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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７６篇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文献的研究结果，运用元分析技术，再研究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克服单一研究中存在的样本代表性不够或样本量不足等问题。首

先汇总估计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在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上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而运用

回归分析，在控制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相关性后，检验不同维度的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

相对强度，结果表明：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在内部社会资本中，

认知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明显大于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无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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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这一概念最早由社
会学家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正式提出，此后大批学者对
社会资本的内涵、外延、维度划分、测量方式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和

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根植于企

业内、外部关系网络中的重要资源，逐渐成为企业

构建、维持核心竞争力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学

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

究也日益丰富和深入。

笔者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发现，企业

社会资本在解释企业绩效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现存大量有关两者关系的实

证研究中，由于不同研究者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本

身的关注重点不尽相同，研究视角存在较大差异，

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此外，各项实

证研究采用不同的样本，且样本量普遍不大，加之

抽样误差、测量误差的原因，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

定程度的分歧。

本文首先将企业社会资本从内部和外部分别

划分为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再基于该领域

以往的实证研究文献，运用元分析方法，汇总估计

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在这三个维度上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相关关系，希望对该领域研究进展进行阶段

性总结；最后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企业内、外部社

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对强度，以

期为企业增强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提供启

示和帮助。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１．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维度
自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首先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后，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主要可归纳

为两大类：基于资源的解读和基于能力的解读。前

者以Ｂｕｒｔ（１９９２）、Ｎａｈａｐｉｅｔ等（１９９８）为代表，认为社
会资本就是关系网络为网络中行动者提供信息和

资源的程度；后者以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边燕杰等

（２０００）为代表，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在关系网
络中获取并运用稀缺资源的能力。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划分了企业社会资本的

维度，主要有两种类别。第一种以 Ａｄｌｅｒ等（２００２）、
Ｃｏｏｋｅ等（２００５）为代表，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内、外
两个层次。内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成员通过企业

内部人际关系交换资源的能力，它体现了团结内粘

的作用，强调信任、规范和共同愿景等对成员行为

的融合作用。外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在外部关系

网络（包括供应商、销售商、顾客、竞争者等利益相

关者的开放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第二种由

Ｎａｈａｐｉｅｔ等（１９９８）提出，他们从企业社会资本自身
的特征出发，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关系和

认知三个维度，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研究者的广泛认

可（韦影，２００７）。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划分方法能
够相互补充，从而提供一个系统、完善的分析框架。

下文将结合内、外层次视角和自身特征视角，探讨

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在结构、关系、认知维度与企

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２．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１）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与企业绩效
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是指企业内部成员、

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联系对象之间的联结模

式，主要反映了网络联系、网络密度和中心性等非

人格化因素。从企业内部来看，不同成员、部门之

间良好的沟通、互动能够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而

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信息、资源交换则能够为管理

者提供完成企业目标所必需的信息（Ｋｏｇｕｔ等，
１９９６）。Ｓｐａｒｒｏｗｅ等（２００１）发现企业成员间的有效
沟通能够增强员工的责任感，提高工作积极性，改

善工作绩效。因此，鼓励企业内部成员、部门之间

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联系是管理者改善企业

绩效的有效手段之一。从企业外部来看，处在“开

放性系统”中的企业需要与供应商、消费者、联盟伙

伴、竞争对手、行业协会等联系对象进行信息沟通，

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Ｗｕ，２００８）。企业获取有
效信息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外部网络节点数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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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Ｂｕｒｔ，１９９２），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比其他
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基于

此，我们提出假设：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的结

构维度水平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２）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与企业绩效
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是指企业通过内、外

部关系创造和利用的资源，主要反映网络内成员之

间的信任、认可等。从企业内部来看，信任的环境

能够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心，减轻员工的离职

倾向（Ｄｉｒｋｓ等，２００１），弱化员工对组织变革的阻力
（Ｋｒａｍｅｒ，１９９９）。信任可以促进多样化信息在企业
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传递，从而提高管理系统的有

效性。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等（２０００）的研究发现，企业成员
间的信任能够有效提高工作绩效。从企业外部来

看，合作双方之间的信任和认可能够提高共享、交

换信息的意愿，降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

组织之间的凝聚力，有利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

为企业绩效增长提供保障。基于此，我们提出假

设：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水平与企

业绩效正相关。

（３）企业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与企业绩效
企业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是指网络内成员之

间彼此的认知程度，主要反映网络成员所具有的共

同愿景和语言以及相似的价值观（Ｌｅａｎａ等，１９９９）。
从企业内部来看，员工、部门之间共享的语言有利

于企业内部的知识获取和转移，共享的愿景和价值

观则能够提高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对企

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企业内部成员价值观的多

样化会阻碍企业政策、战略的实施，不同职能部门

之间在目标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是导致界面冲突的

一个主要原因。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与外部联系

对象之间具备共享语言、愿景，能够促进企业之间

信息交流，提升企业对知识的获取、吸收能力，降低

技术引进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基于此，我们

提出假设：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水

平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也被译为“荟萃分析”、
“汇总分析”、“整合分析”等，它作为一种定量化的

系统评价方法，能够对具有共同研究目的且相互独

立的多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整合。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至７０年代，这一方法首先被应用于医学、心理学领

域的数据综合分析，并得到了很大发展；近十几年

来，元分析方法在管理学、经济学研究中日益得到

关注。

１．元分析方法和本文的适用性
作为一种以前人实证研究结果为基础的定量

化评价方法，元分析技术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在本

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第一，元分析作为一种从个别研究结论到一般

性结论的科学归纳方法，整合了相应研究领域的实

证研究结论，克服了单一研究中存在的样本代表性

不够或样本量不足等问题，从而提高了统计功效。

本文最终纳入分析的７６篇文献使用的样本彼此独
立，样本量最大的为１９５１家企业，最小的为２３家，
平均为１９６家，可见原文献的样本量并不算大。

第二，元分析能够将某一领域中不同视角、不

同侧重点的研究纳入到一个整体、综合的分析框架

之内，并进行检验。以往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资本的

内容、维度的关注存在较大差异，绝大部分研究是

从内部或外部一个视角检验企业社会资本的特定

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尚未出现从三个维度

出发同时检验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

间关系的研究。此外，以往文献关于企业社会资本

（某一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也存在一

定分歧。本文运用元分析技术，计算内外部三个维

度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系数的汇总估计值，

并估计每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

度如何。

２．文献选择与信息编码
我们进行了多个步骤的文献选择和信息编码，

以保证元分析所用数据的代表性和完整性。首先，

我们在 ＥＢＳＣ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等信息平台中检索了题目或摘要中同时包含“社会

资本（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和“绩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的文
献，并将文献基本信息导入专业文献管理软件

Ｅｎｄｎｏｔｅ当中。通过阅读文献的摘要或全文，我们将
实证类文献保留下来。我们共检索到３８６篇实证研
究文献，它们发表于１９９６年２月到２０１１年６月。

我们按照如下标准对文献进一步筛选：（１）文
章使用的是对企业的问卷调查、访谈或年报中获得

的微观数据；（２）文章对企业内部或外部社会资本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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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一个或几个维度进行了明确测量；（３）实证结
果要同时报告样本量和相关系数（或者能转化为相

关系数的ｔ统计量）①。按照以上三条标准，我们筛
选出７６篇，其中英文文献４４篇，中文文献３２篇，这

些文献的基本信息见表１。最后，我们将这些文献
的相关信息编码，包括研究的样本量、自变量（内、

外部社会资本的一个或多个维度）、因变量（企业绩

效）以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１　本文元分析使用的原始文献

作者 时间 作者 时间 作者 时间 作者 时间 作者 时间

Ｔｓａｉ和Ｇｈｏｓｈａ １９９８ ＤｅＣｌｅｒｃｑ和Ｓａｐｉｅｎｚａ２００６ Ａｎｄｒｅｗｓ ２０１０ 王立生 ２００７ 杨俊等 ２００９

Ｇｅｌｅｔｋａｎｙｃｚ等 ２００１ Ｌｏｎｇ ２００６ 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ｓ ２０１０ 韦影 ２００７ 张鹏 ２００９

Ｙａｎｇｍｉｎ． ２００１ Ｃｈｉａｎｇ ２００７ Ｌｉ ２０１０ 谢洪明等 ２００７ 张森 ２００９

Ｄｉｒｋ ２００２ Ｋｒａｕｓｅ等 ２００７ Ｍｕｓｔｅｅｎ等 ２０１０ 杨燕 ２００７ 陈爱娟等 ２０１０

Ｂａｔｊａｒｇａｌ ２００３ Ｕｈｌａｎｅｒ等 ２００７ Ｃｈｅｎ等 ２０１０ 张盛 ２００７ 房路生 ２０１０

Ｃｏｌｌｉｎｓ和Ｃｌａｒｋ ２００３ Ｗｅｂｅｒ和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７Ｐｉｒｏｌｏ和Ｐｒｅｓｕｔｔｉ２０１０ 赵晓东 ２００７ 付菁华 ２０１０

Ｍｉｎａ ２００３ Ｒｈｏｄｅｓ等 ２００８ Ｓｅｅｖｅｒｓ等 ２０１０ 周晓和蒋嵘涛 ２００７ 李莎 ２０１０

Ｍａｒｃｈｅｇｉａｎｉ和Ｐｒｅｓｕｔｔｉ２００４ Ｌａｗｓｏｎ等 ２００８ Ｗｅｂｅｒ和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０ 曹尉 ２００８ 吕淑丽 ２０１０

Ｂａｔｊａｒｇａｌ ２００５ Ｓｔａｍ和Ｅｌｆ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Ｂａｕｇｈｎ等 ２０１０ 耿新 ２００８ 阮尹俐 ２０１０

ＣｈａｕｒＳｈｉｕｈ ２００５ Ｗｒｉｇｈｔ等 ２００８ Ｃａｒｅｙ等 ２０１１ 刘寿先 ２００８ 唐珊珊 ２０１０

Ｍｏｒａｎ ２００５ Ｗｕ ２００７ Ｍａｕｒｅｒ等 ２０１１ 钱士茹和韩瑜 ２００８ 戴勇等 ２０１１

Ｎｅｖｉｎｓ ２００５ Ｆｒａｎｃｉｓ等 ２００８ Ｖｉｌｌｅｎａ等 ２０１１ 孙凯 ２００８ 耿科化 ２０１１

Ｓｍｉｔｈ等 ２００５ Ｌａｈｉｒｉ和Ｋｅｄｉａ ２００９ 任小秀 ２０１１ 詹晓青 ２００８

Ｗｕ和Ａｌｉｃｉａ ２００５ Ｔｓａｉ等 ２００９ 朱秀梅 ２００６ 赵凌博 ２００８

Ｋｉｍ ２００５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９ 龚鹤强和林健 ２００６ 贾苗苗 ２００９

Ｙｅ ２００５ Ａａｒｓｔａｄ等 ２００９ 李华全 ２００７ 杜建华等 ２００９

３．变量定义
（１）企业社会资本
企业内部资本涉及企业内部人员之间、部门之

间的联系，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则包括企业与供应

商、销售商、顾客、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同

时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结构、关系、认

知三个维度，分别反映网络的结构特征、网络节点

间彼此的信任、认知程度。结构维度主要涉及企业

内部单元（人员或部门）之间或企业与外部联系者

之间联系的频繁程度、密切程度、联系对象的数量

（外部）、联系所花费的时间等。企业社会资本的关

系维度主要涉及企业内部单元或企业与外部联系

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互惠性程度。企业社会资本的

认知维度主要涉及企业内部单元或企业与外部联

系者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共享的语言、愿景和相

似的价值观。

（２）企业绩效
以往研究利用多个指标度量了企业在财务、创

新、创业、采购等方面的绩效，这些指标包括投资回

报率、销售额（增长率）、利润额（增长率）、市场份额

（增长率）、新产品对盈利的贡献率、申请专利的数

量、员工人数（增长率）、现金流充裕程度以及采购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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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减少程度等。

四、实证研究

１．相关性分析
本文首先计算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每个维

度与企业绩效间相关系数的汇总估计值，计算过程

采用ＣＭＡ２．０软件完成，实证结果呈现于表１。在
计算前，我们需要检验各文献研究结果之间是否具

有同质性，如果各研究成果具有同质性，应采取固

定效应（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模型；如果各研究成果具有异
质性，应采取随机效应（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模型。同质
性检验使用 Ｑ统计量判断，在同质性原假设下，Ｑ
服从Ｉ－１的卡方分布（Ｉ为研究了某一维度社会资
本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文献篇数）。Ｑ检验、固
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表２　社会资本各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的测量方式 相关系数的汇总估计值 ｐ值 Ｉ Ｎ χ２０．０５（Ｉ－１） Ｑ

内部 结构性维度 ０．３５７ ＜０．００１ ２９ ４４４３ ４２．５５７ ２７７．０７２

内部 关系性维度 ０．３５５ ＜０．００１ ２４ ３９１１ ３６．４１５ ２３９．２５９

内部 认知性维度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１ ２４ ３８８４ ３６．４１５ ３０９．０５０

外部 结构性维度 ０．２８６ ＜０．００１ ４５ １２８２９ ６０．４８１ ８２９．２６８

外部 关系性维度 ０．３１３ ＜０．００１ ３６ ８５３６ ４９．８０２ ２３１．１５０

外部 认知性维度 ０．２９８ ＜０．００１ ２６ ４５６０ ３８．８８５ １７０．４９２

注：本表Ｍｅｔａ分析的原始数据来自于附录１中所列文献；ｐ值是汇总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所有相关系数都在０．００１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Ｉ为研究某一维度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文献篇数；Ｎ为这些文献包含的样本量总数；所

有６个相关系数的Ｑ统计量都大于χ２０．０５（Ｉ－１），故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计算汇总估计值。

　　从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在结
构、关系和认知维度上与企业绩效之间均显著正相

关。这初步说明，企业提高内、外部各个维度的社

会资本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企业应当完善内

部沟通机制，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以提升企业内部的

互动频率、信任水平以及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程

度，从而提升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此同时，企业

应当改善与供应商、合作伙伴、消费者等外部联系

对象之间的沟通模式，提高信任水平，培养共同愿

景等，从而提升企业外部社会资本。

２．回归分析
企业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是彼此联系、相互促

进的，因此只有在控制三个维度彼此相关性的情况

下，才能准确考察企业每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强度。Ｖｉｓｗｅｓｖａｒａｎ等（１９９５）、Ｓｈａｄｉｓｈ
（１９９６）指出，可以根据 Ｍｅｔａ分析得到的变量之间
两两相关系数的汇总估计值来构建相关系数矩阵，

以各个汇总估计值所对应的样本总量（Ｎ值）的调
和平均数为样本数，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借鉴这一

方法，分别以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企业

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作为自变量，以企业绩效

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过程采用 Ｌｉｓｒｅｌ
８．７软件完成，两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见图１。

图１左半部分为第一组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联合解释了企业绩

效２６．７％的变异。这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企业
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１７４、０．１５１、０．３３３，均高
度显著，其中认知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明显更

大。这是因为，企业内部人员之间、部门之间存在

较为紧密的联系，这些联系受到企业制度、条例和

非正式规则的保障，因此完善沟通基础和沟通目标

是促进交流，提升信任水平的有效手段。企业内部

认知性社会资本主要由成员、部门之间共享的语

言、愿景、价值观构成，所以企业能够通过促进信息

沟通、强化凝聚力、提高组织承诺水平、增强员工奉

献精神等途径提升企业绩效水平。

图１右半部分为第二组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中，结构、关系、认知维度联合解

释了企业绩效１５．９％的变异，这三个维度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相近。与企业内

部相比，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更为松

散，因此企业与外部对象网络连接状况（网络联系、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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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密度以及网络中心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关

系的质量。企业与外部联系对象间的信任和认可

以及共享沟通平台、愿景和价值观能够有效降低交

易成本，减少投机行为，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图１　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强度
注：本回归分析的原始数据来自于附录１中所列文献。某一维度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报告的是回
归系数，其下方“（）”内分别为Ｉ值和Ｎ值。Ｉ是研究了两个变量关系的文献篇数，Ｎ是这些文献包
含的样本量总数。对于作为自变量的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维度社会资本，我们也报告了两两相关系

数的汇总估计值。所有回归系数和汇总估计值均在０．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

为了应对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多变的生存环

境，企业越来越重视开发、利用和维系自身的社会

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是学术界

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以往学者对该问题的

研究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且实证研究结

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基于以往７６篇实证文
献的信息，使用元分析技术，计算了企业内、外部社

会资本在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上与企业绩效

的相关关系，并且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估计这些维

度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

本文主要发现：第一，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

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第二，企

业内部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明

显大于其他两个维度。因而企业需要尤其注重培

养和提升认知性社会资本，加强文化建设，积极倡

导企业成员的共同愿景和价值观，并在共同语言的

基础上，增强企业内部员工、部门之间的联系，提升

信任程度和互惠性水平，从而提升企业绩效。第

二，企业外部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比较接近。因而企业在与外部合作伙伴的联系

当中应当同时注重与外部合作伙伴的沟通与交流

和连接模式的改进，增强信任水平和培养共同愿

景，提高三个维度的外部社会资本。

附录：同质性 Ｑ检验、固定（ＦＥ）效应和随机（ＲＥ）
效应

本文元分析关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

各研究报告的相关系数服从同质性分布，那么抽样

误差是导致各个研究的相关系数偏离其潜在总体

均值的唯一原因；如果各研究报告的相关系数服从

异质性分布，即各研究样本服从不同的子总体分

布，那么各研究相关系数之间的差异除了来自各研

究的抽样误差外，还来自于各研究样本所属的子总

体的差异。

首先通过Ｑ检验判断相关系数是否服从同质
性分布：

Ｑ＝Ｉ

ｉ＝１ Ｗｉ^ｒ( )
ｉ
２－
Ｉ

ｉ＝１
Ｗｉ^ｒ( )ｉ

２

Ｉ

ｉ＝１
Ｗｉ

其中，^ｒｉ为第ｉ个研究报告的相关系数；Ｗｉ为加
权权重，是相关系数估计方差的倒数，即 Ｗｉ ＝
１

Ｖａｒｉ ｒ^( )
ｉ

。在同质性原假设下，Ｑ服从自由度为 Ｉ－１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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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χ２分布，Ｉ为研究的篇数。
如果Ｑ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则认为以往研究

结果服从同质性分布，那么采用固定效应计算相关

关系的汇总估计值（^ｒＦＥ）。

ｒ^ＦＥ ＝
Ｉ

ｉ＝１ Ｗｉ^ｒ( )
ｉ

Ｉ

ｉ＝１
Ｗｉ

ｒ^ＦＥ的标准误为ＳＥ（^ｒＦＥ）＝
１

Ｉ

ｉ
Ｗ槡 ｉ

如果Ｑ检验拒绝了原假设，则认为以往研究结
果服从异质性分布，这时计算相关关系的汇总估计

值，既要考虑各研究样本自身的抽样误差，还要考

虑各研究样本所属子总体的分布差异。对此，将两

类方 差 之 和 （称 为 “整 体 方 差”） 的 倒 数

（１／Ｖａｒｉ ＾( )ｒ）作为权重对各效应值进行加权加总，
称为随机效应方法。

随机效应的相关关系的汇总估计值 ｒ^ＲＥ ＝

Ｉ

ｉ＝１
Ｗｉｒ^ｉ

Ｉ

ｉ＝１
Ｗｉ
，^ｒＲＥ的标准误为

１

Ｉ

ｉ
Ｗ槡 ｉ

。其中，Ｗｉ 表

示随机效应模型的加权权重，Ｗｉ ＝１／Ｖａｒｉ（^ｒｉ）。
整体方差Ｖａｒｉ（^ｒｉ）＝组内方差Ｖａｒｉ（^ｒｉ）＋组间

方差Ｔ２（^ｒ），其中Ｔ２（^ｒ）＝ Ｑ－Ｉ－( )１

Ｉ

ｉ＝１
Ｗｉ－
Ｉ

ｉ＝１
Ｗ２ｉ

Ｉ

ｉ＝１
Ｗ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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