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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knowledge
 

sharing 
 

as
 

the
 

thematic
 

keyword
 

to
 

retrieve
 

and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knowledge-sharing
 

research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between
 

2012
 

and
 

2022. CiteSpace 
 

a
 

visualization
 

software 
 

is
 

employed
 

for
 

visu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forefront
 

of
 

knowledge-sharing
 

research
 

from
 

2012
 

to
 

2022
 

mainly
 

focus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olutionary
 

game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virtu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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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CiteSpace 的「知識共用」研究領域主題

熱點分析:2012—2022

孫晨曦

華中師範大學

摘　 要:
 

本文以「知識共用」為主題關鍵字檢索和統計了中國知網(CNKI)資料庫所收錄的 2012-2022 年間知識共

用主題研究的相關文獻,並運用 CiteSpace 視覺化軟體進行視覺化分析,可以發現知識共用研究前沿在 20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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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主要集中在創新績效、演化博弈、組織學習、虛擬社群的研究。

關鍵詞:
 

知識共用;視覺化分析;創新績效;演化博弈

引言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被看作一種重要的資源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重視。 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管理

理論發展迅速,有關知識共用的理論也成為了國內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知識共用的理論體系

包含的要素眾多,要素間關係也很複雜。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知識共用的研究日趨重視,發文量不斷增加。

本文以中國知網(CNKI)2012-2022 年間收錄的以「知識共用」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學術論文為研究對象,運

用 CiteSpace 這一視化工具梳理分析知識共用領域的現狀和特點,對知識共用領域的發展動態、趨勢以及走

向作出分析與展望。

一、
 

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文的研究資料來源於中國知網,將檢索條件設定為 「主題 = 知識共用」,並選擇了 「 北大核心」

「CSSCI」和「CSCDA」三個期刊庫作為文獻來源進行檢索。 為了展現我國知識共用的研究脈絡和最新研究

成果,我們將文獻檢索時間確定為 2012—2022 年(12 月 1 日),經過人工篩選剔除同一篇文獻在多個資料庫

中重複出現的情況,並且將從不同期刊庫中檢索到的具有相似主題或內容的文獻按照研究的需要進行合

併,刪除了各類公告聲明、與特定事件、政策或行政事務相關的檔等無效資料後,共得到 3449 篇相關文獻。

知識共用領域研究的進展速度非常快,選取近十年的文獻通常能夠更好地反映出當前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和趨勢。 使用更早的文獻可能會導致遺漏掉一些重要的發現和突破。 在資料的可獲得性方面,獲取並整理

大量文獻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 選擇近十年的文獻可以限制研究範圍,使資料的獲取和分析更加可行和高

效。 故本文在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時,選擇近十年的文獻作為資料來源,以便可以更好地反映當前知識共用

領域的研究話題和熱點。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 CiteSpace 軟體繪製了我國知識共用研究領域在 2012 年至 2022 年期間的研究者、研究機構、

關鍵字和主題的圖譜,從而全面展示了該領域的演進過程、熱點趨勢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CiteSpace 軟體是

由美國德雷賽爾大學資訊科學與技術學院陳超美博士團隊于 2004 年開發的一款基於 Java 的程式,專門用

於分析和視覺化共引網路。 其原理是通過對引文分析結果進行視覺化展示,從而進行科學計量學的引文分

析。 使用該軟體能夠形象地揭示學科的發展脈絡、代表人物以及該領域的知識基礎。①

此外,本研究還結合了 CNKI 文獻計量視覺化方法進行輔助分析。 通過對 2012 年至 2022 年我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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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研究領域的發文數量、發文機構和發文期刊進行統計分析,進一步加深了對該領域的認識。 這種綜合

分析方法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全面、準確的資訊,促進了對知識共用研究領域的深入理解。

二、
 

文獻計量分析

(一)
 

論文年代分佈的視覺化分析

本研究將 2012-2022 年(12 月 1 日)與知識共用研究有關的發佈在中國知網的文獻進行了篩選統計,結

果如圖 1 所示,知識共用研究整體上呈明顯下降趨勢。 具體來講,可將該領域研究大致分為兩個階段:①第

一階段:2012-2017 年,各年的相關文獻在 300-400 篇以內,可視為知識共用研究的高頻階段,這是我國知識

共用研究的發展的穩定階段。 ②第二階段:2018-2022 年,這一階段,知識共用領域的發文量與上一階段相

比有小幅度的下降,關於知識共用理論的研究在不斷減少,但學界對知識管理及知識共用的重視程度卻在

逐年增加,說明對於知識共用的研究在逐步走向成熟。 並且各年發文量均達到了兩百篇以上,雖各年有小

幅波動,但不會改變未來幾年知識共用成為一個重要研究熱點的趨勢。

圖 1:
 

我國知識共用研究論文年代分佈圖(2012—2022)
　

(二)
 

CNKI 中學科分佈的視覺化分析

對一個研究領域的學科分佈進行考察,可以瞭解該領域的研究範圍,對拓展該領域的研究視野、學科間

知識的交流與合作以及開展文獻檢索具有重要的意義。②分析發現,我國知識共用研究的學科視角非常廣

泛,按 CNKI 的學科分類方法,相關論文共分佈於 30 個學科。 圖 2 顯示了論文分佈學科的類別占比,從中我

們不難看出,經濟類、圖書情報類、管理類、電腦類是主要的學科類別,不同的學科類別研究的側重點也有不

同:經濟類中,以企業經濟類分佈的論文最多;管理類中,以經濟管理,教育管理中的知識共用研究偏多;圖

書情報類中,重點涉及的是圖書情報和數字圖書館知識共用研究。

(三)
 

研究主題分析

1.
 

核心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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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論文分佈學科的類別占比圖
　

核心作者是指在特定學科或專業的研究領域中具備深厚學術造詣、取得較多科研成果,並且能夠引領

該學科或專業的發展的研究者。④通過使用 CiteSpace 軟體對該學科或專業的合作網路進行視覺化分析,我

們可以得到如下圖譜(圖 3)。 圖譜中的圓圈代表不同學科或專業的研究者。 根據統計資料,共有 3000 多位

元研究者參與了撰寫 3449 篇文獻。 其中,四川大學顧新學者、江蘇科技大學的金輝學者、南京大學的袁勤儉

學者等發表了大量論文,展現了他們在該領域的活躍程度。 例如四川大學顧新學者,根據調研資料顯示,顧

新學者的研究方向以知識網路、知識共用、知識流動、知識鏈等熱門領域為主,總發文量 319 篇,最高一篇論

文的被引次數為 349 次,高被引次數表明顧新學者在知識共用領域具備較高的學術造詣和影響力,同時顧新

學者與國際系統與控制科學院院士汪壽陽等其他相關領域著名學者建立了廣泛的合作網路,開展合作研究

專案。 這種合作、互動與協作有助於他們共用資源、知識和技術,並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產出數量。 高引

用率和互引率可以進一步提升他們的學術聲譽和影響力,這都是顧新學者發文量較高的原因。 此外,我們

還可以觀察到研究者眾多且分散的情況,這表明對於知識共用的研究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但彼此之間

的合作關係並不十分緊密。

2.
 

科研機構分析

從知識共用研究的主要機構的視覺化圖譜中可發現(圖 4),在知識共用研究領域中,主要研究機構是哈

爾濱工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華中師範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吉林大學管理學

院、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南京大學資訊管理學院、武漢大學資訊資源研究中心、四川大學商學院、南京大

學商學院等,這些研究機構發文量較多,且大都獨立發文,而其他專業學院發文量較少。 極少數管理學院和

其他學院進行合作研究,這說明有關知識共用研究的機構分佈較分散,大多為孤立的點,只有極少數與其他

機構合作的點,各個機構間交流合作較少,相對來說比較封閉。 表明我國知識共用領域研究相對封閉,仍未

達成普遍性的研究機構合作,尚未形成跨院校、跨區域的研究共同體,缺乏合力研究,也致不同科研機構之

間的研究水準差異加大,不利於該領域研究的推進與深化。

由圖 5 可得,關於知識共用領域發文量最多的研究機構為武漢大學,從 2012 年至 2022 年共發文 112

篇,占發文總量的 3. 2%,也是國內較早關注知識共用研究的機構之一,其次是南京大學,從 2012 年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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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知識共用研究領域發文作者視覺化圖譜
　

圖 4:
 

知識共用研究的主要機構視覺化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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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發表關於知識共用研究的文章 96 篇,占發文總量的 2. 7%。 緊接著是吉林大學,發表有關於知識共用論文

共 93 篇,占發文總量的 2. 6%,華中師範大學發表關於知識共用研究的文章共計 56 篇,占發文總量的 1. 6%。

發文量超過 40 篇的研究機構有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四川大學、同濟大學、中國人

民大學、哈工大、西交大、華南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共計 674 篇,占發文總量的 18. 7%,且這 11 所研究機

構均持續關注知識共用研究領域,關注時間皆為 10 年以上,體現了這 11 所研究機構是知識共用研究領域中

較為核心的機構,發表的文章也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經統計可得,大多數研究機構進入新世紀以後發文

量一直處於平穩發展期,尤其是近五年,關於知識共用研究的論文數量激增,體現了關於該領域的研究將持

續升溫。 從地域分佈上來看,知識共用主要研究機構分佈于華北、華東等學術水準較高的高校為依託的地

區,這些地區經濟較為發達、對外交流頻繁,掌握著豐富的知識共用研究資料和前沿技術,而且這些研究機

構研究視野較廣闊,研究領域較寬泛。 而中南部、西北部等內陸地區受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準的影響多

局限於某一領域和某一主題進行研究,表明我國知識共用研究水準區域差距較大。

圖 5:
 

知識共用研究的主要機構分佈
　

3.
 

關鍵字分析

關鍵字是一篇文章主要內容的高度概括,對關鍵字進行分析,有助於識別該領域的研究熱點。⑤本文借

助 CiteSpace 繪製了關鍵字共現網路與聚類圖譜,關鍵字共現網路圖譜可以分析知識共用領域有哪些高頻關

鍵字、哪些重要的關鍵字以及關鍵字之間聯繫的緊密程度,而關鍵字聚類圖譜可以將相似的關鍵字以及聯

繫緊密的關鍵字劃分為一個類別,從而能夠分析出知識共用領域的主要研究主題。 因此,本文將結合 2 個圖

譜對 3449 篇知識共用文獻的關鍵字進行分析,從而總結出該領域的研究熱點。

關鍵字共現網路圖譜分析

圖 6 中,每一個結點代表一個關鍵字,結點大小表示關鍵字出現頻次的高低,結點之間的連線表示關鍵

字之間的共現關係,兩個結點之間的連線越粗表示兩個關鍵字共現頻次越高,結點的年輪結構反映的是某

一關
 

鍵詞出現的時間,色調由冷變暖表明時間由遠及近,帶紫圈的結點具有較高的中心性(中心性≥
 

0. 1)。

根據節點資訊清單列出排名前 20 的高頻關鍵字。 由圖 6 和圖 7 可知,除去主題詞「知識共用」外,高頻

關鍵字有「知識管理」「實證研究」「知識共用行為」「隱性知識共用」「影響因素」「虛擬社群」「供應鏈」「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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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關鍵字共現網路圖譜
　

館」「社會資本」「創新績效」「中介作用」等,這些關鍵字與" 知識共用" 這一上位概念相關,它們探討了知識

共用領域中不同的方面、層面和影響因素。 這些關鍵字可以被視為「知識共用」的子概念、相關概念或研究

領域,它們一起構成了對知識共用進行深入研究和討論的基礎。 所以可以視為這些高頻關鍵字體現了國內

學者在知識共用領域的關注點。 而中介中心性衡量了一個關鍵字在共現網路中作為「中間者」連接其它關

鍵字的程度以及處於共現網路中的中心程度,通常將中介中心性大於 0. 1 的關鍵字看作是關鍵節點。 由表

1 可知,中介中心性大於 0. 1 的關鍵字有「知識共用(0. 72)」「知識管理(0. 24)」「影響因素(0. 11)」「創新績

效(0. 11)」隱性知識(0. 1),表明這 5 個關鍵字是知識共用研究中的重要關鍵字,在連接其它關鍵字中起著

橋樑作用。

序號 關鍵字 頻次 中介中心性 序號 關鍵字 頻次 中介中心性

1 知識共用 1084 0. 72 11 信任 36 0. 06

2 知識管理 231 0. 24 12 演化博弈 54 0. 06

3 影響因素 108 0. 11 13 供應鏈 32 0. 05

4 創新績效 77 0. 11 14 激勵機制 29 0. 05

5 隱性知識 106 0. 1 15 知識轉移 50 0. 04

6 虛擬社群 94 0. 09 16 知識網路 26 0. 04

7 知識協同 41 0. 09 17 共用 21 0. 04

8 知識創新 44 0. 07 18 開放獲取 9 0. 04

9 知識服務 42 0. 07 19 圖書館 45 0. 03

10 社會資本 52 0. 06 20 社會網路 36 0. 03

表 1:國內知識共用研究排名前 20 的高頻關鍵字

關鍵字聚類分析

對關鍵字共現網路進行聚類,得到關鍵字聚類圖譜如圖
 

7 所示。 可以看出,共有 12 個類別,聚類結果的

模組值(Q 值)為 0. 5762〉0. 3,平均輪廓值(S 值)為 0. 8518〉0. 5,表明該聚類結果是顯著和合理的。 類別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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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越小,表明該類別的規模越大,即該類別下的關鍵字越多。 類別規模最大的是#0 知識共用,其次依次為#1

影響因素;#2 知識管理;#3 知識流動;#4 隱性知識;#5 創新績效;#6 知識服務;#7 演化博弈;#8 知識創新;#9

知識協同;#10 激勵機制;#11 績效;#12 視覺化。

圖 7:
 

關鍵字聚類圖譜
　

(四)
 

知識共用研究的主要結論、方向與前沿

結合上文中關鍵字共現和聚類圖譜,以及對相關文獻的回顧,可以將知識共用領域的研究熱點歸納為

以下幾個方面。

1.
 

知識共用的影響因素

高頻關鍵字包括「知識管理」「影響因素」「知識協同」「隱性知識」「虛擬社群」等,聚類類別包括#2 知識

管理;#3 知識流動;#4 隱性知識;#5 創新績效。 知識共用是一個動態的、複雜的、互動的過程,其實現可能會

受到多個因素的共同和交互影響,明確哪些因素對知識共用行為產生影響,這是提高企業之間或企業員工

之間知識共用水準的前提。⑦因此,知識共用的影響因素研究歷來是學術界探討的熱點話題。 國內學者從組

織、個人、知識本身、技術四個層面對知識共用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研究物件從早期的僅僅關注企業員

工,到如今的虛擬團隊、科研團隊中的成員以及虛擬社群中的用戶。

2.
 

知識共用的結果變數

高頻關鍵字包括「創新績效」「創新行為」,聚類類別為#5 創新績效。 在知識共用的結果變數研究中,國

內學者主要集中在對知識共用與創新的關係研究,包括創新績效、創新行為等。 一方面,知識共用主要通過

溝通、交流、面對面互動等方式得以實現,不同的員工有不同的知識背景,在溝通交流過程中促進了知識在

不同員工之間的流動,有利於異質性知識的相互交融,從而產生新知識、新想法,進而促進創新行為的發生;

另一方面,知識共用降低了員工獲取知識的成本,使得員工花費較少的資源和時間獲取知識,這為員工創新

行為發生和創新績效的實現提供了良好條件。

3.
 

隱性知識共用研究
 

隱性知識指依附於人的大腦、工作程式或某種情景中的無形的非編碼知識(不可言說的知識),因其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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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達和記錄而不容易獲取和傳播,往往通過個人或集體的行為活動表現出來,所以鮮為人知。 隱性知識

的這種難以編碼及溝通的特點,導致了對其共用形成了諸多障礙。 研究發現,企業中隱性知識占 90%,而顯

性知識僅占 10%,因此,如何共用隱性知識、如何把隱性知識轉化為企業的持續競爭力成為知識管理的關

鍵。 因此,隱性知識的共用問題成為我國知識共用研究的重要領域,這點從圖譜中能夠直觀看出(「隱性知

識」詞頻和中心性在所有關
 

鍵詞中均排列在第 5 位)。 相關研究主題主要包括:①隱性知識的共用障礙研

究。 ②隱性知識共用模型及機制研究。 ③隱性知識共用策略研究。 ④其他較為集中的主題包括隱性知識

的共用成本、博弈分析等。

4.
 

知識共用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的概念由普賴斯於 1965 年提出,認為研究前沿是用來描述某一研究領域的暫態性特徵。

研究前沿代表了某一領域在某一時期的研究熱點、難點以及發展方向。 本文利用 CiteSpace 在關鍵字共現網

路的基礎上進行關鍵字突現探測,共得到創新績效、演化博弈、組織學習、虛擬社群等 12 個突現詞,從突現持

續時間看,創新績效最長,突現時間為 2012—2021 年,其次為演化博弈、組織認同、協同創新。

圖 8:
 

關鍵字突顯詞表
　

三、
 

結論

本文借助 CiteSpace 文獻計量軟體,以中國知網( CNKI)2012—2022 年收錄的 3449 篇知識共用文獻為

樣本,繪製了知識共用研究領域發文作者視覺化圖譜、知識共用研究的主要機構視覺化圖譜、關鍵字共現網

路圖譜、關鍵字聚類圖譜等知識圖譜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從歷年發文來看,國內知識共用研究經歷了「起步—迅速發展—平穩發展—成熟」四個階段,在這一發

展過程中,知識共用的研究範式逐漸從單一的技術驅動向更加多元化的視角轉變,將重點放在智慧財產權、

法律與倫理、社會影響等維度上,形成了一個更加綜合和多樣化的研究領域。 從知識共用研究的機構網路

與合作模式上來看,通過視覺化圖譜分析,我們揭示了知識共用研究中的主要機構和合作網絡。 大學、科研

機構和圖書館等傳統機構在知識共用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角色,同時,跨機構和跨領域的合作網絡也呈現

出增長的趨勢。 這種合作模式為知識共用研究提供了更廣泛的資源和專業知識,促進了研究的創新和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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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交叉融合。 知識共用的研究熱點包括了知識共用的影響因素研究、知識共用的結果變數研究、隱性知

識共用研究,其中知識共用的影響因素是最大的研究熱點。 知識共用研究前沿在 2012-2022 年間主要集中

在創新績效、演化博弈、組織學習、虛擬社群的研究。 借助於知識管理學科的發展基礎,積聚與開創屬於共

用活動自身獨具的理論體系與實踐範疇的知識共用研究主題將逐步形成。 儘管知識共用研究取得了顯著

的進展,但仍面臨一些重要挑戰。 其中包括智慧財產權保護、資料隱私、可持續性等問題。 解決這些挑戰需

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法規,加強國際合作,促進技術創新和社會意識的提升。 未來,知識共用研究仍具

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可以通過開展深入的跨學科研究、推動公眾參與和加強國際合作來實現知識共用的可

持續發展。

四、
 

知識共用研究領域的發展方向

根據對中國知網收錄的知識共用文獻的深入分析,我們得出了對知識共用研究的發展趨勢、機構網路、

關鍵字與研究前沿的重要結論。 這些研究結果對於學術界和決策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為知識共用領域

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深刻的理論基礎和戰略指導。

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變化和科技的迅速發展,知識共用領域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 為了

進一步推動知識共用的發展,我們需要關注未來研究的幾個關鍵方面。

首先,超學科融通發展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知識共用涉及多個學科領域的交叉與融合,因此,

跨學科研究的深入探索將有助於揭示知識共用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與協同。

其次,學科整合與機構協同也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關鍵課題。 在知識共用的實踐中,各學科之間存在著

不同的觀念、方法和文化,需要尋求有效的整合方式。 此外,機構之間的協同與合作也是推動知識共用發展

的重要因素,未來的研究應該關注機構之間的合作模式、合作機制以及協同效應。

最後,在未來的研究中,對工具視角的革故鼎新也應給予重要關注。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知識共用領

域出現了各種新工具和平臺,為知識共用帶來了更多的機遇和挑戰。 因此,未來的研究應該聚焦於探索新

技術對知識共用的影響,尋求新工具的應用和創新,以推動知識共用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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