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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发展进程中需求端市场发展缓慢的问题，基于消费者视角，建立政

府与建筑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到政府和建筑企业的收益矩阵，探究了政府和建筑企业的策略选择问

题，分析了不同条件下各博弈主体的稳定策略及政府方决策对建筑企业行为的影响，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当建筑企业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产品的最终受益高于其使用传统建筑材料所获得的收益

时，存在唯一的演化稳定策略，此时社会总利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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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demand side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us obtaining the income matrix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follow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strategy sel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strategy of each game subject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so as to provide th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the final benefi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using 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 produc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us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there exists a uniqu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strategy, with the total 
social benefit reaching the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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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筑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政府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 [1]。我国建筑产业目

前正处于由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期，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系统工程较为复杂，涉及政府、

建筑企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多个参

与主体 [2]。我国目前对建筑垃圾的利用率不足 5%，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健全建筑废弃物回收

利用机制已刻不容缓 [3]。

有研究表明，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过程

中，各参与方的相互协同与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4]。其

中，政府部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政策工

作来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购买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

以此促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推进。当然，除了

税收的优惠，各地政府还会拿出一定的资金，鼓励参

与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的企业 [5]。尽管一些建筑企业在

经济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响应政府的呼吁和号

召，开始采取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机制，但效果不是

十分明显。建筑企业是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发展的

主要参与者，面对价格较高且不是十分了解的建筑废

弃物回收利用产品，建筑企业会选择使用常规建筑材

料以降低投资的生产风险，这就使得建筑废弃物回

收产品对建筑企业的吸引力相对不足，进而使得我

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市场无法形成规模。因此，

推行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的产业发展、打开市

场的任务，在我国依然艰巨。

1 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链的各参与主体间

缺乏合作机制 [3]：一方面，建设施工单位随意填埋垃

圾；另一方面，相关部门没有建立有效的促进回收政

策，阻碍了建筑废弃物回收产业发展的进程。凤亚红

等 [6] 从项目的全过程方面，设计了建筑废弃物资源

化回收利用的实施路径，提出其实施关键是完善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的管理机制、相关部门所提供

的政策支持和经济补助，以及制定与执行建筑废弃物

资源化规范和标准。蓝华生 [7] 描述了福州市建筑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分析了福州市一些财税政策对

提升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影响，并根据实证分

析的结果，对政府和企业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明确

的划分，从而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也有学者 [8]

以循环经济的视角，探讨了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

途径，从而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认为政府的政策

激励有利于推动产业链的发展。王秋菲等 [9] 根据美

日两国实现建筑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经验，提出了我国

建筑废弃物循环利用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从

法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政策等层面提出了建议。

也有学者 [10] 提出建筑企业内部应对废弃物进行内部

循环利用，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市场中，建筑企业

和政府都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也不能保持完全理性，

即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

选择是基于有限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过程。鉴于此，

本文基于建筑废弃物管理的消费者视角，构建政府鼓

励政策下建筑企业选择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

品决策的收益博弈模型，寻找促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的动力源泉。

2 基于消费视角的博弈分析

2.1 博弈背景

考虑到有限理性的各相关方之间的博弈是持续

反复进行的，因此，本研究选取相关方中的主体，即

政府和工程建设单位作为演化博弈模型中的参与方，

旨在基于消费者视角，利用演化博弈来分析政府的行

为影响建设单位是否选择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资源

化回收利用产品。

2.2 博弈模型条件假设

政府对建筑企业是否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

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当建筑企业选择购买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回收利用产品时，政府会给予一定的鼓励政

策；反之，将会无任何优惠鼓励政策。

建设企业的博弈策略组合为使用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回收利用产品，建设企业不使用再生产品，同理，

政府的博弈策略组合为 { 制定鼓励政策并监管，政府

不监管 }。建设企业和政府的一些基本假设如下。

2.2.1 建筑企业相关假设

1）假定建筑企业在进行选择性购买时，其对材

料的质量、标准、构造和特性等因素的考虑是一定的，

建设单位的选择行为，主要是在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

产品，且进行建筑垃圾回收和使用普通传统材料且不

进行建筑垃圾处理之间的选择，其策略集合为 { 使用

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且进行建筑垃圾回收，使用普通

传统材料且不进行建筑垃圾处理 }。
2）假定建设单位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

所能获得的效益为 M1，所付出的成本为 C1，后期进

行建筑垃圾分类回收的成本为 P1，总成本为 C1+P1；

建设单位购买使用普通传统材料所能获得的效益为

M2，所付出的成本为 C2，后期进行垃圾直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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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为 P2，总成本为 C2+P2。

3）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政府只对购买建筑废

弃物回收产品的建筑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且补贴的发

放依照“退坡”机制。也就是说，在建筑企业使用建

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过程中，补贴的金额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不断减少，在对产生的建筑废弃物进行回收过

程中，补贴的金额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

假定在选择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后，政府会对建

筑企业发放 f (n)W1 的补贴，f (n) 表示因变量随自变

量的增大而不断减少的函数（f (n)<0），其中，自变

量为时间，且 0< f (n)<1，W1 为政府的全额最高补贴。

假定在施工过程中，建筑企业对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

收时，会再次得到来自政府的补贴 g(n)W2，g(n) 表示

政府的补贴函数，且该函数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减少，

即 0<g(n)<1，g′(n)<0。建筑企业必须同时进行建筑

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和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

品，否则不可获得补贴金。

4）假设政府无特殊监管鼓励政策促进建筑企业

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进行建筑垃圾分类

回收，则建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所缴

纳的税费与购买使用普通传统材料所缴纳的税费相

等，表示为 T；当政府鼓励建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

弃物回收产品时，对于购买不同产品的建筑企业征收

相应的税费，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建筑企

业所缴纳的税费为 T1=αT（0<α<1）；购买使用普通

传统材料的建筑单位所缴纳的税费为T2=βT（0<β<1）。
2.2.2 政府相关假设

1）假设政府参与博弈的行为选择有监督并鼓励

建筑企业和监督不鼓励建筑企业两种，故其策略集合

为 { 监管并鼓励，监管无鼓励 }。
2）假设建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

且进行建筑分类处理时，政府因为提倡绿色环保而能

获得 R1 的收益，建筑企业购买使用普通材料时能获

得 R2 的收益。

3）当政府采取激励政策来促进建筑企业购买建

筑废弃物回收产品时，建筑企业使用建筑废弃物资源

化回收产品时政府将收取 αT 的税收，而使用同以前

相同材料时政府收取 βT 的税收。此时使用建筑废弃

物回收产品并进行建筑垃圾回收的建筑企业的收益

为 f(n)W1+g(n)W2；所以当政府的策略选择是积极监

督并激励时，建筑企业选择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且

进行建筑垃圾分类回收，此时政府所能获得的总收益

为 R1+αT-f (n)W1-g(n)W2，建筑企业购买普通传统建

筑材料所能获得的收益为 R2+βT。当政府不鼓励建筑

企业购买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进行建筑垃圾分类

回收时，建筑企业无论是选择购买建筑废弃物回收产

品，还是选择使用普通传统建筑材料，政府的税收收

入均为 T，此时政府的总收益分别为 R1+T 和 R2+T。
2.3 各参与方博弈收益矩阵

考虑到政府、建筑企业根据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

因素，建筑企业选择购买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概率

为 x，政府对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进行建

筑垃圾分类回收的建筑企业进行鼓励的概率为 y，其

中 0 ≤ x ≤ 1，0 ≤ y ≤ 1，可得到建筑企业和政府

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 1 政府与建筑企业博弈的收益矩阵

Table 1 Income matrix of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建筑企业
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 (x)
使用普通传统建筑材料 (1-x)

鼓励 (y)
M1-C1-P1+f (n)W1+g(n)W2-αT，R1+αT-f (n)W1-g(n)W2

M2-C2-P2-βT，R2+βT

政  府

不鼓励 (1-y) 
M1-C1-P1-T，R1+T
M2-C2-P2-T，R2+T

2.4 演化稳定性策略分析

2.4.1 建筑企业演化分析

1）期望收益

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期望收益为

         E11=y(M1-C1-P1+f (n)W1+g(n)W2-αT)+
                (1-y)(M1-C1-P1-T)。
选择使用普通建筑材料的期望收益

    E12=y(M2-C2-P2-βT)+(1-y)(M2-C2-P2-T)。
平均收益为

2）复制动态方程

为建筑企业选择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

品的概率随时间的变化率，当 >0，表明建筑企业

选择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概率逐渐增大；

当 <0，表明建筑企业选择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

收产品的概率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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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F(x)=0，解得：

        

2.4.2 政府演化分析

1）期望收益

鼓励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

不鼓励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22=x(R1+T)+(1-x)(R2+T)。
平均收益 E2=yE21+(1-y)E22。

2）复制动态方程

为政府选择对建筑企业实施鼓励政策的概率

随时间的变化率，当 >0 时，表明政府选择对建筑

企业实施鼓励政策的概率逐渐增大，而当 <0 时，

表明政府选择对建筑企业实施鼓励政策的概率逐渐

减小。

令 F(y)=0，可得

                  

2.4.3 演化稳定性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该博弈模型中存在 5个均衡点，

分别为 (1, 1)、(1, 0)、(0, 1)、(0, 0)、(x1
*, y*)。

对以上均衡点进行进化稳定对策（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分析，其雅克比矩阵为

        ，

其中

 

当矩阵的行列式和迹同时满足条件 1 和条件 2
时，局部均衡点演化为 ESS。

条件 1：

            ；

条件 2：tr J=a11+a23<0。
该模型的局部均衡点处 a11、a12、a21、a22 的具体

取值如表 2。

表 2 局部均衡点处具体取值表

Table 2 Specific value table at the local equilibrium points

均衡点

(0, 0)
(0, 1)
(1, 0)
(1, 1)
(x*, y1

*)

a11

-(M2-C2-P2-T)
f (n)W1+g(n)W2+(1-α)T+(M1-C1-P1-T)-(1-β)T-(M2-C2-P2-T)

M2-C2-P-T
-[f (n)W1+g(n)W2+(1-α)T+(M1-C1-P1-T)-(1-β)T-(M2-C2-P2-T)]

0

a12

0
0
0
0
A

a21

0
0
0
0
B

a22

(α-1)T
-(α-1)T

(α-1)T-f (n)W1-g(n)W2

-[(α-1)T-f (n)W1-g(n)W2]+(1-x)(α-1)T
0

其中，A 和 B 的具体表达式为

很明显，在 (x*, y*) 点处存在 a11+a22=0，不符合

条件 2，因此该点不是 ESS。只有同时满足条件 det 
J>0，tr J<0 时，局部均衡点才是 ESS，结合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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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值范围，下面将分析不同情况下 (0, 0)、(0, 1)、(1, 
0)、(1, 1) 这 4 个局部均衡点成为 ESS 的可能性。

2.5 结果讨论

1）若 ，即 M2-

C2-P2<M1-C1-P1，且 R1+T>R1+αT-f (n)W1+ g(n)W2 时，

建筑企业选择普通建筑材料的收益小于建筑企业选

择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收益，政府实施鼓励的政策

给政府带来的收益小于政府实施鼓励过程中的成本，

记为情况 1。此时，4 个局部均衡点的 tr J 值和 det J
值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只有点 (1, 0) 满足 tr J<0 且 det J>0
的条件，故系统的 ESS 为 (1, 0)。此时，建筑企业与

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中可知，无论政府如何实施激励政策，建

筑企业都会倾向于选择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而

政府则会选择不激励，这种选择是稳定的，即双方趋

向于均衡点 (1, 0)，这是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策略，

是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2） 若 ， 即 M2-

C2-P2-βT<M1-C1-P1+f (n)W1+g(n)W2-αT 时，建设企

业购买普通传统建筑材料所获得的收益，在扣除成本

和税金后的最终收益大于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

产品并得到政府鼓励补贴后的最终收益，记为情况 2。
4 个局部均衡点的 tr J 值和 det J 值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的数据可知，只有点 (0, 1) 满足 tr J<0 且

det J>0 的条件，故系统的 ESS 为 (0, 1)。此时，建筑

企业与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最终政府和建筑企业的策略会

趋向于均衡点 (0, 1)，原因是政府所实施的鼓励策略

不够，不论是对于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正向经济补

贴和税费减少，还是对于购买传统材料的税费增加，

都无法使得建筑企业购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产

品最终收益大于购买传统材料。

3）当 时，存

在 M2-C2-P2>M1-C1-P1 和 M2-C2-P2-βT<M1-C1-P1+
f (n)W2-αT，即当政府无补贴鼓励政策时，建筑企业

购买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最终收益小于购买使用

传统普通建筑材料的最终获益；当政府采取相关鼓励

补贴政策时，建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

最终获益大于购买使用传统普通建筑材料的最终获

益，故建筑企业的最终决策依靠政府的相关鼓励政

策，记为情况 3。此时，4 个局部均衡点的 tr J 值和

det J 值如表 5 所示。

表 3 情况 1 局部均衡点的 tr J 值和 det J 值
Table 3 Values of tr J and det J of 
local equilibrium points in case 1

均衡点

(0, 0)
(0, 1)
(1, 0)
(1, 1)
(x*, y1

*)

det J
+
-

+
-

tr J
+
+
-

-

结果

不稳定

不稳定

ESS
不稳定

不是平衡点

图 1 情况 1 建筑企业与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Fig. 1 Replication dynamic phase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in case 1

表 4 情况 2 局部均衡点的 tr J 值和 det J 值
Table 4 Values of tr J and det J of 
local equilibrium points in case 2

均衡点

(0, 0)
(0, 1)
(1, 0)
(1, 1)
(x*, y1

*)

det J
-

+
-

+

tr J
-

-

+
+

结果

不稳定

ESS
不稳定

不稳定

不是平衡点

图 2 情况 2 建筑企业与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Fig. 2 Replication dynamic phase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in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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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此时系统不断博弈并无法稳定，建

筑企业与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见图 3。

当 时，F(x)=0，

F′(x)=0，所有 x 均处于稳定状态，说明当政府选择

鼓励政策的概率为

时，建筑企业选择使用任何材料的收益相同。

此时可分情况进行讨论，建筑企业与政府的复制

动态相位图如图 4。

当 时，F(0)=0，

F′(0)<0；F(1)=0，F′(1)>0。在图 4 中可以表示为③和

④区域，即此时建筑企业的 ESS 为 x=0，故当政府选

择鼓励政策的概率低于

时，建筑企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选择使用建筑废弃

物回收产品向选择传统普通建筑转移，最后选择普通

传统建筑材料将演化成为稳定策略。

当 时，F(0)=0，

F′(x)>0；F(1)=0，F′(1)<0。在 4 图中可表示为①和

②区域，即此时建筑企业的 ESS 为 x=1，即当政府选

择鼓励概率高于 时，建

筑企业由选择使用普通传统建筑材料向建筑废弃物

回收产品转移，选择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将演化

成为稳定策略。

针对此种情况，为进一步分析政府征收的税费以

及时间对于演化博弈结果的影响，可以将该问题转化

为政府征收的税费及时间对区域①②（记为 S2）和

区域③④（记为 S1）面积的影响。计算过程如下：

  ，

 ，

  ，

，

，

由此可知，

        。

可知，S1 与 T 的变化成反比，与 n 的变化大小

成反比。

S2 与 T 的变化成正比，与 n 的变化大小成正比。

目标：用最合适的手段鼓励建筑企业使用建筑废

弃物回收产品，并对产生的建筑废弃物进行回收处

表 5 情况 3 局部均衡点的 tr J 值和 det J 值
Table 5 Values of tr J and det J of 
local equilibrium points in case 3

均衡点

(0, 0)
(0, 1)
(1, 0)
(1, 1)
(x*, y1

*)

det J
-

-

-

-

-

tr J
+/-
+/-
+/-
+/-
0

结果

不稳定

不稳定

不稳定

不稳定

鞍点

图 3 情况 3 建筑企业与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Fig. 3 Replication dynamic phase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in case 3

图 4 建筑企业与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Fig. 4 Replication dynamic phase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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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源头对建筑废弃物进行根本治理，从而推进建

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化发展。

在此模型中，要想建筑企业的策略逐渐演化为购

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进行建筑垃圾分类回

收。由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在政府未进行任何鼓励

政策时，建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进

行建筑垃圾分类回收的最终效益小于购买使用普通

传统建筑材料的最终效益；在政府的鼓励政策下，建

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的最终效益大于购买使

用普通建筑材料的最终效益。故促进建筑企业购买使

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策略在相位图中表现在扩

大 S2、减少 S1，即结果为 T 增大、n 增大。S1 的值为

y*，所以要想减小 S1 的面积，就要减少 y* 的值，即

增大政府鼓励政策的力度。表现为增加税费 T，增加

对购买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以及进行建筑垃圾分类

回收的补贴年限，实际上，真正的最优策略是社会整

体收益达最大值，即两个ESS中的最优为 (1, 0)，此时，

表现为建筑企业自觉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

政府无需任何补助鼓励政策，从而节省社会相关成

本。基于此，政府对于建筑企业的补贴只能为短期补

贴，且为了防止建筑企业对于补贴的依耐性，补贴采

用“退坡”机制，即补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

直至为 0。可是，由于目前我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

收利用的市场规模还没有完全形成，为了防止建筑

企业在领完补贴之后中止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

产品，政府对于此种情况采取一直监管的管理模式，

并在项目即将结束时对进行建筑垃圾回收的企业也

给予同样的退坡机制补贴，这种补贴随着时间增加逐

步退出市场，最终实现即使没有政府的补贴，建筑企

业主动选择参与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从而实现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积极发展。

3 推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发展

的政策性建议

通过以上的演化博弈分析可知，建筑企业处于建

筑废弃物管理的中心位置，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与政府

进行博弈。因此，建筑企业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

利用意识以及政府的鼓励政策对促进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创新点是从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产业的消费端出发，研究建筑企业的策

略选择，对影响建筑企业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分

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希望能为促进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根据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使用阶段的建筑企业

与政府的演化博弈结果可知，政府应加大对购买使用

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建筑企业的补贴，并调整税

金，以税收政策的变动来完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产

业链的发展。由于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消费端需求

不高，不利于相关企业的积极生产。因此政府应制

定和推广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质量合格规范体系，

以及配套的法律法规，方便建筑企业使用，且减少建

筑企业付出的成本，增加建筑企业购买建筑废弃物回

收产品所能获得的总效益。

对于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建筑企业，给予

补贴并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如今的中国，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受到技术水平和市场成熟程

度的限制。当政府无激励政策时，想实现购买使用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产品的总收益比不使用的高，

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鼓励建筑企

业选择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产品，以推进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的进程。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对建筑企业的决策进行双向调节，对选择建筑废

弃物回收产品的建筑企业进行税费优惠，以此提高建

筑企业的总收益，从消费端增加了建筑企业自愿选择

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产品；相反的，增设

对于选择普通建筑材料的建筑企业的限制条件，并增

加税收以降低总收益。政府对建筑企业的另一种鼓励

政策，是对购买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的建筑企业实施

补贴，该补贴满足退坡机制。现时期政府给予经济

补贴的机制一定会使消费者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

收利用产品的欲望增加，但是由于政策红利的影响，

部分企业可能会对补贴产生依赖，不利于长远发展。

因此，政府的补贴是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发展的初期

推动市场形成，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政府逐渐退出，

在完全退出之前，根据循环经理理论，再增加一种

退坡机制的补贴以促进建筑企业进行建筑垃圾回收，

在整个建筑废弃物回收链里实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的发展由市场主导和调节。

4 结语

博弈结果表明：若建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

回收产品并进行建筑垃圾分类回收的最终效益小于

建筑企业购买使用普通建筑材料，则政府须有较大力

度的鼓励政策，才能使建筑企业购买使用建筑废弃物

回收产品并进行建筑垃圾分类回收；若建筑企业购

买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进行建筑垃圾分类回

收的最终效益大于建筑企业购买使用普通建筑材料，

则建筑企业选择使用建筑废弃物回收产品并进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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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分类回收，此时社会效益最大，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即理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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