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03 财会月刊·67·□

基于不同主体的国有上市公司业绩评价研究

【摘要】本文拟根据不同评价主体的不同目的对评价进行分类：基于投资目的的外部评价和基于经

营管理目的的内部评价。外部评价利用K-均值聚类选取评价指标，内部评价利用系统聚类选取评价指

标。结合安徽省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针对不同评价主体的不同使用目的得出更具针对性的评价

结果，并给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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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进行合理评价是证券市场

健康发展的基础，经营业绩评价研究已从传统的单

指标评价过渡到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近年来，一些不

同的评价方法被应用到公司业绩评价。Rohollah
（2014）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分析了伊朗8个水泥公

司的财务表现，并根据其财务表现对公司经营业绩

进行了排名。Lars（2015）设计了一个决策模型评价

半导体上市公司的效率和经营业绩，并结合数据包

络分析和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来评估业务性能，具

有较强的客观性。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综合评价方法是诚信证券

评价体系，它是由中国诚信证券有限公司与《中国证

券报》合作，选取六个财务指标进行考核。此外还有

清华大学与《中国证券报》共同推出的上市公司财务

绩效排序体系。张芯（2001）分析了国内上市公司经

营业绩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预测了上市公司评价

的趋势，强调企业业绩评价在企业经营中的导向性

作用。徐梦洁（2015）介绍了在国资委推出经济增加

值（EVA）考核的大背景下，EVA应如何运用，并就

新考核背景下如何衔接全员考核给出了建议。贾亚

梅（2015）提取了7个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公共

因子，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41家金融上市公司经营

业绩进行了排名，证实了因子分析法可以较好地减

少指标间的冗余。

目前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研究方法虽然很多，但

大多数都是一概而论，针对所有评价结果使用者只

提供一套评价方案，而忽略不同评价结果使用者关

注的重点有所不同。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安徽

省上市公司的队伍不断壮大，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

来看，安徽省上市公司已经步入我国上市公司领域

第一梯队。随着安徽省股权多元化战略的推进，安徽

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是否得到了提高？本文针

对安徽国有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根据评价目的

的不同将评价主体分类，主要分为以债权人、股东为

主的外部评价主体以及以企业经理人员为主的内部

评价主体，并结合评价主体的分类，确定基于投资目

的的评价目标和基于经营管理目的的评价目标。

二、评价指标选取

1. 外部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本文的评价客体

是安徽省国有上市公司，包括国有参股和国有控股

公司。外部评价主体是指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赵

尔军（2014）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特

点。王俊飚（2008）虽然并未对评价主体进行明确分

类，但其站在投资者角度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进行

评价，与本文基于投资目的的外部评价角度类似，其

利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得投资者关心的 14个指

标，具体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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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企业经理人员基

于更加全面真实的信息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目的在于了解自身业绩增长潜力以及改善企业经营

决策的方法。企业内部经理人员实际参与企业的经

营活动，他们不仅关注过去的经营成果，还需要考虑

企业未来的发展，所以企业经理人员希望看到一份

可以反映企业业绩增长能力的评价结果。周勋

（2003）从驱动业绩增长的影响因素角度选取了 19
个财务指标，可以有效地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

有利于经营者的长期决策。本文拟采取该指标体系

作为内部评价的基础指标。由于企业内部数据较难

获得，因此从中选取了11个指标，如表2所示。

3. 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指标进行二次筛选。为了

使评价结果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拟在上述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聚类分析法对指标进行二次

筛选。聚类分析一般分为K-均值聚类和系统聚类。

K-均值聚类是一种先给出一个比较粗糙的初始分

类，然后选择某一原则进行不断修改，直至得到最为

合理的分类的定量分析方法。系统聚类通常有两种

形式：对研究对象本身进行分类的Q聚类以及对研

究对象的观察指标进行分类的R聚类。本文以上文

初步选取的指标为聚类样本，在外部评价过程中利

用 K-均值聚类分析对指标进行分类，并且利用

ANOVA方差分析（F检验）来确定最为适当的分类

数，即当F值较大时，说明类间差异显著，分类是合

理的。在内部评价过程中利用系统聚类分析对指标

进行分类，最后选取代表性指标。

三、安徽省国有上市公司外部评价实证研究

1. 获取外部评价数据。截至 2015年 3月末，安

徽省上市公司共 82家，主板上市 48家，中小板上市

一级指标

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偿债能力

增长能力

二级指标

经济增加值

净资产收益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

每股收益

盈利现金流量率

总资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

保守速动比率

销售增长率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

股东权益增长率

指标类型

经济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市场价值指标

现金基础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会计收益指标

计算公式

经调整的净利润-经调整的投资资本×投资成本

（净利润/加权平均股东权益总额）×100%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净额）×100%

（净利润-优先股股利）/普通股股数

［年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非经营净收益）］×100%

主营业务收益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主营业务收益净额/应收账款平均额

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利润总额+利息）/利息

（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短期投资）/流动负债

（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净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净额）×100%

（本年主营业务利润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利润）×100%

（本年股东权益增长额/股东权益期初余额）×100%

指标性质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逆向指标

逆向指标

逆向指标

适度指标

正指标

适度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一级
指标

业绩
激励
能力

风险
盈利
能力

创利
质量
能力

营运
创现
效益
能力

二级指标

高层主管薪金
业绩比

高层主管持股
比率业绩比

报酬增长合理
比

固定资产盈利
能力

无形资产盈利
能力

营业用资产收
益率

主营业务利润
突出率

收入周期比率

应收账款营运
创现效益

存货创现效益

总资产周转现
金流量保障率

计算公式

高层主管薪金/EVA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权/
EVA
应付薪酬/长期资本收
益率

主营业务利润/固定资
产

主营业务利润/研发费

营业利润/营业用资产

主营业务利润收入/利
润总额

总收入/收入来源次数

（销 售 商 品 收 到 的 现
金+收到销项税收到现
金）/平均应收账款

（购 买 商 品 支 付 的 现
金+收到进项税收到现
金）/平均存货

（销售商品收到现金+
提供劳务收到现金）/平
均总资产

指标
性质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逆向
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正指标

表 1 外部评价初步选取指标

表 2 内部评价初步选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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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家，创业板上市8家，其中上交所上市32家，深交

所上市50家。依据实际控制人性质对82家上市公司

性质进行判断，可将企业性质分为三大类：企业经营

单位、非企业经营单位和自然人。由于大多数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唯一，因此删除了实际控制

人性质代码为 3×××的上市公司 30家，得到安徽国

有上市公司样本52家，由于有些公司的某项指标数

据无法获得，因此不具有研究价值，在剔除这些上市

公司后，确定 39家上市公司样本。依据国泰安数据

库获取表 1中 14个指标的数据，时间为 2013年 1月
~ 2015年12月。

2. K-均值聚类分析。一般K-均值聚类分析主

观指定分类个数，本文为了确定更客观的分类数，根

据方差分析原理，将 F值均值最大的一组分类数确

定为最佳分类数，利用 SPSS软件将数据连续分为 2
~ 8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以看出，当分类数为 7时，F值均值显

著大于其他分类数，分类效果显著，因此将财务指标

分为7类，可得到最终聚类中心。当聚类数为7时，每

一类中样本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

由表 4可以看出，第一类中有 8个指标，其余 6
类中都只有一个指标，具体指标分布如表5所示。

3. 外部评价指标选取。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

将外部评价的 14个指标分为 7大类，聚类成员到聚

类中心距离的具体情况如表6所示。

从表 6可以看出，第二类到第七类都只有一个

指标，如果一类中只有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就作

为这个类的类中心，到聚类中心的距离是0，因此并

不涉及类内指标选取问题，直接确定净资产收益率、

存货周转率、已获利息倍数、盈利现金流量率、主营

业务利润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这 6个指标为外

部评价最终选取指标。第一类中有8个指标，必须从

8个指标中选取最能代表该类指标特点的指标，本

文将距离类中心平均距离最近的指标指定为该类代

表指标，结合聚类成员表，得出第一类聚类中心的平

均距离为 2.448，所以指标 3最接近于平均距离，得

出第一类指标的代表指标为主营业务利润率。

4. 对选取的指标进行赋权。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并应用熵值法赋权，结果如表7所示。

5. 外部评价结果。对选取的39个安徽省国有上

市公司样本，经过指标选取和指标赋权，得出评价结

果如表8中第3、4列所示。

从表 8 中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证券代码为

601801、000417、600470、600318、000619的五家公司

具有较好的投资潜力和盈利能力，投资者在进行投

资时可以综合考虑其非财务指标，优先投资或优先

分配投资额。然而，证券代码为 000153、000980、
600567、600444、600520的五家公司在基于投资者视

角的经营业绩评价中表现欠佳，投资者在无法充分

获取企业其他方面信息的情况下应该慎重投资。

四、安徽省国有上市公司内部评价实证研究

1. 获取内部评价数据。本文拟利用某些财务指

标量化企业内部经营效率，结合初步选取的11个内

分类数

F值均值

2
3.53

3
2.89

4
12.8

5
13.8

6
53.3

7
470.8

8
260.8

聚 类

1
8.000

2
1.000

3
1.000

4
1.000

5
1.000

6
1.000

7
1.000

有效

14.000

缺失

0.000

类名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第七类

包含的指标名称

经济增加值、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收益、总资
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保守速动比率、股东权
益增长率、销售增长率

净资产收益率

存货周转率

已获利息倍数

盈利现金流量率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案例号

聚类

距离

案例号

聚类

距离

1
1

1.801
8
3

0.000

2
2

0.000
9
1

1.756

3
1

2.233
10
4

0.000

4
1

1.837
11
1

4.452

5
5

0.000
12
1

1.620

6
1

3.964
13
6

0.000

7
7

0.000
14
1

1.921

表 3 K-均值聚类分析F值均值

表 4 分类数为7时每个聚类中的样本数

表 5 分类数为7时各类指标分布情况

表 6 分类数为7时聚类成员间距离

熵值（ej）

变异系数（gj）

权重（wj）

净资
产收
益率

0.9538
0.0462
0.0441

主营
业务

利润率

0.9731
0.0269
0.0257

盈利
现金

流量率

0.9910
0.0090
0.0089

应收
账款

周转率

0.6958
0.3042
0.2903

存货
周转率

0.6025
0.3975
0.3793

已获
利息
倍数

0.9529
0.0471
0.0449

主营业
务利润
增长率

0.7833
0.2167
0.2068

表 7 外部评价各个指标熵值、变异系数和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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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评价指标以及本节中外部评价选取的样本进行实

证研究。

2. 利用系统聚类分析筛选内部评价指标。由于

内部指标数量少于外部指标数量，采取系统聚类方

法选取内部评价指标。系统聚类方法最大的缺点是

不能像K-均值聚类输出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因此，

证券代码

601801
000417
600470
600318
000619
600418
600971
600761
000543
002556
600054
000630
600575
600199
000887
600983
000850
002140
600552
000930
600808
600502
600985
600577
600063
000521
000713
600990
002042
600551
000868
600375
601918
600218
000153
000980
600567
600444
600520

公司名称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百货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海螺型材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皖能电力

辉隆股份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

安徽皖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股份

惠而浦股份有限公司

华茂股份

东华科技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生化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美菱电器

丰乐种业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孚色纺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凯客车

华菱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丰原药业

金马股份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评价

评价结果

0.460744605
0.377068148
0.355024185
0.350376367
0.200820628
0.147822328
0.121962180
0.115830576
0.107512958
0.102986657
0.100874933
0.098653501
0.097568109
0.096157884
0.091157239
0.082553881
0.081712626
0.078037921
0.077894823
0.075642510
0.075517177
0.075310688
0.074354498
0.074176791
0.070175077
0.066665524
0.066034761
0.064199309
0.063587669
0.061996575
0.059454354
0.059187288
0.057652843
0.057279017
0.054190774
0.052321500
0.045704739
0.041609597
0.013436945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内部评价

评价结果

0.119966143
0.155563996
0.404629900
0.072132836
0.086576585
0.574118048
0.177524408
0.103345778
0.123189059
0.103713069
0.068669428
0.560813820
0.327871901
0.091317352
0.063377588
0.060688390
0.061172644
0.046322810
0.072285238
0.114980874
0.489802254
0.035853095
0.130509030
0.094012650
0.084744200
0.074734608
0.082840705
0.045470174
0.056227911
0.087863022
0.068830682
0.068231145
0.086731364
0.051431245
0.064113778
0.077860638
0.074535009
0.052852421
0.058236264

排序

10
7
4
25
18
1
6
13
9
12
27
2
5
15
30
32
31
37
24
11
3
39
8
14
19
22
20
38
34
16
26
28
17
36
29
21
23
35
33

表 8 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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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群
集
数

图 1 以组间联接为聚类方法、

以平方Euclidean距离为度量标准的垂冰状图

图 2 以组间联接为聚类方法、

以平方Euclidean距离为度量标准的树状图

案例

群
集
数

图 3 以组间联接为聚类方法、

以相关性为度量标准的垂冰状图

重新调整聚类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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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组间联接的平方Euclidean距离度量标准与

组间联接的相关性度量标准相对比，选取最具代表

性的指标。以平方Euclidean距离为度量标准，以组

间联接为聚类方法对11个财务指标、39个样本进行

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 1可知，当聚类数为 10时，X9和X6归为一

类，其余各成一类；当聚类数为9时，X10、X9和X6归

为一类，其余各成一类；当聚类数为 8时，X11和X4

归为一类，X10、X9和X6归为一类，其余各成一类；

当聚类数为7时，X10、X9、X6、X11和X4归为一类，其

余各成一类；当聚类数为 6时，X7、X10、X9、X6、X11

和X4归为一类，其余各成一类；当聚类数为 5时，

X5、X7、X10、X9、X6、X11和X4归为一类，其余各成一

类；X8、X1、X3随着聚类数的减少，依次向大类靠拢。

该种聚类方法下树状图如图2所示。

由图 2可以看出，以平方Euclidean距离为度量

标准时，如果以5为标准，只有指标X2有显著差异，

其他指标无显著差异。为了摒除由于度量标准的特

殊性而降低指标选取的客观性，本文拟进行以相关

性为度量标准的组间联接分析。以相关性为度量标

准，以组间联接为聚类方法对 11个财务指标、39个
样本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 3可知，当聚类数为 10时，X2和X3聚为一

类，其余指标各为一类；当聚类数为 9时，X1、X2和

X3聚为一类，其余指标各为一类；当聚类数为 8时，

X1、X2和X3聚为一类，X11、X9聚为一类，其余指标

各为一类；当聚类数为 7时，X1、X2和X3聚为一类，

X11、X9和X6聚为一类，其余指标各为一类；当聚类

数为 6时，X1、X2和X3聚为一类，X11、X9和X6聚为

一类，X8和X4聚为一类，其余指标各为一类；当聚

类数为 5时，X1、X2和X3聚为一类，X11、X9和X6聚

为一类，X10、X8和X4聚为一类，其余指标各为一

类；当聚类数为 4时，X1、X2、X3、X11、X9和X6聚为

一类，X10、X8和X4聚为一类，其余指标各为一类；

当聚类数为 3时，X1、X2、X3、X5、X11、X9和X6聚为

一类，X10、X8和X4聚为一类，X7为一类。该种度量

标准下树状图如图4所示。

从图 4可以看出，在以相关性为度量标准的情

况下，如果以 15至 20间某个数为标准，X5和X7是

显著异于其他指标的。此时，X1、X2和X3为一小类，

X9、X11和X6为一小类，X4、X8和X10为一小类。

结合以上两种度量标准的分析结果，在平方距

离度量标准下有显著差异的指标有X2，在相关性度

量标准下有显著差异的是X5和X7，因此最终选取

的指标必然包括这3个指标。在相关性度量标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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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组间联接为聚类方法、

以相关性为度量标准的树状图

重新调整距离聚类合并

γ
0 105 15 20 25
2

3

1

9

11

6

5

4

8

10

7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指标来源

平方距离度量标准下
显著性差异指标

相关性度量标准下显
著性差异指标

类内代表指标选取

指标名称

持股业绩比（X2）

总资产风险盈利比（X5）、主营
业务利润突出率（X7）

收入周期比（X8）、总资产周转
现金流量保障率（X11）

ej

gj

wj

持股
业绩比

0.9926
0.0074
0.0116

总资产
风险

盈利比

0.99286
0.0072
0.0112

主营业务
利润

突出率

0.7701
0.2230
0.3594

收入
周期比

0.6661
0.3339
0.5218

总资产周转
现金流量
保障率

0.9386
0.0614
0.0960

表 10 内部评价各个指标熵值、变异系数和权重

图 5 内外部评价结果垂线图

外部评价结果 内部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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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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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内外部评价结果排名垂线图
内部评价结果 外部评价结果

评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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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内部评价最终选取指标

由于第一小类已有X2入选，因此不再选取代表指

标；第二小类和第三小类分别选取位于中间位置的

X11和X8作为代表指标。内部评价最终选取指标如

表9所示：

3. 对选取的内部指标赋权。首先对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然后计算ej、gj、wj，所得结果如表10所示：

4. 内部评价结果。经过指标选取和指标赋权，

对 39个安徽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最终得出的评价结

果如表 8中第 5、6列所示。由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证

券代码为 600418、000630、600808、600470和 600575
这五家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表现较好。然而，证券代

码为 600444、600218、002140、600990和 600502这五

家公司综合评价结果与前五家相距甚远，企业经营

管理人员应该进行深入调查。

五、内外部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1. 内外部评价结果差异分析。39个样本内外部

得分的差距如图 5所示。可以看出大部分样本内外

部评价得分差距较小，有8个样本差距较大，分别是

合肥百货、海螺型材、铜陵有色、安徽巢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皖江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新

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有 9家公司内外部评价结果

基本一致，分别是丰原药业、美菱电器、安凯客车、华

孚色纺、辉隆股份、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菱星马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以及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个样本内外部评价结果排名的差距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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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排名在0 ~ 10看作优，排名在10 ~ 20看作良，

排名在 20 ~ 30看作及格，排名在 30 ~ 39看作不及

格。从图6可以看出，样本中内外部评价差异跨等级

的有 19个，有差异但没有跨等级的 19个，没有差异

的只有1个样本。由此可见，安徽国有上市公司的内

外部评价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2. 国有股权比例对内外部评价结果的影响分

析。通过查阅39个样本的实际控制人情况，得出7个
样本为国有参股，32个样本为国有控股，在国有控

股中国有性质控股比例超过 40%的共有 10家，超过

50%的共有5家，国有控股中国有性质控股比例具体

情况如表11所示。

结合评价结果，从两个角度分析国有控股和国

有参股的经营业绩差异，如表12和表13所示。

从外部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的经营业绩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国有参股，在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中，随着国有性质股权比例的增大，经营

业绩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随着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国有股权表现

出较强的生命力，成为投资市场的“潜力军”。内部评

价结果和外部评价结果类似，国有控股的平均经营

业绩也是高于国有参股的，而且随着国有性质股权

比例的增加，经营业绩呈现上升趋势。可以看出，政

府对国有企业的一系列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经

营业绩评价中，没有因为国有股权比例的提高而出

现管理效率降低的情况。

六、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为评价

客体，将评价主体分为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为获得

针对外部评价主体的评价结果，利用客观方法选取

基于投资目的的外部评价主体最关心的 14个财务

指标，然后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在 14个指标中选

取了 7个作为评价指标，将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相

结合，使评价指标既具相关性又具客观性。为获得针

对内部评价主体的评价结果，利用客观方法选取基

于经营管理目的的内部评价主体最关心的 11个指

标，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最终选取 5个最具代表性的

财务指标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选取样本进行评价，

发现内外部评价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这也证明了

基于不同评价主体分别进行评价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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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性质

国有控股（所有样本）

国 有 控 股 中 股 权 在 40% ~
50%平均评价结果

国有控股中股权在 50%样本
以上评价结果平均值

国有参股

平均评价结果

0.1145

0.0775

0.1606

0.0987

平均排名

18.7

23

15

26.3

公司性质

国有控股（所有样本）

国 有 控 股 中 股 权 在 40% ~
50%样本平均评价结果

国有控股中股权在 50%以上
样本评价结果平均值

国有参股

平均评价结果

0.1461

0.0751

0.1871

0.0709

平均排名

18.3

25.4

13.4

25.7

表 11 国有控股中国有性质控股比例具体情况

证券代码

000543
600054
600218
600551
600808
600971
600983
600990
601801
601918

公司名称

皖能电力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惠而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性质
控股比例

47.69%
41.95%
44.39%
56.79%
50.47%
59.96%
51%

41.05%
75.734%
42.36%

表 12 外部评价角度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的
经营业绩差异

表 13 内部评价角度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的
经营业绩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