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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understand recent statu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pers of 
China and others, following the general process of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analysis, firstly, journal paper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from CSCD and SCI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ere searched and cleaned respectively. Secondly, with 
the help of the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were drawn, interpreted and compared. In 
addition to recent research status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useful reference for Chinese research wa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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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为全面深入了解中外信息系统科技论文近况，遵循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一般流程，检索和清洗了来

自CSCD和SCI中近五年的信息系统期刊论文。借助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了图谱并进行了解读和中

外比较。提供中外研究近况的同时，特别为中国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科学知识图谱；信息系统；Citespace；科技；近况分析 

1．引言 

科学知识图谱能够可视化地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

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1]。Citespace是当前应用 为广

泛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苏玥竹[2]利用从WoS（Web 

of Science）搜集的2003至2012年美国的信息系统文献，

通过关键词、研究机构、作者和文献的中心度分析，发

现对未来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十篇 主要文献以及美

国的研究热点。李娜娜[3]通过分析从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提取的18种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期刊论文图谱，

发现作者在2011至2015年更趋向合作并在一些热点研

究方面趋近成熟。Zongfeng Zou等[4] 借助从SCI和SSCI

收集的876篇商业智能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

1997至2017年的研究热点是云计算。吴冰等[5]借助《信

息系统研究》(ISR)期刊的747篇论文，根据合作网络的

中心性、聚类特点发现1998至2001年信息系统的研究热

点是企业应用的信息集成，2002至2011年的研究热点从

传统组织转向虚拟组织、信任及其影响因素，2012至

2017年的研究热点从电子口碑转向网络知识社区的知

识传播。但是，上述研究所用文献均不能反映近况，同

时，也没有进行中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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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介绍了数据的准备情况。第3

节分别从作者-机构共现，关键词聚类，以及关键词时

区方面进行了中外近5年数据的分析。 后，在第4节总

结了全文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2．数据准备 

CSCD（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论

文以Refwork格式从CNKI导出，检索条件为“篇名”或

“关键词”或“摘要”包含“管理信息系统”，发文时

间为2016至2021年，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SCI论

文以纯文本格式从WoS中导出，包含所有记录来源，选

取“核心数据库合集”，检索条件为“篇名”或“关键

词”或“摘要”包含“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或“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发文时间也

为2016至2021年，文献类型为“Article”。经过清洗

（去重以及去除征稿启事）得到CSCD论文182篇，SCI论

文302篇。 

将清洗后的数据以download_x.txt形式重命名并

创建项目文件夹后，导入Citespace进行标准化（CSCD

论文选择CNKI Format，SCI论文选择Remove Duplicates

（WoS）），然后选择关联强度 强的Cosine系数和TopN，

选择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6]相结合

的简化方式。 

3．数据分析 

3.1. 作者-机构共现分析 

1. 根据CSCD论文得到的共现网络如图1所示，可以

看出：存在发文量较多的机构，前三名分别是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

防控制中心；也存在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前五名分别是

乔亚萍、王前、王潇滟、王爱玲和金曦。虽然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多位作者，但却

没有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发文量较多的作者集中在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该中心拥有发文量

多的作者乔亚萍，且与同一机构的王前等作者有合作关

系，该作者还属于多个机构，并且与隶属不同机构的彭

竞存在合作关系。多数作者和机构间存在合作关系；少

数作者只隶属于一个机构。 

 

图1  CSCD论文作者-机构共现网络 

2. 根据SCI论文得到的共现网络如图2所示，可以

看出：存在发文量较多的机构，前两名分别是Minist 

Hlth和London Sch Hyg & Trop Med；不存在发文量较

多的作者。以上两家机构的发文作者非常多，但却没有

发文量较多的作者。LISA R HIRSCHHORN等作者隶属于

多个机构，也与其他多个作者存在合作关系。多数作者

和机构间存在合作关系；多数作者隶属于一个机构。 

3. 将图1和图2进行比较发现：中外都存在发文量

较多的机构，存在机构间及同一机构内和不同机构间的

作者合作，一位作者可以隶属于多个机构。但是，国内

存在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并且这些作者隶属于同一机构。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1. 根据CSCD论文得到的关键词聚类网络如图3所示，

可以看出：按关键词数量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共有9个

聚类，代表信息系统研究的9个主要方向。 

2. 根据SCI论文得到的关键词聚类网络如图4所示，

可以看出：按关键词数量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共有13个

聚类，代表信息系统研究的13个主要方向。 

3. 将图3和图4进行比较发现：中外不存在相同聚

类。中国的聚类数量少于外国，且主要偏向医疗，而外

国的聚类则涉及更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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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CI论文作者-机构共现网络 

 

 

图3  CSCD论文关键词聚类网络 

 

图4  SCI论文关键词聚类网络 

 

图5  CSCD论文关键词时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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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键词时区分析 

1. 根据CSCD论文得到的关键词时区网络如图5所示，

可以看出：除2021年由于没有采集到全年数据外，其余

每年的关键词数量没有明显变化。同时，虽然有新主题

的出现，但多为既有医疗主题的延续。 

2. 根据SCI论文得到的关键词时区网络如图6所示，

可以看出：每年的关键词数量呈多少交替出现特征，且

总体上有减少趋势。2017和2019年的关键词数量较多，

2018和2020年的关键词数量较少，特别是2020年，只出

现6个关键词。虽然2021年尚未结束，但其关键词数量

已多于2020年。在新主题出现的同时，既有医疗主题也

在延续。 

 

图6  SCI论文关键词时区网络 

3. 将图5和图6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关键词数量总

体多于国外，且每年的数量比较稳定。两者在延续既有

医疗主题的同时，都在向其他主题扩展，但国外的扩展

主题更加广泛。 

4．结论 

遵循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一般流程，检索和清洗了

来自CSCD和SCI中近五年的信息系统期刊论文。借助分

析软件Citespace绘制了图谱并进行了解读和中外比较。 

由于信息系统涉及主题众多，文献形式多样，因此，

本文用于分析的数据并不全面。另外，由于专业知识和

能力的限制，对图谱的解读和对比也较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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