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知识目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概述#样本容量问题#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广义矩估

计法#极大似然估计法#调整的可决定系数#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等$

#"

能力目标!理解样本容量问题#理解伪回归问题#掌握广义矩估计法和极大似然估计

法#区分可调整的
!

# 检验"

"

检验等$

在中国古代%有个国王叫齐宣王%非常喜欢听乐队吹竽%而且一定要三百人一起吹$根

本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那时也请求给齐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官府给南郭先生的待

遇和那几百人一样$说明!整体吹竽效果很好%总体显著性检验*

"

检验+通过$

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盡王继承了王位$齐盡王也喜欢听吹竽%但他喜欢一个一个的

独奏%南郭先生就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说明!进行单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

检验+时%南郭

先生没有通过%被淘汰掉了$因此%在做计量实证分析时%当总体显著性检验*

"

检验+通过

时%还有必要进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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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说明!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

检

验+通过时%还有必要进行总体显著性检验*

"

检验+$

可以得出%

"

检验与
#

检验不能相互替代%缺一不可$

第 一 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概述

一!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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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数据形式

8

=

#

/

C

#

!

:

!

C

#

#

:

#

C

0

C

#

D

:

D

C

$

!

=7!

"

式中$

D

为解释变量的数目,

#

4

为模型参数,

$

为随机误差项#常数项
#

/

可被看作一虚变量

的系数$该虚变量的样本观测值始终取
!

$则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数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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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容量问题

模型参数估计是建立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大量样本观测值的基础上运算完成

的$其精度对样本数据的依赖性很大$通常样本数目越多精度越高#当然$也得考虑样本数

据效果的有用性和时间的一致性等#例如$要分析我国当代经济发展规律$一般选择社会经

济数据从
!<1>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

!"

最小样本容量

从普通最小二乘法原理出发$不管其质量如何$欲能得出参数估计量$所要求的样本容

量的下限必须不少于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数目!包括常数项"$即
)

2

D$!

#

"

#"

满足基本要求的样本容量

当样本数目
)

满足不少于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数目!包括常数项"

D$!

时$但
)

还是太小$

除了参数估计质量不高外$一些后续统计检验工作难以实现#例如$当
)

2

>$D

时$

#

分布较

为稳定,当
)

'

=/

时$

I

检验才能应用#

回归模型的良好性质$只有在大样本容量下才能在理论上真正得到实现#计量经

济学一般实证经验表明$当
)

2

=/

$或者至少
)

2

=

!

D$!

"时$才满足模型估计的基本统

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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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节 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

为了使参数估计量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特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作出若干假定#

一!回归模型的经典假定

假设
!

!

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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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随机!即固定"的$且
:

4

之间不存在严格线性相关!无多重共

线性"#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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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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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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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随机误差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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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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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含的假定

假设
&

!

样本容量趋于无穷时$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趋于有界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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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正确设定非常重要$包括选择了正确的函数形式以及正确的自变量

和因变量#

第 三 节 回归模型的正确设定

任何一项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只有设定了正

确的总体回归模型$才能通过严格的数学过程和统计推断$得到正确的研究结果#回归模型

的设定正确与否可以决定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成败#

进入
#/

世纪
1/

年代$人们对计量经济学模型的预测功能提出了质疑$并不源于它未能

对
!<1=

年和
!<1<

年的)石油危机*提出预报$而是几乎所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都无法预测

)石油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当代$翻开任何一本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应用计量经济学

模型分析方法的研究论文随处可见$但是人们对它的否定甚至攻击也不绝于耳#

一!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本质

对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正确设定$必须首先明确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

!

"要确定的是经济主体内在的本质$还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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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确定的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还是经济变量!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结

果"之间的数据关系.

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的目的是发现和塑造整个经济世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规律#

计量经济学模型不应该是确定在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图
=7!

"上无所指的经济变量之间的

关系$经济变量及相关数据是经济主体活动的结果$脱离经济主体之间动力学关系建构的经

济变量$不过是纯粹的数字#经济主体的任何行为$都应在主体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寻找

原因#

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需要注意经济理论%数理方法和数据质量三个要素#部分研究者

因不了解计量模型方法的具体应用背景和适用条件$而陷入滥用和错用的误区#

图
$"!

!

总体模型的构建

二!先验经济理论的指导

对于同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被解释变量$它和所有影响因素之间只能存在一种客观的

正确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数据选择方法等$会对计量经济学模

型的处理!约化和简化"不同$最终所得的应用模型自然不同$但正确的总体模型只能是

一个#

消费者行为理论与消费函数模型

消费者行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按照不同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目前存在

多种消费函数模型#

!"

绝对收入消费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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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J

#

是由绝对收入
8

#

唯一决定的!参数能较好地体现收入边际消费递减规律#

#"

相对收入消费函数模型

TV*.*(F*,,

;

认为!在一个群体收入分布中处于低收入的个体!往往有较高的消费倾

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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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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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当前收入低于曾经达到的最高收入时!往往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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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消费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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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效用函数达到最大时!消费则是各个时期的收入和贴现率的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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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收入消费函数模型

5,-*L)9(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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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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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预期消费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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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不同的消费函数模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

!

%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消费理论!就可以设定不同的消费函数模型#

$

#

%如果仅仅试图检验哪种消费理论适合于我国!也许是有意义的#如果研究的目的

是为了揭示我国的消费行为!或者是揭示影响消费的各个因素对我国消费的实际影响!那么

不同的研究者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

=

%先验的经济理论!可以指导我们分析实际的经济行为关系!但不能直接作为总体回

归模型设定的导向#

三!样本数据关系的导向

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是一种经验实证的方法#一旦总体模型被设定$利用样本数据进

行的数理检验$只能发现已经包含其中的哪些变量是不显著的$而不能发现未包含其中的显

著变量,只能发现已经被采用的数理函数关系是不恰当的$而不能发现未被采用的正确函数

关系#

总体回归模型必须反映现实的经济行为$而现实经济活动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而且这些变量都是变化的#如果只将一部分变量引入模型$只有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

模型所揭示的它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才是正确的#)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在

现实中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所以必须将所有变量同时引入模型$因为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是它

们共同作用的结果#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研究范式要求对变量的设定首先做出假定$然后再进行数理检验$

即各种统计检验方法#假定是从先验经济理论出发的$统计检验是从数据出发的$二者似

乎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但由于统计检验本质上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因而实际上没

有被证实的假定却首先被接受了$先验的经济理论在变量设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再通过



$&

!!!

统计检验的证伪也就变得毫无实际价值$自然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中的错误频发也就不

足为奇了#

第 四 节 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普通最小二乘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其参数估计值只有在回归模型满足一些严格假

定条件下才具有良好的性质#广义矩估计法!

N*(*,94-f*LK*+6'L'SK')*(+.

$

NKK

"

与极大似然估计法!

K9a-)V)J-I*4-6''L

"则不需要太多严格的限制$如广义矩估计法

不要求随机误差项一定非序列相关和同方差等$并且得到的回归参数估计值与真实值

更接近#

一!广义矩估计法

广义矩估计法在大样本下是有效的$在小样本下是无效的#在随机抽样中$样本统计

量将依概率收敛于某个常数$这个常数又是分布中未知参数的一个函数$即在不知道分布

的情况下$利用样本矩构造方程!包含总体的未知参数"$利用这些方程求得总体的未知

参数#

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矩估计方法的一般

化$只要模型设定正确$则总能找到该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若干矩条件而采用广义矩估

计法#

参数要满足的理论关系通常是参数函数
%

!

#

4

"与工具变量
I

4

之间的正则条件$即

0

1

%

!

#

4

"

K

M

4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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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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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4

为被估计参数#

参数估计量选择的标准是工具变量
I

4

与参数函数
%

!

#

4

"之间的样本相关性越接近于
/

越好#用函数表示为

*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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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K

M

4

2

K

!

1

%

!

#

4

"

K

M

4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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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加权矩阵$任何对称正定矩阵
!

都能得到
#

4

的一致估计#

广义矩估计法的参数估计

%P-*@.0"/

软件操作步骤&

$

!

%输入变量名和样本数据#

$

#

%选择
ZV-&I

1

%.+-)9+*%

X

V9+-'(

菜单命令#

$

=

%弹出对话框$如图
=7#

所示%!

K*+6'L

下拉列表中选择
NKK

$广义矩估计法%!

%7

X

V9+-'(O

W

*&-S-&9+-'(

下的列表框中输入所有因变量和自变量名$包括常数项%!在
_(.+,V7

)*(+4-.+

$工具变量列表%下的列表框中输入工具变量名#注意&工具变量的个数不能比被

估参数个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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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广义矩估计法的界面设定

在对话框右侧的
8*-

G

6+-(

G

)9+,-a

$加权矩阵%选项组中有
M,'...*&+-'(

$交叉项%和

E-)*.*,-*.

$时间序列%两个单选按钮!选择其中一个后!回归模型的异方差都是稳健的#

在
HQM'

W

+-'(.

区域的
3*,(*4

$核函数%选项组中选择
R9,+4*+

或
ZV9L,9+-&

单选按钮可

决定计算加权矩阵时自协方差的权重!

R9(L@-L+6

$宽带%选项组中有三个单选按钮!选中

5-a*L

$固定宽带%单选按钮后!可在其右边的文本框中输入宽带数!亦可输入'

(@

(!即使用

U*@*

;

7@*.+

固定宽带#

$

B

%单击'确定(按钮!输出广义矩估计法的模型参数结果$图
=7=

%#

图
$"$

!

广义矩估计法的结果输出

二!极大似然估计法

极大似然估计法最早由德国数学家
N9V..

于
!>#!

年提出#其基本原理为+从回归模型

总体随机抽取
)

组样本观测值后$最合理的参数估计值A

#

4

应该使得从模型中抽取该
)

组样

本观测值的概率最大$而不是像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那样使得模型最好地拟合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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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某个参数估计值A

#

4

能使这个样本出现的概率最大$我们当然不会再去选择其他小概率

的样本$所以干脆就把这个参数估计值A

#

4

作为参数的真实值#

求极大似然函数估计值的一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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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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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

!

!

8

4

>

#

/

>

#

!

:

!

>

0

>

#

4

:

4

"

#

!

=7#!

"

!

#

"对似然函数取对数+

6

1

=

4(

L

=>

)4(

!

#槡#&

"

>

!

#

&

#

#

)

4

=

!

!

8

4

>

#

/

>

#

!

:

!

>

0

>

#

4

:

4

"

#

!

=7##

"

!

=

"求导数#要得到
6

1的极大值$则
6

1分别对
#

4

求偏导数$并假定所有偏导数等于
/

#

!

B

"解似然方程#根据偏导数方程$求解
#

4

的估计值#

极大似然法的参数估计

%P-*@.0"/

软件操作步骤&

$

!

%输入变量名和样本数据#

$

#

%选择
YF

[

*&+

1

U*@YF

[

*&+

菜单命令#

$

=

%弹出对话框$如图
=7B

所示%!

E

;W

*'S'F

[

*&+

文本框中输入
J'

G

J

$极大似然估计

法%!在
U9)*S','F

[

*&+

文本框中输入项目名$要求是字母或数字%!单击
Y3

按钮#

$

B

%弹出如图
=7C

所示的窗口!输入描述统计语句#

以
8A

#

/

$

#

!

:

!

$

#

#

:

#

$

$

为例!假定样本数
)A=/

!则
)]=A#1

!

,*.

表示残差!

?9,

表

示方差!又
A

&

#

$

=

#

)

4

=

!

3

#

4

)

>

=

!则输入以下统计语句&

$

!"

#

$!"

#

$!

%&'A()*

$

!

%

)*

$

#

%

1

+!)*

$

=

%

1

+#

,-%A

$

'./

$

%&'g#

%1

#1

!"

#

$!A!"

#

$

$

01"%/

$

%&'

1

$

'

2

%3

$

,-%

%%%

)!"

#

$

,-%

%1

#

图
$"%

!

极大似然估计法

!!

图
$"&

!

极大似然估计法的描述统计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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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单击图
=7C

所示窗口中的
%.+-)9+*

按钮!输出极大似然估计法的模型参数结果$图

=70

%

图
$"'

!

极大似然估计法的输出结果

第 五 节 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一!调整的可决定系数

通常在回归模型中增加一个解释变量$

!

# 往往会增大$这是因为残差二次方和往往随

着解释变量个数的增加而减少#于是给人一个错觉+要使模拟效果好$只要增加解释变量就

行了#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增加解释变量个数引起的
!

# 的增大与拟合好坏无关$因此在多元

回归模型之间比较拟合优度$

!

# 就不是一个合适的统计检验$必须加以调整#

在样本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解释变量必定使得自由度减少$所以调整的思路是+将

残差二次方和!

2OO

"与总离差二次方和!

EOO

"分别除以各自的自由度$以剔除变量个数对拟

合优度的影响#

%

!

#

=

!

>

2OO

/!

)

>

D

>

!

"

EOO

/!

)

>

!

"

!

=7#=

"

式中$

)]D]!

为残差二次方和的自由度,

)]!

为总体二次方和的自由度#

显然$如果增加的解释变量没有很好地解释能力$则对残差二次方和的减少没有多大帮

助$但增加了待估参数的个数$从而使%

!

#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在实际应用中$

%

!

# 达到多大才算回归模型通过了检验. 没有绝对的标准$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不是判断模型质量的唯一标准$有时甚至为了追求模型的经济

意义$可以牺牲一点拟合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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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

前面的拟合优度检验$能够验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可以推测模型总体

线性关系是否成立$但只是一个模糊的推测$不能给出一个在统计上严格的结论#这就要求

进行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旨在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

总体上是否显著成立作出判断$是检验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

!"

构造
"

统计量

"

=

%OO

/

D

2OO

/!

)

>

D

>

!

"

!

=7#B

"

"

检验的思想来自总离差二次方和的分解式
EOOA%OO$2OO

$当
%OO

与
2OO

的比值

越大时$方程总体线性关系越显著#

"

#"

提出假设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8

=

#

/

C

#

!

:

!

C

#

#

:

#

C

0

C

#

D

:

D

C

$

中$如果方程总体上的线性关系是

显著的$那么参数
#

4

显著不都为
/

#于是可设原假设
G

/

+

#

4

全为
/

,备择假设
G

!

+

#

4

不全为
/

#

"

="

确定显著水平

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
"

$一般情况下$

"

取
/"/!

!或
/"/C

"$即
!d

是显著的!或
Cd

是显著的"#

"

B"

确定临界值

查
"

分布表!见附录"$得到一个临界值
"

"

!

D

$

)

>

D

>

!

"#

"

C"

做出判断

计算
"

统计量$如果
"

'

临界值
"

"

!

D

$

)

>

D

>

!

"$则拒绝原假设
G

/

+

#

4

全为
/

$即在
!]

"

的置信度下接受备择假设
G

!

+

#

4

不全为
/

$表明在
!]!dA<<d

的置信度下方程总体的线

性关系是显著的#

反之$

"

4

临界值
"

"

!

D

$

)

>

D

>

!

"$则接受原假设
G

/

+

#

4

全为
/

$表明在
<<d

的置信度下

方程总体的线性关系是不显著的#

三!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兹准则

"

!"

赤池信息准则*

QI9-I*_(S',)9+-'(M,-+*,-'(

+

Q_MA4(

"h"

)

$

#

!

D$!

"

)

!

=7#C

"

"

#"

施瓦兹准则*

O&6@9,fM,-+*,-'(

+

OM

=

4(

"h"

)

C

D

)

4()

!

=7#0

"

式中$

"

代表残差矩阵$

"h

代表残差的转置矩阵#

在被解释变量相同的条件下$为了比较所含解释变量个数不同的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

优度$仅当所增加的解释变量能够减少
Q_M

值或
OM

值时$在原模型中增加该解释变量才是

合理的#

样本容量问题
!

广义矩估计法
!

极大似然估计法
!

调整的可决定系数
!

方程总体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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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检验
!

赤池信息准则
!

施瓦兹准则

一!单项选择题

!"

按经典假设$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应是非随机变量$且!

!!

"#

!!!!!!!!!!!!!!!!!!!!!!!!!!!!!!

Q"

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R"

与残差项不相关

M"

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
T"

与回归值不相关

#"

在由
)A=/

的一组样本估计的%包含
=

个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中$计算得到可决

定系数为
/">C//

$则调整后的可决定系数为!

!!

"#

Q"/">0/= R"/">=>< M"/">0CC T"/">=#1

="

下列样本模型中$哪一个模型通常是无效的!

!!

"#

Q"J

4

!消费"

AC//$/">N

4

!收入"

R"J

<

4

!商品需求"

A!/$/">N

4

!收入"

$/"<'

4

!价格"

M"(

F

4

!商品供给"

A#/$/"1C'

4

!价格"

T"8

4

!产出量"

A/"0C6

/"0

4

!劳动"

7

/"B

4

!资本"

B"

模型
4(

$#

A4(O

/

$O

!

4(&

#

$,

#

中$

O

!

的实际含义是!

!!

"#

Q"&

关于
$

的弹性
R"

$

关于
&

的弹性

M"&

关于
$

的边际倾向
T"

$

关于
&

的边际倾向

C"

调整的判定系数%

!

# 与多重判定系数
!

# 之间有如下关系!

!!

"#

Q"

%

!

#

=

)

>

!

)

>

D

>

!

!

#

R"

%

!

#

=

!

>

)

>

!

)

>

D

>

!

!

#

M"

%

!

#

=

!

>

)

>

!

)

>

D

>

!

!

!

C

!

#

"

T"

%

!

#

=

!

>

)

>

!

)

>

D

>

!

!

!

>

!

#

"

0"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对样本容量的基本要求是!

D

为解释变量个数"+!

!!

"#

Q")

2

D$! R")

(

D$!

M")

2

=/

或
)

2

=

!

D$!

"

T")

2

=/

1"

半对数模型
4(8A

#

/

$

#

!

:$

$

中$参数
#

!

的含义是!

!!

"#

Q":

的绝对量发生一定变动时$引起因变量
8

的相对变化率

R"8

关于
:

的弹性

M":

的相对变化$引起
8

的期望值绝对量变化

T"8

关于
:

的边际变化

>"

下列选项中$通常所指的模型设定误差不包括!

!!

"#

Q"

模型中遗漏了有关的解释变量
R"

模型中包含了无关解释变量

M"

模型中有关随机误差项的假设有误
T"

模型形式设定有误

<""

检验属于经济计量模型评价中的!

!!

"#

Q"

统计准则
R"

经济理论准则
M"

经济计量准则
T"

识别准则

!/"

线性模型的影响因素!

!!

"#

Q"

只能是数量因素
R"

只能是质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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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可以是数量因素$也可以是质量因素
T"

只能是随机因素

二!简述题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满足基本要求的样本容量应该是多少.

#"

广义矩估计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

简述似然估计法的基本思路和一般步骤#

B"

简述调整的可决定系数的基本思路#

C"

简述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的基本思路#

0"

简述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兹准则#

三!软件操作题

已知某市
#//#

-

#/!C

年粮食年销售量%常住人口%人均收入%肉销售量%蛋销售量%鱼虾

销售量等数据如表
=7!

所示#

表
$"!

!

某市
#++#

(

#+!&

年常住人口!人均收入及粮食等年销售量

年份
粮食年销售

量
8

/万吨

常住人口
:

#

/万人

人均收入
:

=

/元

肉销售量
:

B

/万吨

蛋销售量
:

C

/万吨

鱼虾销售量
:

0

/万吨

#//# <>"BC C0/"#/ !C="#/ 0"C= !"#= !"><

#//= !//"1/ 0/="!! !</"// <"!# !"=/ #"/=

#//B !/#">/ 00>"/C #B/"=/ >"!/ !">/ #"1!

#//C !=="<C 1!C"B1 =/!"!# !/"!/ #"/< ="//

#//0 !B/"!= 1#B"#1 =0!"// !/"<= #"=< ="#<

#//1 !B="!! 1=0"!= B#/"// !!">C ="</ C"#B

#//> !B0"!C 1B>"<! B<!"10 !#"#> C"!= 0">=

#//< !BB"0/ 10/"=# C/!"// !="C/ C"B1 >"=0

#/!/ !B>"<B 11B"<# C#<"#/ !C"#< 0"/< !/"/1

#/!! !C>"CC 1>C"=/ CC#"1# !>"!/ 1"<1 !#"C1

#/!# !0<"0> 1<C"C/ 11!"!0 !<"0! !/"!> !C"!#

#/!= !0#"!B >/B">/ >!!>/ !1"## !!"1< !>"#C

#/!B !1/"/< >!B"<B <>>"B= !>"0/ !!"CB #/"C<

#/!C !1>"0< >#>"1= !/<B"0C #="C= !!"0> #="=1

请利用
%P-*@.0"/

软件$分别使用广义矩估计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构建线性回归模型

8

#

=

#

/

C

#

!

:

!

C

#

#

:

#

C

#

=

:

=

C

#

B

:

B

C

#

C

:

C

C

$

#

$根据各解释变量的
#

值或
I

值来剔除某

些解释力较弱的变量$并重新构建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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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计量经济学导论$

一!作者简介

詹姆斯
H"

斯托克$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他的研究领域为经济计量方法%宏观经

济预测%货币政策等$是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尤其擅长时间序列分析的研究#马克&

8"

沃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博士#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

括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分析%实证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预测等#

二!主要特点

!

!

"将现实世界的问题和数据与理论的发展联系起来$并认真对待实证分析中大量的

重要发现#

!

#

"所选取的内容反映了现代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

"给出的理论和假设都与应用相符#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能够指导学生在与初级课程

相应的数学水平上熟练应用计量经济学$可作为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入门课程来学习

使用#

!!

不管你的级别"职称和学历有多高%教师只是学生的勤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