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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层次组织规律定量研究∗

陈　 翀　 罗鹏程　 刘晓兵　 陆　 炀

摘　 要　 本文以互联网 FTP 目录树为对象,从大众构造的层次式结构中揭示管理网络资源时的组织规律。 通过

考察 44,972 个软件资源及其在目录树中的位置,得到如下认识:①对于用户查找、浏览资源来说,资源存放在深

度为 2 或 3 层较适合。 ②当要管理的资源数量在 200 以内时,人们可容忍平均 1 个目录中包含 10 个左右的软件

资源;当资源数量更大时,人们可容忍平均 1 个目录中包含 15 个左右的软件资源。 ③在使用层次式组织结构时,
人们会对结构的深度有一个习惯上限,目录结构平均深度一般不多于 6 层。 ④人们考虑组织结构时,会在“分类

体系复杂度”和“分类精细度”之间权衡,在资源量增多时,尽量保证扁形结构。 本文揭示了采用层次方式组织资

源时的一些共性,有助于设计更贴近大众习惯的网络资源组织与导航系统,并对标签聚类等从扁平型信息组织方

式中提取类目层次的研究工作提供依据。 图 7。 表 1。 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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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Patterns of Web Resources’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Chen Chong,Luo Pengcheng,Liu Xiaobing & Lu 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eb resource organization patterns from user-generated hierarchy structur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44,972 software resources collected from 1,481 open-access Web FTP sites, we find that: 1)Users tend to
arrange the resources to the depth of 2 or 3 in the hierarchy structures. 2)When the amount of the resources is less than 200,
on average, up to 10 software resources are put together in one folder; when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is equal to or more than
200,15 resources per folder. 3)Users usually have a upper limit for the depth of the hierarchy structures when organizing re-
sources. Specifically, in our experiment the depth is 6. 4)Users often face the dilemma to choose between the “complexity”
and “fineness” of a taxonomy,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resources, users prefer to have a flatter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we reveal the users’ common organization behaviors quantitatively.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design of friendly
navigation structure, and provide the empirical parameters to tag clustering methods. 7 figs. 1 tab. 1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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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软件、游戏、音视频、图形图像等是互

联网上备受欢迎的网络资源。 它的媒体类型多

样、表现力丰富、信息量大,在互联网用户的学

习、工作、休闲娱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调

查,2007 年网络用户对网络资源的利用首次超

过了以往占首位的搜索引擎,成为吸引用户上

网的第一驱动力[1] 。 在 Web 2. 0 时代,用户在

网络资源的创建和传播上参与度更高,一方面

资源量激增,另一方面用户利用资源愈加困难。
究其原因,网络资源通常包括多种媒体类

型的文件,其内涵丰富、主题多样、构成形式灵

活,严格而专业的分类法(taxonomy)不易概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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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种类;此外,这类资源也不像网页那样通过

链接关系表达内容或结构上的关联性,现有多

媒体内容分析技术又不足以对其进行大规模的

自动处理。
在缺少组织理论和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人

们采用目录树和标签来组织互联网资源。 资源

在互联网上主要有三种共享传播渠道:FTP 服务

器、P2P 文件共享系统和网站(如优酷、last． fm、
flickr 、新浪爱问共享资料等)。 在 FTP、P2P 平

台上的资源通过人工构造的目录树形成层次状

组织,网站发布平台则主要通过用户标签形成

扁平状组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资源标签的

挖掘和利用,认为标签能够描述资源的主题、意
义、主观感受等,充分体现用户分类与资源描述

的智慧。 通过层次聚类可以形成反映大众特色

的分类体系( folksonomy),以便适应网络资源内

容特点,符合用户查找信息的方式[2 - 3] 。 其不

足在于,标签是扁平的资源组织形式,用词不受

控,所聚出的类目名称不规范,而且聚类时还需

人为指定类数、层深。 鉴于网上的 FTP 和 P2P
站点存在大量以层次体系组织资源的样例,其
目录树本质上就体现各个用户群体对资源组织

的“大众分类”结构。 如果说目录名相当于“标
签”,那么目录树就类似于标签层次结构。 这种

层次的合理性来自人的知识,可以想象它要比

机器自动聚类的层次更有道理。
扁平模式下,资源可以由其标签集合描述,

r:{ tag1,tag2,…,tagn},tagi 是用户对资源的标

识。 层次模式下,资源可表述为其所在目录树

从根节点到当前位置的目录名构成的有序 n 元

组,r: < d1,d2,…,dn > ,di是目录名,也就是从

根节点逐层对资源的描述。 路径 d1 - d2 - … -
dn 反映用户对资源组织的分类层次和概括。 树

中子节点通常是从某个角度对父节点含义的划

分或解释,能充分反映用户头脑中的组织体系,
而标签之间不存在这种关系。

考察这些目录结构中资源的存取位置,可
以发现其中蕴含的大众组织知识。 本文研究的

主要目的是,找到层次型大众分类在组织资源

中的共性规律,尤其是组织结构上的定量特征;

这不但能为自动标签聚类方法在参数选择上提

供依据,还可帮助设计更加贴近用户习惯的资

源导航结构。

1　 相关研究

主题词标引在 Web 2. 0 中演化为社会标

注,以其平坦结构和自由形式降低了资源组织

的门槛。 网络用户通过关键词标识资源的属

性、表达个人看法。 但由于标签用词完全不受

控,也无约束机制,造成了标注质量不高,反而

不利于资源访问。 于是,人们想到用机器学习

方法对标签按语义自动聚类,形成类目[2 - 4] 或

类目体系[5 - 8] 。 这一方面减少非受控用词带来

的杂乱,同时也兼顾用户对网络资源的组织描

述的个性。
为确切了解用户使用标签的情况,研究者

对标签用词方式、描述功能展开了研究,并在

del. icio. us 等站点上发现,有一定比例的标签体

现了资源与用户活动或任务的关系,如 “ to
read”(待阅)、“ irrelevance” (不相干)等在传统

分类中很少用的词汇[9 - 11] 。
如果将文件系统中的目录看作资源的容

器,其命名体现用户对容器中资源的描述概括,
目录树的结构则表达了用户对资源组织体系的

认知。 我们通过对 FTP 文件目录名的研究,发
现用户对目录命名同样具有标签所表现出的个

性化和用词不受控等特点[12] 。 标签不能直接体

现用户头脑中的资源组织体系,但文件目录树

中却能够反映。 因此我们认为:对目录结构的

研究能很好地补充人们对大众分类规律的认

识。 例如知道用户放在同一目录中的平均资源

数量有助于聚类算法估计类数,知道资源的平

均深度有助于设计符合用户习惯的导航结构。
无论是在 FTP 还是在网站平台上,用户对

资源采用的组织描述方式都因其种类不同而存

在差异。 在对科技文献( connotea)、网页书签

(del. icio. us)、照片(flickr)、视频(youtube)四类

资源的标签集合分别考察时发现,标签主要描

述资源的创建者、类型、日期、来源、制作设备等

属性,但因资源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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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几乎不会包含制作设备这类信息,而视

频图片类资源则会包括[13] 。 标签中描述资源内

容的相关信息(如语言、内容类别、内容描述)占
90%以上,用户还会添加感受、褒贬评价等主观

信息。 此外还存在的一些与主题无关、无意义

的标签,这在 flickr 网站相当常见,由于缺乏为

照片逐一加标签的耐心,创建者可能利用网站

提供的功能将整理好的照片集打包上传、只加

一次描述。 因此,资源的组织描述不只与用户

的认知和习惯相关,还与所标注的资源种类有

关。 我们曾对 FTP 平台上的文档、音频、视频、
软件类资源进行标定考察,最终选择软件类资

源作为研究组织结构的对象。

2　 问题定义

2. 1　 资源及其组织结构

网络资源的组织结构具有多样性,资源自

身形态也很复杂。 以软件类资源为例,它可以

是一个 ． exe 的可执行文件,也可以是 ． rar 压缩

包,还可能如图 1 中资源 r2 那样由若干目录和

文件组成。 为专注于组织结构的研究,我们用

人工识别资源,标出它在目录树中的位置及类

型(见图 1)。 在一棵树中,任意资源 r: < d1,
d2,…,dn > ,d1 是根节点目录名, dn 是 r 的父节

点目录名。 树中任意节点的深度 h 为根节点到

当前节点的边数,因此,图 1 中 r4可表示为 r4: <
d1,d2,d3 > ,hr4 = 3。

图 1　 单棵目录树、资源及其路径

为便于描述资源的组织结构,对原始目录树

t 定义了两种剪枝策略,分别得到剪枝树 t′、t":
1) t′:对给定 t,按一个目录及其子孙节点是

否包含软件类资源进行剪枝。
2) t" :对给定 t′,将资源本身剪去所剩的目

录结构。
t′、t"分别对应图 1 中点划线和虚线所围区

域。 第一次剪枝是为了专注于软件类资源的组

织情况;第二次剪枝是为了便于研究用户组织

资源时的层次结构特征。

2. 2　 特征描述

设资源集合 R, |R |为资源总量,目录树集合

为 T, |T |为目录树总量。 "ri ÎR 可表示为 < ri,
t j,dij > ,其中 dij是资源 ri在目录树 t j中的路径 n
元组。

对于"t jÎT,其剪枝树 t j ′、t j " 。 用 njr表示 t j ′
中的资源个数,njd表示 t j"中除根节点之外的目

录数,njk表示 t j"中的叶子数,ki为 t j"中任意叶子

节点,i Î[1, njk]。
本文主要研究目录树的组织结构规律,如

果一棵目录树可理解为一个用户或用户群体对

资源的组织行为的反映,通过对目录树的考察,
我们希望知道:①用户习惯于在每个目录下放

置多少资源;②资源一般会被放置在什么深度。
③给定一定数量的资源,用户倾向于建立多大

的目录体系;④用户进行层次式的资源组织时,
对目录树深度存在何种偏好。 对应上述目标,
对单个目录树定义如下特征:

目录平均容量 aj:　 　 　 　 aj = njr / njd

资源平均深度 har: har = ∑
njr

i = 1
hri / njr

结构最大深度 hmj: hmj = maxnkj
i = 1hk i

结构平均深度 haj: haj = ∑
nkj

i = 1
hki / nkj

图 1 所示目录树的各项特征为:aj = 4 / 3 =
1. 3,har = (1 + 2 + 3 + 2) / 4 = 2,hmj = 2,haj = (1
+ 2) / 2 = 1. 5。

通常可以假设:在资源数量不多时,用户不

一定要细化分类,而可能直接在原有目录下添

加资源,这样会使得 aj增加。 当资源量上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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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会将有共性的资源归到新的目录中,这可能

会导致目录数 njd增加。 我们将 njd视为“类目体

系复杂度”的一种反映,目录越多,表明这个分

类体系越复杂;将 aj视为“分类精细度”的体现,
aj越大,表明分类精细度越低。 通常用户希望分

类体系的类目体系复杂度低且分类精细度高,
但是两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的。 随着资源数量的

增加,用户将会面临这两方面的抉择。 因此本

文也会研究 aj与 njd、njr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将分析 hmj、haj与 njd的关系,这

反映用户组织资源时的结构倾向。

3　 实验数据

3. 1　 基本情况

本文实验所用资源及目录树数据来自中国

互联网上(以电信网络为主)公开访问的 FTP 服

务器,收集时间为 2010 年 7 月 10 日至 22 日。
采集各 FTP 目录树信息,包括目录名、路径、文
件名、文件大小,选取目录树信息大于 10K 的站

点,以保证所选目录树中确实存有一定量的内

容,最终得到样本大小为 1,481 个 FTP 站点集。
为了准确识别资源,提高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我们招募 20 名具有信息组织专业知识的志愿者

人工标注每棵树中的软件、音频、视频、文档类

资源。 样本中包含软件、文档、视频、音频的 FTP
站点个数分别为 991、949、478、348。

3. 2　 资源种类的确定

如果 FTP 使用者为理性用户,会精心管理

自己的内容,则其目录分类是有条理有规则的。
但实验发现不同 FTP 的资源种类繁多,组织形

式个性化明显,有相当一部分是个人学习、工作

所用资料,尤其是文档类资源由于其用途差异

较大,寻找这类资源的组织共同点意义不大。
此外在采样数据集中的音频、视频分布不够广

泛,研究其组织结构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而

软件类资源的功能、组成都相对标准,用户对其

管理中的一致性更强,所以我们选取了软件类

资源作为研究对象。 后续分析目录树时只考虑

软件,并按一个目录及其子孙节点是否包含软

件对原始目录树剪枝。 经字符转换、去除停用

词等方式,剔除一些无意义名(如“17. exe”、“be-
ta 版. rar”)并去掉类别标注错误的资源,得到软

件资源 44， 972 个。

3. 3　 资源分布

首先考察软件类资源在互联网 FTP 站点上

的存在状况。 对于"t j ÎT,统计该目录树中包含

的软件资源数 njr,并找到每个唯一的 njr值所对

应的目录树数量 f(njr)。 对唯一 njr值排序构成

横轴,以其对应的 f(njr)为纵轴,在对数坐标系

下得到图 2。 考虑到 1,481 个站点中,不含软件

的站点数为 490 个,占总数的 33. 1% ,为此将横

坐标取为 ln(njr + 1)。

图 2　 软件资源在 FTP 中的分布

4 万多个软件资源在 1,481 个 FTP 站点中

的分布具有幂律特性。 包含软件数大于 100 的

目录树为 132 个,但是它们包含的软件资源占软

件资源总量的 64. 7% 。 这反映了互联网上某类

资源分布的一般状况,即少数站点资源储量大,
但更广泛的是储量小的站点。

其次,考察软件类资源不同个体的分布差异。
也就是,一种资源在互联网上可能有多个复本。 这

反映了不同资源的流行程度。 由于软件通常有版

本的差异,我们将资源名中的版本信息屏蔽,例如

“Adobe Reader 9”和“Adobe Reader 7. 0”视为同一

种资源的两次出现;此外,某软件的“beta 版”、“试
用版”、“正式版”也作为同一资源。 将 R 中所有资

源的名字清理版本信息并归一后,得到唯一资源集

合 Q,Q ÍR,|Q | =21,249。 在本文样本中,资源平

均复本数为 2. 1,最大复本数为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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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ÎQ 在 R 中对应的复本数就是 q 的频次

f(q)。 以 f ( q) 的降序排序为横轴,记为 rank
( f(q)),f(q)为纵轴,在对数坐标系下得到图 3。

图 3　 软件复本分布

出现次数大于 10 的软件数量个数为 394 个,
占总数的 1. 85%,而它们总的出现频次占所有软件

出现总频次的 29. 11%,少数软件资源非常流行,出
现频次很高,而大多数软件资源出现频次均很低。

4　 资源层次组织结构特征

本节分析的对象是软件数量大于 10 的 FTP

站点,这些站点个数为 541, 占样本总数的

36． 5% 。 选取这些站点的原因是:当软件数量较

多时,人们对其进行组织管理的需求增强,其目

录树结构更能反映用户对资源组织的习惯,排
除软件数量较少的站点,有助于去掉一些噪音

数据。

4. 1　 目录平均容量与资源总数的关系

由于资源在 T 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t jÎT,

对 t j的资源数 njr作不等距划分。 njr Î[11,200]
时,以 10 为间距划分得到 19 个区间;njr Î[201,
300]时,按 50 为间距分为 2 个区间;njr Î[301,
700]时,以 100 为间距划分 4 个区间;njr ≥700
为单独一个区间。 再对上述每个区间 i,求目录

平均容量 aj 的均值,记为Ai。 以区间序号为横

轴,对应区间的Ai为纵轴,作散点图,如图 4。 图

4 横坐标的前 19 个刻度对应的是一棵 FTP 目录

树中资源数量 njr Î[11,200]的情况。 软件数量

为[201, + ∞ )目录平均资源数与[11,200]相

比,其波动的位置有所上移。 这说明了随着资

源数量的增加,人们有更大的可能性在同一个

目录下放置更多的资源。

图 4　 目录平均容量与资源数关系

　 　 在本文采样的数据集中,有 4 个站点,软件

数量在 200 左右,但是却只有一两个目录,这种

情况显示该 FTP 站点的用户并非为了管理资

源,而是出于备份或中转等其他目的。 图 4 中黑

色三角形表示包含这 4 个站点时的计算值,空
心方形“□”表示去掉这 4 个异常值点的计算结

果。 从图中可以发现,在软件数量为[11,200]
范围内,每个小区间的平均值基本在[5,10]之

间波动,在软件数量为[201, + ∞ )范围内,每个

小区间的平均值在 10 附近波动。
由此可见,当要管理的资源量为 200 以内

时,人们可容忍平均 1 个目录中包含 10 个左右

的软件资源,当资源量更大时,人们可容忍平均

1 个目录中包含 15 个左右的软件资源。 如果一

个目录中资源数过多,将其分而治之是人的朴

素做法。
需要说明的是,通常每个软件的功能明确,

不同软件资源之间的关联性较小。 由于资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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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同,人们对一个目录下可容忍的资源数量

会有所差异。 比如一个照片目录中的照片数量

可能会远远高于软件。

4. 2　 目录数量与资源数的关系

图 4 分析了随着资源数量的增加,人们有

更大可能容忍在一个目录下放置更多的资源,
也从侧面反映了如下现象:目录数的增加会随

资源数的增加而变得缓慢。
仍以每棵树的资源数为对象,按照上小节

图 4 的方式划出区间,对每个区间 i,计算其中目

录数 njd的均值,记为Ndi,为纵坐标;对应区间 i
的目录树的资源数 njr 的均值,记为Nri,为横坐

标,得到图 5,图中每个点都对应特定区间中各

棵树的资源数和目录数平均情况。
图 5 中去掉了 4 个异常值点,可以看出,起

初随着资源数量的增加,用于管理这些资源的

目录数量也快速增加。 但是,随着资源数量不

断增加, FTP 目录数量增加的幅度明显变得

缓慢。
表 1 第一、三列分别是图 4 的横纵坐标,第

四、五列是图 5 的横纵坐标。

图 5　 目录总数与资源数关系

表 1　 资源数区间及各区间的特征均值

区间号 i n jr区间 Ai Nri Ndi 区间号 i n jr区间 Ai Nri Ndi

1 [11,20] 4. 7 14. 9 4. 7 14 [141,150] 4. 5 145. 1 40. 9
2 [21,30] 8. 0 24. 8 4. 9 15 [151,160] 6. 9 154. 9 40. 3
3 [31,40] 8. 2 35. 4 9. 4 16 [161,170] 6. 8 165. 8 47. 6
4 [41,50] 13. 3 45. 9 8. 1 17 [171,180] 7. 9 174. 0 35. 8
5 [51,60] 7. 2 55. 3 18. 3 18 [181,190] 6. 3 186. 1 44. 6
6 [61,70] 10. 1 65. 0 11. 4 19 [191,200] 5. 8 194. 9 57. 6
7 [71,80] 6. 3 74. 3 18. 7 20 [201,250] 14. 0 217. 2 21. 4
8 [81,90] 8. 8 86. 2 18. 8 21 [251,300] 6. 8 278. 9 61. 0
9 [91,100] 8. 7 95. 5 24. 6 22 [301,400] 12. 4 342. 2 39. 2
10 [101,110] 6. 5 105. 5 33. 8 23 [401,500] 10. 4 444. 8 43. 8
11 [111,120] 7. 1 115. 1 19. 6 24 [501,600] 14. 2 532. 7 53. 0
12 [121,130] 16. 3 123. 0 21. 7 25 [601,700] 6. 8 613. 7 60. 7
13 [131,140] 7. 9 134. 5 31. 8 26 [701, + ∞ ) 7. 9 1021. 0 101. 5

　 　 从 4. 1 和 4. 2 小节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在

组织资源时,会在分类系统的复杂度和分类精

细度之间权衡。 随着资源数量的增加,人们有

更大的可能性在同一个目录下放置更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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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尽量避免过多目录导致分类系统复杂化。
这主要是因为,过于复杂的分类系统不便于维

护,用户难以掌握类目体系,从而影响资源的查

找和新资源的分类。 另一方面,人们也会考虑

到目录下资源太多影响分类的精细度,需要增

加新的目录以满足需求,从而导致目录较为缓

慢的增长。

4. 3　 资源深度

用户组织资源时习惯于将资源放置在什么

样的深度? 分别以上述资源数区间和资源平均

深度 har为横坐标和纵坐标(见图 6)。 可以看出

无论目录树的具体组织结构如何,平均情况下,
用户会将资源放在深度为 2 到 3 的目录中。 也

就是对于用户查找浏览资源来说,资源存放在

深度为 2 或 3 的层次较适合,但图中也显示资源

平均深度有随着资源量增加而缓慢增加的

趋势。

图 6　 资源平均深度与资源数关系

4. 4　 目录树深度与目录数量的关系

分别以 hmj、haj为纵坐标、以 njd为横坐标作

图(见图 7),其中每个点对应一棵树的结构最大

(平均)深度和目录数量。 从图 7 中蓝色散点分

布能看出当 njd增加时 hmj的变化情况。 例如,当
njd在 100 以内增加时,hmj绝大部分在 1 到 6 之

间,很少超过 6,hmj的增加显然出于对资源细化

分类的需要。 但是当达到一定深度之后,njd再

增加,hmj也无明显增加,图中基本在 10 以下。
这反映了人们在组织资源时,会根据实际需要

增加目录树的深度,但是人们对目录树的最大

深度一般有上限值,不习惯目录树的深度超过

这个值。

图 7　 目录树的结构深度与目录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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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研究目录树的结构平均深度 haj,如
图 7 红色散点所示。 可以看出,haj与 hmj的变化

趋势相一致,但前者明显小于后者,通常 haj≦ 6,
而 hmj≦ 10。 这说明在平均情况下,人们管理资

源时会把组织结构限制在一个更浅的程度。
从目录的结构深度随目录数量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随着 njd的增加,人们不会明显增加树

的深度,而是尽量使组织结构扁平。

5　 结语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如何从标签中

构造贴合人们习惯的大众分类体系。 这样有助

于设计符合人们组织共识的资源导航结构,帮
助人们在海量信息环境下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资

源。 然而在利用标签自动形成分类体系时,往
往是研究者人为设定分类结构的参数,没有实

验证明参数的合理性。
与现有以标签为对象的研究不同,本文以

互联网上可收集到的真正由大众自发构造的层

次组织结构———FTP 目录树为研究对象,从其层

次组织中揭示人们管理资源时的结构规律。 通

过考察 1,481 个目录树中 44,972 个软件资源及

其摆放位置,找到层次组织结构中的目录平均

容量、资源平均深度、结构深度等特征,刻画这

些特征随着资源数量和目录数量的变动情况。
本文所选的软件类资源在互联网 FTP 站点上分

布广泛,具有代表性,其数量及其复本数在样本

站点中均呈幂律分布。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
(1)对于用户查找浏览资源来说,资源存放

在深度为 2 或 3 的层次较适合。
(2)当要管理的资源量为 200 以内时,人们

可容忍平均 1 个目录中包含 10 个左右的软件资

源,当资源量更大时,人们可容忍平均 1 个目录

中包含 15 个左右的软件资源。 如果一个目录中

资源数过多,增加目录数将其分而治之是人的

朴素做法。
(3)人们在考虑组织结构时,会在分类体系

复杂度和分类精细度之间权衡,随着资源数量

的增加,人们倾向于在同一个目录下放置更多

的资源,降低目录数量增加速度,尽量避免过多

目录导致分类系统复杂化。
(4)在使用层次结构管理资源时,人们会对

组织结构的深度有一个习惯限制,树的目录结

构平均深度一般在 6 层以下。 随着分类体系的

复杂化,人们不会明显增加它的深度,而是尽量

使组织结构扁平。
需要说明的是结论(1)和(4)的关系,(1)

中所述为资源深度特征,(4)中所述目录结构平

均深度是刻画目录树的深度特征,它由剪枝树

t"的叶子节点深度决定,如果多数资源是放在层

深较浅的内节点,是不会影响结构平均深度的。
我们对目录结构之外的研究还在进行,如

目录命名所体现的组织意图和功能,及其是否

与标签具有相似性。 此外,由于本文分析的对

象仅限于 FTP 站点中的资源,且选取的资源类

型单一,希望以后能够扩大分析的范围以及选

择更多的资源类型,从而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来

考虑用户组织资源的规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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