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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创新轨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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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 2 0 0 6
—

2 0 1 3 年在 1 0 种 国际顶级期刊上发 表的 5 7 7 9 篇文 章为基础 ， 通过引 文分析

和共 引 分析两种角 度 ， 结合特征提取方法 ，剖析了 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 的科研产 出分 布情况 ， 并通过知识 图谱

的方法刻画和探索 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 的创新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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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外热点的形成原因 以及热点 内 容的异同进行 了

深人研究 。 学者王虎
Ｗ对近十年来在各个领域发表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
一

门研究解决社会 、经济 、工的文章进行 了关键词 的检索 ， 并通过对这些检索的

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 ，具有丰富内 涵和广泛外延的综文献进行阅读和比较 ，研究 了在这十年 的时 间 内 国

合性学科 。 刻画和探索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内外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基本现状和特征 ， 并

创新轨迹 ， 对于更好地把握学科发展趋势 ， 探索 、 归对国 内 外研究的热点 问题进行 了 比较分析 。 尚未见

纳 、甚至预测该领域的热点 问题 ，更好地分配科研能到 国外相关文献 。 现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轨

力 ，推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迹研究的相关工作 的特点和局限是 ：具有少量十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轨迹问题与管理科学前的热点分析工作 ，近年的极少 ； 聚焦热点发现和趋

与工程的热点发现 问题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 轨迹 势研究 ，未侧重轨迹绘制和分析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

绘制的
一般方法是在热点发现的基础上对整理出 的

学科各研究领域出发 ，分析细致 ， 同时也受限于领域

热点 问纖时间先后进行排序 。 国 内 学者李群霞 、

戈纟分 。 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 ，研究手段单
－

，没有

张群 ［
2
］统计了

1 9 9 4
一

2 0 0 4 年 国 内外管理科学与工
兼顾文本挖掘的方法 。

程学科各研究领域 发表论文的数量 ，并对各领域 的—

研究 内容 、热点 、发展趋势进行 了分析和 比较 ，对 比
处理非结构化文本方？具有得天独厚＿势 。 国外

了 国 内 外 研究 情 况 的 异 同 。 张 玲 玲 等⑴ 以 国 外 ，
者

—

Ｐ

：
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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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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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叱ｎｇ
［

＾
Ｇｕ 0 Ｙ ｉｎｇ

［
8
］ 等人

1 9 9 4
－

2 0 0 4 年被 ＳＣ Ｉ
、
ＳＳＣＩ 收录 的 1 1 7 种期刊 、 Ｓ

威 本挖掘方法在标题发现 、 专利分析 、创新路径

内 1 9 9 4
－

2 0 0 3 年 7 7 种中文期刊 、 ＩＳＴＰ 国际会议索
删方面 ， 意味着将文本挖掘方法运用于学科科研

ｏ热点发现和发展轨迹描绘在理论上可行 。 我 国学者
引 数据库 2 0 0 0

＿

、

0 0 4 年石议收录 中 发表 的 ｓ

ｆ
科

章以佥Ｍ 、彭华民Ｍ 等综合运用文本挖掘和 文献计
学与工程賴驗文作为細腿源 ’糊文献 Ｔ＋

鮮方法聽学科蘭誠織腿迹 ， 在信息管
量分析方法分析了 国 内外管理科学

？

与工程学科巧 理与信息系统 、 中 国社会福利等领域进行 了成功 的
域发展的历史 、现状 以及未来的研允热点 ，并重点 就

实践 ，这种思路虽然 尚 未运用到管理科学 与工程领

收稿 日 期 ： 2 0 1 4
－

0 6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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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日 期 ：

2 0 1 4
－

0 7
－

2 8域的 仓！ ！新
：轨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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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但为本文的研究开拓了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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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本文在弥补当前研究工作不足 的基础上 ，综合

运用文本挖掘与文献计量 的方法 ， 以管理科 学与工
（ 2 0 1 3 1 1 0 9 3 3 ）

；
上海财经大学

‘

2 1 1 工程
’

四期重点学ａ

科建设项 目 资助项 目程领域 2 0 0 6 

—

 2 0 1 3 年在 1 0 种 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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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 （ 汉族 ） ， 黑龙 江人 ， 上海 财经大的 5 7 7 9 篇文章为基础 ，对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热

点问题进行挖掘 ，并将其按时间顺序排列 ，以期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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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近 8 年的创新轨迹进行绘制和分析 。等理论与可视化技术相融合 ， 将对象发展背后所隐

1，
ｎ ：

，藏的 时间顺序和复杂的知识关联通过可视图形展现
2 相关知识和工具

（ 1 ） 引文分析 是利用各种数学方法 和统计学的^
方法进行雌 、細 、聽細括 ，郝棚 ｆＯ 、難

文献及其所包含的著者信息 、机构信息 、 国家来源等学者梅世强 ［
1 ］ 提 出

“

管 理科学与工程是 为 了 实

文献记录间 的 引用和被 引用关系进行分析 ， 以揭示现管理 目 标 ，应用工程技术科学 、数学 、 系统科学及

其数量特征和 内 在规律 的
一种计量方法 。 目 前 ， 引社会科学知识 ，对人员 、 物资 、设备 、技术 、能源和信

文分析理论已经在 图 书情报领域 、科学计量学领域息等组成的 各种系统进行设计 、评价 、决策 、改进 、 实

广泛应用 ， 主要是因为引 文信息易于获得 ， 引文分析施和控制的 一 门学科 。

”

从这一定义 出 发 ，结合 国 内

方法在使用上限制极少 ，对研究者 的先决条件要求外相关研究文献 ，我们认为国外学科分类中 的 ＭＳ／

也极少 。ＯＲ 领域与我 国所定义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 口 径

（ 2 ）共引分析 是指两篇文献同 时作为另外
一篇基本吻合 。

文献的参考文献这一特殊情况 。 具有同 引关系 的文本 文 的数据均来 源 于 Ｗｅｂｏ ｆ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网 站 。

献在研究主题上有
一定程度 的相关性 ， 因此 ，可根据Ｗｅｂｏ ｆ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是美 国信息技术情报所 （ ＩＳＩ ）成立的

共引频次或共引 强度来测度文献在研究内 容方面的大型综合性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 ， 由 美 国 Ｔｈｏｍｓｏ ｎ

相似度 ，并通过这种联 系形成文献的共引 网络 ，结合Ｓｃｉ ｅｎｔ ｉｆｉ ｃ（汤姆森科技信息 集团 ） 基于 ＷＥＢ 开发 ，

图论知识 ，文献共引 网络 中节点所处 的 位置就反映共包括 8
，

0 0 0 多种世 界范 围 内 最有影响 力 的 、 经 过

了研究 内容上的相似程度 。同行 专 家评 审 的 高质 量 的 期 刊 。 我 们在 2 0 0 6 
—

（ 3 ）特征抽取 文本的特征项的选取是文本挖掘 2 0 1 3 年 ＩＳ Ｉ 提供 的 期 刊 引 证报 告 （ ＪＣＲ ） 中 抽 取

的
一个基本 问题 ，它从文本 中抽取 出 的 特征词进行 2 0 1 2 年报告 中 ＭＳ

／
ＯＲ 方 向 的排名 前 1 0 的期 刊 作

量化用 以代表文本信息 。 从非结构的原始文本转化为本次研 究 的 数据 源 ， 它 们 分别 是 Ｍａｎ ａｇ ｅｍｅｎｔ

为结构化的计算机可 以识别处理的 信息 ，需要对文Ｓｃｉ ｅｎｃ ｅ
Ｊ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Ｏｐ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 ｓＭ 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Ｍａ ｔｈ
－

本 内容进行科学的抽象 ，并建立相关数学模型 ，用 以ｅｍ ａ ｔ ｉｃ ａ ｌＰ ｒｏｇｒａｍｍ ｉｎｇ 、 Ｍａ ｎｕ ｆａ ｃｔ ｕ ｒ ｉｎｇＳｅ ｒｖｉ ｃ ｅ

描述和代替文本 ，从 而使计算机能够通过对这种模Ｏ
ｐ 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 ｅｍ ｅｎ ｔ 、 Ｏｐｅ ｒａ ｔ ｉｏ ｎｓＲ ｅ ｓｅａｒ ｃｈ

、

型的计算和操作来实现对文本的识别 。Ｍ ａｔｈ ｅｍａｔ ｉｃ ｓｏ ｆＯ ｐｅ ｒａ ｔｉｏｎｓＲｅ ｓｅ ａｒ ｃｈ ＞
Ｔｒ ａｎ ｓ ｐｏｒ ｔａ

－

（ 4 ） Ｃｉ ｔｅｓｐ ａｃｅ是
一款基于ＪＡＶＡ平 台 ， 应用于ｔ ｉｏ ｎＳｃｉ ｅｎｃ ｅ 、

Ｔｒａｎｓ ｐ ｏｒｔａｔｉｏ 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Ｂ
、
ＩＮ－

科学文献识别并显本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软ＦＯＲＭＳ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ｎＣｏｍｐｕｔ ｉｎｇ 和 Ｐ
ｉｒ ｏｄｕ 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件 ， 由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博Ｏｐ ｅｒａｔ ｉｏｎｓＭａｎ ａｇｅｍ ｅｎｔ 。 这 些期 刊被公认为 是管

士编写 。 Ｃ ｉ ｔ ｅｓ ｐａ ｃｅ 软件以共 引文献为 基础 ，将某一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 高水平期刊 ，拥有较高 的 学术

研究领域的科技文献及其参考文献定义 为
一种映射影响力 ，基本可以展现管理科学 与工程 近年来 的研

关系 ，同时引 人了ｐ ａ ｔｈ ｆ ｉｎｄｅ ｒ 算法
［

5
］

，优于 以往所采究方向 ，较充分体现 出 国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

用 的精简网络的方法 。 利用 Ｃ ｉ 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 以找到某主要研究 内容 。 对于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 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 ｉ ｃｅＯｐ

－

一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和当 前的研究前沿 ，及其对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 、 Ｔｒａｎ ｓｐ ｏｒｔ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应的知识基础 。
Ｐａ ｒ ｔＢ 两本刊名 与 网 站检索规范相冲 突 的期 刊 ， 采

（ 5 ） 文本 挖掘 工 具 Ｗ ｉｎＰｙ ｔｈｏｎ 是 由 Ｐｙ ｔ ｈｏｎ用该期刊的数据对象唯
一标示符 （ ＤＯＩ ）作为检索的

Ｕ ， ｙ ） 的作者开发的 基于 Ｐ
ｙ ｔｈｏｎ 的集成开发环境 ，关键词 ，其他 8 部期刊 以刊名作为检索关键词 。

其中 内置 了ｎｕｍｐｙ 和 ｓｐ ｙ
ｄｅ ｒ 等科 学计算包 ， 功 能我们利用 Ｃｉ ｔｅｓｐａｃｅ 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下载 了所

比较全面 。 为 了 能够实现文本特征提取这
一功 能 ，选期刊研究时间段内 （ 2 0 0 6 

—

 2 0 1 3 年 ）的全部文献记

在此基础上引 人了ｎ ｌｔｋ 包用 以处理 自 然语言 ， 引 人录 5 7 7 9 条 。 每条文献记录包括文献标题、摘要 、
关键

了ｇ ｅｎ ｓ ｉｍ 包用 以 实现 ＴＦ 

—

ＩＤＦ 技术
。词 、作者来源 、出 版物 、地址与引用文献等信息 。

（ 6 ）知识图谱 这是
一种通过描述知识资源来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 ： 以 2 0 0 6

—

2 0 1 3 年发

反映对象发展历程和结构关系 ， 从而生成可视化的表在 国际管理科学与工程 ＴＯＰ 期刊上 的学术论文

图形 的科研方法 。 知识图谱 ，将图论 、数学 、 信息学为研究数据 ，依据引 文分析的理论 ，对文献的科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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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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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年

出进行统计分析 。 利用文献计量学 中的共引 分析方表 1 高产作者统计表

法建立引文网络 ，形成文献记录间的拓扑结构 ，通过热点储鮮絲■

聚类分析方法 ，把分析对象之间 错综复杂的共引 网＝ｗ

ｌ ｂ

ｒｗｕ

ａ
ｐｏ

ｒｔ ｅ

 ｉｌｌ
2 6Ｗ ａ ｒｄＷｈ ｉ

ｔ ｔ 2 0 0 7

状关系简化为数 目 相对较少的若干类群之间 的关系 2 6Ｈａ ｉＹ ａ ｎｇ 2 0 1 0

并表示出来 ，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对象所代表的学2 5Ｄ ｉ
ｍ

ｉ
ｔ ｒ ｉｓＢｅ ｒｔ ｓ ｉｍａｓ 2 0 1 0

科及文献 的结构和 特点 ，来获知学科的 热点 领域和，
Ｃａ ｒ ｌ

ｏ ｓＦ ．
ＤａｇａｎＺ 0 2 0 0 6

2 1Ｙａｎｆ ｅｎｇＯｕｙａ ｎｇ 2 0 1 0

研究方 向 。 最 后 ， 选 取知 识 图 谱 的方法呈 现研究2 1Ｄａ ｖ ｉｄ Ｓｉｍｃ ｈｉ Ｌｅｖ ｉ 2 0 0 6

路径 ｏ 1 9 3 ． 0 5Ａ ｌｅｄａＶ ． Ｒｏｔｈ 2 0 0 7

1 9Ｍ ｉ ｌ ｉｎｄ Ｄａｗａｎ ｄｅ 2 0 0 7

4 研究过程
4 ． 1 ． 2 高产研究机构分析

4 ， 1＆研究文献产量排储 1 8 位 的研究机构 如表 2

4 ＇Ｌ 1所示 。 明显看出 ， 美国 的研究机构 占绝对优势 ，并包
表 1 列 出 了前 9 名 作者的产量 ，研究 时段 的最

揽前 1 0 位 ，其他研究机构仅有来 自 中 国香港 的
－所

早发表年份和通过文本分析识别关键词生成的研究 院校位列榜上 。 从表 中 数据可以 发现前 1 8 名 的机

热点系数 （Ｂｕ ｒｓｔ ）
。
在收集的数据来看 ， 发表论文最

构全部位于英语普及 、 现代 工业 和服务业发达 的地

多 的是 ＧＵｂ ｅｒ ｔＬａｐｏｒ ｔｅ ，
2 0 0 6

－

2 0 1 3 年间 发表论文区 。 说明在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顶级国 际期刊上

2 9 篇 ； 在产量排名前十位的作者中 唯
一具有 比较高 发表研究成果 ，语 言的优势是重要的一方面 。 数据

的研究热点 系 数 的是 Ａ
ｌ ｅｄ ａＶ ．Ｒ ｏｔｈ ，这表 明该作 还显示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机构多为高等院校 ，

者在 2 0 0 6 

—

 2 0 1 3 年间对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热企业及其他单位 占 少数 ，说 明 高等学校是管理科学

点问题研究做 出 了突 出 的贡献 。与工程学术研究的 主要阵地 。

表 2 高产 机构统计表

产量机构起始年份产量 2机构 2起始年份 2
“

2 1 4ＭＴＴ 2 0 0 6 1 0 7Ｃａｒｎ ｅｇ ｉ ｅＭｅ ｌ ｌｏｎ 2 0 0 6

1 8 5Ｇｅｏ ｒｇ ｉａ Ｉｎｓｔ 2 0 0 6 1 0 6Ｕｎｉ
ｖ Ｉ ｌ ｌ ｉｎｏ ｉｓ 2 0 0 6

1 7 4Ｎｏｒ
ｔ
ｈｗｅ ｓｔｅ ｒｎ Ｕｎ ｉｖ 2 0 0 6 1 0 1Ｃｏｒｎｅｌ ｌＵ ｎｉ

ｖ 2 0 0 6

1 6 9Ｃｏ ｌ
ｕｍ ｂ ｉａＵｎ ｉ

ｖ 2 0 0 6 9 6Ｕｎ ｉｖＭ
ｉｎｎｅ ｓｏｔ ａ 2 0 0 6

1 6 8ＵｎｉｖＣａ ｌ ｉ ｆ Ｂｅ ｒｋｅ ｌｅ ｙ 2 0 0 6 9 5ＮＹＵ 2 0 0 6

1 4 7Ｓ ｔ ａｎ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2 0 0 6 8 6ＵｎｉｖＮＣａ ｒｏ ｌ
ｉｎ ａ 2 0 0 8

1 2 0Ｕｎｉ ｖＭ ｉｃｈ ｉｇａｎ 2 0 0 6 8 5ＵｎｉｖＴｅｘａｓＡｕｓｔ ｉｎ 2 0 0 8

1 1 8ＵｎｉｖＰｅ ｒｍ 2 0 0 6 8 5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
ｉ
ｖ Ｓ ｃ

ｉＴｅ ｃｈｎｏ ｌ 2 0 0 6

1 1 6ＤｕｋｅＵ ｎ ｉｖ 2 0 0 6 8 4Ｐ ｅｎｎＳｔ ａ ｔｅ Ｕｎ ｉｖ 2 0 0 6

4 ． 1 ． 3 高产 国家或地区排名 前 1 8 位的大多数是经济 和教育基 础较好 ， 现

各个 国 家或地 区在管理科学 与工程领域 的研代工业和服务业 发达 的 国 家 和地 区 ， 表明 这 些地

究状况如表 3 所示 。 美国 的科研产 出 占 绝对优势区 是近些年管理科学与 工程领域发展和 研究 的前

地位 ， 中 国 的 产量 位居第三 ， 整体数量较为领先 。沿阵地 。

表 3 高产地区统计表

产量国家 ／地区起始年份产量 2国家地 区／ 2起始 年份 2

—

3 6 3 3Ｕ ＳＡ 2 0 0 6 1 2 0ＩＳＲＡＥＬ 2 0 0 6

4 7 4ｃ ａｎａｄａ 2 0 0 6 1 1 0Ａ 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2 0 0 6

4 0 2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ＣＨＩＮＡ 2 0 0 61 0 0ＢＥＬＧ ＩＵＭ 2 0 0 6

2 8 2ＦＲＡＮＣＥ 2 0 0 68 7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2 0 0 6

2 7 0ＥＮＧＬＡＮ Ｄ 2 0 0 67 7ＴＵ ＲＫＥＹ 2 0 0 6

2 3 4ＧＥ ＲＭＡＮＹ 2 0 0 6 7 5ＪＡＰＡＮ 2 0 0 6

2 1 9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2 0 0 6 6 7ＣＨＩＬＥ 2 0 0 6

1 8 9ＩＴＡＬＹ 2 0 0 6 5 5ＩＮＤ ＩＡ 2 0 0 6



1 4 5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2 0 0 6


4 9


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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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共 引 网络聚类分析从 本次 聚类 的 结 果 来 看 ， 共 聚 为 1 1 类 。 指

利用 Ｃ ｉｔ ｅＳｐａｃ ｅ 软件对 文献进行 共被引 分 析 ，标 Ｍｏｄｕ ｌａｒ ｉ ｔｙＱ 为 0 ． 6 7 7 4 表 明本 次 操作 比 较合

采用
一种适于多元 、分时 、动态 的复杂 网络分析的知理地将 数 据 聚 成 了 1 1 个松 散耦 合 的 类 别 ； 而指

识图谱技术 ，能够对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 期刊标 Ｍ ｅａｎＳｉ ｌｈｏ ｕｅｔ ｔ ｅ 为 0
．
 9 0 3 4 则表 明 各 聚 成的 类

引用分析 、作者共引分析 、引 文共引分析 。 分析设置中 的 均 匀 性 （ ｈｏｍｏ ｇｅｎｅ ｉ ｔｙ ） 非 常好 。 综 合 两项 结

中 ， 以文章的参考文献作为节点构建了共引网络 ，时果来 看本 次 聚 类 是 有 效 的 。 在 聚 类 的 过 程 中 ，

间单位 （ ｔ ｉｍｅｓｌ
ｉ ｃ ｅ ）选 择为 1 年 ，并运 用 ｐ ａ

ｔｈ ｆ ｉｎｄ ｅｒＣｉ ｔ ｅｓ ｐａｃｅ 生成 了 各 聚类 中 的 高 频关 键 词 ， 如表 4

算法修剪网络后 ，对各节点进行聚类 。所示 。

表 4 各 类主要关键词

（热点指数 ） 主要 关键词

（ 5 ． 5 9 ）ｇ
ｌｏｂａ ｌ ｆ ａｃ ｉ ｌ ｉ ｔｙｎｅ ｔｗｏ ｒｋ

；
（ 5 ． 5 9 ）ｒ ｉ ｓ ｋ

－

ｐｏｏｌ ｉ ｎｇ ；
 （ 5 ． 5 9 ）ｇ ｌｏｂａ ｌ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 ｓｍ ａ ｎａｇｅｍ ｅｎｔ
；（ 5 ．  5 9 ） ａｓ ｓｅｍ ｂ ｌｅ

－

ｔｏ
－

ｐｒｄ ｅｒｓ ｙｓｔ ｅｍ ｓ
； （ 5 ．

斿 0 ．

5 9 ）
ａ ｒｒ ｉｖａｌｓｅｑｕｅｎ ｃｅ

＃ 1（ 5 ． 5 9
）ｂ

－

ｓ ｐ ｌ ｉｎｅ
；
 （ 5 ．  2 6 ）ｎｏｎｐａ ｒａｍ ｅｔ ｒ ｉ ｃｅｓ ｔ

ｉｍ ａｔ ｉ ｏｎ ；（
5

． 2 6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 ｉ
ｔ

； （
4 ． 2 4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
ｔ －ｍ ｏｄｅ ｌ ｓ

；
 （ 4 ．  2 4 ）ｓｔ ａｔ ｅ ｄ ｃｈｏ ｉｃ ｅ

＃ 
2 （ 3 ．  2 7

） ｏｐ ｅｒａ ｔ ｉｎｇｒｏｏｍ ；（ 2 ．  6 4 ）
ｂ ｌｏｃｋ ｔ ｉｍｅ

；
（

2
． 6 4 ）ｈｅ ａｌ ｔｈｃａ ｒｅｏｐ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ｓ

；
（ 2 ．  6 4 ） ｏｐ ｅ ｒａ ｔ ｉｎｇ

－

ｒｏ ｏｍｔ ｉｍｅ ； （ 2 ．
 6 4 ） ｓ ｕ ｒｇｉ ｃａ ｌｓｃ ｈｅｄ ｕｌ ｉｎｇ

（ 7
．
 8 8 ）ｐ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ｅｒｅ ｖｅｒｓａ ｌｓ

；（ 7 ． 8 8 ） ｓｅ ｌ ｆ
－

ｒｅｇｕ ｌａ ｔｉ ｏｎ
；（

7
． 8 8 ）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ｌ ｉｎｅ ｓ
；
（ 7 ． 8 8 ）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 ｃ ｉｓｉｏｎ

－

ｍａ ｋ ｉｎｇ ；（ 6 ． 9 3 ）

ｒａｎｄｏｍｃｈｏ ｉｃｅ

＃ 4 （
1 1 ． 0 2

）
ｉ ｎｖｅｓ ｔｏ ｒ

；（ 9 ． 1 1
）ｗｅ

ｉｇｈｓ ；（ 9 ． 1 1 ）ａ ｔ ｔ ｅｎｔ ｉｏｎ
；（ 8 ．  7 3 ）ｕ ｓ ｅｒｇｅｎ ｅｒａ ｔ ｅｄｃｏｎｔ ｅ ｎｔ

；
（ 8 ． 2 7 ）ｓｔｏｃｋ

－

ｍａ ｒｋ ｅｔ

（
1 1

．
7 7

）ｒｏｂ ｕｓｔ ｓｏ ｌｕ ｔ ｉｏｎ ｓ
？（ 9 ．

7 3 ）ｓｅｎ ｓｏ ｒｎｅ ｔｗｏｒ ｋ ｌｏｃａ ｌ ｉ
ｚ ａｔ ｉｏｎ

；
（ 7 ．

 8 8 ）ｓｔ ａｂｌｅ ｓｅ ｔｐｏ ｌ ｙｔ ｏｐｅ ；
（

7 ． 8 8 ）ｍｕ ｌｔ ｉｓ ｔａｇｅｍｉｎｉｍａｘ
； （

7
． 8 8 ）ｓｔｏ

－

ｃｈ ａｓｔ ｉ ｃ ｉ
ｔ
ｙｇａｐ

（ 1 5 ．
 3 2 ）ｓ ｔｒ ｕｃｔ ｕ ｒａ ｌｅ ｑｕａｔ 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
1 2 ． 2 5 ） ｉｎ ｔ ｅｒ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ｒｅｌａ ｔ

ｉ
ｏｎｓ ｈ

ｉｐ ｓ ；（ 1 1 ． 5 1 ）ｐａ ｒ ｔｎｅｒ ｓｅｌ ｅｃｔ ｉｏｎ ；（ 1 1 ．  5 1 ） ｔｅ ｓｔｓ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ｃｓ ；

杯 6 ．

（ 1 1
．
 2 2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 ｌ ｕｎｃｅ ｒｔ ａｉｎ ｔ ｙ

（ 1 0 ．  9 1 ）ｓ ｔ ｏｃｈａ ｓｔ ｉｃｇａｍ ｅｓ
； （ 8 ． 6 2 ）ｔ

ｉ ｃｋｅ ｔｒｅｓ ａｌｅ
；（ 7 ．  8 8 ） ｒ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ｅ ｘｐｅｃ ｔａ ｔ ｉｏｎｓｅｑ ｕ ｉ ｌｉｂ ｒ ｉ ｕｍ
；（ 7

．
 8 8 ） ａｆ ｆｉ 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

－

ｍ ｏｄｅｌ ｓ
；（ 6 ． 9 9 ）

＃ 7

ｍａｇａｚ ｉｎｅｓ ｕｂｓｃ ｒ ｉｐｔ ｉ ｏｎ ｓ

林
8（ 9 ． 2 9 ）ｉｎｖｅｓ ｔ ｏｒ

；（
7

． 3 8 ） ｗｅ ｉｇｈｔ ｓ
？（ 7 ．

 3 8 ）ａ ｔ ｔ ｅｎｔ ｉｏｎ
；
（

7 ， 3 8 ）ｇａｍｅｓ
－

ｇ
ｒｏｕｐｄｅｃ ｉ ｓｉｏｎ

；
（ 6 ．  9 9 ）ｕｓｅ ｒ

－

ｇｅｎｅ ｒａｔ ｅ ｄｃ ｏｎｔｅ ｎ ｔ

（ 1 1 ． 2 2 ）ｅ ｘｐｏｎｅｎ ｔｉ ａ ｌ ｓｅ ｒｖ ｅ ｒｓ
；（ 7 ． 2 1 ）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

ｌｅｖｅ ｌ ｄ ｉ ｆ ｆｅ ｒｅ ｎｔ
ｉａ ｔ

ｉｏｎ
？（ 6 ． 9 3 ）ｃｏｎ ｔ ａ ｃｔ ｒａ ｔ ｅｓ

；
（ 6 ． 9 3 ）ｍａｎｙ

－

ｓ ｅｒｖ ｅｒ
ｑｕｅ ｕ ｅ ｓ ；（ 6 ． 9 3 ）ｓ ｔｅ ａｄｙ

－

9
－

ｓｔ ａｔ ｅａｎａｌ ｙｓｉ ｓ

＃ 1 0（ 1 1 ． 1 ）ｃｅ ｌ ｌ ｔ ｒａｎｓｍｉ ｓｓ 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 1
0 ．

 5 6 ）ｒ ｉ ｅｒａａｎｎ ｐｒｏｂ ｌｅｍ ？ （ 1
0 ． 1 7 ）ｆ 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 ａｌ ｄ ｉａｇ ｒａｍ ； （

9 ． 7 3 ）ｒｏａ ｄ ｓ ；（ 9 ． 2 2 ）ｔ ｒａ ｆ ｆｉ ｃｏｓｃ ｉ ｌ ｌａ ｔｉｏｎ ｓ

在共 被 引 网 络聚类 分析 中 ， 按 共引 产 生 的 时大的差异 。

间顺序和文献 内容 关键词 分析 ， 可将研究领域划 4 ． 3 文本特征抽取

分为若干类 别 ， 每一类别 代表 管理科学 与工 程领为了 提高文本特征抽取的精度 ， 我们 首先利用

域的 一个知 识群 。 从 本次 聚 类结 果来 看 ， 共产生Ｃｉ ｔ ｅＳｐ ａｃｅ 对各年度 的文献记录进行 了 聚类处理 （ 以

1 1 个知识群 ， 表 明 在 2 0 0 6
—

2 0 1 3 年之 间 ， 管 理科文章的参考文献作为节点 ） ，并从各类 中提取 出该类

学与工程领域出 现了 1 1 种 明确 的研究 区域 ， 在同中主要 的研究方 向 ，之后通过分词 、 去除停用词 、 标

一研究区域 内 ，研究 问题之间 存在 紧密联系 ， 而在记词性 ，依据 ＴＦ－

ＩＤＦ 技术进行特征抽取 四大步骤

不 同的研 究 区域 内 ， 学 者们研究 的 问题存在 着较整理出各年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

表 Ｓ 经文本挖掘处理得出 的 高频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年份高频关键词年份

“
—

0 ．  5 4 5＊
“

ｅｎ ｒｏ ｐｙｍａ ｘ ｉｍ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

＋—

0 ．
 5 4 5＊

＂

ｃｉ ｒｃ ｌ ａｒｃ ｉ
ｔ
ｙ

＂

＋—

0 ．


4 5 8 
＊

＂

ｑｕｅ ｕ ｉｎ ｇｔｈ ｅｏ ｒｙ

＂

＋  0 ．  4 5 8
＊ 

“

ｓ ｐ ｉ
ｌ ｌｂ ａｃｋ

“

＋  0 ． 4 5 8

0 ．
 2 7 2

＊
＂

ｃｏｏ ｒｄ ｉｎａ ｔ
ｉ ｎｇ ｉ ｎｖ ｅｎｔ ｏ ｒｙ 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

＂

＋—

＊ 
＂

ｔ ｉｍｅ

”

＋ 0 ． 4 5＊
＂

ｄｅ ｌａ ｙ

＂

＋ 0 ．  3 9 6 
＊

＂

ｈ ｉ ｇｈｗａ
ｙ

＂

＋ 0 ． 0 2 8

0 ．
 2 7 2 

＊
＂

ｉ ｎｖ ｅｎ ｔｏ ｒｙ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

＋——

＊ 
＂

ｎ ｅｔ
ｗｏｒｋ＋ 0 ．


0 2 2 

＊ 
＂

ａ ｃｙ ｃ ｌ
ｉ ｃｉ

ｔ ｙ

＂

0 ． 2 7 2
＊

＂

ｆ ｉｘｅｄｏ ｒｄｅ ｒ ｉｎｇｃｏｓｔ

＂

＋— 2 0 0 6Ｍ
． ． ． ． ．

 ， 2 0 1 0

ｍ （ 0 ． 0 2 2 ＊ ｕ ｓｅ ｒｅ ｑ ｕ ｉ ｌ ｉ ｂ ｒ ｉ ｕｍ ｔｒａ ｆ ｆｉ ｃ ａｓ ｓｉ ｇｎｍｅ ｎｔ

＂

＋
0 ． 1 7 9＊

“

ｃｏ ｎ ｆ ｉ ｒｍａ ｔｏ ｒｙｆａ ｃｏ ｒ
－

ａ ｎ ａｌｙ ｓ ｉ ｓ

＂

＋
—

ｉ ｔ

丨 丨 0 ． 0 2 2＊ｓ ｉｍ ｐ ｌ ｉ ｃｉａ ｌｄ ｅｃ 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
＂

＋
0 ．  1 7 9

＊
＂

ｓ ｔｒｕ ｃｔ ｕ ｒａ ｌｅ ｑｕ ａｔ 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

＋．

ｔ ｉ

0 ．

0 1 4＊

＂

ｅｎｕｍｅ ｒａ ｔｉ ｏｎ
＂

0 ．1 5 6 
＊ 

＂

ｓ ｔａ ｂ ｌｅ ｓ ｔ ｅｔ

＂

＋ 0 ． 1 5 6＊
＂

ｐｏ ｌｙ
ｔ ｏｐ ｅ

＂

0 ．1 5 6 ＊ 
＂

ｑ ｒａ ｐｈ
＂ “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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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年

（续表 5 ）

—

高频关键词年 份高频关键词 ．年份

0 ．


3 0 5 
＊ 

“

ｃ ｈａ ｉｎ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 ｎｔ

“

＋

0 ．
 8 0 1 

＊
＂

ｃｏｍ ｐ ｌｅｘ ｉ ｔｙ

＂

＋

0 ．  3 4 1 
＊

＂

ｕｔ
ｉ ｌ ｉ

ｔ
ｙ

＂

＋ 0 ．
 3 0 5 

＊
“

ｓ
ｔ ｒｕｃｔｕｒａ ｌａ ｎａ ｌｙｓｉｓ

＂

＋

0 ． 2 7 4＊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ｉｃ ｋｕｐ

＂

＋ 0 ．
 3 0 5 

＊
“

ａ
ｌ ｌ ｉ ａｎ ｃｅｆｏｒｍａ ｔ

ｉ
ｏｎ

“

＋

0 ． 2 7 4＊
＂

ｔｉｍｅ ｔ ｒａｆ ｆｉ 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

＋ 0 ．
 3 0 5 

＊ 
＂

ｃ ｅｎｔ ｒａ ｌ
ｉ
ｔ
ｙ

＂

＋  0 ．  3 0 5 
＊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

＋

1 ． 6 3 
＊

＂

ｓｈａ ｒｅｄ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

ｆ
＊

0 ． 1 6 3
＊

＂

ｅｘｐ
ｌｏ

ｉ ｔ
ａ
ｔ ｉ
ｏｎ

＂

＋ 2 0 0 7 0 ． 3 0 5 
＊

＂

ｉ
ｎ ｎｏｖａｔ ｉ

ｏｎ
＂

＋ 2 0 1 1

0 ． 1 2 8 
＊

＂

ｖｅ ｒｔ ｉｃａ ｌ
ｉ
ｎｔｅｇｒａ ｔ

ｉ
ｏｎ

＂

 0 ． 0 6 7 
＊

＂

ｍｏ ｄｅｌ

＂

＋ 0
．

3 0 5 
＊

＂

ｌ ｏｎｇ ｉ
ｔｕｄ

ｉ
ｎａ ｌａｎａ ｌｙｓｉｓ

＂

＋

0 ． 0 4 5 ＊

＂

ａ ｌ

ｇｏｒｉ ｔｈｍ

＂

＋ 0 ． 3 0 5 
＊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 ｒｕｃｔｕ ｒ ｅ

＂

＋

0
．  0 4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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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 2 0 0 8 初一 2 0 0 9 年末 ） ： 高产期 。 从

图像上看 ，本阶段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发展

将 利用 文本 特 征抽 取方法 得到 的 高 频 关键的重要时期 ，聚类呈现出 总体集 中 的趋势 ，类与类之

词 按相对 出现频率排列 ，手动 去除 部分特 殊停用间 的关系密切 ，相 互交错 。 只 有 ＃ 0 、 ＃ 2 、 ＃ 1 、 并 3

词 ， 聚类 后 整理 出各年 度 主要 的 研究 方 向
，
得 出类稍显突兀 ， 与其他类相距较远 ，

且周 围存在较多孤

管理科学与工程领 域的 科研创 新轨迹 ， 如下 图 1 、立点 。 本时期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爆发高

2 所示 。潮 ，在几个热点问题方面涌 现出 大量关联紧密的 高

利用科学知识图谱 、共引分析发现 ，过去 8 年中水平研究 ，从表中可 以看出 ， 大多数爆发指数较高的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轨迹沿时间线主要经过 了 三高频关键词都集中在这个时期 。

个阶段 ：第三阶段 （ 2 0 1 0 年 以后 ）
： 散布期 。 总体而 言

第
一阶段 （ 2 0 0 7 初

一

2 0 0 7 末 ） ：准备期 。 ＃ 1 0这
一阶段的研究方 向极为分散 ， 可能是 由 于在经历

类位于这
一 阶段 ， 呈 现 出 总体分散 ， 局部集 中 的趋了前一个时期的爆发之后 ，原热点 问题 的相关研 究

势 ，
以聚类 ＃ 1 0 为代表的 ｃ ｅｌ ｌｔｒａｎｓｍ ｉ ｓｓｉｏ ｎｍｏｄｅ ｌ

、已趋完善 ，学者们纷纷投人到新领域 的开拓 ，故而难

ｒ ｉｅｍａｎｎ
ｐ ｒｏｂ ｌｅｍ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 ｌｄｉａｇｒａ

ｍ
、 ｒｏａｄｓ 、

ｔ ｒａｆ
－以判断出 该 时段管理科学 与工程领域 的大体研 究

ｆ ｉ ｃｏｓ ｃｉ ｌ ｌａｔ ｉｏｎｓ 等高频关键词成为该时期 研究 的热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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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研创新轨迹 1 （基于特征抽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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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価轨迹
＂＿＿＿？＊

6结语^
＿＊ 1 ｂ－？ｐＢｗ＾？ ｐｒｅｆｅ ｒｅ ｎｃ ｅ ｒｅ ｖｅｒｓ ａ ｌｓ

ｍ 3创新轨迹
2

（基于Ｃ ｉ ｔ ｅＳ
ｐ
ａｃ ｅ ）

2 0 0 6 2 0 1 3 年管理 科学与 工程领域 的发展历程 进

行回 顾和分析 ，获知 2 0 0 6
—

2 0 1 3 年 间管理科学与工势 。 本研究是建立在 国外 2 0 0 6
—

2 0 1 3 年被 Ｗ ｅｂｏｆ

程领域 出 现的 1 1 种 明 确 的研究 区域 ， 利用科学知识Ｓｃ ｉ ｅｎ ｃ ｅ 收 录 的 1 0 种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 国际顶

图谱 、共引分析将研究创新轨迹划分为准备期 、高产级期刊全部文献记录 的 大量数据基 础之上 ，研究结

期和散布期 ，结合特征提取等文本挖掘方法揭示近果较为客观公正 。

8 年来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重要而独特的科研方本文 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首先 ，在文献

向 ， 为了 解和掌握管理科学与工程的 发展与演化过的选择上 ，本 文选取的数据源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 ，

程提供 了 独 特视角 。但在文献覆盖 面 和针 对性上仍 存在
一 些不足 。 其

文献代表着历史 ，其中 蕴涵 着一部 分的 未来趋次 ，分析结果 的科学性受引 文共 引 网 络准确性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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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管理科学


2 0 1 4 年

理性的影响 ；再次 ，直接将关键词的词频研究作为判ｗｏｒｋｓ ［Ｃ ］
．Ｐｒｏ ｃ 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ｏｆ ＩＥＥＥＳｙｍｐｏｓ ｉ

ｕｍｏｎＩｎ ｆｏ ｒ
－

．断的依据会有
一定 的局限性 。 未来可考虑更深人地

ｍａ ｔｉ ｏｎＶ ｉ
ｓｕ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Ｓ ｅａ ｔ ｔ ｌ
ｅ

，Ｗ ａｓ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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