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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 2009 年—2015 年 UTD-24 和 FT-45 使用中国数据源的文献数据库，从研究

领域、研究作者和关键词角度分析了基于中国数据的国际管理研究学术进展的现状和趋势，并

进一步基于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技术提出描述学术研究发展趋势的一系列挖掘方法和呈现模

式，分析了商业管理学术领域对于中国数据源的关注程度、关注点以及研究模式，以期更好地

理解近年国际管理理论研究中中国数据的影响力和研究发展图景． 在研究领域层面，本文侧重

在学科领域、期刊和时间维度上对基于中国数据的关注程度进行分析． 在研究作者层面，本文

侧重于发现关注中国数据源的研究学者的来源，发现不同来源的研究者对中国数据源的不同

研究视角及其之间的合作偏好． 在关键词分析层面，本文旨在发现基于中国数据学术研究中的

热点问题，把握研究主题随着时间的演变趋势． 此外本文还感兴趣于关键词内部之间的关联

性，本文通过关键词与地域、研究领域的关联分析探索发掘各个领域或者地域对于研究主题的

研究偏好，通过关键词内部的关联性分析获得并发掘出潜在的可以协同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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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 2007 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 2009 年

相继爆发的欧债危机之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表

现依然十分活跃，2010 年中国更超越日本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因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学

者都相继把目光转向中国［1］．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 预 测，到 2020 年 数 字 寰 宇 ( Digital Uni-
verse) 的规模将达到 40ZB，相当于每个人可以均

摊到 5 200GB 以上，并且按照每两年翻一番的速

度在扩张，而其中 62% 将来源于新兴市场，21%
来自中国［2］． 随着数据驱动管理决策的时代到

来，中国的数据量爆炸式增长，信息化的管理方

式也使得中国数据的质量更具有商业和学术研

究价值． 与此同时，中国也从顶层设计 ( 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为代表的科研管

理机构) 积极推动基于中国情景和中国数据的

高质量学术管理理论研究的开展，并逐渐得到

国际学术同行的 认 可［3，4］． 本 文 旨 在 探 索 2009
年以来商业管理学术领域对于中国数据源的关

注程度、关注点以及研究模式，以期更好地理解

近年国际管理理论研究中中国数据的影响力和

研究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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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o 和 Ｒatchford［6］的研究方式，本文基于整个管

理科学研究领域、研究作者和关键词内部之间的

联系展开分析． 首先，通过研究领域分析试图描绘

在国际管理学术研究中对于中国数据源关注领域

的分布情况． 而创新理论和知识的发现归功于研

究学者，因此进一步分析研究学者的研究模式． 最

后，通过关键词分析发现对于基于中国数据的研

究问题的理论创新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点以及发展

趋势． 因此，在研究领域层面，本文侧重在学科领

域、期刊和时间维度上对基于中国数据的论文数

量和比重进行分析． 在研究作者层面，本文侧重于

发现关注中国数据源的研究学者的来源，发现不

同来源的研究者对中国数据源的不同研究视角及

其之间的合作偏好． 在关键词层面，本文尝试基于

聚类分析观察关键词的重要性及其变化． 此外，本

文还讨论了关键词内部之间的联系性以及和领域

及地域的关联度．
进一步，本文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可视化的呈

现，以期使研究者和应用者能够进一步观察、模拟

和计算，形成新的数据理解和数据发现，这也是本

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 数据可视化是将数据和信

息编码为图形中的可视特征，然后充分利用人眼

的高带宽对图形中的大量信息进行快速观察、分
析、理解，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图形含义向用户清晰

和高效地传递数据中包含的信息［7］． 随着数据可

视化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开源或者商业的可视化

工具集相继出现，本文中使用其中两个常用的可

视化工具: Ｒ 语言和 D3( Data-Driven Documents) ．
Ｒ 是一种同时可用于统计运算和产生数据图形的

脚本语言( www． r-project． org) ［8］． D3 ( Data-Driven
Documents) 是一个 JavaScript 库，是一种基于 Web
的交互式可视化工具［9］． 本文包含的可视化方法

有: 类条形图 ( 堆栈条形图、Cleveland 点图、极坐

标堆叠条形图) ，饼图( 层次饼图和简单饼图) ，协

同图，关联性图表 ( 二分图、桑基图、和弦图) ，世

界地图，文字云图，以及泡泡图． 在数据的分析上，

本文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探索数据的特征分布及其

随着时间的变化，运用关联分析、聚类分析等数据

挖掘方法探究数据之间的内部关系，主要使用 py-
thon 和 SQL 进行统计和挖掘．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在理论方面，从研究

领域、研究作者和关键词内部之间的联系角度分

析了基于中国数据的国际管理研究学术进展的现

状和趋势，呈现近年来商业管理学术领域对于中

国数据源的关注程度、关注点以及研究模式; 在方

法方面，基于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技术提出描述学

术研究发展趋势的一系列挖掘方法和呈现模式;

在实践意义上，为科研管理机构的制度设计、研究

学者的理论洞察、创新管理思想的应用传播提供

了理论诠释和策略指导．

1 数据源

用于分析中国数据源使用情况的文献都源于

UTD24(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商学院研究排

名前 24 期刊) 和 FT45 ( 英国《金融时报》商学院

研究排名前 45 个期刊) 上合计共 47 个期刊的发

表论文． UTD-24 和 FT-45 是目前全球顶级商学院

用于衡量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通用标准． 本文

统计了这些期刊中 2009 年到 2015 年份的所有使

用了中国数据源的文章及其作者的信息，合计共

558 篇文章，源于 1 275 位不同的研究者． 数据源

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 本文的所有分析都基于该

数据源进行，即 2009 年—2015 年所有 UTD-24 和

FT-45 使用中国数据源的文献数据库．
文献的收集和统计本文运用 Google Scholar

进行初步查询，并在各个期刊所在的数据库中下

载初步查询获得的源文献． 进一步结合定点搜索，

在每篇文章中关于数据源的介绍中查看其使用的

数据源是否是中国数据源． 最后获得文献列表． 本

文的数据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论文信息、作者信

息、各期刊每年发表的论文总量、期刊和领域信

息． 其中论文总量同样运用了 Google Scholar 进行

统计． 期刊和领域信息根据 UTD-24 和 FT-45 发布

的情况而获得，主要包括期刊名字及其所属领域

这两个信息． 根据 FT-45，本文将 47 本期刊分为

了以下 11 个领域( 详见附录) : 1) Accounting; 2)

Entrepreneurship; 3) General Management; 4) Mar-
keting; 5)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6 ) Economics;
7) Finance; 8 ) Human Ｒesource Management; 9 )

Operations and IT; 10) Practitioners; 11) Others．
论文信息包括: 论文题目、研究作者( 每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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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含一个作者 ID，用于与作者列表对应) 、发表

年份、关键字、数据源、数据源类型． 本文将数据源

类型分为两种: 1) 机构或企业统计的数据库中的

数据( 如 WIND、CCEＲ 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中

国进出口数据、企业数据等) ; 2 ) 调研数据 ( sur-
vey data) ．

作者信息则包括名字、学校、学校所在城市、
州( 省) 、国家，其区域或者国家的 ISO 编码，该城

市的纬度及经度( 其中后面三项属于绘制地图所

需要的信息) ． 对于每位作者，本文根据其所在学

校和名字，部分参考其在网络上的个人主页进行

查重． 而作者的学校则主要参考论文上提供的作

者信息． 若是包含多个学校的作者，本文首先根据

其办公地址和邮件选择其主要的学校进行录入;

若是无相关信息，本文则选择其信息中第一所学

校作为其学校信息． 由于不同国家发表数量的较

大差异和国家面积的差异，若是单纯以国家为粒

度则无法说明研究大国各个地区的发表差异． 若

是以城市作为划分，对于一些体量较小的国家则

划分过细，会使得分析数据的长尾过长，而且不便

于读者理解． 因此发表论文较多的国家先进行省

( 州) 的拆分再细分到城市，拆分的国家包括: 中

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印度． 其中英国

的拆分仅包括英格兰和苏格兰．
表 1 数据源统计

Table 1 Data sources

统计年份 2009 年—2015 年

文章总数

数据源为数据库或者开源数据的文章数目

数据源为调研数据

558

227

331

作者人数

作者出现次数

来源国家和地区数目

来源研究机构数目

1 275

1 630

36

397

关键词数目

关键词出现次数

1 417

2 198

期刊数目

期刊领域分类

47

11

2 研究领域分布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分析基于中国数据源研究发表

在 2009 年—2015 年期间在各期刊和研究领域随

着年份的变化情况． 通过分析论文发表数量的绝

对值( 中国数据源论文发表篇数) 及相对值( 中国

数据源论文该年发表篇数与其领域或期刊所有论

文篇数的比值) 的研究及对比，可以观察出国际

上商学院对于中国数据源重视和关注程度的不

同，从而帮助分析中国数据源学术研究最有价值

的领域，以及发掘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数据源

领域．

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领域的

对比，学术期刊的对比，发表年份的对比． 其中前

两个部分由于各个领域和各个期刊每年发表文章

数量很不相同，所以本文分别对比了发表数量的

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 具体而言，论文相对比例等

于使用中国数据源的论文绝对数量占各领域和各

个期刊论文总量的比例．

对应于三种对比分析，本文运用了三种可视

化技术: 堆栈条形图( stacked bar) ，Cleveland 点图

( Cleveland Point) ，极坐标堆叠直方图( polar coor-
dinate) ． 在研究领域分布中领域数目较少，使用

堆栈条形图清晰明了地可以看到不同领域的发表

情况，及每年发表所占的比重． Cleveland 点图也

是一种类似堆栈条形图的表示方法，对于期刊数

量较多的来说比条形图更为简洁清晰． 每个点的

位置即表示某个期刊在该年发表的论文数的累

积值．
2． 1 基于研究领域的分布分析

2． 1． 1 绝对分布分析

图 1 使用堆栈条形图对比了在 UTD-24 和

FT-45 的 11 个研究领域发表基于中国数据源的

研究成果的情况． 条形图从下到上分别用不同

颜色不同长度表示各个年份论文发表情况． 总

体而 言，使 用 中 国 数 据 源 在“General Manage-
ment”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远远高于其它领域，

在 2009 年—2015 年期间共发表 156 篇． 论文发

表数量体现出研究学者们对于基于中国数据源

的基础管理理论研究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出国

家自科管理学部针对工商管理的基础研究项目

支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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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中国数据源发表论文数量在各领域随年份累积分布直方图

Fig． 1 The absolut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stacked bar chart of publications based on data sources from China

2． 1． 2 相对分布分析

进一步为了更客观表现各个研究领域对于中

国数据源的关注程度，图 2 同样使用堆栈条形图

对比了 11 个研究领域发表基于中国数据源的研

究成果的相对比例

某领域发表论文相对比例 = ∑
2015

i = 2009
Ｒi

其中 Ｒi = 该领域第 i 年发表使用中国数据源的论文数
该领域第 i 年总发表论文数

．

图 2 基于中国数据源发表论文数量在各领域相对比率随年份累积分布直方图

Fig． 2 The relativ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stacked bar chart of publications based on data sources from China

从图 2 可以进一步确认，相比于其他 10 个

研究领域，“General Management”无论从绝对分布

还是相对分布都是非常关注基于中国数据源的研

究领域． 也进一步表明，在基础管理理论实证研究

领域对于中国研究情境的关注，其研究成果对国

际管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力相比于其他领域在学术

—46—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8 年 11 月



影响力和认可度上都高． 而“Entrepreneurship”虽

然发表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论文数量相比于其他

领域较少，但发表的相对数量也是遥遥领先，仅次

于“General Management”位居第二，也体现了在

企业家能力研究方面中国数据源的优势和独特

性． 在研究领域方面，本文还发现在“Human Ｒe-
source Management”领域的数据到目前为止，采用

的数据全部为一手调研数据类型． 这表明对于人

力资源管理领域，目前实证研究中对企业人力资

源系统信息数据和员工数据以及外部数据的运用

有相当的潜力可以挖掘．
2． 2 基于学术期刊的分布分析

2． 2． 1 绝对分布分析

图 3 使用 Cleveland 点图对比了 47 个期刊发

表使用中国数据源的发表论文数量情况． Cleve-
land 点图是一种与统计条形图类似的表示方式，

以直线的长度表示因变量的统计图表，可竖排或

者横排排列． 图 3 中从左到右各点分别表示 2009
年—2015 年发表数量的堆叠，其中每两个点之间

的线段长度则代表其右方所在点表示的年份发表

的中国数据源论文数量． 与基于研究领域的绝对

分布分析类似，期刊文章的数量与该期刊对于中

国 数 据 源 的 关 注 程 度 和 每 年 的 发 表 数 量 共 同

相关．

总体而言，相比于其他期刊，“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Applied Psy-
chology”和“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在 2009
年—2015 期间共发表基于中国数据源的实证研

究成果分别为 54 篇、46 篇和 41 篇，位居前三位．
2． 2． 2 相对分布分析

图 4 使用 Cleveland 点图对比了 47 个期刊每

年发表使用中国数据源论文数量相对值的不同情

况． 从中进一步验证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和“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
ogy”对于中国数据源的研究持续关注． 而反之

“Ｒ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ournal of Fi-
nance”和“INFOＲMS Journal on Computing”甚少

关注中国数据源进行的研究，本文认为中国数据

的质量以及研究学者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导致问题

的可能原因．
但同时本文也看到在如“Marketing Science”

期刊上的可喜变化． 随着营销学者对中国问题和

中国数据的关注增加，近年来发表在“Marketing
Science”的基于中国数据源的研究成果也在持续

增长． 这其中有海外华人学者、海归学者和本土学

者的共同努力和合作结果． 虽然数量还是较少，但

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研究成果出现在国际

营销科学顶级期刊上．

图 3 基于中国数据源发表论文数量在各期刊随年份变化 Clevelan 点图

Fig． 3 The absolut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Clevelan dot chart of publications in UTD-24 and FT-45 Journals based on data sources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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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中国数据源发表论文数量的相对比率在各期刊随年份变化 Clevelan 点图

Fig． 4 The relativ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Clevelan dot chart of publications in UTD-24 and FT-45 Journals based on data sources from China

2． 3 发表年份的分布分析

图 5 通 过 极 坐 标 直 方 图 对 比 了 2009 年—
2015 年不同年份论文发表的数量变化情况，并通

过各颜色显示该年份中各个领域所占的比重( 领

域所表示扇形所占半径长度越长，则表示该领域

在当年份发表文章数量越高) ． 从图 5 和表 2 中可

以看到，2010 年开始，研究者对中国数据的关注

有广泛增加，2011 年及 2012 年则稍微冷却了两

年，2013 年研究量突增并在 2014 年和 2015 年保

持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大数据作为互联网、移动

计算、云计算之后 IT 又一次技术变革，正在近年

深刻影响国家、企业、组织和个人决策过程和方

式［3］． 面向管理决策的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逐步兴

起，研究理念、思路、方法和学术路线和方向的探

索已经开始全面展开． 这是近年数据驱动管理决

策研究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图 5 基于中国数据源的发表论文数量随年份变化的极坐标直方图

Fig 5． The polar coordinate chart of publications based on data sources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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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9 年—2015 年 UTD-24 和 FT-45 基于中国数据源的

发表论文数量

Table 2 Publications from 2009 to 2015 in UTD-24 and FT-45

Journals based on data sources from China

年份 基于中国数据源的发表论文数量

2009 50

2010 83

2011 51

2012 62

2013 96

2014 109

2015 104

3 研究者的分布与合作分析

本部分主要关注使用中国数据源的研究学者

的分布、论文发表及相互合作的情况，使用按类划

分的 Cleveland 点图、协同图、相关图、饼图及世界

地图进行可视化展示． 通过研究者的分析，可以发

掘出对于中国数据源最感兴趣的研究学者和研究

地域，这对于探讨科研组织的研究能力和研究取

向很有效益，并且可以运用到其它领域或者研究

汇总的探讨． 通过研究合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个

研究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状况．
3． 1 研究者来源分析

图 6 使用按类划分的 Cleveland 点图表示各

个地域( 根据体量进行不同粒度的划分: 州、省级

行政单位、地区、国家) 作者数目的不同，并将各

个地域根据国家和地区进行划分和聚类． 按类划

分的 Cleveland 点图类似于条形图，运用类似于火

柴头的点和线对应 x 轴坐标表示论文的数量，同

时根据 y 轴离散量的类进行排序和划分． 从图 6
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在每个类内按照作者数量从

多到少依次排列． 研究者来源地统计了 1 275 个

作者前 30 位( TOP30) 来源地域的分布情况． 来源

地域统计关注来源地的多样性和每个地域作者的

多元性，所以是关注的作者本身而非作者的发表

论文数量，每个研究者不论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少

都在统计中代表一个单位量．
研究者来源地域的排名中可以看到: ①每个

地域对于中国数据源的关注和研究人数; ②各个

地域的商业管理学术研究人才的储备水平;③各

图 6 研究者数量按地域划分的 Cleveland 点图

Fig． 6 The Clevelan dot chart of researchers according to area

个国家或者地区中对于中国问题聚集关注的地域

数量． 分析发现，中国 ( 包括香港和台湾) 和美国

都是研究者的主要来源地，而澳大利亚、加拿大、
英国、新加坡等也有对于中国数据源聚集关注的

地域． 其中香港研究者最为集中且遥遥领先，高于

排名第二在北京地区的研究人员数量两倍以上．
而美国分布则更为广泛，在 TOP30 的研究人员聚

集地域中占近一半的名额． 这其中作为对自身国

家的数据关注的自然性，所以中国研究论文位居

榜首既是情理之中，也包含一部分对于中国研究

水平的说明; 而美国作为除中国 ( 包括香港和台

湾) 之外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也反映了美国在

管理基础理论研究上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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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研究者论文发表数量分析

图 7 使用按类划分的 Cleveland 点图统计发

表文章最多的前 35 位( TOP35 ) 的研究者的发表

论文数量，并按国家和地区归类． 发表文章较多的

作者主要来源于中国( 包括香港和台湾) 、美国和

新加坡三个国家． 其中中国和新加坡属于华人社

会，对于中国数据源有较高的关切心理; 而美国多

元化的社会和较高的基础理论研究水平，使得美

国 当 地 有 较 多 的 关 注 中 国 数 据 的 高 水 平 研 究

学者．

图 7 研究者发表基于中国数据源论文数量的 Cleveland 点图

Fig． 7 The Clevelan dot chart of researchers’publications according to data sources from China

3． 3 合作分析

3． 3． 1 研究者合作倾向分析

图 8 的饼图显示论文研究者合作方式的广泛

性分析，对比倾向于仅校内合作撰写论文、同城市

合作撰写论文和同国家合作撰写论文，跨国家合

作撰写论文所占的比率明显占主导形式． 在发表

论文的研究者中，与国外研究人员合作的数量占

所有研究方式的大约 59． 2%，而与国内其他城市

的研究人员合作的占比 19． 9%，选择与市内另一

所学校以及自己学校合作的分别占比 4． 5% 和

16． 4%，因而可以看出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是主要

的合作倾向． 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基于中国数据的

管理学术研究，需要管理、经济、统计、计算机等不

图 8 研究者之间合作方式倾向分析饼图

Fig． 8 The pie chart of cooperation tendency analysis among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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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科的跨学科完成，中国学者在获取中国数据

方面有良好资源，而海外学者在研究问题上有良

好洞察，在研究方法上有良好掌握，从而促进跨学

科的国际合作的形成．
3． 3． 2 研究者地域的合作关系分析

图 9 通过协同图描述了各个国家或者地区之

间合作的偏好图． 图 9 中协同图中集中展示了前

10 位( TOP10 ) 论文发表合作数量的地域之间的

合作关系． 从中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研究学者具

有较强的合作关系和合作倾向． 深究原因本文认

为，在管理研究领域，目前美国是中国研究生和研

究学者最大留学和访学目的国． 通过中美学者的

共同努力，联合培养了很多颇有建树的年轻学者，

以此形成针对中国问题和中国数据感兴趣的中国

本土学者、中国海归学者，在美华人学者和美国本

土学者的多元合作关系．
3． 3． 3 研究者合作和发表分布

图10 采用地图的形式描述了各个国家发表论文

的状况和合作关系． 颜色标注关注的国家． 以省( 州)

为单位，圆圈大小表示前 20 位( TOP20) 研究地域的

发表论文数量，黄色曲线表示前 150 位( TOP150) 合

作关系对． 按深浅排序，越深国家表示发表论文数量

越多． 从图 10 可以进一步验证中美在基于中国数据

源的商业管理学术研究领域合作关系紧密．

图 9 地域合作关系强弱协同图

Fig． 9 The collaboration diagram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alysis

图 10 国家及区域合作地图( 地球的三个截面地图)

Fig． 10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ap

综上可以看出，由于商业管理领域实践和理

论问题的多样性，本文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

不是由完全同一个学校的作者完成的． 说明研究

者背景的多样性可以促使研究获得更为积极有效

的成果．

4 关键词分析

对于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本文旨在发现基于

中国数据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发现研究主题

随着时间的演变趋势． 此外本文还感兴趣于关键

词内部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希望通过关键词与地

域、研究领域的关联分析探索发掘各个领域或者

地域对于研究主题的研究偏好，通过关键词内部

的关联性分析获得相似性的关键词，并发掘出潜

在的可以协同研究的主题．
4． 1 关键词文字云图

文字云图是关键词出现量统计结果的一种非

常直观的视觉化描述方式，关键词其出现次数通

过其大小进行描述，颜色随机变化便于区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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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展示了基于中国数据源发表论文的关注的研

究主题． 图中关键词大小与其出现次数 N 的平方

根 Sqrt( N) 成正比，对关键词出现次数 N 使用某

些转换函数，可以缩小或者增大不同关键词出现

次数的方差，可以更突出云图希望传达的主题． 例

如，在有少数词汇出现次数过大的情况下，平方根

函数或者对数函数可以更为明显地观察出现次数

较多但与最大值有一定差距的关键词． 从图 11 本

文可以看出目前发表在 UTD-24 和 FT-45 上基于

中国数据源的研究主题明显与中国这个新兴市场

的基础管理理论( 如公司治理、文化、创新) 相关．
4． 2 关键词随时间重要性变化

图 12 展示了词频高于 2 次关键词在 2009
年—2015 期间每年出现次数的变化，圆圈大小与

出现次数成正相关． 从图中可以看出有些研究主

题如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创新、信任等一直是

基于中国数据源研究的关注主题，而随着商业管

理实践的推进，如行为研究、创造力、文化等逐渐

成为基于中国数据实证研究的关注对象．

图 11 关键词文字云图

Fig． 11 Keywords cloud

图 12 高频关键词数量随时间变化点阵图

Fig． 12 The bitmap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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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主要关键词区域及领域分布

图 13 使用桑基图 ( Sankey Diagram ) 来描述

10 个主要的关键词在各个领域的分布情况，以及

研究这些关键词的国家和地区． 桑基图是流量图

的变形，其延伸的分支宽度对应数据流量大小． 在

图 13 的桑基图里，本文通过两个变量之间的连线

宽度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比如领域与

关键词的宽度表述在某个领域关于该关键词文章

数量多少，国家或者地区与关键词连线的宽度表

述该国家的研究人员发表和该关键词有关的文章

数量多少． 相似的，每个变量的宽度表示和该变量

相关的文章数量多少．
本文研究发现: 每个地域关注的话题存在差

异． 比如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HＲM) ，美国以外

的国家对其使用中国数据源的实证研究较少并且

基本都使用的是调研数据． 又例如，对于跨文化的

管理( cross-culture management) 而言，本文可以发

现美国和新加坡比较重视这个研究主题，这与其

社会的多元化结构有关，尤其华人在其社会中扮

演重要角色．

图 13 高频关键词与地域和研究领域相关性桑基图

Fig． 13 The Sankey diagram of correlation among high-frequency keywords，

region and research field

4． 4 关键词关联性分析

和弦图( chord diagram) 是一种显示数据之间

相互关系的一种图形化方式，图 14 中词频排名较

前的关键词被排列在圆圈的周围，通过连线表示

它们之间的关联度( 两个关键词若在同一篇论文

中出现过则表示存在关联度) ． 这个部分探索了

研究主题之间的研究热度． 关联性大的关键词联

系表示两个话题存在很高的共性和热度; 反之比

较小的表示相关性较小，也显示其暗含着被挖掘

探索的关联度． 研究发现，在 UTD-24 和 FT-45 上

基 于 中 国 数 据 源 的 商 业 管 理 实 证 研 究 中 信 任

( trust) 与关系 ( guanxi ) 、团队 ( teams ) 与创造性

( creativity) 具有高关联性． 这其中也体现对其因

果性的重要启示．

图 14 高频关键词之间相互关系和弦图

Fig． 14 The chord diagram of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frequency keywords

4． 5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基于图 15 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希望

通过一种自动方式分析展示出词汇内部潜藏的相

似含义． 提取每个关键词的特征主要考虑到以下

两个因素: ( 1) 关联度———对于每一对关键词，共

同出现的文章篇数; ( 2 ) 关联总数———对每个关

键词其它关键词与其建立关系的关联度总和． 根

据这两个因素，对于每一个关键词 ( keyword) ，建

立一个维数为关键词总数量 keywords． length 的特

征向量 rela_vactor，对于任意一个 keyword 来说，

rela_vactor［i］表示该 keyword 与第 i 个关键词之

间的关联强度:

关联强度 =
keyword 与第 i 个关键词的关联度

sqrt( keyword 的关联总数* 第 i 个关键词的关联总数)

特别的，本文设置每个关键词与其自己本身

的关联强度等于 1． 在获得每一个关键词的特征

向量之后，对所有的特征进行 k-means 聚类，将所

有关键词自动地进行分类 ( 本文对于所有 1 417
个关键词的分别提取出 1 417 维的特征，聚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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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个类，并在图 19 显示其中词频大于等于 3 的

关键词及其所在类) ．
展示时本文使用泡泡图( Bubble Chart) 表示

词汇的类别． 同一类别的词汇相互聚拢分布，包含

相同颜色; 相似类别靠近分布，颜色相近呈深浅变

化; 不同类别颜色不同． 图 15 中显示了所有词频

较大的词汇的聚集类分布情况，为本文发现新的

研究主题提供依据． 例如本文发现，在 UTD-24 和

FT-45 中基于中国数据源的商业管理实证研究

中，可以采用现场实验的方法针对金融市场透明

性进行研究分析，采用多层分析方法研究跨文化

管理，采用定性分析从网络视角研究竞争战略等．
这些发现本文认为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匹配

以及不同主题内在关联性有关．

图 15 关键词聚类泡泡图

Fig． 15 The bubble chart of keywords clusters

5 结束语

5． 1 研究发现

本研究基于 2009 年—2015 年 UTD-24 和 FT-
45 使用中国数据源的文献数据库，从研究领域、
研究作者和关键词内部之间的联系角度分析了基

于中国数据的国际管理研究学术进展的现状和趋

势，并进一步基于可视化技术提出评价学术研究

发展趋势的一系列挖掘方法和呈现模式．
在基于研究领域的分布分析方面，本文运用

堆栈条形图、Cleveland 点图和极坐标堆叠直方图

三种可视化技术从研究领域、学术期刊、发表年份

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 1 ) 在研究领域层面，研

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商业管理学术研究领域，基础

管理理论实证研究领域对于中国研究情境有更多

关注，其研究成果对国际管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力

相比于其他领域在学术影响力和认可度上都高．
而对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目前实证研究中对企

业人力资源系统信息数据和员工数据以及外部数

据的运用不足，可以进行数据价值的挖掘． ( 2 ) 在

期刊层面，研究显示，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和“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对于中国数据源

的研 究 持 续 关 注． 而 反 之“Ｒ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ournal of Finance”和“INFOＲMS Jour-
nal on Computing”甚少关注中国数据源进行的研

究，本文认为中国数据的质量以及研究学者关注

的研究问题是导致问题的可能原因． 但同时本文

也看到在如“Marketing Science”期刊上的不断增

加的趋势． 这其中有海外华人学者、海归学者和本

土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合作结果． 虽然数量还是较

少，但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研究成果出现

在国际营销科学顶级期刊上． ( 3 ) 在发表时间上

近三年基于中国数据源的商业管理学术研究有明

显增加，并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在研究者的分布与合作分析方面，运用按类

划分的 Cleveland 点图、二分图、相关图、饼图及世

界地图可视化技术，分析使用中国数据源的研究

学者的分布、论文发表及相互合作的情况． ( 1 ) 基

于研究者来源及分布分析，从结果可以发现，基于

中国数据源的研究论文数目发表最多的国家是中

国( 包括香港和台湾) 和美国，这其中作为对自身

国家的数据关注的自然性的体现; 而美国作为除

中国( 包括香港和台湾) 之外发表论文最多的国

家，主要体现于美国作为基础理论研究的沃土性

质． ( 2) 通过研究合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个研究

机构或者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状况． 由于商

业管理领域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多样性，本文发现

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多是国际合作形成． 说明研究

者背景的多样性可以促使研究获得更为积极有效

的成果． 中美之间的研究学者具有较强的合作关

系和合作倾向．
在关键词分析方面: ( 1 ) 通过文字云图本文

—27—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8 年 11 月



发现，基于中国数据源的研究主题明显与中国这

个新兴市场的基础管理理论( 如公司治理、文化、
创新) 相关． ( 2 ) 通过点阵图，本文看到有些研究

主题如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创新、信任等一直

是基于中国数据源研究的关注主题，而随着商业

管理实践的推进，如行为研究、创造力、文化等逐

渐成为基于中国数据实证研究的关注对象． ( 3 )

从关键词的区域和研究领域而言，使用桑基图，本

文研究发现: 每个地域关注的话题存在差异． ( 4 )

通过和弦图本文可以探索研究主题之间的研究热

度． ( 5)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本文可以发现潜在

的研究主题．
5． 2 理论贡献

针对在 UTD-24 和 FT-45 中基于中国数据源

的学术文献研究，更好地理解近年国际管理理论

研究中中国数据的影响力和研究发展图景． 可以

看到，国际商业管理学术领域对“中国管理，中国

数据”研究正日渐重视，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仍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本研究在探索应用数据

可视化方法研究学术领域的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

的尝试，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的丰富会有更

多的研究认知被发现和被呈现，以此来共同来推进

中国的基于数据驱动管理决策的学术研究的未来．
5． 3 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和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为

国家、地方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科研管理部门的政

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建议，提高制度设计的有效性，

促进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形成基于数据驱动管理决

策的中国方案，并对国际管理学术研究的商业实

践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为管理领域的研究

学者提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和研究方向，以及研

究发表路径的选择依据，并且在合作研究的形成

方面获取更多的机会． 此外，本研究为管理学术研

究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和传播机构提供了观察中国

管理实践崭新视角的学术背景和商业传播洞察．
5． 4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局限和不足． 首先，本研

究基于 2009 年—2015 年 UTD-24 和 FT-45 使用

中国数据源的文献数据库，从研究领域、研究作者

和关键词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方法对基

于中国数据的国际管理研究学术进展的现状和趋

势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可以考虑对各种现状产生

的原因及理论暗示进行深入分析，鼓励构建理论

模型进行理论验证． 比如可以借鉴 Jia，You 和

Du［1］的基于上下文模型 ( context-emic model ) 通

过关键词文本挖掘分析基于中国数据研究的理论

贡献． 其次，本研究关注在 2009 年之后中国数据

和中国方案在国际上愈发受到重视的研究区间．
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增加和延长时间跨度，将基

于中国数据的管理决策研究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

充分体现． 并且进一步考虑以发表论文使用的数

据年份为时间维度，进一步更好理解国际管理理

论研究中中国数据源的研究价值． 最后，本研究鼓

励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具体细分研究领域( 如基

础 管 理 ( General Management ) 、营 销 ( Market-
ing) ［10］、组织行为 (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 、经

济( Economics) 、金融 ( Finance ) ［11］ 等) 或者具体

期刊进行更细粒度的分析和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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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with China
data source: An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ations in UTD-24 and FT-45 jour-
nals with data visualization

CHEN Yu-xin1，ZHANG Zhe2* ，YANG Han-fang3

1． Business Division，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Shanghai 200122，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3．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on busi-
ness and management that utilizes data from China． Information collected are from papers published from 2009
to 2015 in the 24 journals u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Business School Ｒesearch Ｒank ( UTD-24)

and the 45 journals used by Financial Times Ｒesearch Ｒank ( FT-45) ． After identifying all papers using data
source from China in those journals，the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variations of China data based publications
across disciplines and journals and the dynamics of those variations over time，the patterns of research collabo-
rations among individual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areas with publications using China data source，and the e-
volution and associations of research topics as represented by the keywords used in the publications with China
data source． Leverag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data science，advanced data mining and visualization tech-
niques are adopted to aid our analysis and illustrate our findings． Our research shed light on the global impacts
of data from China on cutting-edge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as well as the trends in re-
search developments with China data source．
Key words: China data source; research domain; authors; keywords; data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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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期刊列表及其所在领域( UTD-24 和 FT-45)

期刊名字 数据库 领域 说明

1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Elsevier Accounting FT

2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Elsevier Accounting UTD ＆ FT

3 Journal of Accounting Ｒesearch University of Chicago Accounting UTD ＆ FT

4 The Accounting Ｒeview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ccounting UTD ＆ FT

5 Ｒ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Springer Accounting FT

6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Ｒesearch Wiley Accounting FT

7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Baylor University，Waco，Texas Entrepreneurship FT

8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Elsevier Entrepreneurship FT

9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Ada，Ohio General Management UTD ＆ FT

10 Academy of Management Ｒ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General Management UTD ＆ FT

1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General Management UTD ＆ FT

12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hn Wiley and Sons General Management UTD ＆ FT

13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 General Management FT

14 Journal of Marketing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Marketing UTD ＆ FT

15 Journal of Marketing Ｒesearch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Marketing UTD ＆ FT

16 Journal of Consumer Ｒesearch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rketing UTD ＆ FT

17 Marketing Science Informs Marketing UTD ＆ FT

18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 Marketing FT

19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FT

20 Organization Science Infor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UTD ＆ FT

21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ic Pres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FT

22 Organization Studies SAG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FT

23 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Economics FT

2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Economics FT

25 The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Nashville Economics FT

26 The Ｒ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The Ｒand Corporation Economics FT

2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IT Economics FT

28 Journal of Finance Blackwell Finance UTD ＆ FT

29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Finance FT

30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Elsevier Finance UTD ＆ FT

31 Ｒ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ance UTD ＆ FT

32 Human Ｒesource Management John Wiley and Sons Human Ｒesource Management FT

33 Information Systems Ｒesearch Informs Operations and IT UTD ＆ FT

34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Elsevier Operations and IT UTD ＆ FT

35 MIS Quarterl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Ｒesearch

Centr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Operations and IT UTD ＆ FT

36 Management Science Informs Operations and IT UTD ＆ FT

37 Operations Ｒesearch Informs Operations and IT UTD ＆ FT

38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POMS Operations and IT UTD ＆ FT

39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AMP Practitioners FT

40 California Management Ｒeview UC Berkeley Practitioners FT

41 Harvard Business Ｒeview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Practitioners FT

42 Sloan Management Ｒeview MIT Practitioners FT

43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Cornell University Other UTD ＆ FT

4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other FT

45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Kluwer Academic other FT

46 INFOＲMS Journal on Computing INFOＲMS Operations and IT UTD

47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 Operations and IT U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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