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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Trading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Based on e-TSC Index

周  静   王  帅   赵  越   曾  越   田  静   于  立    ZHOU Jing, WANG Shuai, ZHAO Yue, ZENG Yue, TIAN Jing, YU Li

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不断聚焦、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识别淘宝村发展的关键要素，有助于政府及相关部门

制定乡村发展政策，实现土地、资金和人才等各类要素的高效配置。从时间、空间、价格3个维度构建“网络交易时空特征”指

标，利用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数据，精细化识别并测度2020年全国28个典型淘宝村集群的网络交易时空特征，认为：①淘宝村

集群在平台同类细分商品网络交易中的市场占比较高；②部分淘宝村集群的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较高，交易时间离散分

布活跃；③淘宝村集群并非以销售廉价商品为主，约50%淘宝村集群销售的商品价格超过平台上同类商品的平均价格。电子

商务经济形成了更强的地理空间锁定效应。相比传统专业村镇，淘宝村集群正在成为更大规模商品专门化的生产—交易空

间节点。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conducting systematic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Taobao Village development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invest talents, funds, land and 

other resource elements more efficiently. Using Taobao e-commerce platform data,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trading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28 typical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in China in 2020.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have a relatively high market share in the online transaction of similar subdivided commodities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Taobao.com), and the e-Trading Space Cluster Index of 30%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is more than 0.5. Some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have a high dispersion index of online transaction time.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are not mainly about selling 

cheap goods. About 50% of the goods sold by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are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average price of similar 

goods on the platform.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e-commerce economy has formed a stronger lock-in effect in geographic 

spac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are becoming larger-scale production-

transaction spatial nodes with specialized commo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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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淘宝村是信息技术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新现象。由于信息技术的

嵌入，农村地区摆脱了物理空间距离对其发展

的限制，实现人口、资本、商品、信息等实时流

动和深度共享[1]。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经涌

现出5 000多个淘宝村、近2 000个淘宝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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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年销售额合计超过1万亿元[2]。淘宝村

在增加农民收入、带动返乡创业、灵活就业、减

贫脱贫、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已经显现出重要

的社会经济效应和价值[3]。

针对淘宝村这一新现象，相关研究逐年

增多，主要集中于社会学、经济地理学与规划

学等学科[4-5]。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淘宝村的

空间分布[6]24， [7-8]、发展特征与演化机理[9-12]、机

制解析[13]，以及淘宝村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
[14]等多个方面。另外，淘宝村等电子商务村庄

作为新的现象，国际社会上相对应的研究也

刚起步不久，发表论文较为集中的英文期刊

有Journal of Rural Studies、Cities、China 

Economic Review等。

但是目前学界对淘宝村现象的信息技术

作用机理及其科学表达的探讨仍然较少。定量

研究力度有待增强，尤其亟需开展利用大数据

在乡村尺度进行分析的研究[15]。在当前国家乡

村振兴政策不断聚焦、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的关键时期，传统区位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

电子商务？如何描述电子商务平台上淘宝村

真实的网络交易时空特征？如何用科学方法

识别淘宝村发展中关键的流动性要素，认知乡

村产业经济、社会网络、空间需求的动态变化

和规律趋势，更好地发挥其聚集辐射效应？这

些问题亟需得到解答。

如果不对虚拟的网络交易空间的时空特

征进行深入剖析，则很难真正理解其运行规

律[16]。对淘宝村各类资源禀赋进行科学测度、

要素解析和建立评价标准，用于指导政府及

相关部门制定乡村发展政策，实现各类要素

的优化配置，有助于推动“乡村联动”“城乡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传统意义上，决定乡村发展潜力的要素主

要指乡村特有的自然禀赋或长期发展积淀形

成的人文条件，主要是在地性要素，如区位交通

条件、产业基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支撑保

障体系等[17]。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乡村发

展的“流”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淘宝村发

展的“流”要素可以分为商品流、人流、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等流动性要素（见表1）。由于基

于电子商务的商品流能够突破物理时空限制，

实现多重时空维度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易契

合，因而极大拓展了时空效用[18]。高效的商品流

是推动淘宝村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

此，本文主要针对商品流进行测度与识别。

1.1   既有研究与测度方法

一是应用传统经济学、地理学中产业集聚

指标或模型，定量分析网店/淘宝村在全国/区

域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例如俞金国等[19]，

王贤文等[20]，朱邦耀等[21]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的

网店地址数据，分析得到我国网络交易活跃度

与所在地区GDP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曹

义等[6]27，杨卓等[22]基于B2B的电子商务企业

联系探讨长三角区域网络格局，发现长三角地

区正在成为一个互联网与区域制造相结合的

混合经济空间。

二是借鉴传统的“商品流”研究，探讨电

子商务的虚拟商圈特征。但目前相关研究较

少，还处于探索阶段。厄尔曼（E. L. Ullman，

1956）对商品流的地理研究进行了开创性

的工作。他从不同区域的相互作用和经济联

系出发，提出“互补性、介入机会、可转移性”

作为商品流与区域建立关系的基础。余金艳

等[23]从“时间距离”角度出发构建时间距离

地图，将“时间成本”可视化，探讨电子商务

的虚拟商圈特征。靳字含等[24]73利用网店后

台数据，描绘某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

的空间移动轨迹，从微观层面挖掘了网络交

易特征。这些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启示

（见图1）。

1.2  “网络交易时空指数”的构建

借鉴既有研究和测度指数①，本文从空间、

时间和价格3个维度构建“网络交易时空指数”

（e-Trading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简写为e-TSC）的测度指标（见表2）。3个维

度中，“网络交易空间集聚指数”测度网络交

易是否存在集聚现象，用于探索网络空间与场

所空间的映射与相互影响；“网络交易时间离

散指数”测度网络交易时间的离散化、碎片

化特征，用于理解时间变量逐渐成为信息时

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之一[24]75， [25-26]；“网

络交易价格指数”测度不同地区的商品网络

交易的价格特征，用于揭示日趋明显的商品

产销一体化现象。

“网络交易空间集聚指数”（e-Trading 

Space Cluster Index，简写为e-TSCI），为某

地区某商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的次数在

同类商品中所占的比例。

表1  淘宝村发展的“流”要素测度指标

Tab.1  Measurement indexes of "flow" el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obao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流”的类型 数据来源 测度维度 具体测度指标

商品流 电子商务平台数据

空间维度 淘宝村商品网络交易的空间集聚度
时间维度 淘宝村商品网络交易的时间离散度

价格维度 淘宝村商品价格与电子商务平台同类商品
的价格比重

信息流 电子商务平台数据
时间维度 淘宝村商品的月新款上架频率

时间维度 淘宝村商品网络交易的月消费者评价次数
淘宝村商品网络交易的月直播天数比值

人流 手机信令数据

空间分布 淘宝村从事电子商务及配套服务的人口规
模分布情况

内部联系 淘宝村与周边小城镇、专业市场等的人流
联系频率

外部联系 淘宝村与更大范围的周边城市或其他地区
的人流联系频率

物流 快递企业/网店后台数据 空间维度 （绘制）淘宝村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空
间移动轨迹

①2010年阿里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大数据，合作构建“网商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后发展为“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

（aEDI）。该指标体系包括网商密度、网商交易水平、网购者密度和网购交易水平4项指标，用于测度某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见阿里研究院《2010年网商发展指数

报告》《2013中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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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𝑒-TSCI表示某地区（本文指某淘

宝村集群，包含数量不等的淘宝村，下同）某

商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网络交易次数的

集中度；𝑁表示电子商务平台上某同类细分商

品所有交易地区；𝑛表示平台上销售该商品的

这一地区（即该淘宝村集群，下同）；𝑆𝑖表示网

络空间交易次数。

“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e-Trading 

Time Dispersion Index，简写为e-TTDI），为电

子商务平台上某地区某商品网络交易的时间

离散程度。

  

式中，𝑒-TTDI表示某地区某商品在电子

商务平台上进行网络交易的时间离散度；𝑛表

示平台上销售该商品的这一地区；T𝑖表示该地

区销售该类商品的一天中交易次数发生时间

的平均值。受限于采集到的数据，本文使用该

地区该商品店铺一天中直播时间平均值的占

比作为替代计算②。

“网络交易价格指数”（e-Trading Price 

Index，简写为e-TPI），为某地区某商品在电子

商务平台上交易的平均价格与平台上同类商

品的平均价格的比值。

（3）

式中，𝑒-TPI表示某地区某商品在电子

商务平台上进行网络交易的平均价格水平；N

表示电子商务平台上某同类细分商品的所有

交易地区；𝑛表示平台上销售该商品的这一地

区；P𝑖表示网络空间交易的平均价格。

1.3   数据采集与淘宝村集群选取

使用Python采集淘宝网电子商务平台网

站（https://www.taobao.com）数据。所有数

据来源于淘宝网公开数据，不涉及企业和个

人隐私信息。根据对淘宝村销售的商品类型的

分析③，经过多轮测试，本文最终选取“大闸

蟹”“紫砂壶”“家纺”“花卉/绿植”“子母床”“水

晶饰品”等29个关键词搜索商品，进行数据

采集。关键词的确定原则是进行预搜索，商品

条目数量样本在5 000条以上，同时尽量减少

相关或衍生商品对该商品的影响。数据采集时

间为2020年3月—2020年10月，共采集到14

万多条数据。每一条数据包含的属性字段有商

品名称及ID，商品店铺所在地、商品价格、该商

品购买人数等信息。

采集完数据后整理筛选有效数据。筛选

出等级为“三钻”以上的店铺④，删除该商品

之外的相关商品或衍生品的数据信息⑤，以及

同一店铺重复商品且购买数量为0的数据。根

据对淘宝网上店铺营业执照上的登记地址或

商品发出的物流信息的整理得到店铺所在地

地址，并与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淘宝村名单核

对，辨识其所在的淘宝村集群⑥。

表2  “网络交易时空指数”的测度指标

Tab.2  Measurement indexes of e-TSC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数据来源 测量维度 测度指标 指标含义

电子商务平台数据
（Taobao.com）

①空间维度 网络交易空间集聚指数e-TSCI 电子商务平台上某地区某商品网络交易的空间集聚程度
②时间维度 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e-TTDI 电子商务平台上某地区某商品网络交易的时间离散程度
③价格维度 网络交易价格指数e-TPI 电子商务平台上某地区某商品的平均价格与同类商品平均价格之间的比重

②1天直播时间平均值占比并不能完全代表平台交易的时间离散度，仅能部分代表网络交易时间特点。根据本文计算公式，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于1，则认为网络

交易的离散程度越高。

③本文中将淘宝村集群分为基于工业产品、手工艺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淘宝村集群3种基本类型。

④周章伟等认为淘宝网平台上等级为“三钻”以上的店铺可以看作达到一定规模，具有相对稳定的交易量与消费群体。

⑤淘宝网搜索引擎采用智能算法。分词权重定义产品关联度。

⑥根据阿里研究院数据统计得到，2020年淘宝村集群所含淘宝村数量占所有淘宝村数量的比重达到76%。根据笔者实地调研发现淘宝村集群周边通常会存在专业

市场，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因此本文在计算中保留了地址位于专业市场的网店数据信息。

注释：

图1　相关定量研究与测度方法

Fig.1  Relat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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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结果分析

全国典型淘宝村集群的“网络交易空间

集聚指数（e-TSCI）”“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

（e-TTDI）”和“网络交易价格指数（e-TPI）”

的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⑦。

计算结果分析如下：

（1）基于工业产品的淘宝村集群

基于工业产品的淘宝村集群主要位于东

部地区，占比超过90%，以销售日用消费品为

主，包含淘宝村数量众多，远超过基于手工艺

产品和农产品类型的淘宝村。

从网络交易空间集聚指数（e-TSCI）来

看，在e-TSCI指数较高的淘宝村集群中，浙江

省占比最多，其次是广东省和江苏省。如电熨

斗（浙江宁波）的e-TSCI高达0.6620、皮草

（浙江嘉兴）达到0.6224、家纺（江苏南通）

的e-TSCI为0.6158等。近40%的基于工业产

品淘宝村集群的e-TSCI超过0.5。

从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e-TTDI）来

看，不同工业产品淘宝村集群的e-TTDI指数

差异较大。一些与女性消费者相关的商品，如

女士内衣、家纺产品、皮草和牛仔裤等，网络直

播活跃，计算得到的e-TTDI较高。

从网络交易价格指数（e-TPI）来看，儿

童玩具的e-TPI为1.9421，价格高出电子商务

平台平均价格近1倍，健身器材、皮草的网络

交易价格都超过了平均价格的10%—20%。其

余商品的价格略低于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的

平均价格。

（2）基于手工艺产品的淘宝村集群

基于手工艺产品的淘宝村集群主要分布

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但数量远少于基于工

业产品的淘宝村。

从网络交易空间集聚指数（e-TSCI）来

看，依赖当地特色原料的手工艺淘宝村集群的

e-TSCI指数相对较高。如紫砂壶（江苏无锡）

e-TSCI达到0.8072，占电子商务平台约80%

的交易量。另外，一些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手

工艺产品在电子商务平台的销售量逐年增加，

如中国名剑龙泉宝剑（浙江丽水）、牛皮大鼓

（河南洛阳）、玉器（河南南阳）的e-TSCI分

别为0.6351、0.5244、0.3201。

从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e-TTDI）来

看，玉器（河南南阳）、紫砂壶（江苏无锡）和

天然水晶（江苏连云港）的e-TTDI指数较高，

分别达到0.4165、0.3091、0.2337，其他商

品的e-TTDI则在0.1000左右，目前直播促销

现象不明显。

从网络交易价格指数（e-TPI）来看，手

工艺淘宝村集群的网络交易价格普遍高于同

类产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的平均价格。

其中天然水晶（江苏连云港）、龙泉宝剑（浙

江丽水）、老粗布（山东滨州）的e-TPI别为

1.7358、1.3023和1.1293，比电子商务平台

上销售的平均价格高出10%以上。紫砂壶的

e-TPI为1.0340，与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的平

均价格基本持平。瓷器（福建泉州）、牛皮大鼓

（河南洛阳）、牡丹花画（河南洛阳）的e-TPI

分别为0.8986、0.7057和0.6857，略低于电

子商务平台上销售的平均价格。

（3）基于农产品的淘宝村集群

本文选取水果、特产水产和花卉绿植在

电子商务市场上相对稳定并且发展较为成熟

的农产品进行分析。

从网络交易空间集聚指数（e-TSCI）来

看，具有地域品牌效应的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的

e-TSCI指数较高，而普通农产品淘宝村集群

的e-TSCI指数一般。

从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e-TTDI）来

表3  全国典型淘宝村集群网络交易时空特征计算结果

Tab.3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e-TSC of typical Taobao Village clusters in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计算得到。
注：表中“—”表示缺乏相关数据而无法计算。

淘宝村集群类型 商品类型（淘宝村集群所在地）
所含

淘宝村
数量

网络交易空
间集聚指数

e-TSCI

网络交易时
间离散指数

e-TTDI

网络交易价
格指数
e-TPI

基于工业产品的淘
宝村集群

（样本数量：13）

电熨斗（浙江宁波姜山镇） 50 0.6620 0.0631 0.8595
皮草（浙江嘉兴观海卫镇） 90 0.6244 0.2455 1.1749
家纺（江苏南通川姜镇） 12 0.6158 0.2283 0.4976
卫浴洁具（浙江杭州三墩镇） 87 0.5376 0.4647 0.9977
健身器材（浙江金华孝顺镇） 124 0.5068 0.1824 1.1873
皮鞋（浙江台州院桥镇） 118 0.3644 0.1019 0.7463
子母床（江苏徐州五段镇） 112 0.3538 0.4125 0.5905
电工工具（浙江温州柳市镇） 102 0.3183 — 0.3427
女士内衣（广东汕头贵屿镇） 94 0.2274 0.4044 0.5752
电扇（浙江宁波掌起镇） 61 0.1255 0.1460 0.9083
演出服（山东菏泽黄堽镇） 124 0.1107 — 0.3485
牛仔裤（广东广州人和镇） 124 0.0902 0.2500 0.7158
儿童玩具（浙江温州桥头镇） 31 0.0124 — 1.9421

基于手工艺产品的
淘宝村集群

（样本数量：8）

紫砂壶（江苏无锡东港镇） 17 0.8072 0.3091 1.0340
龙泉宝剑（浙江丽水剑池街道） 21 0.6351 0.1111 1.3023
玉器（河南南阳石佛寺镇） 16 0.3201 0.4165 —
牛皮大鼓（河南洛阳平乐镇） — 0.5244 — 0.7057
牡丹花画（河南洛阳平乐镇） — 0.1693 0.0694 0.6857
老粗布（山东滨州李庄镇） 27 0.1121 0.0667 1.1293
天然水晶（江苏连云港桃林镇） 23 0.0714 0.2337 1.7358
瓷器（福建泉州洛阳镇） 13 0.0153 0.1612 0.8986

基于农产品的淘宝
村集群

（样本数量：8）

丑橘（四川成都团结镇） 18 0.6710 0.2770 1.1355
茶叶（福建泉州黄塘镇） 36 0.3797 0.3172 1.1399
蜜桔（湖北宜昌仙女镇） 22 0.3052 0.0450 0.7340
脐橙（江西赣州龙岭镇） 17 0.2402 0.2635 0.6838
大闸蟹（江苏苏州阳澄湖镇等） 15 0.2057 — 1.4671
苹果（山东烟台东莱街道等） 12 0.2047 0.4483 1.0677
花卉绿植（江苏宿迁耿车镇等） 90 0.0886 0.1336 1.1969
蜂蜜（河南许昌大周镇等） 15 0.0089 0.2525 0.3613

⑦因河南洛阳东平镇淘宝村集群同时销售牛皮大鼓和牡丹花画两种细分商品，所以本文测度对象共28个淘宝村集群。注释：



E城镇化的发展与治理 | 27 

看，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的e-TTDI指数普遍较

高。苹果、橙子等水果通常采用现场采摘、现场

包装、主播试吃等形式开展各种营销活动吸

引消费者，如苹果（山东烟台）的e-TTDI高

达0.4483，丑橘（四川成都）和脐橙（江西

赣州）e-TTDI分别为0.2770、0.2635。茶叶

（福建泉州）和蜂蜜（河南许昌）种类丰富，

通过直播有利于增加对茶叶和蜂蜜的了解，其

e-TTDI分别为0.3172和0.2525。

从网络交易价格指数（e-TPI）来看，农

产品淘宝村集群销售的平均价格略高于电子

商务平台的平均价格。大闸蟹（江苏苏州阳澄

湖）的e-TPI为1.4671。花卉绿植（江苏宿迁）、

茶叶（福建泉州）、丑橘（四川成都）、苹果（山

东烟台）的e-TPI均在1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结论

本文构建“网络交易时空指数”，利用大

数据分析，精细化识别并测度了2020年全国

28个典型淘宝村集群的商品流要素。研究认

为电子商务经济形成了更强的地理空间锁定

效应，相比传统专业村镇，淘宝村集群正在成

为更大规模商品专门化的生产—交易空间节

点。具体结论如下：

（1）通过“网络交易空间集聚指数

（e-TSCI）”计算，发现对于细分商品类型，淘

宝村集群e-TSCI指数相当高，即网络交易映射

的生产性实体空间集聚现象明显。2020年全

国28个典型淘宝村集群中约有30%的e-TSCI

指数大于0.5。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

农产品淘宝村集群发展开始加速⑧。

（2）通过“网络交易时间离散指数

（e-TTDI）”，发现部分淘宝村集群的e-TTDI指

数较高，发展活跃。研究认为时间变量日益成

为数字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且随着网

络直播销售方式的日趋成熟，e-TTDI指数还

会进一步提升。

（3）通过“网络交易价格指数（e-TPI）”

分析，发现淘宝村集群的商品交易价格在淘宝

平台同类商品中处于中高水平。2020年全国

28个典型淘宝村集群中，约50%的淘宝村集

群的e-TPI价格指数超过1，高于同类产品在电

子商务平台上销售的平均价格。这一发现打破

了淘宝村集群销售廉价商品的认知，部分淘宝

村集群正朝着品牌化的方向发展升级。

尽管研究采集到14万条商品信息，但这些

数据在淘宝网平台交易中仍然是相当小的一部

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

3.2   思考与讨论

当前正是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关

键时期，乡村空间管控既需要传导自上而下的

刚性，同时又要协调好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

如何识别和挖掘有潜力的乡村，科学高效地配

置乡村资源要素，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和政策

需求。本文作为一种探索，将隐性的商品流通

过指标测度显性化，有利于拓展对“流”要素

的认知，并为今后进一步提炼淘宝村发展的关

键要素和实施乡村振兴路径提供参考。研究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1）突破传统在地性要素为主导的乡村

发展要素判定依据，研究深度信息化时代乡村

发展综合要素的判定技术和方法。对应于不同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乡村发展路径有其特定规

律。信息技术推动并不必然导致淘宝村发展和

乡村产业兴旺。科技技术背后，需要一系列软

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辨识乡村发展的

在地性要素和流动性要素，揭示各类资源禀赋

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是极其紧迫的课题。

随着大数据技术方法的日益成熟，电商平台、

手机信令、社交网络等大数据为“流”研究带

来了数据获取上的巨大变革和方法优势。利用

大数据在乡村尺度开展研究，识别“流”的内

部规律和属性特征，挖掘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数

字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可以为深度信息

化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2）建立规范和分类相结合的乡村振兴

诊断体系，探索分类调控、精准实施的乡村振

兴路径。建立乡村基础数据库，在识别其发展

的关键要素基础上，科学评价其发展潜力，可

以应用于政府及相关部门乡村振兴政策设计

与引导。在既有的数字乡村发展相关规划和文

件基础上，可考虑制定数字乡村建设的规划实

施方案及实施细则，让空间上的“千山万水”

变为网络里的“近在咫尺”，实现各类要素的

优化配置。推动信息技术与乡村深度融合，发

挥县城、镇区、乡村产业集群的聚集辐射效应，

推动“乡村联动”“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见图2）。

 

图2　乡村振兴要素识别与应用

Fig.2  Ide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actor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⑧在应用电子商务销售的过程中，一些淘宝村逐渐摸索出适宜农产品销售和运输的方式，如农产品预售模式、农产品直播模式、不断改进物流包装等，建立起生产者

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成为推动农产品淘宝村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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