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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的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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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长沙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ꎬ从土地利用变化幅度、速度和综合度等方面分析长沙市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选取 ２２ 个经济社会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ꎬ结果表明ꎬ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人口因素及土地政策等

是影响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长沙市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优化调整土地利用结

构提供借鉴.表 ３ꎬ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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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城市土地的不断扩张ꎬ区域土地

利用变化备受人们关注ꎬ很多学者对土地利用变化

的驱动力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各地土地利用变

化的影响因素不同ꎬ土地利用变化在不同区域呈现

不同特点[１] .近年来ꎬ长沙市紧抓长江中游城市群规

划全面实施的发展机遇ꎬ社会经济发展迅速ꎬ城市

化进程不断加快ꎬ土地利用问题逐渐显现ꎬ如:土地

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资源浪费等ꎬ这些问题严重

制约了长沙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ꎬ分析研

究长沙市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ꎬ可以为长沙市政

府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优化调整土地利用结

构提供科学依据ꎬ更好地促进长沙市经济、社会、生
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长沙位于湘中偏东北、湘江下游和长浏盆地

西缘.范围为东经 １１１°５３′~ １１４°１５′ꎬ北纬 ２７°５１′~
２８°４１′.东临江西省宜春地区和萍乡市ꎬ南接株洲、
湘潭两市ꎬ西连娄底、益阳两市ꎬ北抵岳阳、益阳两

市.长沙境内地势起伏较大ꎬ东、西两端山地环绕ꎬ
中部渐趋低平ꎬ南部丘岗起伏.湘江由南向北贯穿

全境ꎬ市域河流水系大多属湘江流域ꎬ包括浏阳

河、捞刀河、靳江和河、沩水河、八曲河等.区内地貌

类型多样ꎬ山地、丘陵、岗地、平原比例分别为

３０ ７０％、１９.３０％、２８.６０％、２１.４０％.长沙市动植物

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丰富ꎬ是著名的历史文

化名城和旅游胜地.
长沙市东西长约 ２３０ ｋｍꎬ南北宽约 ８８ ｋｍ.总面

积 １ １８１５.９６ ｋｍ２ꎬ其中市区面积 １ ９０９.９ ｋｍ２ꎬ２０１３
年全市建成区面积 ３２５.５１ ｋｍ２ .全市现辖 ６ 区 ２ 县 １
市(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

区、长沙县、宁乡县、浏阳市).２０１３ 年年末常住总人

口 ７２２.１４ 万人ꎬ非农业人口 ５０９.８３ 万人ꎬ城镇化率

达到 ７０.６０％ꎬ比 ２０１２ 年提高了 １.２２ 个百分点ꎬ城镇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ꎬ建设用地的需求量较为旺盛ꎻ
全市 ２０１３ 年实现总产值 ７ １５３.１３ 亿元ꎬ第一产业增

加值 ２９１.１５ 亿元ꎻ第二产业增加值 ３ ９４６.９７ 亿元ꎻ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２ ９１５.０１ 亿元ꎻ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比例由上年的 ２.７ ∶ ６９.４ ∶ ２７.９ 调整为 ２.６ ∶ ６９.４ ∶
２８ ０ꎬ产业结构得到持续优化.



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研究所涉及的基础数据来源如下:(１)经济、社
会数据: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长沙市统计年鉴和长沙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ꎻ(２)土地数据:采
用长沙市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数据、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

２.２　 研究方法

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错综复杂ꎬ在分析土
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作用时ꎬ选择的因素需细致
全面ꎬ但指标过多会增加分析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
一般情况下ꎬ多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ꎬ主成分
分析可将多个变量(指标)简化为少数几个综合变
量(指标)ꎬ并保留原来多变量的大部分信息ꎬ是综
合处理多变量相关性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２] .因此ꎬ
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影响长沙市土地利
用变化的驱动因子.

３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是指土地利用类型在面积
方面的变化幅度ꎬ它反映了不同土地类型在总量上
的变化ꎬ通过分析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幅度可
以得出土地利用变化的总态势ꎬ这样可以更方便地
研究和分析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３ꎬ４] .为研究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面积在时间上的变化ꎬ对长沙市的土地
利用变化幅度进行分析ꎬ采用的是土地利用变化幅
度指数ꎬ以此来反映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总态势
及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信息ꎬ其表达式为:

ΔＶ ＝
ｖｂ － ｖａ

ｖａ
× １００％

式中: ΔＶ 表示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幅度ꎻ Ｖａ、
Ｖｂ 分别表示研究地区初期及研究末期某种土地利
用类型的面积.通过对长沙市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的土地
利用变更数据的计算ꎬ得出在此期间长沙市土地利
用变化幅度(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和动态度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３ 年土地
利用面积 / ｈｍ

２０１３ 年土地
利用面积 / ｈｍ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
变化幅度 / ％

单一土地
利用动态度 / ％

耕地 ２８３ ６５０.７７ ２８０ ２９３.５４ －１.１８ －０.１２
园地 ３３ ２９３.３０ １１ ６４６.１８ －６５.０２ －６.５０
林地 ５９ ２７２８.２０ ６０１ ４０６.１４ １.４６ ０.１５
草地 １５.６７ ２１.３９ ３６.５０ ３.６５

其他农用地 ９５ ５７３.２１ ７８ ８３８.６２ －１７.５１ －１.７５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１１３ ００１.４６ １５３ １１２.８８ ３５.５０ ３.５５

交通水利用地 １５ ４２５.３１ ２３ ３７５.４８ ５１.５４ ５.１５
未利用地 ４７ ９０８.５５ ３２ ９０２.２４ －３１.３２ －３.１３

　 　 由表 １ 可知ꎬ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幅度主要具

有以下特征:
(１)交通水利用地的幅度最大ꎬ为 ５１.５４％ꎬ表

明长沙市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利用类型

面积增多ꎬ反映长沙市在近几年城市建设中注重交

通运输的建设ꎬ交通设施逐年完善ꎬ为今后经济的

快速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ꎻ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用地

的增幅次之ꎬ为 ３５.５０％ꎬ意味着长沙市过去的十年

里城市化进程加快ꎬ城镇居民的增多、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的增加ꎻ
(２)林地和草地增加ꎬ增加幅度分别为 １.４６％、

３６.５０％ꎬ林地是长沙市重要的土地利用类型ꎬ在长

沙市发展旅游业及生态农业时ꎬ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ꎬ因此ꎬ在未来的土地利用中ꎬ林地和牧草地的数

量还将增加ꎬ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ꎻ
(３)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呈减少趋势ꎬ减幅分别

为 １.１８％、１７.５１％.由于近几年长沙市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ꎬ建设用地占用了一定数量的耕地及其他农

用地ꎻ
(４)园地和未利用地减少幅度较大ꎬ分别为

６５ ０２％和 ３１ ３２％.园地数量减少ꎬ这就意味着要把

园地转化为了另外的土地利用类型———耕地ꎬ长沙

市应在保有园地数量的基础上ꎬ提高其质量.由于经

济社会的发展ꎬ建设用地大量占用耕地及其他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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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ꎬ建设用地大量占用耕地ꎬ导致园地矛盾增加ꎬ
而未利用地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ꎬ因此

长沙市未利用地数量也较大的减少.

３.２　 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分析

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对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进行分

析ꎬ土地利用动态度对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具有积极的

预测作用ꎬ土地利用动态度又可以细分为单一土地利

用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５] .采用单一土地利

用动态度对长沙市的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进行分析ꎬ它
可以反映长沙市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各土地利用类型

在数量上的变化状况.其表达式为:

Ｋ ＝
Ｕｂ － Ｕａ

Ｕａ

× １
Ｔ

× １００％

式中: Ｋ 为一定时段内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率ꎻ Ｕａ 为某一时段开始时该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ꎬ
Ｕｂ 为某一时段结束时该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ꎻ Ｔ 为

时段ꎬ若 Ｔ 的单位为年ꎬ则该模型表示某一地区该类

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
通过对长沙市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的土地利用变更

数据的计算ꎬ得出在此期间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率

(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ꎬ研究期间长沙市各土地利用类型

的动 态 度 变 化 依 次 为: 耕 地 ( － ０. １２％)、 园 地

(－６ ５０)、林地(０ １５％)、牧草地(３ ６５％)、其他农

用地(－１ ７５％)、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３.５５％)、交通

水利用地(５.１５％)、未利用地(－３.１３％).整体看来ꎬ
建设用地的数量呈增加趋势ꎬ属于增加型ꎻ农用地

及未利用地的数量则呈下降趋势ꎬ属减少型.

３.３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

根据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标准ꎬ将土地利用程度按

照土地自然综合体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自然平衡状态

分为若干级[６]ꎬ并赋予分级指数ꎬ从而给出土地利用程

度综合指数的定量化表达式[７]:

Ｌａ ＝ １００ ×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Ｃ ｉ)　 　 Ｌａ ∈ (１００ꎬ４００)

式中: Ｌａ 为某一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

数ꎻ Ａｉ 为某一研究区域第 ｉ 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

数ꎻ Ｃ ｉ 为该研究区域第 ｉ 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

百分比ꎻ ｎ 为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数.
根据土地利用程度分级赋值(表 ２)ꎬ可以对土

地利用程度进行定量化研究.土地利用程度及其变

化量和变化率可定量地揭示该范围土地利用的综

合水平和变化趋势[６]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及土地

利用程度变化率 Ｒ 可表达为:

表 ２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赋值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类型 未利用地级 林、草、水用地级 农业用地级 城市聚落用地级

土地利用类型
未利用地或
难利用土地

林地、草地、水利
耕地、园地、人工草地

和其他农用地
城镇、居民点、工矿
用地、交通用地

分级指数 １ ２ ３ ４

ΔＬｂ－ａ ＝ Ｌｂ － Ｌａ ＝ １００ × ∑
ｎ

ｉ ＝１
Ａｉ × Ｃｉｂ －∑

ｎ

ｉ ＝１
Ａｉ × Ｃｉａ[ ]

Ｒ ＝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Ｃ ｉｂ －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Ｃ ｉａ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Ｃ ｉａ)

式中: Ｌａ 和Ｌｂ 分别为某区域在时间 ａ和时间ｂ的土地

利用程度综合指数ꎻ Ａｉ 为该区域第 ｉ 级的土地程度分

级指数ꎻ Ｃｉａ、Ｃｉｂ 分别为时间 ａ 和时间 ｂ 某区域的第 ｉ
级土地利用程度的面积百分比.若 ΔＬｂ－ａ > ０ꎬ或 Ｒ >
０ꎬ 则表明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ꎬ反之ꎬ则表

明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处于调整时期或衰退时期.
计算结果显示ꎬ长沙市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

数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５２.６０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５８.４７ꎬ表

明土地利用程度水平整体较高ꎻ土地利用程度变化
量为 ５.８７ ꎬ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为０.０２３ ２４ꎬ两者均
大于 ０ꎬ表明长沙市的土地利用处于发展阶段.

４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４.１　 指标选取

　 　 通常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一般有两大类:自
然因素、社会因素ꎬ而在一定时期内ꎬ自然因素是相对
稳定的ꎬ因此只考虑社会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４.２　 主成分分析

由于所选取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ꎬ原始的数
据无法建立统一的模型ꎬ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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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处理.运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中的标准差标准化
方法ꎬ即每一变量值与其平均值之差除以该变量的
标准差ꎬ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ꎻ然后计算出各相
关系数矩阵ꎬ并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 ＫＭＯ 检验.运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各指标特征值及主成分贡
献率、累计贡献率、主成分载荷矩阵(表 ３).

表 ３　 主成分载荷矩阵

Ｔａｂ.３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变量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变量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Ｘ１ ０.９９９ ０ ０.０３６ ９ Ｘ１２ ０.９５６ ６ ０.２７８ ９
Ｘ２ ０.９９９ ２ ０.０００ ９ Ｘ１３ ０.９７８ １ － ０.１５２ ７
Ｘ３ ０.９９５ ４ ０.０５１ ４ Ｘ１４ ０.９９４ ５ ０.０８５ １
Ｘ４ ０.９９７ ４ ０.０５６ １ Ｘ１５ ０.９９４ ３ ０.１００ ３
Ｘ５ ０.９９１ ０ ０.１１９ ０ Ｘ１６ ０.９８３ １ － ０.０３５ ９
Ｘ６ ０.９９８ １ ０.０５１ ３ Ｘ１７ ０.９８４ １ － ０.１５６ ２
Ｘ７ ０.９９４ ２ ０.０７５ ５ Ｘ１８ － ０.９５８ ７ ０.２７９ ４
Ｘ８ ０.９９６ ７ ０.００７ ５ Ｘ１９ ０.９７０ ０ － ０.２４０ ０
Ｘ９ ０.９８４ ９ － ０.０８３ ２ Ｘ２０ ０.９７６ ７ － ０.１３２ ３
Ｘ１０ ０.９９８ ４ ０.０３８ １ Ｘ２１ ０.９７８ ２ ０.１６５ ３
Ｘ１１ ０.９８４ ９ ０.０９７ ２ Ｘ２２ ０.９８２ ３ － ０.０９４ ６

　 　 注:根据长沙市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统计年鉴ꎬ选取了 ２２ 个分析因
子: Ｘ１—ＧＤＰ(亿元)、Ｘ２— 人均 ＧＤＰ(元)、Ｘ３— 第一产业总产值
(亿元)、Ｘ４— 第二产业总产值(亿元)、Ｘ５— 林业总产值(亿元)、
Ｘ６— 农业总产值(亿元)、Ｘ７— 工业总产值(亿元)、Ｘ８— 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Ｘ９— 交通货运量(万吨)、Ｘ１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Ｘ１１—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Ｘ１２— 接待旅游者总人数(万
人次)、Ｘ１３— 旅游业外汇收入(万美元)、Ｘ１４— 财政收入(亿元)、
Ｘ１５—财政支出(亿元)、Ｘ１６—年末总人口(万人)、Ｘ１７—非农业人口
(万人)、Ｘ１８— 农业人口(万人)、Ｘ１９— 城镇化率(％)、Ｘ２０— 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元)、Ｘ２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Ｘ２２ —建成区面
积(ｋｍ２) .

分析结果表明ꎬ影响长沙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的驱动力: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２１.３９９、贡献率
９７.２７％、累计贡献率 ９７.２７％ꎬ说明长沙市土地利用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ꎻ第二主成分
的特征值为 ０. ３８１、贡献率 １. ７３２％、累计贡献率
９９ ００３％ꎬ说明人口的变化也是影响长沙市土地利

用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ꎬ影响长沙市的主
要驱动力因子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的变化ꎬ同
时ꎬ不同的土地政策对某一区域的土地利用也有重
要的影响作用.

４.３　 驱动力分析

(１)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ꎬ长沙市经济发展迅

速ꎬ城市化进程加快ꎬ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１３ 年ꎬ ＧＤＰ 由

１ ０７７ ２２ 亿 元 上 升 到 ７ １５３.１３ 亿 元ꎬ 年 均 增 长
２０ ８４％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４５２.００ 亿元上升
到２ ８０１.９７亿元ꎬ年均增长 ２０.０１％ꎻ进出口总额由
２０.４４ 亿美元上升到 ９８. ９３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７ ０８％. 同 期ꎬ 建 设 用 地 总 面 积 增 加 了
４８ ０６１.５９ ｈｍ２ꎬ年均增长 ３.２３％.随着经济的迅速发
展ꎬ建设用地呈现出扩张的趋势ꎬ长沙市作为正在
发展中的新兴城市ꎬ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土地利用结
构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２)人口变化.人类是土地利用活动的主体ꎬ而
土地利用类型就是人类各种活动的结果ꎬ因此ꎬ人
口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人口的变
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ꎬ人口的增加会造成对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需求ꎬ如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
多ꎬ对农用地的需求减小.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１３ 年ꎬ长沙市年
末总人口由 ６２８ ３５ 万人增加到 ７２２ １４ 万人ꎬ增加
了 ９３ ７９ 万人ꎬ其中ꎬ非农业人口由 ３０８ ９０ 万人增
加到 ５０９ ８３ 万人ꎬ增加了 ２００ ９３ 万人ꎻ接待旅游者
总人数由２ ３８４.００万人次增加到９ ６０２.３０万人次ꎬ增
加了７ ２１８.３万人次ꎬ增加了 ３ 倍.人口的增加势必会
引起对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等需求的增
加ꎬ与此同时ꎬ接待旅游者总人数的迅速增加也会
引起对基础的配套设施的需求增加.

(３)土地政策.为缓和越来越紧张的人地关系ꎬ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ꎬ对我国土地进行宏
观的调控与管理.作为一种有效平衡人地矛盾的手
段ꎬ长沙市结合«湖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及自身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长
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
用规划对土地利用进行宏观管理ꎬ调节各类用地的
供给和需求ꎬ控制各类用地的规模ꎬ调整其比例结
构和空间布局ꎬ协调各类用地之间的矛盾ꎬ以提高
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８] .

５　 结　 论

经研究发现长沙市土地处于较高的利用水平ꎬ
且处于发展阶段ꎬ未来几年仍将处于发展阶段.但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长沙市土地利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ꎬ
主要体现在:变化结构上ꎬ园地和交通水利用地变
化幅度最大分别为－６５.０２％、５１.５４％ꎻ牧草地、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增幅分别为 ３６.５０％、３５.５０％ꎻ未利用
地减幅为 ３１.３２％ꎻ耕地和林地变化幅度较小ꎬ分别
为－１.１８％、１.４６％.同时ꎬ在研究期间ꎬ长沙市各土地
利用类型的动态度整体看来是建设用地数量呈不
断增加的趋势ꎬ而农用地及未利用地的数量则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

分析表明:引起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
子主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变化、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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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ꎬ在未来的发展中ꎬ长沙市需要控制人口数
量、提高人口素质ꎬ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ꎬ保护
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ꎬ实施土地用途管制ꎬ农用地
特别是要保护耕地ꎬ强化重点区域的保护ꎬ建立和
完善保护新机制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
构ꎬ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ꎬ挖掘现有建设用地的
内涵ꎬ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ꎬ协调经济发展与土地
的关系ꎬ实现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
从而建设一个“富裕、文明、平安、生态”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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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ｉｔｙꎬｏｆｆｅｒ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ｌａｎｄ.３ｔａｂｓ.ꎬ８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ｄ￣ｕｓｅꎻ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ꎻ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ａｎｇ Ｚｈｉꎬｍａｌｅꎬ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９ꎬ ｍａｓｔｅｒꎬ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ｌ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ｅｓ￣

ｔ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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