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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测算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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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水价测算模型及其参数估计的研究，即研究水价预测模型及应用，但鲜于对预测

后的水价进行回归分析，造成调整后的水 价 组 成 不 明，无 法 为 水 费 合 理 分 配 提 供 科 学 依 据．依 据 长 期 边 际 成 本 原

理，通过分析苏州市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单位供水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实际数据，测算２０１０年苏州市居民生活水价，并

对预测后的水价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在样本数据准确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能够正确揭示一定时期的水价

及其组成，为城市水价收取与调整、水费管理与分配提供新的依据，对大力推进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

实际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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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开 始 至 今，中国经历了一场

持续的以水价上调为核心的水市场改革，大部分城市

水价普遍从原先的几角钱上调至目前的１～５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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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是苏州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水价调整情况．由于与

每个家庭、企业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水价上调往往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水价制定及其作用也是

国内外长期研究的热门课题．
Ｒｏｇｅｒｓ［１］对如 何 利 用 水 价 提 高 水 资 源 的 公 平

性、效率与可持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Ｇａｒｃｉａ等［２］评

价 了法国水价预测效益的收益．从城市供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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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苏州市生活水价变化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元／吨　

年代 生活水价 年代 生活水价 年代 生活水价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０．２２

０．２８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５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８０

０．９５

１．１５

１．４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表２　苏州市非生活用水价格变化

Ｔａｂ．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元／吨　

年代
工业

用水

商业

用水

宾馆

用水

特种行

业用水

建筑业

用水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０．７５

１．６０

２．３０

２．７０

３．００

０．８５

２．００

２．６０

２．７０

３．００

０．９５

２．０５

２．８０

２．７０

３．３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３．３０

与供给两个方面建立了水价预测的计量经济学预测

模型，模拟了边际成本定价和社会剩余的变化，揭示

最优定价－边际 成 本 方 法 的 特 点．Ｒａｙｍｕｎｄｏ［３］研 究

了巴西水价制定过程中的要素分析，讨论社会边际

价格理论在水价制定中的应用．Ｒｏｂｅｒｔｏ［４］研究了居

民水 价 支 付 意 愿 并 分 析 水 价 政 策 可 行 性．Ｏｌｍ－
ｓｔｅａｄ［５］分析阶梯水价下的用水量需求．Ｒｕｉｊｓ［６］分析

水价政 策 对 用 水 量 与 水 资 源 配 置 的 影 响 与 作 用．
Ｌｉｍ［７］研究通过城市供水最优框架的制定来减少对

环境影响和外部成本．
中国众多学者围绕水资源的价值、价格、水价结

构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李金昌［８］从资源租金角度提出了水资源价格模

型，体现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但是，水的供求弹性

在居民、工业、农业灌溉中的差异性较大，有关参数

的确定比较困难，因此，此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框架，
无法应用到水资源价格计算中．姜文来［９］提出了模

糊数学定价模型．王浩、阮本清、沈大军［１０］在分析总

结基于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发展、基本结构

和应用于水价研究的基础上，以邯郸市为例进行了

实际研究，测算了工业、农业的水价，分析说明了工

业、农业供水量变化对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产出、就业

和价格的变化，并指出了模型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措

施．王浩院士 课 题 组（倪 红 珍、汪 党 献 等 老 师）［１１］长

期致力于水价模型与定价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分析了水价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家

制定相关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陈锡康等［１２］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九大流域１９４９—２０５０年

水资源影子价格进行了测算．夏军等［１３］对水资源经

济政策ＣＧＥ模型及在北京市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贾绍凤等［１４］对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综

述．李翠梅等［１５－２１］对城市供水价格预测长期边际成

本模型及其 ＧＭＭ 参 数 估 计 方 法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研

究，提高了该模型的实用性．但是，由上述文献综述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水价预测模

型及其参数估计的研究，即运用某一水价预测模型

对特定时期的水价进行预测后，很少对预测后的水

价进行回归分析，因此造成了以下几个问题．
１）调整后的水价组成不明，令水价调整缺少说

服力．
２）无法为水费合理分配提供科学依据，令公众

普遍认为水价上涨单纯提高了自来水公司的利润．
３）无法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不利于水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
４）无法体现一定时期，为保证城市供水行业可

持续发展而必须的固定资产再投资的情况．
因此，在水价预测的基础上进行水价回归分析

十分必要．

１　水价预测回归分析步骤

１）根据预测目标，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
根据长期边际成本方法原理与模型，城市水价

预测需要的参数有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类．可

变成本包含水资源费、动力费用、药剂费用、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５个变量；固定成本包括工人工资及

福利、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与递延资产摊销费、
大修理费和日常修理费用５个变量．这１０个变量都

可以看为是水价的自变量，水价是这１０个变量的因

变量．表３、４分别给出苏州市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单位供

水成本１０个自变量的统计数据．
２）建立回归预测模型．
依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建立回归

分析方程，即回归分析预测模型．分别根据表３、４提

供的苏州市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供水成本 历 史 数 据 建 立

回归预测模型．分别根据历史数据首先进行线性回

归分析、对数回归分析、乘幂、指数回归分析、多项式

回归分析．计算结果发现：乘幂、指数回归分析、多项

式回归分析等回归分析模型计算数值偏离太大，不

适合本研究，筛选出线性回归和对数回归作为比较

研究．线性回归 分 析 模 型（回 归 分 析１）和 对 数 回 归

分析模型（回归分析２）计算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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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苏州市单位供水可变成本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ｕｎｉ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７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０８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元／吨　　

年份
水资源费

成本 比例

动力费用

成本 比例

药剂费

成本 比例

管理费

成本 比例

财务费用

成本 比例
小计

１９９７　 ０．０１　 １．９４　 ０．１１　 ２１．３４　 ０．０２　 ３．８８　 ０．０４５　 ８．７３　 ０．００６　５　 １．２６　 ０．１９１　５

１９９８　 ０．０１　 １．９４　 ０．１１　 ２１．３４　 ０．０２　 ３．８８　 ０．０４５　 ８．７３　 ０．００６　５　 １．２６　 ０．１９１　５

１９９９　 ０．０１　 １．９４　 ０．１１　 ２１．３４　 ０．０２　 ３．８８　 ０．０４５　 ８．７３　 ０．００６　５　 １．２６　 ０．１９１　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１２　 １８．４０　 ０．０３　 ４．６０　 ０．０７５　 １１．４５　 ０．００７　８　 １．２０　 ０．２４２　８

２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１２　 １８．４０　 ０．０３　 ４．６０　 ０．０７５　 １１．５０　 ０．００７　８　 １．２０　 ０．２４２　８

２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１２　 １８．４０　 ０．０３　 ４．６０　 ０．０７５　 １１．５０　 ０．００７　８　 １．２０　 ０．２４２　８

２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４８　 ０．１３　 １９．３４　 ０．０４　 ５．９５　 ０．０７５　 １１．１６　 ０．００７　８　 １．１６　 ０．２６２　８

２００４　 ０．１３　 １２．１８　 ０．１３　 １２．１７　 ０．０４　 ３．７４　 ０．０８５　 ７．９６　 ０．００８　５　 ０．８０　 ０．３９３　５

２００７　 ０．２０　 １７．４１　 ０．１４　 １２．１９　 ０．０４　 ３．４８　 ０．０８５　 ７．４０　 ０．００８　５　 ０．７４　 ０．４７３　５

２００８　 ０．２０　 １７．４１　 ０．１４　 １２．１９　 ０．０４　 ３．４８　 ０．０８５　 ７．４０　 ０．００８　５　 ０．７４　 ０．４７３　５

表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苏州市单位供水固定成本

Ｔａｂ．４　Ｆｉｘｅ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ｕｎｉ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７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０８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元／吨　　

年份
工人工资及福利

成本 比例

固定资产折旧

成本 比例

无形资产与递延资产摊销费

成本 比例

大修理费

成本 比例

日常检修

成本 比例
小计 合计

１９９７　 ０．０１１　 ２．１３　 ０．２１　 ４０．７５　 ０．０００　８５　 ０．１６　 ０．０８１　 １５．７２　 ０．０２１　 ４．０７　 ０．３２３　８５　 ０．５１５　３５

１９９８　 ０．０１１　 ２．１３　 ０．２１　 ４０．７５　 ０．０００　８５　 ０．１６　 ０．０８１　 １５．７２　 ０．０２１　 ４．０７　 ０．３２３　８５　 ０．５１５　３５

１９９９　 ０．０１１　 ２．１３　 ０．２１　 ４０．７５　 ０．０００　８５　 ０．１６　 ０．０８１　 １５．７２　 ０．０２１　 ４．０７　 ０．３２３　８５　 ０．５１５　３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２．３０　 ０．２５　 ３８．３３　 ０．００１　５０　 ０．２３　 ０．１０　 １５．３３　 ０．０４３　 ６．５９　 ０．４０９　５　 ０．６５２　３０

２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２．３０　 ０．２５　 ３８．３３　 ０．００１　５０　 ０．２３　 ０．１０　 １５．３３　 ０．０４３　 ６．５９　 ０．４０９　５　 ０．６５２　３０

２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２．３０　 ０．２５　 ３８．３３　 ０．００１　５０　 ０．２３　 ０．１０　 １５．３３　 ０．０４３　 ６．５９　 ０．４０９　５　 ０．６５２　３０

２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２．２３　 ０．２５　 ３７．１９　 ０．００１　５０　 ０．２２　 ０．１０　 １４．８７　 ０．０４３　 ６．４０　 ０．４０９　５　 ０．６７２　３０

２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１．６８　 ０．４５　 ４２．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　 ０．１９　 ０．１５　 １４．０４　 ０．０５５　 ５．１５　 ０．６７５　０　 １．０６８　５０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１．５７　 ０．４５　 ３９．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５　 １３．０６　 ０．０５５　 ４．７９　 ０．６７５　０　 １．１４８　５０

２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１．５７　 ０．４５　 ３９．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５　 １３．０６　 ０．０５５　 ４．７９　 ０．６７５　０　 １．１４８　５０

表５　２０１０年苏州市居民生活水价回归分析

Ｔａｂ．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０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序号 组成 线性回归分析１ 对数回归分析２ 分析值１ 分析值２ 比例／％
可变成本 １．９７９　 ０．９３２　 ４２．０５

１ 水资源费 ｙ＝０．３０３　２ｘ－０．１６８　６　 ｙ＝０．２３５　９ｌｎ（ｘ）＋０．１３８　４　 １．２６　 ０．５０　 ２６．７７

２ 动力费用 ｙ＝０．０４０　８ｘ＋０．０９２　２　 ｙ＝０．０３３　４ｌｎ（ｘ）＋０．１３４　１　 ０．２８　 ０．１９　 ５．９５

３ 药剂费 ｙ＝０．０２８　１ｘ＋０．００９　８　 ｙ＝０．０２３　６ｌｎ（ｘ）＋０．０３８　８　 ０．１４　 ０．０８　 ２．９７

４ 管理费 ｙ＝０．０５２　６ｘ＋０．０２９　４　 ｙ＝０．０４４　９ｌｎ（ｘ）＋０．０８３　９　 ０．２８　 ０．１５　 ５．９５

５ 财务费用 ｙ＝０．００２　８ｘ＋０．００５　５　 ｙ＝０．００２　３ｌｎ（ｘ）＋０．００８　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４０
固定成本 ２．７２９　 １．３２７　 ５７．９５

１ 工资及福利 ｙ＝０．０１ｘ＋０．００７　２　 ｙ＝０．００８　３ｌｎ（ｘ）＋０．０１７　５　 ０．０５４　３　 ０．０３０　 １．１５

２ 固定资产折旧 ｙ＝０．４０２　９ｘ－０．００５　８　 ｙ＝０．３２０　２ｌｎ（ｘ）＋０．４０４　４　 １．８９　 ０．９０１　 ４０．１５

３ 无形资产与递延资产摊销费 ｙ＝０．００１　６ｘ＋０．０００　２　 ｙ＝０．００１　４ｌｎ（ｘ）＋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１７

４ 大修理费 ｙ＝０．１１１　１ｘ＋０．０２５　５　 ｙ＝０．０８９　３ｌｎ（ｘ）＋０．１３９　 ０．５５　 ０．２７８　 １１．６８

５ 日常检修维护费 ｙ＝０．０４６　９ｘ＋０．００４　７　 ｙ＝０．０３９　４ｌｎ（ｘ）＋０．０５３　１　 ０．２２６　 ０．１１４　 ４．８０
合计 ４．７０７　３　 ２．２５９　 １００

　　注：表５中最后１列表示分析值１各项费用与总价比值．

　　３）进行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是对具有因果关系的影响因素（自变

量）和预测对象（因变量）所进行的数理统计分析处

理．只有当变量与因变量确实存在某种关系时，建立

的回归方程才有意义，因此，作为自变量的因素与作

为因变量的预测对象是否有关，相关程度如何，以及

判断这种相关程度的把握性多大，就成为进行回归

分析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结合表３、４数据对水价预测１０个自变量和供

水成本进行相关分析，求出相关系数矩阵，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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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供水成本相关系数分析矩阵

Ｔａｂ．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ｌｌｐｙ　ｃｏｓｔｓ

相关

系数

供水

成本

水资

源费

动力

费

药剂

费

管理

费

财务

费用

工资

福利

固定

资产

摊销

费

大修理

费

日常

修理费

供水成本 １

水资源费 ０．９６０　９　 １

动力费 ０．９２３　３　 ０．８４５　５　 １

药剂费 ０．８４０　９　 ０．６９０　２　 ０．９５２　１　 １

管理费 ０．８０４　５　 ０．６２７　３　 ０．８８４　０　 ０．９３３　６　 １

财务费用 ０．８６８　５　 ０．７１１　０　 ０．９１５　５　 ０．９４３　６　 ０．９９３　０　 １

工资福利 ０．９１１　８　 ０．７７２　２　 ０．９３１　８　 ０．９４２　０　 ０．９７６　７　 ０．９９５　３　 １

固定资产 ０．９９３　５　 ０．９５９　９　 ０．８７９　５　 ０．８０２　０　 ０．７６１　４　 ０．８３２　９　 ０．８８２　７　 １

摊销费 ０．９１５　０　 ０．７７６　８　 ０．９３２　６　 ０．９４１　５　 ０．９７５　０　 ０．９９４　５　 ０．９９９　９　 ０．８８６　４　 １

大修理费 ０．９９５　２　 ０．９３３　２　 ０．９１３　３　 ０．８５６　７　 ０．８３４　７　 ０．８９４　１　 ０．９３３　４　 ０．９９　２５　 ０．９３６　２　 １

日常修理费 ０．８７０　３　 ０．７１３　４　 ０．９１６　３　 ０．９４３　７　 ０．９９２　５　 ０．９９９　９　 ０．９９５　６　 ０．８３４　９　 ０．９９４　８　 ０．８９５　７　 １

表７　预测模型回归系数分析

Ｔａｂ．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供水

成本

水资

源费

动力

费

药剂

费

管理

费

财务

费用

工资

福利

固定

资产

摊销

费

大修

理费

日常

修理费

回归系数 ０．９２３　５　 ０．８５２　６　 ０．７０７　３　 ０．６４７　３　 ０．７５４　４　 ０．８３１　５　 ０．９８７　１　 ０．８３７　２　 ０．９９０　４　 ０．７５７　４

　　从表６可以看到，各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较大，
表明这１０个成本影响因子与水价预测目标密切相

关，符合回归分析的要求．
４）检验回归预测模型，计算预测误差．
回归预测模型是否可用于实际预测，取决于对

回归预测模型的检验和对预测误差的计算．回归方

程只有通过各种检验，且预测误差较小，才能将回归

方程作为预测模型进行预测．
表７是供水成本中１０个变量线性预测模型的

回归系数分析，由计算得出的数据均能满足各自回

归方程的检验，表明回归预测模型可以用于实际预

测．
５）计算并确定预测值．
最后一步就是利用回归预测模型计算预测值，

并对预测值进行 分 析，确 定 最 后 的 预 测 值．表５分

别给出了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和对数预测模型的预测

值，见表５第５、６列．预测的结果分别是２０１０年苏

州市居民生活水价分别是：４．７０７　３元／吨和２．２５　９
元／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认为：随着社会水资

源日益匮乏、稀缺性的增加，水价应该是一个上升的

趋势，对数预测模型预测值低于现行水价，因此不可

取．故采 用 线 性 回 归 模 型 预 测 水 价：４．７０７３元／吨，
取４．７１元／吨．按４．７１元／吨计算，平均每户居民每

月水费支出约为４７．１元至７１元左右，占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０．９％～１．３６％，远小于２％～３％的承受

力．

２　水价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可以清楚地表达水价组成各部分及其

所占的百分比（见表５的第５～７列），由表５回归分

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通过模型参数的回归分析，可以计算出水价

各组成的数值．例 如，２０１０年 苏 州 市 居 民 生 活 水 价

为４．７１元／吨，可 变 成 本 为１．９７９元，其 中 水 资 源

费、动力费、药剂费、管理费、财务费用分别为１．２６、

０．２８、０．１４、０．１５和０．０１２元．
２）表５可以为水价调整提供清楚、详细、有力

的支持，让群众一目了然．
３）依据表５可以制定相应的水费分配方案，并

建立监督机制，有利于提升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逐步形成供水工程资金来源与资金配置的良性

循环．
４）预测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水价中水资

源费较低，不能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在今后一段时

间水价应上调的主要部分为水资源费用．
５）由表８和图１可以看出，在水价组成中，水

资源费和固定资产费用应该占用较大的比重．反映

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水资源日益匮乏；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高新技术产品投入到供水工程

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折旧速度远远大于以往技术含

量较低的设备与产品，这表明征收的水费中应充分

考虑固定资产的再投资及其投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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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水价调整表

Ｔａｂ．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ｅｓ

序号 项目
预测

值

比例

／％

０８年

样本值

比例

／％

可变成本 １．９７９　 ４２．０５　０．４７３　５　４１．２３

１ 水资源费 １．２６　 ２６．７７　 ０．２０　 １７．４１

２ 动力费用 ０．２８　 ５．９５　 ０．１４　 １２．１９

３ 药剂费 ０．１４　 ２．９７　 ０．０４　 ３．４８

４ 管理费 ０．２８　 ５．９５　 ０．０８５　 ７．４０

５ 财务费用 ０．０１９　 ０．４０　 ０．００８　５　 ０．７４
固定成本 ２．７２９　 ５７．９５　 ０．６７５　 ５８．７７

１ 工人工资及福利 ０．０５４　３　 １．１５　 ０．０１８　 １．５７

２ 固定资产折旧 １．８９　 ４０．１５　 ０．４５　 ３９．１８

３
无形资产与递

延资产摊销费
０．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１７

４ 大修理费 ０．５５　 １１．６８　 ０．１５　 １３．０６

５ 日常检修维护费 ０．２２６　 ４．８０　 ０．０５５　 ４．７９
合计 ４．７１　 １００　 １．１４８　５　 １００

图１　２０１０年苏州市预测水价组成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２０１０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３　结论

分析苏州市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 单 位 供 水 可 变 成 本

与固定成本实际数据，根据长期边际成本原理预测

２０１０年苏州市居民生活水价．采用回归分析对所预

测的水价及其组成进行深入的剖析，并以此为依据

制定水价具体调整方案．研究表明：通过线性回归分

析能够正确剖析一定时期的水价及其组成；能够为

城市水价收取与调整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为水费

合理分配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对大力推进区域水资

源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实际和理论意义．
致谢：本文得到苏州科技学院基金、江苏省高校

“青蓝工程”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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