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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模型驱动的决策范式正在演变成大数据驱动的决策新范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于２０１５年启动了“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以推动我国管理学
领域大数据的基础研究．本文以重大研究计划资助的１１４个项目的文本信息，及２０１２年 ～
２０１９年在５１种管理类重要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近６０００篇论文为基础，利用文本挖掘与文献计
量方法，从词粒度和主题粒度展开比较分析，并对部分以大数据作为关键词的文献按研究方向

进行分类分析．对比分析结果清晰地呈现出大数据驱动的研究在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态势和创
新脉络；剖析国内学者与国际领域主流关注的焦点与异同；揭示出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方

向上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趋势，以及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些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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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大数据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产业界持续

关注的热点领域，同时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战略相继被推出
［１］．２０１４

年大数据首次写入中国中央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５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

略．自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年Ｎａｔｕｒｅ和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
相继推出大数据专刊以来，大数据吸引了众多不

同学科研究者的目光，如物理学、信息科学、管理

学、经济学、生物医学等．Ａｈｍａｄ等［２］
文献计量结

果表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期间各类期刊共刊载了近
３５０００篇有关大数据的论文，中国学者发文数量
仅次于美国列第二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ＮＳＦＣ）于２０１５年９月启动了“大数据驱动的管
理与决策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简称ＮＳＦＣ大数据

重大研究计划），旨在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合作

研究的优势，围绕学科领域趋势、理论应用特点，

注重基础性、前瞻性和交叉性研究创新
［３］．ＮＳＦＣ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已资助项目１１４项，并吸引
１６０余家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及３０多
家境外高校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

本文旨在利用文本挖掘及文献计量等方法，

对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已资助项目信息、
及管理领域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中的相关文献，展

开统计分析、主题挖掘、及项目与文献的对比性分

析，以期分析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相关研究

在整个管理领域的所处地位与发展趋势，对比分

析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侧重资助的四大研
究方向及４个领域情境与国际上热点的一致性和
差异性，为优化学科方向优先资助领域、以及国内

学者捕捉研究动态和研究议题提供决策参考．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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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讳言，文献计量方法已经被应用于分析大数据

研究领域的文献．Ａｈｍａｄ等［２］
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１０年间大数据研究文献的刊文数量和引用数量做
了系统性分析，但是其刊文多的期刊多来自于信息

科学领域．还有很多研究立足于特定的应用领域，如
商务

［４］、生物医学和医疗
［５］、供应链管理

［６，７］
等，围

绕大数据对该领域的影响及大数据在该领域内的研

究动态和应用等方面展开分析综述．相比于上述工
作，本文立足于管理学文献分析大数据管理决策方

向的研究动态，同时，本文引入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
究计划已资助项目信息，作为折射国内学者在大数

据管理决策方向上的研究缩影．

１　数据抽取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的数据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数据是
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从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资助的项目数据，本文抽取出每个项目的中英文

标题、关键词、摘要等内容描述信息．重大研究计
划以全景式 ＰＡＧＥ框架作为总体思路框架［３］，主

要围绕４个领域情境，沿着四大研究方向展开创
新研究，同时每个研究方向分为粒度缩放、跨界关

联、全局视图３个层次，构成 ＰＡＧＥ４×３的要素
矩阵．图１（ａ）展示了所有项目产出的代表性成果
在ＰＡＧＥ４×３要素矩阵上的分布情况，成果所属
的类别由课题组提供．可以看出，分析技术方向的
成果最多，紧随其后的是使能创新方向，即关注大

数据能力带动的价值创造．从图２（ｂ）给出的领域
情境分布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资助项目以 ＰＡＧＥ
框架要求的领域场景展开研究，少量项目涉及到

农业、电力、航天等其他场景，总体上看，资助项目

在ＰＡＧＥ框架四大场景上的分布较为均衡．
第二部分数据则来源于管理领域国际重要学

术期刊中与“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相

关的文献，通过合并 ＦＴＲａｎｋ５０和 ＵＴＤ２４两个
期刊列表，获得５１本重要学术期刊．然后根据全
景式ＰＡＧＥ框架４个研究方向及４个领域情境，
从项目数据的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中抽取出在

不低于１０％的项目申请书出现的词汇，得到如表
１所示的大数据驱动管理与决策领域的术语种子．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检索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９年时
间段内５１本期刊中标题、摘要、关键词包含术语种
子的论文，获得共计５９３７篇文章作为文献数据集．

（ａ）研究方向分布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领域场景分布
（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图１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分布
Ｆｉｇ．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ｆ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

表１　大数据驱动管理与决策领域术语种子
Ｔａｂｌｅ１Ｔｅｒｍｓｅｅｄ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类型 术语种子

通用 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理论范式（Ｐ）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ｇ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分析技术（Ａ） 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ｅｐ／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资源治理（Ｇ） ｄａ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ｓｓｅｔ

使能创新（Ｅ） ｖａｌｕ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领域情境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注：部分术语种子包含词义相近的词汇，如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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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展示了文献数据集的年际分布，管理学
期刊中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相关的文献年数量

较多，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尽管２０１２年 ～
２０１５年“大数据”关键词在论文中出现次数还极
少，与大数据相关的术语却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如

社会网络、数据驱动、数据分析等，这说明早期的

研究广泛开始使用数据分析方法．２０１６年开始，
随着“大数据”这一术语被学术界接受，“大数据”

方始遍及于文献．表２列出了刊载大数据驱动管理
与决策领域论文最多的前２０种期刊，可以看出，这
些期刊覆盖了很多管理学细分领域，如创新管理、战

略管理、信息系统、市场营销、运筹管理等．

图２　大数据驱动管理与决策领域文献的年际分布

Ｆｉｇ．２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表２　管理学重要期刊中载文量最多的前２０种期刊

Ｔａｂｌｅ２Ｔｏｐ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期刊 载文量 比例 期刊 载文量 比例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６５３ ２８．４３％ 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４０ ５８．３３％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ｌｉｃｙ ３８２ ３９．３０％ １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６ ３１．９６％

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３６ ４２．５９％ 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１５ １８．２５％

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９３ ２１．１２％ 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０６ ２５．６０％

５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２ ３９．３９％ １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０６ １５．３０％

６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６８ ３０．９４％ １６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４ ２４．５３％

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２ １９．９８％ １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３ ３６．５２％

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５７ ３４．６６％ １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９ ２１．５２％

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１５５ ３９．９５％ 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９５ ３１．８８％

１０ ＭＩ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４１ ３８．８４％ ２０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９５ ３１．１５％

　　注：“比例”指载文量占该期刊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９年刊文总数量的比值．

２　分析框架

２．１　关键词的度量
关键词是文献计量分析中常用的分析单位，

也是识别研究热点有效手段．关键词在文档中出
现的次数或频率能直观地表达出该词的重要程

度，除此之外，本文引入两个统计量：ＴＦＩＤＦ和
Ｂｕｒｓｔ分值，以更加精确地衡量关键词在文献或项
目中的重要性．设Ｄ为文本集合（如所有项目的文
本信息），ｄｊ为一条文本记录（如其中一个项目的文
本），ｗｉ为关键词，则ｗｉ的ＴＦＩＤＦ值计算方法为

ＴＦ－ＩＤＦ（ｗｉ，Ｄ）＝ｌｎ（Ｃｗｉ，Ｄ１）ｌｎ
Ｄ

ｄｊ：ｗｉ∈ｄｊ ＋１

（１）

式（１）为ＴＦ－ＩＤＦ的变例，Ｃｗｉ，Ｄ表示ｗｉ在整个文

本集合Ｄ中出现的次数，其对数值作为词的出现
频率．另外，为刻画关键词在某时间段ｔ内的突发
性，即识别关键词随时间的演化趋势，引入信息检

索领域的Ｂｕｒｓｔ分值［９］
作为指标，其定义为

Ｂｕｒｓｔｗｉ，Ｄ，( )ｔ＝
｜ｄｊ，ｔ：ｗｉ∈ｄｊ，ｔ｜
ｄｊ：ｗｉ∈ｄｊ

－１Ｔ （２）

其中ｄｊ，ｔ为时间段ｔ内的文本记录，Ｔ为文本集合
跨越的时间总长度．显然，正的 Ｂｕｒｓｔ分值越大表
示时间段ｔ内ｗｉ爆发性增长趋势越大．若将 Ｔ内
所有时间分段上的Ｂｕｒｓｔ分值联系起来观察，容易
看出关键词随时间的演变趋势．
２．２　主题识别方法

潜在狄利克雷分配（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ＬＤＡ）模型［１０］

是最著名且获得应用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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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语义结构提取方法，ＬＤＡ是一个“词—主
题—文档”三层结构的贝叶斯概率生成模型，将

每个文档表示为多个主题混合，而每个主题是固

定词表上的一个多项式分布．ＬＤＡ模型的基本原
理及其参数估计方法遍及于文献，在此不再赘述．

简言之，ＬＤＡ模型将得到两组概率：１）ｐ（ｚｋ｜ｄｊ）表

示文本记录ｄｊ在主题ｚｋ上的出现概率，即隶属度；

２）ｐ（ｗｉ｜ｚｋ）表示词典中关键词ｗｉ在主题ｚｋ上的出
现概率．本文定义主题强度来描述主题的热门
程度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ｚｋ）＝
∑
ｊ
ｐ（ｚｋ｜ｄｊ）

∑
ｋ
∑
ｊ
ｐ（ｚｋ｜ｄｊ）

（３）

式（３）定义的主题强度实际上是经过归一化的主

题ｚｋ上所有文档的隶属度之和，主题强度越大说
明越多的文档跟该主题的关联性越紧密．主题数
量Ｋ是ＬＤＡ模型的预设参数，为选择最优主题数
量，采用文献［１０，１１］建议的困惑度（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

指标来确定最优主题数量，文本集合 Ｄ的困惑度
计算公式为

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Ｄ）＝∑
ｄｊ∈Ｄ
ｅ－ｐｊ，

ｐｊ＝
∑
ｋ
∑
ｗｉ∈ｄｊ

ｌｎｐ（ｚｋ｜ｄｊ）ｐ（ｗｉ｜ｚｋ）

｜ｄｊ｜
（４）

困惑度反映了集合 Ｄ中文本属于主题的不
确定性，困惑度值越高说明不确定性越大，因此，

困惑度值越低说明 ＬＤＡ模型在文本集合 Ｄ上的
泛化性能越好．

３　分析结果

３．１　项目资助方向和领域场景在文献中的研究
趋势

３．１．１　４个资助方向的研究趋势
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沿着决策范式

（Ｐ）、分析技术（Ａ）、资源治理（Ｇ）、使能创新（Ｅ）

四大研究方向展开创新研究，图１（ａ）给出了资助
项目在ＰＡＧＥ方向上的分布情况．本节尝试基于

ＰＡＧＥ框架对已有文献进行研究方向的分类，并
在ＰＡＧＥ方向上与资助项目进行比较分析．首先
从文献数据中抽取出内容与大数据紧密相关的部

分文献，将关键词或摘要中明确提及“大数据”这

一词的文献抽出，共计来自于２８种期刊的１１２篇
论文．图３展示了刊载论文最多的９种期刊上的
分布情况．可以看出，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文献几
乎都发表在综合杂志 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ＨＢＲ），这些综述性文章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对管理学变革、商务智能、企业价值等方面的潜

在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刊载与大数据紧密相关
文献的期刊呈现出多样化，运筹学、信息系统、市

场营销和创新管理等领域的权威期刊均开始出现

与大数据关联紧密的高水平研究，这清晰地说明

了大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已经被管理学主流学者

们所接受．

图３　以“大数据”为关键词的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

Ｆｉｇ．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ｗｉｔｈ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ｓ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ｄ

进一步对上述１１２篇论文按照 ＰＡＧＥ４个方
向进行了人工分类，每篇论文仅被分到１个方向，

大部分综述论文探讨了大数据对管理学及其若干

细分领域的潜在影响、带来的范式转变与挑战性

问题，因此将综述论文划分到决策范式（Ｐ）方向，

编委会撰写的介绍性文章（如大数据专刊的介

绍）分到其他类别．此外，将着重立足于大数据分
析模型、方法和技术上创新的论文分到分析技术

（Ａ）方向，而将探讨大数据在不同应用领域情境
中应用创新的论文分到使能创新（Ｅ）方向，还有
一些探讨大数据共享与治理的论文被分到资源治

理（Ｇ）方向．图４展示了年度论文在ＰＡＧＥ４个方
向上的分布．首先，决策范式（Ｐ）方向上的论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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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比例，尤其是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经过对 Ｐ

方向上论文内容的观察，发现早期的研究主要从

宏观角度探析大数据对管理学整体及几个细分领

域的研究范式的转变
［４，１３］．受此影响，越来越多

管理学细分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探讨大数据对各自

子领域的影响和范式转变，包括供应链管理
［７］、

库存管理
［１４］、服务创新

［１５］、医疗改革
［１２，１５］、运筹

管理
［１７，１８］

等．其次，在分析技术（Ａ）与使能创新
（Ｅ）两个方向上的文献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主流，

而资源治理（Ｇ）方向上的高水平研究相对比较匮
乏，这种趋势与图１（ａ）所示的资助项目在 ＰＡＧＥ

方向上的分布吻合．上述结果清晰地反映出大数
据相关研究在管理学上的发展脉络，有关决策范

式（Ｐ）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深入，在大数据驱动的
研究范式逐渐获得学者的认同后，大数据分析技

术及应用创新的高水平研究开始涌现．

图４　以“大数据”为关键词的文献在ＰＡＧＥ框架上的分布

Ｆｉｇ．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ＰＡＧ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ｓ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ｄ

３．１．２　４个资助领域场景的研究趋势
如第１节所述，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鼓

励围绕ＰＡＧＥ框架设定的四大领域场景展开研
究，即商务、金融、医疗健康、公共管理．本节试图
分析围绕这４个领域场景的研究在文献中的演变
趋势．为每个领域场景设定１０个出现频次最高的
种子词汇②，统计文献中每年包含每个领域场景

种子词汇的篇数，然后计算种子词汇集合的Ｂｕｒｓｔ

分值，图５给出了实验结果．总体上看，四大领域场
景相关的研究均不同程度地有所上升．其中，商务和
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热度变化相对偏小，这说明从

２０１２年至今，这两个领域一直是管理学研究关注的

重要场景．同时，医疗健康领域的研究增长趋势最为

明显，正在渐渐成为管理学中的重要交叉领域．由图
１（ｂ），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所资助的项目中医

疗健康在四个场景中列第一位，这说明优先资助领

域与国际学术界关注热点较若画一．

图５　文献中四大领域场景相关研究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５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ｏｕ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３．２　项目数据和文献数据在关键词及其形成的

主题上的对比分析

本节将项目申请书中文标题、中文摘要、中文

关键词作为项目文本库，用“结巴”中文分词工具

进行分词，去除停用词后获得２２５２个词汇．与此

相对应，将论文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作为英文文献

文本库，采用 ＮＬＴＫ自然语言处理工具进行英文

分词，去除停用词，并利用 ＮＬＴＫ提取词原型
（Ｌｅｍ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获得７６７０个词汇．值得注意的

是，在分词过程中，把大量术语作为预设定的人工

词库，避免重要术语被分词割裂，比如数据驱动、

网络舆情、Ｈ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等．

３．２．１　项目数据和文献数据关键词对比

对所有词汇计算ＴＦＩＤＦ统计量，以表征词汇

在数据集上的重要性，图６词云图展示了两个数

据集上ＴＦＩＤＦ值最高的２００个关键词．可以从中

观察出资助项目关键词更加聚焦于大数据融合分

析技术，及大数据在医疗健康、金融等领域的应

用，而文献研究范围则比较广泛，很多传统的管理

学研究方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如决策支持、企业

管理、创新管理、组织管理、心理伦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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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于篇幅，仅列举医疗健康领域的种子词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ｌｉｆ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ｄｒｕ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
ｃｏｒｄｓ．



　
（ａ）项目词云图　　　　　　（ｂ）文献词云图

（ａ）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ｂ）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６　项目和文献数据中词云图对比

Ｆｉｇ．６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驱动的方法、大数据

技术是否正在逐渐渗透到管理学领域的经典研究

呢？为此，作者观察文献数据集中近３年来呈现

上升及下降趋势的关键词，以每个关键词近３年

的Ｂｕｒｓｔ分值之和作为统计量，由式（２）Ｂｕｒｓｔ分

值定义，若Ｂｕｒｓｔ分值之和为正，说明该关键词近
３年增长趋势明显；反之，Ｂｕｒｓｔ分值之和为负，则

该关键词下降趋势明显．图７分别给出了Ｂｕｒｓｔ分

值和最大和最小的前１０个关键词，可以看到，近
３年来与大数据分析方法与系统相关的关键词呈

现出很明显的增长，如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等．反之，一些传统的

研究热点在近３年来明显下降，如与“优化”相关

的关键词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与信息系统相

关的关键词ＩＴ和ＩＳ等．

３．２．２　资助项目的主题识别与分析

利用ＬＤＡ模型对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

资助的１１４个项目进行主题抽取，将主题数量Ｋ从
５增加到５０，从中挑出困惑度值最低的情况作为最

优Ｋ取值，此时主题数量Ｋ＝１０．图８左侧给出了
１０个主题的强度分布，右侧列出了５个强度最大
主题中概率排在前１０的关键词作为主题含义的代
表．具体地，主题３主要包含了大数据分析相关的
一些通用词汇，包含于大部分资助项目的题目、关

键词和摘要之中，因此该主题强度明显高于其他主

题．主题６主要是社会网络相关的内容，社会网络
分析已经成为管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和视角，社交

媒体蕴含着丰富的时空、行为、文本等大数据，大数

据分析技术的不断成熟推动了社会网络分析与管

理学各分支中的深度融合．主题２主要是商务场景
的研究内容，并涉及到系统平台的研制及应用．主
题５侧重于大数据治理体系，从技术上涵盖大数据
管理与存储、共享与开放、安全与隐私保护、质量管

理等多个方面，这是继大数据分析之后的又一个热

点，也是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优先资助领域
之一．主题８主要是医疗健康场景的研究内容，由
第１节所述，该领域场景是获得资助最多的场景之
一，因此其对应的主题也比较活跃．

图７　文献中近３年上升和下降趋势最快的词汇

Ｆｉｇ．７Ｗｏｒ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ａｓｔｅｓｔｒ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图８　项目数据集上主题识别结果

Ｆｉｇ．８Ｔｏｐｉｃ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ａｔａ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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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文献数据主题识别与分析
本节展示文献数据集上主题识别的结果，由

于文献数据跨度为８年，为了展示主题的演化，将
每两年的数据作为１个阶段，共分为４个阶段．在
每个阶段的文献数据上，利用 ＬＤＡ模型进行主题
识别，同样根据式（４）困惑度最低确定主题数量Ｋ，
并从中挑选出强度最高的５个主题，列出每个主题
中概率最大的５个关键词及其概率分布，图９展示
了实验结果．可以从中观察出以下几个现象：
１）与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紧密相关的文献

中，以盈利性组织和企业经营活动为研究对象的

工商管理持续受到密切关注，包括阶段１的主题
２９、主题１０和主题０，阶段２的主题５和主题０，
阶段３的主题２１、主题２４、主题３和主题４，及阶
段４的主题１０、主题１１和主题１５，这些主题关键
词涵盖了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客户行为、经济金

融、企业社会责任等内容；同时，以政府和非盈利

机构为管理主体的公共管理稳定地成为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年度３个阶段强度排名前列的主题，如阶段
１主题１７、阶段２主题４及阶段３主题１９．

图９　文献数据集上主题识别结果

Ｆｉｇ．９Ｔｏｐｉｃ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

　　２）与大数据驱动相关的研究从２０１４年开始
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阶段２关键词首次出现
“大数据”，与“行为”、“商务”、“预测”、“健康”一

起构成主题１１；阶段３主题３则包括“大数据”、

“电子商务”、“商品评论”等关键词，主题１９包括
了“数据驱动”、“公共健康”、“心理学”、“治理”

等关键词；阶段４主题１５包括“大数据”、“医疗
健康”、“道德”、“伦理决策”等关键词；这说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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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正在渗透到管理学的众多分支方向．
３）社交网络分析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９年的文献数

据中持续成为热门主题，大量研究从不同层面（如个

体、团队、组织等），围绕社会性结构以及其作用机制

对管理学现象影响而展开，这些现象包括领导力、谏

言行为、市场营销、广告投放、以及边界拓展等．

４　结束语

本文对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资助项目
信息、以及管理学重要国际期刊中大数据相关的

文献展开了比较分析，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１）大数据驱动管理与决策相关的研究已经
成为管理学重要期刊中持续增长的热点议题之

一．大数据决策范式、分析技术、及大数据应用相
关的研究在管理学期刊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而且大数据处理技术正在从传统的数据挖掘

和数据分析向深度智能化迈进．大数据驱动的研
究范式，呈现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２）大数据驱动管理与决策相关的研究更多
地围绕盈利性组织和企业经营活动等微观层面展

开，政府层面的大数据治理相关的研究发展滞后．
面向盈利性组织和企业展开的研究属于全景式

ＰＡＧＥ框架中的“使能创新”方向，其本质是如何
利用企业内外部大数据、推动商务和企业绩效的

提升．
（３）本文沿着全景式 ＰＡＧＥ框架梳理了明确

提及“大数据”的文献，从中观察到管理学重要国

际期刊早期主要探讨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管理学

研究的变革性影响与随之而来的挑战性问题，这

类有关管理决策范式转变机理的文献推动了后续

研究在两个分支上的快速发展．其一，大量管理学
子领域开始讨论大数据引起的管理决策范式转变

和挑战性议题，供应链管理、服务创新、运筹学等，

这说明大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深度渗透到管理学

研究．其二，大数据驱动的应用研究日渐丰富多
样，即大数据“使能创新”获得研究者们的高度关

注，有别于传统的模型驱动范式，由“应用 ＋数
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变得越来越流行．

（４）从４个典型应用场景角度，医疗健康是
ＮＳＦＣ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资助最多的领域场
景，医疗健康相关的文献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呈现飞速
上升趋势．可利用的医疗大数据来源于病历卡、处
方记录、传感器监测记录、影像信息、在线评论文

本等，相比于传统医疗实验数据，医疗大数据获取

成本低、易脱敏、样本量大、可支撑的变量丰富，这

极大地促进了大数据驱动的研究和应用在医疗健

康领域的崛起．
本文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首先，

在文献数据源上，在管理学领域虽然具有代表性，

但是覆盖面依然不广，例如医学领域的学者们在

综合性期刊与医学类期刊上发表大数据相关的成

果屡见不鲜，本文的文献数据未能涵盖类似细分

领域的动态和成果．其次，项目申请书和论文的参
考文献未纳入分析范围，共引网络分析是文献计

量的重要手段，能刻画文献之间的关联、及国内外

学者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得出更加丰富详实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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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２７５，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ａｓａｎｅｗ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ｎｄｔｏｏｌ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ｓｕｃ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ＳＦＣ）ｈａ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ａ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５：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ＤＭＤ），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ｈｉｎａ’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Ｔｅｘｔ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ｓｔ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１１４ｇｒａｎｔ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ＤＭＤ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ｎｅａｒｌｙ６００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５１ｌｅａ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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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８ｙｅａｒｓ．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ｔｂｏｔｈ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ｔｏｐｉｃ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ｌｓｏ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ｏ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ＡＧ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ｂ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ＤＭ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ｗｉｔｈｉｔｓｆｏｃｕ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ｄｕｅｔｏ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ｕ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ＢＤＭ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ＳＦＣｇｒａｎｔ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ｒｏｂｕｓｔｒｏａｄ
ｍａｐ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ＢＤＭＤ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ｉｇｄａｔａ；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

（上接第５６页）
表Ａ２　指数收益率与“净购买压力”指标回归结果（５０ＥＴＦ价格作为标的证券价格）

ＴａｂｌｅＡ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ｒｅｔｕｒｎａｎｄｎｅｔｂｕ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５０ＥＴＦ’ｓｐｒｉｃｅａ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ｐｒｉｃｅ）

被解释变量：Ｒｔ＋１ （１） （２） （３）

ＮＢＰ１
１．１２７

（１３．０５４）

１．０６９

（３．２９４）

ＤＮＢＰ
９．０９１ ０．５０２

（１２．６３１） （０．１８６）

Ｒｔ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６

（－５８．９５４） （－５８．８５５） （－５８．９４４）

截距
２．１９Ｅ－０５ ２．１７Ｅ－０５ ２．１９Ｅ－０５

（１．０４３） （１．０３１） （１．０４３）

调整Ｒ２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７８１ ０．０７８３

　　　　注：使用５０ＥＴＦ价格作为隐含波动率、希腊值等计算中输入的标的证券价格，下同．

表Ａ３　波动率指数与“净购买压力”指标回归结果（５０ＥＴＦ价格作为标的证券价格）

ＴａｂｌｅＡ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ｎｅｔｂｕ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５０ＥＴＦ’ｓｐｒｉｃｅａ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ｐｒｉｃｅ）

被解释变量：ΔｉＶＩＸｔ＋１ （１） （２） （３） （４）

ＮＢＰ２
１．６２６

（７．２８３）

１．６９９

（３．４５９）

ＧＮＢＰ
６．９６３

（３．７５４）

－９．１９３

（－３．０７８）

ＶＮＢＰ
７．５５７ ４．３８８

（７．４３７） （２．４３８）

ΔｉＶＩＸｔ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６

（－４３．９９０） （－４３．６４８） （－４４．０２０） （－４４．１４９）

截距
－６．１９１ｅ－０３ －８．５４２ｅ－０３ －６．８６９ｅ－０３ －６．１８５ｅ－０３

（－２．９８３） （－４．１７１） （－３．３４９） （－２．９８１）

调整Ｒ２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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