识表达系统来定义研究对象, 用𝑆 =

(𝑈,𝐴, 𝑉, 𝐹 )表示. 其中: 𝑈 = 𝑋1, 𝑋2, ⋅ ⋅ ⋅ , 𝑋𝑛, 是对象

的有限集, 称为论域; 𝐴 = 𝐶
∪

𝐷, 子集𝐶和𝐷分别

表示条件属性集和决策属性集, 且𝐶
∩

𝐷 = ∅; 𝑉 =

(𝑈𝑎∈𝐴, 𝑉𝑟)是属性取值的集合, 𝑉𝑎 是属性 𝑎的取值范

围; 𝐹 : 𝑈 ×𝐴 → 𝑉 是一个信息函数, 用于确定每个属

性的信息值, 即 ∀𝑎 ∈ 𝐴, 𝑥 ∈ 𝑈 , 有𝐹 (𝑥, 𝑎) ∈ 𝑉𝑎.

对于任何子集𝑋 ∈ 𝑈 , 可称之为𝑈 中的一个概

念或范畴, 𝑈 中的每个概念称为关于𝑈 的抽象知识,

简称知识. 设有集合𝑅 = 𝑋1, 𝑋2, ⋅ ⋅ ⋅ , 𝑋𝑛. 其中: 𝑋𝑖

∈ 𝑈 , 𝑋𝑖 ∕= ∅, 𝑋𝑖

∩
𝑋𝑗 = ∅, 𝑖 ∕= 𝑗, 𝑖, 𝑗 = 1, 2, ⋅ ⋅ ⋅ , 𝑛,

且

𝑛∪
𝑖=1

= 𝑈 , 𝑋𝑖 称为分类𝑅的等价类, 等价类是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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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行分类的依据.

对于任意𝑋,𝑌 ∈ 𝑈,∀𝑃, 𝑃 ⊆ 𝐴, 若存在 Ind(𝑃 ),

使 Ind(𝑃 ) = (𝑋,𝑌 ) ∈ 𝑈 × 𝑈 ∣∀𝑎 ∈ 𝑃, 𝐹𝑎(𝑋) = 𝐹𝑎(𝑌 ),

则称𝑋, 𝑌 为𝑃 上的不可分辨关系, 记为 Ind(𝑃 ), 也称

为𝑈 上的等价关系.

假定𝑋是论域𝑈 上的任意子集, 𝑅为属性集的

任意子集, 是一个等价关系, 则关系𝑅上𝑋的下近似

定义为根据分类规则判断肯定属于𝑋的对象的最大

集合, 记为𝑅∗(𝑋) (也记为Pos𝑅(𝑋)), 𝑅∗(𝑋) =
∪{𝑌

∈𝑈/𝑅 : 𝑌 ⊆ 𝑋}. 关系𝑅上𝑋的上近似定义为根据

分类规则判断可能属于𝑋的对象的最小集合, 记为

𝑅∗(𝑋), 𝑅∗(𝑋) =
∪{𝑌 ∈ 𝑈/𝑅 : 𝑌

∩
𝑋 = ∅}.

假定𝑋是论域𝑈 上的知识, 𝑅是属性𝐴的任意

子集, 定义𝑋的𝑅确切分类精度为

𝛼𝑅(𝑋) =

𝑛∑
𝑖=1

card(𝑅∗(𝑋𝑖))
/ 𝑛∑

𝑖=1

card(𝑅∗(𝑋𝑖)).

确切分类精度是一个介于 [0,1]之间的实数, 表示

集合𝑋的可定义程度, 即集合𝑋的确定度. 定义𝑋

的𝑅确切分类质量为

𝛾𝑅(𝑋) =

𝑛∑
𝑖=1

card(𝑅∗(𝑋𝑖))
/

card(𝑈),

用于描述属性子集的𝑅的近似分类能力. 其中

card( )表示集合基数.

对于知识表达系统𝑆 = (𝑈,𝐶
∪

𝐷,𝑉, 𝐹 ), 𝑐 ∈ 𝐶,

若 𝛾𝐶(𝐷) = 𝛾𝐶−𝑐(𝐷), 则 𝑐是𝐶中关于𝐷可约简的;

否则, 是𝐶中关于𝐷不可约简的. 𝐵 ⊆ 𝐶, 如果 𝛾𝐶(𝐷)

= 𝛾𝐵(𝐷), 则可以认为𝐵是𝐷独立的, 即𝐵是𝐶约

简后的一个结果. 要使 𝛾𝐶(𝐷) = 𝛾𝐶−𝑐(𝐷), 只需

Pos𝐶−𝑐(𝐷) = Pos𝐶(𝐷), 表明 𝑐是可以约简的. 若从

𝐶中去掉属性 𝑐, 则知识分类将发生变化. 定义

Sig𝐶−𝑐(𝐷)为属性 𝑐的重要程度, 即

Sig𝐶−𝑐(𝐷) = (𝛾𝐶(𝐷)− 𝛾𝐶−𝑐(𝐷))/𝛾𝐶(𝐷) =

1− card(Pos𝐶−𝑐(𝐷))/card(Pos𝐶(𝐷)).

如果特例 Sig𝐶−𝑐(𝐷) = 0, 即属性重要程度为 0, 则此

属性便成为可约简属性. 将每个属性 𝑐𝑖 的重要程度进

行归一化处理, 便可得到属性的权重为

𝑊𝑎𝑖 = Sig𝐶−𝑎𝑖
(𝐷)

/ 𝑛∑
𝑗=1

Sig𝐶−𝑎𝑗
(𝐷).

𝑈 是一个论域, 𝑅为定义在𝑈 上的一个等价关

系, 𝑅中所有必要关系组成的集合称为𝑅的核, 即

在保证知识分类质量不减时的最小属性集合, 记为

Core(𝑃 ), Core(𝑅) =
∩

Red(𝑅), Red(𝑅)表示等价关系

𝑅的所有约简.

4 属属属性性性约约约简简简算算算法法法

属性约简过程即为决策规则挖掘的过程, 主要

分 4步: 风险因素数据初始化, 单个属性约简规则挖

掘分析, 组合属性约简规则挖掘分析以及属性约简结

果确定. 算法的基本思路是: 从空集开始, 先计算单

个属性权重, 然后逐步加入其他属性, 当属性权重相

等时, 计算组合权重, 直到所有的对象能够被正确分

类. 具体算法如下:

输入一个知识表达系统𝑆 = (𝑈,𝐶
∪

𝐷,𝑉, 𝐹 ).

输出知识表达系统的属性约简𝑅.

Step 1: 初始化相关集合.

Step 2: 单个属性约简规则挖掘分析.

While 𝑖 < 𝑛 do

Ind(𝑥𝑖), 𝑈/Ind(𝑥𝑖)求解;

计算𝑅∗(𝑋𝑖), 𝑅∗(𝑋𝑖), 𝛼𝑅(𝑋𝑖), 𝛾𝑅(𝑋𝑖);

计算𝑊𝑎𝑖 , Sig𝐶−𝑐(𝐷);

比较重要程度, 确定Core(𝑅), 得到单个属性初步

约简结果.

end

Step 3: 组合属性约简规则挖掘分析.

For 𝑖 = 1 to 𝑛/2

从单属性约简规则挖掘分析结果中寻找权重最

小 (次小)的属性, 将其与其他属性中的一个或多个构

成组合属性, 用𝑌𝑖 表示, 对 Ind(𝑌𝑖), 𝑈/Ind(𝑌𝑖)求解;

计算𝑅∗(𝑌𝑖), 𝑅∗(𝑌𝑖), 𝛼𝑅(𝑌𝑖), 𝛾𝑅(𝑌𝑖);

计算𝑊𝑌𝑖 , Sig𝐶−𝑌𝑖
(𝐷);

确定等级, 确定Core(𝑅);

分析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

end

Step 4: 属性约简结果确定. 如果单个属性权重等

于 0或很小, 且与其他属性的依赖程度较小, 重要程

度也小, 则可直接进行属性约简; 但如果与其他属性

依赖程度较大, 则可进行属性合并, 最终输出约简后

的𝑅.

5 实实实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风险规则挖掘的目的是根据ERP系统实施过程

风险因素的表现情况, 确定风险重要程度, 同时为

避免风险因素过于离散化, 应掌控重点风险因素. 因

此, 采用粗糙集法对冗余风险因素和次要风险因素进

行约简十分必要.

选取表 1中一级风险指标的厂商选择、企业建

模、二次开发、项目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 5项风险作

为条件属性, 用 𝑎, 𝑏, ⋅ ⋅ ⋅ , 𝑒表示; 𝐷为决策属性, 通过

风险等级𝐷来表示, 代码为 1, 2, 3, 分别表示风险大、

中等、小; 条件属性值为 1, 2, 3, 分别表示较一般、

重要、非常重要. 通过对 15家已实施ERP系统的企业

进行调查, 得到如表 2所示的风险决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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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RP系统实施风险决策表

条件属性 决策属性
U

𝑎 𝑏 𝑐 𝑑 𝑒 𝐷

𝑋1 2 1 3 1 2 2

𝑋2 2 2 1 2 1 2

𝑋3 1 3 2 2 2 1

𝑋4 2 2 2 1 1 1

𝑋5 1 3 1 2 2 2

𝑋6 1 2 2 3 1 1

𝑋7 2 1 2 2 1 2

𝑋8 2 2 1 2 3 1

𝑋9 2 1 1 2 3 2

𝑋10 3 3 3 1 1 3

𝑋11 3 3 2 2 2 3

𝑋12 2 2 1 3 3 3

𝑋13 3 3 2 3 2 3

𝑋14 3 1 2 3 2 3

𝑋15 3 2 1 3 2 3

考察表 2, 根据分类规则, 有

𝑈/𝐷 = {(𝑥3, 𝑥4, 𝑥6, 𝑥8), (𝑥1, 𝑥2, 𝑥5, 𝑥7, 𝑥9),

(𝑥10, 𝑥11, 𝑥12, 𝑥13, 𝑥14, 𝑥15)},
𝑈/Ind(𝑎) = {(𝑥3, 𝑥5, 𝑥6), (𝑥1, 𝑥2, 𝑥4, 𝑥7, 𝑥8,

𝑥9, 𝑥12), (𝑥10, 𝑥11, 𝑥13, 𝑥14, 𝑥15)}.
同理可求得𝑈 /Ind(𝑏), 𝑈 /Ind(𝑐), 𝑈 /Ind(𝑑), 𝑈 /Ind(𝑒).

另外, 有

𝑋1 = (𝑥3, 𝑥4, 𝑥6, 𝑥8),

𝑋2 = (𝑥1, 𝑥2, 𝑥5, 𝑥7, 𝑥9),

𝑋3 = (𝑥10, 𝑥11, 𝑥12, 𝑥13, 𝑥14, 𝑥15),

𝑅𝑎∗(𝑋1) = 𝑅𝑏∗(𝑋1) = 𝑅𝑐∗(𝑋1) =

𝑅𝑑∗(𝑋1) = 𝑅𝑒∗(𝑋1) = ∅,

𝑅𝑎∗(𝑋2) = 𝑅𝑏∗(𝑋2) = 𝑅𝑐∗(𝑋2) =

𝑅𝑑∗(𝑋2) = 𝑅𝑒∗(𝑋2) = ∅,

𝑅𝑎∗(𝑋3) = {𝑥10, 𝑥11, 𝑥13, 𝑥14, 𝑥15},
𝑅𝑏∗(𝑋3) = 𝑅𝑐∗(𝑋3) = 𝑅𝑑∗(𝑋3) = 𝑅𝑒∗(𝑋3) = ∅,

𝑅∗
𝑎(𝑋1)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5, 𝑥6, 𝑥7, 𝑥8, 𝑥9, 𝑥12},

𝑅∗
𝑏(𝑋1) = {𝑥2, 𝑥3, 𝑥4, 𝑥5, 𝑥6, 𝑥8, 𝑥10, 𝑥11, 𝑥12,

𝑥13, 𝑥15},
𝑅∗

𝑐(𝑋1) = {𝑥2, 𝑥3, 𝑥4, 𝑥5, 𝑥6, 𝑥7, 𝑥8, 𝑥9, 𝑥11, 𝑥12,

𝑥13, 𝑥14, 𝑥15},
𝑅∗

𝑑(𝑋1)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5, 𝑥7, 𝑥8, 𝑥9, 𝑥10, 𝑥11},
𝑅∗

𝑒(𝑋1)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5, 𝑥6, 𝑥7, 𝑥8, 𝑥9, 𝑥10,

𝑥11, 𝑥12, 𝑥13, 𝑥14, 𝑥15}.
同理可得𝑅∗

𝑎(𝑋2), 𝑅∗
𝑏(𝑋2), 𝑅∗

𝑐(𝑋2), 𝑅∗
𝑑(𝑋2), 𝑅∗

𝑒(𝑋2),

𝑅∗
𝑎(𝑋3), 𝑅∗

𝑏(𝑋3), 𝑅∗
𝑐(𝑋3), 𝑅∗

𝑑(𝑋3), 𝑅∗
𝑒(𝑋3).

再以组合属性 (𝑏, 𝑐)为例

𝑅(𝑏,𝑐)∗(𝑋1) = {𝑥4, 𝑥6},
𝑅(𝑏,𝑐)∗(𝑋2) = {𝑥1, 𝑥5, 𝑥9},
𝑅(𝑏,𝑐)∗(𝑋3) = {𝑥10},
𝑅∗

(𝑏,𝑐)(𝑋1) = {𝑥2, 𝑥3, 𝑥4, 𝑥6, 𝑥8, 𝑥11, 𝑥12, 𝑥13, 𝑥15},
𝑅∗

(𝑏,𝑐)(𝑋2) = {𝑥1, 𝑥2, 𝑥5, 𝑥7, 𝑥8, 𝑥9, 𝑥12, 𝑥14, 𝑥15},
𝑅∗

(𝑏,𝑐)(𝑋3) = {𝑥2, 𝑥3, 𝑥6, 𝑥7, 𝑥8, 𝑥10, 𝑥11, 𝑥12, 𝑥13,

𝑥14, 𝑥15},
𝛼𝑅(𝑋) = 0.178, 𝛾𝑅(𝑋) = 0.333.

以上表明, 根据 (𝑏, 𝑐)组合风险因素对知识进行

决策分类时, 能确切划入决策结果中的对象占 33%,

但这些对象中, 正确的决策所占的比率仅为 17.8%; 同

理可得其他二元、三元、四元组合风险因素的确切分

类精度和近似分类能力.

在上述 5个风险因素中, Sig𝐶−𝑐(𝐷) = 0.062 5, 表

明二次开发重要程度明显很弱; Sig𝐶−𝑒(𝐷) = 0.375,

表明人力资源重要程度最强; Sig𝐶−𝑏(𝐷) = 0.25,

Sig𝐶−𝑑(𝐷) = 0.187 5, 且𝑊(𝑏,𝑑) = 0.238, 比另外 9个

(𝐶2
5 − 1)二元组合风险因素权重明显偏大, 表明企

业建模与项目管理重要程度次强, 且这两个风险因

素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即在进行企业建模过程中, 必

须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加以实施; Sig𝐶−𝑎(𝐷)

= 0.125, 表明厂商选择重要程度处于中等位置, 与现

实中选用哪家ERP产品并不是最重要的完全吻合. 由

此看见, ERP系统实施过程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企

业建模、项目管理等风险因素的控制.

将所有风险因素调查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

各风险属性重要程度 (Sig𝐶−𝑟𝑖
(𝐷), 𝑖 = 1, 2, ⋅ ⋅ ⋅ , 13)

分别为 0.008, 0.023, 0.021, 0.01, 0.111, 0.103, 0.124,

0.118, 0.018, 0.022, 0.121, 0.12, 0.201. 可以看出, 外

部 4个风险因素从单个属性来看, 其重要程度都很低,

原则上都可以约简, 但三大公司与厂商选择内部风

险构成组合属性时的 Sig𝐶−(𝑟2,𝑟3,𝑟4,𝑟6)(𝐷) = 0.178,

较 Sig(𝐶−𝑟6)
(𝐷)明显偏大, 说明三大公司外部风险因

素与厂商选择构成四元组合属性, 统一进行风险管

理与控制, 更具有决策价值, 故只约简社会环境风险;

内部风险因素中的二次开发与系统切换风险权重也

很小, 且与其他风险属性的相关性小, 说明也是次要

属性, 可以约简; 而其他风险因素则是重点管理对象.

于是最终ERP系统实施风险因素约简结果是: 将社

会环境风险、二次开发风险、系统切换风险进行约

简, 将ERP软件厂商风险、咨询公司风险、监理公司

风险与厂商选择风险进行归并, 统一构成内部风险因

素, 即Core(𝑅) = (规划与决策风险、厂商选择风险、

企业建模风险、管理变革风险、运行维护及改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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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项目管理风险、人力资源管理风险).

6 结结结 论论论

风险指标的选择是ERP系统实施风险评价与控

制的关键. 本文采用粗糙集理论中的知识属性约简法

对ERP系统实施风险因素集进行了属性约简, 在知识

分类质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约简了社会环境、二次

开发、系统切换 3个次要风险因素, 并将ERP软件厂

商、咨询公司、监理公司 3个企业外部风险归并到厂

商选择内部风险因素中, 达到了约简冗余因素和次

要因素的目的. 另外, 分析了风险属性之间的关联关

系, 丰富了建立ERP系统实施风险指标的理论基础.

ERP系统实施重在后期应用, 成功实施是这一目标的

前提, 实施过程评价指标的设立不仅是为了衡量成败

与否, 它还应具有“指挥棒”的功效. 它不但作用于事

后评估, 还要能给即将或正在实施ERP的企业指明努

力方向, 发现薄弱环节, 以减小风险损失.

关于如何将宏观风险指标转换为可操作性强的

微观指标, 选择科学的评价方法对当前企业ERP系统

实施风险状态进行评价, 并制定合理的管理与控制措

施, 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将是课题组后期努力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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