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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碳无形资产对减排收益影响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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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构建碳无形资产层次结构有向图，明晰碳无形资产对获取减排收益的影响路径；

利用决策实验室法（DEMATEL）挖掘影响减排收益的关键性和驱动性碳无形资产。研究发现影响减排收益的直接、

间接、根本碳无形资产；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工艺流程低碳再造、低碳战略、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减

排收益的核心要素；分配的碳排放权、低碳战略、低碳文化是影响企业减排收益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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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the carbon-intangible assets hierarchy digraph and clarifies the impaction path of intangible 
assets to profits by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and explores the key and driving carbon-intangible assets 
affecting the profits through Decision Making and Trial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rect, indirect, fundamental assets which affect the profits; the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process, low-carbon strategy, the capacity of low-carbon technology research are the key element to influence the 
enterprises earn the profits from emission reduction;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permit assigned, low-carbon strategy, 
low-carbon culture are the driving elements which affect the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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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将启动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第一阶段涵盖范围包括电力、石化、化工、
建材、钢铁、有色等重点碳排放行业。对于纳入交
易体系的工业企业而言，如何将碳排放权带来的外
部约束转换成为外部机遇，将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的全新课题。从战略管理理论资源基础观的角度，
积累、开发和培育碳资产不仅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也是帮助企
业在碳交易市场中获取短期收益的可靠途径［1］。

1    企业碳无形资产内涵与识别

1.1    企业碳无形资产的内涵

企业碳资产是指低碳经济时代，由企业所控制的

通过有价值的二氧化碳减排实现其价值的当前经济资
源，包括和减排活动相关的各种能力、文化、知识、
物质资源等。根据实物形态，碳资产又可以分为碳
有形资产和碳无形资产［2］。根据企业竞争力理论中
VRIO( 价值、稀缺性、模仿性、组织 ) 分析框架，以
节能减排设备为代表的碳有形资产易于被其他企业复
制和替代，在竞争中只具备短期的竞争优势。相较碳
有形资产而言，包括各种文化、能力、技术等在内的
碳无形资产从历史形成环境、因果模糊、组织复杂性、
专利等方面的原因可以帮助企业形成对模仿企业的成
本优势，进而产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3］。
1.2    企业碳无形资产的识别

借鉴价值链分析法用于鉴别企业创造可持续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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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潜力的资源的思路，识别企业碳无形资产可
以通过挖掘企业减排活动流程的思路来实现。一般
企业的减排活动链如图 1 所示。减排活动分为两大
类：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碳核查活

动、碳评估活动、碳减排活动、碳营销活动、碳交易。
辅助活动包括基础资源、技术研发、低碳人力资源
管理等。通过文献整理，支持上述低碳活动的碳无
形资产如表 1 所示。

辅助
活动

基本
活动

低碳管理体系、低碳文化

低碳技术研发能力

低碳人力资源

碳核查 碳评估 碳减排 碳营销
碳交易

减排收益

图 1    企业减排活动链

表 1    基于减排活动的企业碳无形资产
低碳活动 碳无形资产

碳核查 碳核查能力

碳评估 碳足迹

碳减排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工艺流程低碳再造

碳交易 节余的碳排放权

碳营销 碳标签

辅助活动 低碳战略

低碳文化

低碳技术研发能力

低碳人才

分配的碳排放权

1.3    企业碳无形资产开发困境

不管是基于制度压力还是利益驱动，企业在低
碳经济时代提升竞争优势应对低碳压力或把握低碳
机遇的战略目标是肯定的，开发碳无形资产即是实
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学界对碳资产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制度［4-6］、会计确认与计
量［7-8］、与竞争力间的相关性［2，9-10］等研究领域，
如何通过开发碳无形资产实现减排收益的研究更是
少见。同时，对企业实践操作而言，开发碳无形资
产实现减排收益的难点在于：一方面，由于对整个
碳无形资产体系结构和资产间因果关系缺乏认知，
对碳无形资产的开发路径比较模糊；另一方面，企
业自身资源有限，基于收益成本方面的考量，只能
集中有限资源对驱动型和关键性碳无形资产进行开
发，继而达到减排效率最优化的目标。

本文针对企业开发碳无形资产实现减排收益中
的现实困难，从系统工程的观点出发，利用解释结
构模型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 建立以
获取减排收益为导向的企业碳无形资产结构体系，
并对该结构体系进行层次划分，明晰资产间因果联
系，捋清碳无形资产的开发路径；利用决策实验室

法（Decision Making and Trial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厘清系统内影响减排收益的关键碳无形
资产和底层驱动碳无形资产。

2    基于 ISM 的企业碳无形资产开发路径研究

2.1    ISM 方法

ISM 方法是通过利用专家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
一个复杂系统进行层次划分，得到系统的多层结构
模型，从而为决策提供一个行动的优先级顺序。近
年来，该方法广泛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11］、电价
风险评估［12］、碳排放交易制度对建筑行业的影响
机理［13］、运作风险管理［14］等诸多研究领域。
2.2    基于减排收益的企业碳无形资产邻接矩阵 A 和

可达矩阵 K

本文将“减排收益”和表 1 中 11 项碳无形资产
作为以减排收益为导向的企业碳无形资产结构矩阵
的 12 个因素：F1 减排收益、F2 碳核查能力、F3 碳足迹、
F4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F5 工艺流程低碳再造、F6 节
余的碳排放权、F7 碳标签、F8 低碳战略、F9 低碳文
化、F10 低碳技术研发能力、F11 低碳人才、F12 分配
的碳排放权。通过向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低碳经
济研究领域的 10 位专家发放问卷，采用 3 级标度法（1
代表影响可忽略，2 代表有一定影响，3 代表影响较
大）对这 12 个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进行评判。

根据 ISM 方法的规定，评判规则为：如果因素
i 对因素 j 的影响为 2 或者 3，则 ISM 邻接矩阵 A 中
元素 aij=1；如果因素 i 对因素 j 的影响为 1，aij=0。

回收有效问卷 10 份，在问卷结果取得高度共识
（上下四分位数计算）的前提下，选择频率最高的
分数作为对应因素间的直接影响程度由此得到邻接
矩阵 A，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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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减排收益的企业碳无形资产的邻接矩阵 A
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F2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F3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F4 0 0 1 1 1 0 0 0 0 0 0 1

F5 0 0 1 1 1 0 0 0 0 0 0 1

F6 0 0 0 0 0 1 0 1 1 1 1 1

F7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F8 0 1 0 1 1 0 1 1 1 1 1 0

F9 0 0 0 1 1 0 1 1 1 1 1 0

F10 0 0 0 1 1 0 0 0 0 1 1 0

F11 0 0 0 1 1 0 0 0 0 1 1 0

F12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根据 ISM 方法的原理，对邻接矩阵 A 做基于布
尔代数的幂运算，直到满足下述条件：

An+1=An ≠ An-1 ≠…≠ A2 ≠ A
其中， 2 ≤ n ≤ 13，经计算 n 收敛于 3，得到

可达矩阵 K=A4=A3，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减排收益的企业碳无形资产的可达矩阵 K
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F2 1 1 1 0 0 0 1 0 0 0 0 1

F3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F4 1 0 1 1 1 0 1 0 0 0 0 1

F5 1 0 1 1 1 0 1 0 0 0 0 1

F6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F7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8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F9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F10 1 0 1 1 1 0 1 0 0 1 1 1

F11 1 0 1 1 1 0 1 0 0 1 1 1

F12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2.3    可达矩阵 K 的分解与层次结构有向图的绘制

将可达矩阵 K 进行分解，可得到各因素的可达
集 Pi 和先行集 Qj。可达集表示该元素所影响的元素
的合集，先行集表示对该元素有影响的所有元素的
合集，可达集和先行集都包括该元素本身，数学表
达式如下：

Pi=｛Fj ｜ kij=1｝
Qi=｛Fj ｜ kij=1｝
满足下式即为体系的第一层因素：
Pi=Pi ∩ Qi

第一层可达集、先行集如表 4 所示，可见 F1 为
最高层元素，即为目标层指标减排收益。删除可达
矩阵第 1 行、第 1 列，重复上述步骤，依次得到第
2 层、第 3 层……元素，直到矩阵中所有元素被删除，
受篇幅所限，具体计算过程不一一赘述，最后所得
层级结构如表 5 所示。根据表 5 可得基于减排收益
的企业碳无形资产层级结构有向图（见图 2）。

表 4    可达矩阵第一迭代的可达集和先行集

元素 可达集 Pi 先行集 Qi Pi ∩ Qi

1 1 1 ～ 12 1

2 1、2、3、7、12 2、6、8、9 2

3 1、3、7 2、3、4、5、6、8、9、10、11 3

4 1、3、4、5、7、12 4、5、6、8、9、10、11 4、5

5 1、3、4、5、7、12 4、5、6、8、9、10、11 4、5

6 1 ～ 12 6 6

7 1、7 2、3、4、5、6、7、8、9、10、11 7

8 1、2、3、4、5、7、8、9、10、11、12 6、8、9 8、9

9 1、2、3、4、5、7、8、9、10、11、12 6、8、9 8、9

10 1、3、4、5、7、10、11、12 6、8、9、10、11 10、11

11 1、3、4、5、7、10、11、12 6、8、9、10、11 10、11

12 1、12 2、4、5、6、8、9、10、11、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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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表 5    企业碳无形资产层级结构
层级 元素

1 F1

2 F7、F12

3 F3

4 F2、F4、F5

5 F10、F11

6 F8、F9

7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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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碳无形资产层级结构有向图

根据图 2 所示，企业碳无形资产体系结构共有

7 个层次，其中，第 1 层为目标层，第 2 层为实现

目标的直接因素，第 3 ～ 6 层是实现目标的间接因素，

第 7 层是实现目标的根本因素。

（1）直接因素：碳标签和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

是企业通过开展低碳活动所获经济收益的直接体现。

碳标签是产品在整个生产流通环节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直观体现。较低排放量的碳标签可以树立起低碳

品牌的形象，满足消费者或下游采购商的低碳需求，

进而在销售市场相对其他高碳竞争产品形成比较优

势。此外，企业减排活动的收益还体现于在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中出售节余的碳排放权，获得额外收益。

（2）间接因素：低碳战略、低碳文化、低碳人

才、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工艺

流程低碳再造水平、碳核查能力、碳足迹是企业内

部开展各项低碳活动所使用到的碳无形资产，这些

资产的优劣不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绩效，属于

间接因素。根据图 2 层级关系和有向指示，一方面

可以捋清企业开展低碳活动的流程顺序；另一方面

可以直观展示某种碳无形资产的开发路径和效果。

（3）根本因素：企业所分配得到的碳排放权是

企业所处低碳经济环境、规则的体现，是企业开展

低碳业务、开发碳无形资产、追求减排收益的根本

性因素。企业应根据所分配得到的碳排放权的数量、

方式、价格，有的放矢地合理开发各项碳无形资产，

开展低碳活动，获取所处低碳经济环境下更优的经

济绩效。

3    基于 DEMATEL 法的关键性和驱动性企业碳无

形资产

3.1    DEMATEL 方法

DEMATEL 模型是运用图论和矩阵论原理进行

系统因素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影响因素间的因果

关系确定因素间的相互关联性，从而识别出影响机

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为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

撑。近年来，DEMATEL 方法在第三方物流服务企

业风险因素分析［15］、人力资源管理［16］、汽车维

修管理指标［17］、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18］等

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3.2    企业碳无形资产直接影响关系矩阵

明晰企业碳无形资产层次结构和因果关系是开

发企业碳无形资产的前提，开发企业碳无形资产的

核心在于找出体系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根据 2.2 节

的得到的对应资产间的直接影响程度，构建企业碳

无形资产间的直接影响关系矩阵 X。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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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

根本因素

减排收益

碳标签 交易的碳排放权

碳足迹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工艺流程低碳再造 碳核查能力

低碳人才 低碳技术研发能力

低碳文化 低碳战略

分配的碳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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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企业碳无形资产直接影响关系矩阵 X

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F2 1 1 3 1 1 1 1 1 1 1 1 3

F3 1 1 1 1 1 1 3 1 1 1 1 1

F4 1 1 3 1 2 1 1 1 1 1 1 3

F5 1 1 3 2 1 1 1 1 1 1 1 3

F6 1 1 1 1 1 1 1 3 2 2 2 3

F7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F8 1 2 1 3 2 1 2 1 2 3 2 1

F9 1 1 1 2 2 1 2 2 1 2 2 1

F10 1 1 1 3 3 1 1 1 1 1 3 1

F11 1 1 1 2 3 1 1 1 1 3 1 1

F12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3.3    标准化直接影响关系矩阵和综合影响关系矩阵

将直接影响矩阵 X 转化为标准化直接影响关系
表 7    企业碳无形资产标准化直接影响关系矩阵 G

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F2 0.047 6 0.047 6 0.142 9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F3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F4 0.047 6 0.047 6 0.142 9 0.047 6 0.095 2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F5 0.047 6 0.047 6 0.142 9 0.095 2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F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0.095 2 0.095 2 0.095 2 0.142 9 

F7 0.142 9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F8 0.047 6 0.095 2 0.047 6 0.142 9 0.095 2 0.047 6 0.095 2 0.047 6 0.095 2 0.142 9 0.095 2 0.047 6 

F9 0.047 6 0.047 6 0.047 6 0.095 2 0.095 2 0.047 6 0.095 2 0.095 2 0.047 6 0.095 2 0.095 2 0.047 6 

F10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0.142 9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0.047 6 

F11 0.047 6 0.047 6 0.047 6 0.095 2 0.142 9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142 9 0.047 6 0.047 6 

F12 0.142 9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0.047 6 

表 8    企业碳无形资产综合影响关系矩阵 T
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 0.212 8 0.178 5 0.232 0 0.239 9 0.240 9 0.169 2 0.209 5 0.194 2 0.186 5 0.225 3 0.216 9 0.248 1 

F2 0.267 3 0.215 9 0.375 9 0.290 1 0.291 4 0.204 7 0.262 4 0.234 9 0.225 6 0.272 5 0.262 3 0.395 4 

F3 0.244 1 0.197 1 0.256 2 0.264 9 0.266 0 0.186 9 0.326 6 0.214 5 0.206 0 0.248 8 0.239 5 0.274 0 

F4 0.280 7 0.226 7 0.394 7 0.306 9 0.353 7 0.214 9 0.275 5 0.246 7 0.236 9 0.286 2 0.275 4 0.415 1 

F5 0.280 7 0.226 7 0.394 7 0.352 4 0.308 2 0.214 9 0.275 5 0.246 7 0.236 9 0.286 2 0.275 4 0.415 1 

F6 0.317 7 0.262 5 0.339 7 0.368 5 0.368 3 0.244 5 0.310 2 0.378 4 0.321 8 0.390 8 0.374 3 0.458 2 

F7 0.328 3 0.195 5 0.254 1 0.262 7 0.263 9 0.185 4 0.229 4 0.212 7 0.204 3 0.246 8 0.237 5 0.271 8 

F8 0.336 8 0.324 2 0.381 6 0.485 4 0.444 2 0.262 2 0.376 6 0.303 2 0.336 7 0.452 5 0.395 9 0.406 6 

F9 0.298 5 0.247 6 0.331 2 0.393 1 0.394 9 0.232 6 0.339 1 0.314 7 0.258 7 0.367 3 0.353 6 0.353 4 

F10 0.293 0 0.244 0 0.337 7 0.433 8 0.439 6 0.231 3 0.288 3 0.265 5 0.255 0 0.317 1 0.392 6 0.359 8 

F11 0.280 8 0.234 1 0.320 6 0.377 0 0.424 2 0.222 0 0.276 3 0.254 8 0.244 7 0.391 7 0.293 6 0.341 7 

F12 0.328 3 0.195 5 0.254 1 0.262 7 0.263 9 0.185 4 0.229 4 0.212 7 0.204 3 0.246 8 0.237 5 0.271 8 

矩阵 G 的公式如下所示：
G=X(max ∑ xij)

-1                                             （1）
其中，xij 表示碳无形资产 Fi 对碳无形资产 Fj 的

直接影响程度。
经计算，企业碳无形资产标准化直接影响关系

矩阵 G 如表 7 所示。
在直接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还应考量资产 Fi 对

资产 Fj 的综合影响（即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和）。
将标准化直接影响关系矩阵 G 转化为综合影响关系
矩阵 T 的公式如下所示：

T=G（I-G）-1                                            （2）
经计算，企业碳无形资产综合影响关系矩阵 T

如表 8 所示。

3.4    碳无形资产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原因度和中

心度

资产 Fi 的影响度 Di 表示该资产对其他所有资产
的综合影响程度，由综合影响关系矩阵 T 中第 i 行
各元素之和构成，公式如下所示：

Di= ∑tij                                                             （3）
其中，tij 表示矩阵 T 中影响资产 Fi 对资产 Fj 的

综合影响程度。
资产 Fj 的被影响度 Rj 表示该因素受其他所有资

产的综合影响程度，由综合影响关系矩阵 T 中第 j
列各元素之和构成，公式如下所示：

Rj= ∑ tij                                                           （4）
资产 Fi 的中心度表示该资产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程度，由 i=j 时，Di+Rj 表示，当 Di+Rj 很小时，表
示该资产独立，较少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少；当 Di+Rj

很大时，表示该资产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资产。资产
Fi 的原因度表示该资产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趋势，由
i=j 时，Di-Rj 表示，Di-Rj<0 表示该资产为结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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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被动受其他资产影响；Di-Rj>0 表示该资产为
原因因素，更能主动影响其他资产。

表 9    企业碳无形资产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
因素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影响度 3.469 2 2.748 2 3.872 5 4.037 4 4.059 1 2.554 0 3.398 8 3.079 0 2.917 4 3.732 0 3.554 6 4.211 0 

被影响度 2.554 0 3.298 4 2.924 7 3.513 4 3.513 4 4.134 9 2.892 4 4.506 0 3.884 6 3.857 6 3.661 4 2.892 4 

中心度 6.023 1 6.046 6 6.797 2 7.550 8 7.572 4 6.688 9 6.291 2 7.584 9 6.802 1 7.589 6 7.216 0 7.103 4 

原因度 -0.915 2 0.550 2 -0.947 8 -0.524 1 -0.545 7 1.581 0 -0.506 4 1.427 0 0.967 2 0.125 6 0.106 7 -1.318 5 

根据计算可得企业碳无形资产的影响度、被影
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如表 9 所示。

3.5    企业碳无形资产笛卡尔坐标系

根据表 9 显示结果，分别以企业碳无形资产的
中心度和原因度为横坐标和纵坐标建立笛卡尔坐标
系，如图 3 所示。根据各影响因素在笛卡尔坐标系
中的分布，可以发现原因因素有：F2 碳核查能力、
F6 分配的碳排放权、F8 低碳战略、F9 低碳文化、F10

低碳技术研发能力、F11 低碳人才；结果因素有：F1

减排收益、F3 碳足迹、F4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F5 工
艺流程低碳再造、F7 碳标签、F12 交易的碳排放权。

相对于结果因素而言，原因因素更容易受外界控制，
因此需要对原因因素额外重视。而处于图 1 最底端
的 F6 分配的碳排放权、F8 低碳战略、F9 低碳文化又
是对其他因素影响最强的原因因素。F4、F5、F8、F10

这几个因素中心度都相对较大，是影响企业低碳竞
争力的核心要素。结合原因度的情况，如何激发因
素 F8、F10（低碳战略、低碳技术研发能力）的潜能，
对因素 F4、F5（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工艺流程低碳
再造）的进行重点培育是提升企业减排收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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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碳无形资产因果关系

4    结语

开发培育企业碳无形资产是企业未来追求减排
收益，获取低碳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碳无形资产
的多样性导致了开发路径、方式和效果的不同，目
前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定性分析为主的
阶段。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 ISM 方法构建了以
获取减排收益为导向的企业碳无形资产结构体系，
明晰了资产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 DEMATEL 方法
的中心度分析发现，低碳战略、低碳技术研发能力、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工艺流程低碳再造 4 种碳无形
资产是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通过原因
度分析发现碳核查能力、分配的碳排放权、低碳战
略、低碳文化、低碳技术研发能力、低碳人才是企
业获取减排收益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与实践经验
基本一致。上述分析结果将对企业开发碳无形资产、
提升企业低碳绩效的实践操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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