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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评价 

与优化策略
1 

龚倡，姜卫兵，黄沁铭，何兰，宋居宇，魏家星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农业农村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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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特色田园乡村的实地调研,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产业发展、景观营造、文化表

达、环境改善 4 个层面构建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并对江苏省苏南地区 10 个特色田园乡村项目的建

设效益进行评价分析,并针对目前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存在的不足，提出打造特色产业、构建产业体系，坚持生态优

先、优化环境品质,立足地域文化、强化系列表达,重视人才培养、完善管理模式等 4点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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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建设总体要求，

制定了乡村振兴“三步走”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努力全面实现农村强、农村美、农村富的美好蓝图[1]。2017 年 6 月，江苏省委

省政府提出建设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特色田园乡村，打造乡村振兴的江苏样板。3年

的时间里，全省共申报立项 136个建设试点村庄，其中 19个已完成验收，初具规模。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近年来江苏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与路径选择，同时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融

合发展的积极举措[2]。由于发展尚在起步阶段，目前学术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概念内涵[3]、形成机制[2,4]、规划策略[5-8]等方面，

而关于特色田园乡村综合评价的研究仍为空白。苏南地区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乡村建设整体水平走

在全省前列，其特色田园乡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江苏省乃至华东地区有着示范和启示作用。因此，笔者以江苏省苏南地区 10处

特色田园乡村为例，通过实地观察、走访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所选案例进行细化评价，针对评价结果反

映出的问题对特色田园乡村的开发建设提出优化提升策略。旨在丰富特色田园乡村的理论研究，为后续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开发、

改造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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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区域概况 

苏南是江苏省南部地区的简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三角洲中心，东靠上海市，西连安徽省，南接浙江省,由南京市、无锡

市、常州市、苏州市、镇江市 5 个市组成。苏南面积约为江苏省总面积的 3/10,城镇人口占比已超过当地人口的 75%o 苏南地区

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了 53956.76亿元。它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吴文化的重要

发源地，旅游资源丰富，拥有 17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16 个国家级 5A级景区。目前,苏南地区共有 63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试点村庄，其中南京市江宁区观音殿村等 11个村庄已通过建设验收，获得正式命名，成为首批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本研究结合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从中选取了 10个特色田园乡村项目（包括南京市 4个、常州市 3个、苏州市 3个）作为

典型的调研案例进行研究。所选案例基本信息和区位分布见图 1、表 1。从样本来看,各村庄在区位、规模、地貌特征以及产业

发展模式方面存在差异，已基本涵盖了江苏省苏南地区所有特色田园乡村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实地踏查、资料收集，其中包括《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政府官网资源。 

2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评价体系构建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适用于多指标元素分析，实现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常用方法[9]。本研究采用此方法构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评价指标体系。 

2.1 评价指标的选定 

本研究在充分了解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相关政策的基础上，针对特色、田园、乡村的 3 项内涵以及生态优、村庄美、产业

特、农民富、集体强、乡风好的 6 点目标，结合实地现状调研，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等原则，初步

拟定评价指标。并通过征求专家意见对指标进行筛选和补充，最终确定产业发展、景观营造、文化表达、环境改善 4 项项目层

指标,9项要素层指标和 37项因子层指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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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苏南地区特色田园乡村案例点基本信息 

城市 村名 村域面积（亩） 人口数量（人） 地貌类型 主导产业 

南京市 观音殿 650 143 丘岗园地 旅游产业 

 徐家院 694 139 一岗四士于 农业+旅游 

 小茅山脚 200 117 丘陵缓坡 旅游产业 

 垄上 200 141 丘陵岗地 农业产业 

常州市 礼诗圩 630 800 水网圩区 农业+旅游 

 牛马塘 520 270 低缓丘陵区 农业产业 

 塘马 780 532 平原片区 农业+旅游 

苏州市 黄墅 1200 283 平原水乡 旅游产业 

 北华翔 1080 1130 平原水乡 农业产业 

 三株浜 1770 342 平原水乡 旅游产业 

注:村域面积单位为亩,1亩=667m2 

2.2 指标权重的确立 

2.2.1构造判断矩阵 

根据 AHP（1-9 标度）层次分析法，通过专家两两比较打分依次对各指标因子的重要性进行评判,构建判断矩阵 M,其中 Bij

表示专家打分的分值。 

 

2.2.2权重计算 本研究使用方根法计算指标权重，公式如下： 

（1） 计算判断矩阵 M每一行元素乘积（Mi）： 

 

（2） 计算每一行 Mt的 n次方根（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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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 n次方根也行归一化处理（Wi）: 

 

2.2.3 一致性检验 当某因子影响因素较多时，对于其重要程度的考虑通常容易产生隐含矛盾，为判断权重分配的合理性，

需要对每个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公式如下： 

 

表 2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评价体系 

目标层 项目层 要素层 因子层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成效评价 A 

产业发展 B1 农业产业 Cl 主导产业特色性 U1、农业主导产业比重 U2、产品丰富度 U3、产品品质化 U4、

产业链融合度 U5、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U6 

  文旅产业 C2 特色性 U7、接待能力 U8、服务配套 U9、交通便捷性 U10、项目体验性 U11、项

目丰富度 U12 

 
景观营造 B2 聚落景观 C3 

特色性 U13、聚落格局有序性 U14、建筑风貌协调性 U15、道路布局合理性 U16、

空间形态多样性 U17、聚落绿化优美度 u18 

  田园景观 C4 特色性 U19、季相性 U20、观赏性 U21 

  生态景观 C5 特色性 U22、林木覆盖率 U23、水体景观占比 U24、地形地貌丰富度 U25 

 文化表达 B3 物质文化 C6 独特性 U26、历史古迹完整性 U27、文化场所多样性 U28 

  精神文化 C7 独特性 U29、传承与发展 U30、类型与数量 U31 

 环境改善 B4 村容优化 C8 村容洁净度 U32、空气质量 U33、闲置空间利用情况 U34 

  环保设施 C9 垃圾分类回收情况 U35、生态厕所改造情况 U36、水体净化处理情况 U37 

 

式中:λmax为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AW）i为向量 AW 的第 i 个分量；CI 为一致性指标；n 为矩阵阶数;CR 为一致性比

率；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若 CR＜0.1,证明该矩阵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否则就需要重新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根据公式（1）~

公式（7）最终得到各指标权重（表 3）。 

2.3 得分计算与等级划分 

依据因子层指标的划分,邀请专家成员对评价对象的建设成效进行打分,评价标准采用 5 分制，将得分与其对应权重相乘，

最终相加求和得到评价成绩，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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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综合数值；Wi为指标权重;Fi为指标打分值。 

基于最终计算得到的综合评价分值，运用模糊分析法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果进行评判，通过参考国内分类标准确定特色

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评价的 4个等级，分别为 I级（＞80%）、Ⅱ级（＞70%~80%）、Ш级（＞60%~70%）、IV级（≤60%）（表 4）。

评价结果的分级能更加形象地反映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基本情况，有助于发展区位背景相似的乡村之间的横向对比，便

于对各乡村优弱势项目进行客观的研究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权重结果分析 

根据权重分配结果，评价体系中项目层权重值排序为产业发展（0.3620）＞景观营造（0.3264）＞环境改善（0.1632）＞

文化表达（0.1485）。其中产业发展要素层权重排序为农业产业（0.2172）＞文旅产业（0.1448）;景观营造要素层权重排序为

聚落景观（0.1343）＞生态景观（0.1070）＞田园景观（0.0851）;文化表达要素层权重排序为物质文化（0.0891）＞精神文化

（0.0594）;环境改善要素层权重排序为村容优化（0.0979）＞环保设施（0.0653）。 

权重的分配结果符合特色田园乡村的基本内涵与要求，对于特色田园乡村而言，产业发展是其建设的首要目标与基础，处

于优先位置;景观营造、环境改善、文化表达是建设中的重点任务及方向，同样十分重要。 

3.2 实证分析——以苏南地区为例 

结合评价指标和权重结果，对苏南地区 10 个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进行评价打分并划定分类等级（表 5、表 6）。可以看

出，现阶段乡村建设效果均已合格，所有案例项目综合得分均达到 3 分以上，综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徐家院村（4.27）、塘

马村（4.10）、礼诗圩村（4.00）、北华翔村（3.87）、牛马塘村（3.86）、垄上村（3.76）、黄墅村（3.74）、三株浜村（3.74）、

观音殿村（3.67）、小茅山脚村（3.25）。整体来看,10个选调案例村庄总体建设水平较好，也各有亮点和不足。 

3.2.1建设水平较高（I类）特色田园乡村项目 

I 类特色田园乡村包括徐家院村、塘马村和礼诗圩村。徐家院村在 4 个层面上发展相对均衡,综合得分在 4 分以上，综合水

平最高。塘马村在文化表达、产业发展方面表现突出，景观营造、环境改善稍有不足。礼诗圩村整体建设水平较高，尤其产业

上成效最优，以水八仙特色产业为基础，推进农旅融合，但村庄部分建筑风格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绿化面积较少,故景观营造方

面得分稍低。通过对比后发现三者共同优势表现为(1)农业产业特色鲜明，产品研发类型较多，产业融合程度较高；(2)生态环

境状况良好，乡村景观特色突出，公共服务水平较高;(3)乡土风情气息浓郁，文化特色挖掘充分，传承发展模式新颖。 

表 3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评价因子权重 

目标层 项目层 绝对权重 要素层 绝对权重 因子层 相对权重 绝对权重 

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成效评价 A 

产业发展 B1 0.362 0 农业产业 C1 0.2172 主导产业特色性 U1 0.2768 0.0601 

    农业主导产业比重 U2 0.1941 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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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丰富度 U3 0.1371 0.0298 

     产品品质化 U4 0.1858 0.0404 

     产业链融合度 u5 0.1229 0.026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u6 0.0833 0.0181 

   文旅产业 C2 0.1448 特色性 U7 0.3032 0.0439 

     接待能力 U8 0.0878 0.0127 

     服务配套 U9 0.0878 0.0127 

     交通便捷性 U10 0.1372 0.0199 

     项目体验性 U11 0.1709 0.0247 

     项目丰富度 U12 0.2132 0.0309 

 景观营造 B2 0.326 4 聚落景观 C3 0.1343 特色性 U13 0.2726 0.0366 

     聚落格局有序性 U14 0.1116 0.0150 

     建筑风貌协调性 U15 0.2155 0.0289 

     道路布局合理性 U16 0.1395 0.0187 

     空间形态多样性 U17 0.0876 0.0118 

     聚落绿化优美度 U18 0.1732 0.0232 

   田园景观 C4 0.0851 特色性 U19 0.4111 0.0350 

     季相性 U2O 0.2611 0.0222 

     观赏性 U21 0.3278 0.0279 

   生态景观 C5 0.1070 特色性 U22 0.3373 0.0361 

     林木覆盖率 U23 0.2817 0.0301 

     水体景观占比 U24 0.1409 0.0151 

     地形地貌丰富度 U25 0.2401 0.0257 

 文化表达 B3 0.148 5 物质文化 C6 0.0891 独特性 U26 0.4111 0.0366 

     历史古迹完整性 U27 0.3278 0.0292 

     文化场所多样性 U28 0.2611 0.0233 

   精神文化 C7 0.0594 独特性 U29 0.4905 0.0291 

     传承与发展 U3O 0.3119 0.0185 

     类型与数量 U31 0.1976 0.0117 

 环境改善 B4 0. 163 2 村容优化 C8 0.0979 村容洁净度 U32 0.3278 0.0321 

     空气质量 U33 0.4111 0.0402 

     闲置空间利用情况 U34 0.2611 0.0256 

   环保设施 C9 0.0653 垃圾分类回收情况 U35 0.3076 0.0207 

     生态厕所改造情况用 U36 0.3076 0.0207 

     水体净化处理情况 U37 0.3848 0.0259 

 

表 4模糊分析法对应等级表 

等级 
综合指数 

(%) 
值域区间 

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效果 

I级 >80〜100 [4,5] 水平较高 

П级 >70~80 [3,5,4.0) 基本达标 

Ш级 >60~70 [3.0,3.5) 大致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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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级 0~60 [0，3) 尚存欠缺 

 

表 5苏南地区特色田园乡村案例点建设成效综合评价 

村名 

产业发展得分 景观营造得分 文化表达得分 环境改善得分 
综合 

得分 
农业 

产业 

文旅 

产业 
小计 

聚落

景观 

田园 

景观 

生态 

景观 
小计 

物质 

文化 

精神 

文化 
小计 

村容 

优化 

环保 

设施 
小计 

观音殿 0.56 0.68 1.24 0.55 0.28 0.41 1.24 0.24 0.30 0.54 0.41 0.24 0.65 3.67 

徐家院 1.03 0.60 1.63 0.53 0.40 0.44 1.37 0.38 0.23 0.61 0.35 0.31 0.66 4.27 

小茅山脚 0.53 0.39 0.92 0.50 0.30 0.37 1.17 0.28 0.15 0.43 0.49 0.24 0.73 3.25 

垄上 0.79 0.45 1.24 0.61 0.33 0.35 1.29 0.33 0.15 0.48 0.49 0.26 0.75 3.76 

礼诗圩 0.97 0.60 1.57 0.50 0.38 0.30 1.18 0.38 0.25 0.63 0.35 0.27 0.62 4.00 

牛马塘 0.95 0.55 1.50 0.53 0.34 0.43 1.30 0.33 0.23 0.56 0.35 0.15 0.5 3.86 

塘马 0.94 0.57 1.51 0.57 0.40 0.27 1.24 0.45 0.27 0.72 0.41 0.22 0.63 4.10 

黄墅 0.74 0.50 1.24 0.62 0.33 0.47 1.42 0.34 0.24 0.58 0.31 0.19 0.5 3.74 

北华翔 0.88 0.52 1.40 0.56 0.32 0.43 1.31 0.26 0.26 0.52 0.33 0.31 0.64 3.87 

三株浜 0.67 0.63 1.30 0.59 0.32 0.36 1.27 0.29 0.17 0.46 0.39 0.32 0.71 3.74 

 

表 6苏南地区特色田园乡村案例项目建设成效综合评价等级 

 
区位 

 
村名 

 
综合得分 

 
综合指数 （%） 

 
等级 

 
排名 

 

 南京市  观音殿   3.67  73.2   П  9  

   徐家院   4.27  85.2   I  1  

   小茅山脚  3.25  65.0   Ш  10  

   垄上   3.76  75.4   П  6  

 常州市  礼诗圩   4.00  80.2   І  3  

   牛马塘   3.86  77.2   П  5  

   塘马   4. 10  82.2   І  2  

 苏州市  黄墅   3.74  75.0   П  7  

   北华翔   3.87  77.4   П  4  

   三株浜   3.74  74.6   П  8  

      

3.2.2建设水平中等（II类）特色田园乡村项目 

II 类特色田园乡村为北华翔村、牛马塘村、黄墅村、三株浜村、垄上村、观音殿村。从指标得分中可以看出，北华翔村与

牛马塘村较为相似，分别以独具地域特色的腊肉和山芋作为优势产业，产业发展项得分较高。但这 2 个村仍有部分项目正在建

设完善中，因此影响了最终评价分数。黄墅村环境改善方面存在不足，水体、街道的卫生质量有待提升、闲置空间的利用有待

进一步加强。三株浜村与垄上村在得分上较为接近,2 个村村容景致优美，设施配套齐全，有各自的农业主导产业但特色挖掘不

足，文化彰显较少。观音殿文旅产业发达，生态环境优良，项目体验丰富，但农业产业较为薄弱，加之原住民大部分搬迁，乡

村原有的特色流失，发展相对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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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茅山脚村属于 HI 类特色田园乡村,从分数上看已基本达到建设要求，但较于前者分数略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小茅山

脚村生态资源禀赋好，地理位置优越，周边旅游景区众多，目前建设重心在景观营造和环境改善上，成效显著。而村域的产业、

文化特色一般，产业融合度不高，文化庆典活动较少,存在明显短板，今后需加强完善这 2个方面的规划内容。 

3.3 问题分析 

从评价结果来看,所选案例项目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农业与乡村风貌特色不突出。部分村庄

忽视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作用，将产业规划的重心转移到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过于依靠外来机遇及社会资本，乡村

发展模式存在局限。如小茅山脚村虽拥有茶、竹产业,但在产品开发、品牌塑造、产业融合方面做得不够。观音殿村注重旅游产

业的发展，农业产业相对薄弱，且乡村田园景观的原真性与自然性体现不足。（2）景观与环境管理维护不到位。部分村庄缺乏

对基础设施、历史遗存物品的保护管理，如北华翔村的机耕路面破损比较严重，村庄外围河道原驳岸坍塌，存在安全隐患。黄

墅村里尺桥周围杂草丛生,石板破损残缺，保护现状堪忧。（3）文化内涵挖掘不足。部分村庄民俗文化活动、文化空间载体较

少,对乡村本土文化的重视有待提高。（4）乡村发展模式不成熟，缺少专业人才。乡村治理中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农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待进一步提升。 

4 对策建议 

根据评价指标问题分析以及现场调研民意反馈，提出以下相应的优化提升策略，旨在平衡乡村区域发展，挖掘乡村经济价

值，提高乡村环境水准,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加强乡村人才培养，推进特色田园乡村经济-自然-文化-社会的耦合发展。 

4.1 打造特色产业，构建产业体系 

立足农业基础，发展特色产业。（1）甄选特征明显、潜力巨大的特色资源，针对市场需求,运用科学先进的技术与理论，

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有优势、能成长的特色产业，打造系列标志品牌。（2）加大特色产业培育的专项资金支持，同时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尤其要加大对贫困村的倾斜力度，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与扶贫攻坚任务相结合，激活贫困村发展的内生动力。（3）

进行区域协调、统筹规划，合理调整发展侧重点，强调差异化发展，防止区域内部的恶性竞争。 

推进产业融合，助力产业兴旺。要做到以乡村农业为依托，以农产品加工产业为重点，大力培植多元化、市场化的经营主

体，创新和健全融合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利用“旅游+”“生态+”“互联网+”等模式开发农业非传统功能，促进一、

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产业链条横向、纵向延伸和农民增收，助力产业兴旺,增加乡村发展活力。 

4.2 坚持生态优先，优化环境品质 

修复自然生态，营造宜人环境。水是生命之源,林是生态之基，打造水清岸绿的乡村生态环境尤为重要。首先加强水系贯通，

优化整合乡村水域资源，构建完整性、多层次的水网格局，并建立水域空间保护管理机制，形成完善配套的水务规划体系。其

次,重视古树名木及天然生态林的保护，扎实推进乡村绿化。将村庄周围，道路、河流两侧作为绿化重点，以乡土树种为主，选

择风景林与经济林进行多样搭配。同时加强乡村庭院绿化,打造微田园景观[5]。 

提升功能品质，改善人居环境。保留价值丰富、质量较好的传统民居，对风貌不协调、功能缺失、存在损坏的闲置建筑及

厂房进行改造，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建及翻建建筑应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体现乡村的乡土特色,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此外，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及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村民意愿和乡村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分类统筹、分级配置乡

村公共服务设施，避免设施建设的浪费。加强公共设施长效运营管理,培养村民生活习惯及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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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立足地域文化，强化系列表达 

重塑文化空间，深化文化内涵。（1）改造日常生活文化空间，增加文化设施及文化小品景观。更新传统文化节事空间，保

护修缮历史文化资源，延续空间功能。植入民间艺术展演空间，满足村民日常文娱活动需求。（2）建立文化空间使用情况的评

估与反馈机制，推动文化建设从设施建设向内容建设的提升，从资源分割向资源整合的提升，从自建自评向达标验收的提升，

提高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3）拓宽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范围，拟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保护与开发并举，发挥其最大文

化价值。（4）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将文化与产业发展及乡村整体风貌塑造联系起来，提升其产出效能。 

传承活态文化，发掘人文精神。（1）建立人才队伍体系，培养民间传承人。优化传承环境，保障传承人基本经济收入，提

高其社会声望和地位回 o（2）注重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创新,定期组织传承人培训，吸收借鉴现代新思想。（3）

创新传承形式，可借助网络、电视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对其进行挖掘和包装，吸纳大众互动参与的欲望。 

4.4 重视人才培养，完善管理模式 

拓宽引进渠道，改善创业环境。（1）建立健全职业农民制度，培养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开设农民职

业技术教育培训课程，普及先进农业知识及专业技能，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环境。（2）提高农村专业人才服务保障能力，完善

其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解决其后顾之忧。(3)研究制定完善的激励机制，吸引返乡下乡青年务农创业。鼓励他

们通过多种形式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建创业团队[11]，并通过实施创业资金补助、减少农村创业审批事项等政策措施给予

帮助扶持。 

实现多元共治，保证农民利益。乡村建设应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前提，着眼于统筹政府、市场、村民三大主体的积极性，促

进营建主体的多样化，使外力推动与内生发展相结合，形成多元主体下的共建共享循环模式问，使得各主体都能长期受益。此

外，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发挥乡贤的文明风尚引领作用，通过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真正提升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首次从产业发展、景观营造、文化表达、环境改善 4个方面构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评价体系，

并对江苏省苏南地区 10个特色田园乡村项目进行评价。综合来看，所有案例村庄均达到建设标准，但建设水平存在差异。其中

徐家院村等 3 个村为 I 类水平，表现良好;北华翔村等 6 个村达到 II 类水平，基本达标;小茅山脚村为 HI 类水平，有待提高。

针对现存问题从打造特色产业、构建产业体系，坚持生态优先、优化环境品质,立足地域文化、强化系列表达,重视人才培养、

完善管理模式 4个方面提升建议。 

特色田园乡村模式推行至今已有 3年,及时进行调研和评价，对推动乡村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升示范作用十分必要，对完善

其理论与实践体系也有重要意义。但鉴于乡村评价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目前的评价过程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待今后进一步完善

和补充评价指标、精化与规范研究数据，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使评价体系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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