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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更大程度释放发展潜能。基于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1998-2020年发表的309篇文献,采用CiteSpace软件对其进行知识图谱

可视化研究,通过作者、期刊共被引分析以及关键词分析来追踪数字经济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结果发

现:国内对于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合作网络较为分散,研究文献数量不多,但其作为一个新的热点话题,近
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数字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仍需加以完善,方法需要更多的创新,才能实

现将成熟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之中,进而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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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现阶段的重要内容。
在技术层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
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
“新制造”等都是数字经济的典型应用场景[1]。数字

经济通过将资源、信息数字化,实现智能、高效的资源

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高度重视推进数字经济的建设,在优化经济

结构方面,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新常态要有新动力,数字经济在这方面可以大

有作为”[2]。数字经济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在调结构、促转型以及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
数字经济逐渐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如今,我国国内对于

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现阶段的发展

状况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和数字经济的创新型应用研

究[3-8]。数字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数字化技术

运用集中于互联网行业[9],也逐渐渗透于制造业、教
育、医疗、物流等行业[10-13],但是促进数字经济与这些

行业的深度融合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与此同时,数字

经济还面临着其他挑战[14],深层次领域研究人才也

较为稀缺。另外,数字网络安全问题,信息的泄露和

盗取,也是数字经济建设的壁垒。因此,要坚持创新

发展战略,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创造数字经济发

展新动能,还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解决发展中

的硬件问题。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热门话

题,我国学者在此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在这种

情况下,了解国内数字经济的研究发展全貌,厘清数字

经济的研究演进脉络,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至关

重要。本文基于CiteSpace软件对国内专家学者在数

字经济领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希望能

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取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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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题栏中以“数字经济”作为关键词,对有关数字经

济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检索的时间范围为1998
-2020年,检索时间为2020年9月24日,剔除了会

议综述、新闻报道等无关资料及数据信息不全或重复

文献,共得到309篇相关文献。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信息可视化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将
数据以图形图像的方式呈现出来,使研究者能更直观

进行分析研究。知识图谱是实现信息可视化的途径

之一,它将图形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计量学

的文献分析方法相结合,以图谱的形式展现了科学知

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以及前沿领域。陈超美教授

开发的CiteSpace是一款优秀的文献计量软件,能够

将文献之间的关系以科学知识图谱的方式可视化地

展现在读者面前[15]。本文借助于CiteSpace软件对

所选取的数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用以研究国内与数

字经济有关的文献的发文情况、引文分析及前沿趋

势等。
二、国内数字经济的研究现状

(一)时间特征和文献发表数量

从1998年开始,国内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总体

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如图1所示。在2016年以

前,关于数字经济的发文数量较少,且期间有些年份

没有文献发表,自2018年至今增幅非常明显。由此

可见,数字经济近几年来是一个热点话题,受到专家

学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图1 1998-2020年数字经济领域发文数量

  (二)高发文量作者

通过运用对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选择

“author”作为网络节点分析,可以得到在数字经济领

域的发文量较高的作者,如表1所示。以数字经济为

主题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有陈兵、窦凯、蓝庆新,他们的

发文量均多于2篇。从作者的合作情况来看,可以看

出单作者发文情况较多。存在作者合作的情况,但大

多为两人合作,三人合作发文仅有两篇。
可以看出,国内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尚未形成核心

作者群落,作者关系较为分散,有关数字经济领域的

发文量较少。从图中可以看出各个节点之间连线较

少,作者联系不密切且合作范围较小,大多为单个固

定的研究机构。可见,在数字经济领域还未在作者之

间形成有效的合作网络,对于信息资源的分享、交流

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表1 1998-2020年数字经济领域作者发文量(两篇以上)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4 陈兵 2 徐梦周

3 窦凯 2 戚聿东

3 蓝庆新 2 张勋

2 熊鸿儒 2 王海飞

2 廖益新 2 朱欣民

2 何枭吟 2 张昕蔚

2 郭海 2 孙宝文

2 张泽平 2 孙洁

2 宁朝山 2 康铁祥

2 刘璐璐 2 唐曙南

2 徐宏潇 2 逄健

(三)文献共被引分析

在CiteSpace中对数字经济的高被引文献进行

知识图谱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该图谱共得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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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节点,732条连线,图谱密度为0.0176。图中的节

点大小表示该文献被引次数的多少,节点越大表明被

引次数越多,大节点可以体现该篇文献在此领域起到

了很好的桥梁功能。从图2可以看到,荆文君、裴长

洪、曹正勇等发表的文献被引频次比较高。

图2 1998-2020年数字经济的高被引文献知识图谱

  在图2出现的学者中,荆文君的主要研究方向为

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学术领域中年轻

有为的学者,公开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16]。
裴长洪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包括国际贸

易与投资、金融与服务经济、自贸试验区、全球经济治

理等,研究成果大都立足于实践问题,致力于建设中

国现代化,并力图做出理论解释并探讨政策领域的应

用[17]。钟春平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和公共经济学[18]。高被引文献的作者在我国经济学

领域都有着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完善了国内学术研

究体系,为推动国内数字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做出了

贡献。
本文对高被引文献的前十位作者进行分析,如表

2所示。这些文献都来自《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
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家》等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刊

物。其中被引用次数最高的为《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19],文中从宏微观两

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以及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至今被引用次数已

达10次,说明了其在数字经济领域有较为重要的学

术影响力。被引次数排在第二位的是《数字经济的政

治经济学分析》[20],其通过对数字信息产品的社会再

生产过程以及新的交换关系两个方面,对数字经济的

微观主体以及共享经济开展了研究讨论,指出了数字

经济将会给传统经济带来挑战,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后

续研究提供了参考意见。
表2 1998-2020年数字经济领域被引用文献次数前十位

被引次数 作者 年份 文献来源 题名

10 荆文君 2019 经济学家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8 裴长洪 2018 财贸经济 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 张于喆 2018 经济纵横 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

7 曹正勇 2018 理论探讨 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制造模式研究

7 李海舰 2014 中国工业经济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

6 张伯超 2018 上海经济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定量评估与特征分析

6 钟春平 2017 经济纵横 中美比较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6 张勋 2019 经济研究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6 张雪玲 2017 浙江社会科学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

6 詹晓宁 2018 管理世界 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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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所列出的高被引文献的被引次数和发表

时间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虽已成为近些年来的热点研

究话题,但与之相关主题的被引文献数量还不是很

多,数字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发

展和完善。
(四)期刊共被引分析

在CiteSpace中对数字经济的高被引期刊进行

知识图谱分析,图谱共得到390个节点,1359条连

线,图谱密度为0.0179。
前十位高被引期刊见表3。被引次数超过20次

的有9种,其中《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种期刊

被引次数最多,达43次。高被引的期刊在国内外经

济领域有重要影响力,有较强的学术权威性,说明国

内关于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有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

部分,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国内理论研究基础,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发展方向。
表3 1998-2020年数字经济领域被引频次前十位期刊

频次 期刊

43 经济研究

43 中国工业经济

37 经济学家

33 管理世界

26 经济纵横

23 电子政务

20 AmericanEconomicReview

20 财贸经济

20 税务研究

18 国际税收

  三、数字经济研究主题及演进脉络

(一)高频关键词

每篇文献的关键词都是对其核心内容的高度概

括和凝练,体现了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本部分选

择“keywords”作为网络节点,分析数字经济领域的

研究热点,得到289个节点,334条连线,图谱密度为

0.008。采用对数似然法(LLR)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

类标签提取(表4),得到 Q值(取值区间为[0,1])。

Q值表示聚类的显著情况,Q 值越大聚类越显著。
本文中Q值为0.7731,聚类显著状况良好。从聚类

结果可以看出,国内数字经济领域现有研究有9个主

要主题:“平台”“人工智能”“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发

展”“跨境数据流动”“国际税收”“数字经济时代”“区
块链”“后疫情时代”,见表4。

表4 1998-2020年数字经济研究关键词聚类信息统计

聚类 节点数 轮廓值 聚类名称

0 35 0.953 平台

1 22 0.93 人工智能

2 19 0.982 新冠肺炎疫情

3 18 0.975 经济发展

4 15 0.916 跨境数据流动

5 10 0.977 数字经济时代

6 10 0.974 国际税收

7 6 0.993 区块链

8 5 0.974 后疫情时代

  其中几个显著的聚类都表现出了与数字经济领域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首先,“平台”作为一个关

键词聚类出现在图中。平台模式的基本定义:作为数

字经济的产物,为用户之间交换商品、服务、信息等提

供直接交互的界面,具有跨群网络(正)外部性,能够

实现指数型增长的新商业物种。它是一种“多对多即

时互动”的商业模式,并拥有一些基本特征。平台是一

个提供信息交互的空间,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从而能够

打破物理意义上的时空限制,提高信息交换的效率。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突出的聚类,也是当下的研

究热点。在人工智能的推进下,各行业正在逐步向数

字化、信息化转型,从而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也就意味着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科学技术运用到生

产实践中去,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重点话题,疫情的爆

发给国内经济造成了重创,但是由于数字经济本身的

特性,它在本次疫情的危机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让更多专家学者意识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必要性及

其巨大的发展潜力。疫情影响了企业的复工、线下商

业的开展、学生开学等问题,但是数字经济有效解决

了这些困难,通过各类软件实现了线上会议、办公、授
课,使企业复工和学校复课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并且

因为一时间的大量需求,用户对于软件体验感的需求

更高,数字经济体现了很强的应变能力,对于实时出

现的市场需求,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对软件的体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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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优化升级。线下商业无法开展使很多商家面临

了巨大的经济、生活压力,但由于数字经济时代,我国

电商行业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备,商家通过电商平台进

行了商业重启,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直播,更是

大大促进了居民消费,助推了产品销售。我们依靠数

字经济冲破此次疫情危机,但疫情同时也倒逼着数字

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跨境数据流动正在成为国际贸易

规则中的重要议题,全球的数字经济都处于一个快速

发展的状态,信息数据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跨
境数据流动则是跨境数字贸易的关键点所在。当前

各个国家出于对国家信息安全和经济发展状况的考

量,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影响了

数字贸易的发展,但未来数据的流动将会影响经济社

会的更多方面,因此应该制定一个更加合理的跨境数

据流动规则,保护国家数据安全的同时也充分利用数

据流动开展贸易。
高频关键词“数字经济”以255次居于首位,“高

质量发展”以18次居第二位,其余的关键词的频次皆

为4次及以上,如表5所示。
节点的中心度表示该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

系程度,节点中心度≥0.1,则表示该节点中心性较

好,联系密切。由CiteSpace软件分析可知,“数字经

济”中心度为0.51,可见该关键词在本研究领域的重

要程度。
表5 1998-2020年数字经济研究领域

高频关键词(大于等于4次)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1 255 数字经济 13 5 常设机构

2 18 高质量发展 14 5 税收征管

3 15 大数据 15 4 信息技术

4 13 人工智能 16 4 新基建

5 11 区块链 17 4 数字鸿沟

6 8 互联网 18 4 信息产业

7 7 电子商务 19 4 经济增长

8 7 “一带一路” 20 4 实体经济

9 7 国际税收 21 4 新冠肺炎疫情

10 7 数字贸易 22 4 共享经济

11 5 数字技术 23 4 数字化转型

12 5 数字经济时代 24 4 产业数字化

  (二)研究主题的演进

为了展现数字经济领域研究的时间分布以及演

进脉络,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Timezone”时区视

图呈现。将相同时间内的节点集合在一起,按照时间

顺序进行观察,直观地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节

点最大的为“数字经济”,其次是“高质量发展”“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通过对关键词节点进行分析得

出,关键词之间网络关系的时间跨度较大,但总体来

说2014年至今的关键词之间联系更为密切,结构更

为复杂。这些关键词涉及数字经济相关的时代背景、
技术支持、政策支持以及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和前景,
展现了数字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和丰富成果。总体

上看,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萌
芽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成熟阶段。

1.萌芽阶段(1998-2002年)

1998年起已经有关于数字经济的文献发表,在
此阶段,中国已逐步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高

速发展,互联网用户数量不断增加,相应的信息产业

也正在兴起。新浪、腾讯、百度、网易、搜狐、阿里巴

巴、京东等互联网行业的龙头企业大多都在此阶段成

立。但由于萌芽阶段,国内企业经验较为稀缺,运营

模式主要参考国外的成功企业,模式较为单一,数字

信息的开发以信息传播和获取为主。国内的互联网

市场与国际存在着较大的联系,国际上的互联网产业

波动对国内市场也造成一定的冲击。

2.快速发展阶段(2003-2012年)
根据观察时区视图可知,在此阶段的文献中并未

出现较为显著的关键词,但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查阅相

关的报道可以了解到这一阶段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

速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布《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

划”》,给予了政策支持,大大推动了电子商务行业的

快速发展。
互联网的加速普及,生活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互

联网用户,各类社交媒体、网站也在这一阶段快速发

展并且逐步走入大众视野,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数字

经济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强大

驱动力。

3.成熟阶段(2013年至今)
数字经济领域文献关键词在此阶段每年都会出

现一定数量的热点关键词,尤其2019、2020年的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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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激增,说明了数字经济在近几年来成为炙手可热

的研究话题。在经济全球化、大数据背景下,数字经

济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热点问题存在着一定的

联系。
“数字经济”一词于2017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为促进数字经济的相关产业发展,出台

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新的经济热点的出现,促使新的

研究热点出现,这一点在此时间之后的文献量的增长

中可以体现。

2020年出现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

定的冲击,也对数字经济产生了影响。由于新冠疫情

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信息技术的帮助实现了工作、学习场景线上的迁移。
日常生活用品大多是依靠外卖平台来解决,通过线上

服务的方式,减少出门,降低感染概率。同时,数据也

成为城市治理的核心力量。疫情期间,通过大数据的

监管和追踪,使人人时时都对疫情的最新发展状况了

如指掌,有效地实现疫情控制。
四、结论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数据库中与数字经济领域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知

识图谱可视化分析。从文献发表的时间特征及数量、
作者、文献共被引、期刊共被引四个方面对数字经济

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运用关键词聚类、时
区视图的方法呈现了数字经济的热点研究主题以及

演进脉络,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1.自1998年开始国内便有了关于数字经济的研

究文献,说明了数字经济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较早,但
在当时并未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也与我国信息技

术的发展历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自此之后,国内

关于数字经济的发文量依旧较少,说明了国内对于数

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基础还较为薄弱,经验较为稀缺。

2017年,数字经济的热度开始增加,与之相关的文献

数量开始上升,随后两年文献数量激增,主要受国家

政策的出台、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的

影响,数字经济成为热点研究领域。

2.从作者和高被引文献、期刊可以看出,数字经

济领域研究作者之间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

网络,更多的是以“学缘”关系合作为主,“地缘”合作

较少,这不利于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近几年来数字

经济的研究很好地结合了现在的其他热点问题,如经

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型、“一带一路”、
普惠金融等,数字经济正向各行各业渗透。

3.通过关键词聚类显示出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共

现网络之间联系较为密切,“平台”“人工智能”“新冠

肺炎疫情”“经济发展”“跨境数据流动”“国际税收”
“数字经济时代”“区块链”“后疫情时代”是主要的研

究主题,数字经济研究突显关键词较少,仅有一个为

“电子商务”,分析发现其2006年之后研究关注度下

降,相关文献数量开始减少。体现了数字经济领域的

热点转移,研究方向较为分散,但与数据、信息技术之

间还是存在密切联系。

4.关键词时区视图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三个

阶段:萌芽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成熟阶段。该领

域研究的前期多是进行理论的借鉴,处于理论探索时

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成熟阶段,研究前沿注重创

新发展,有国家政策支持并辅之以科技的进步,对数

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生产结构

的转变、新兴产业的兴起,也意味着该领域有了更加

广阔的研究空间、更加丰富的研究方向。未来的数字

经济将在更大程度上注重创新发展,通过产业互联网

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实体产业的更多生产阶段,促进产

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型。未来数字经济将融入各行各

业,通过数字化促进行业的创新升级,推动“数字中

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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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MappingAnalysisofDigitalEconomyResearchinChina:
VisualAnalysisBasedonCiteSpace

ZHUChengke1,2,WANGYue1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efei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2.KeyLabofFinancialBigData,Hefei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thedigitaleconomywill,asanew
form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releaseitsdevelopmentpotentialtoagreaterextent.Basedon309
paperspublishedinthe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 (CSSCI)databasefrom 1998to2020,

CiteSpacesoftwareisadoptedtocarryoutknowledgemapvisualizationresearch.Theauthors,journalco-
citationanalysis,andkeywordanalysisareusedtotrackresearchhotspotsandresearchfrontiersinthedigital
economy.Theresultsshowthatthedomesticresearchcooperationnetworkinthefieldofdigitaleconomyis
relativelyscatteredandthenumberofresearchliteratureisnotlarge,butasanewhottopic,ithasreceived
moreandmorescholars’attentioninrecentyears.Thetheoreticalbasisofdigitaleconomyresearchstillneeds
tobeimproved,andmoreinnovationsareneededinmethodstorealizetheapplicationofmaturetheoriesinto
practice,andthen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Digit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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