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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1986—2015年信息政策相关文献、热点主题的分布特征和规律

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政策主题历时演进存在典型的主题差异和涨落特征，并且不同的主题区分尺度的研

究结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而从主题突变的时间分布中观测到中国信息政策研究的典型四个分期，表明

主题跟踪方法在政策比较分析、政策预测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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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政策的发展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信息技术

的引入和信息工作特定时期诞生了以推动信息利用和

服务为目的的国家政策。而热点体现为政策实践和理

论研究两个层面：我国信息政策实践最早可追溯到建

国初期的文献保障服务政策；而理论研究则是以1981
年能源保密政策为代表的科技保密政策研究作为起

始[1]。1993年是中国信息政策研究的拐点，随着20世纪

90年代初的科技信息机构改革与转型、1994年以后的

信息化推进，信息政策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研究热点，

关于信息化、信息产业、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电子

商务、信息安全等政策热点次第出现，构成我国信息政

策研究的主体[2]。

为刻画信息政策研究的发展规律和主题演进特

征，研究者往往会提出信息政策发展的分期问题。在以

往研究中，发展阶段分期和世代分期是典型方法。在发

展阶段分期中，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是典

型的分期方法，但发展阶段分期主要是基于标志性历史

事件进行判断，而不同研究者对标志性历史事件的主观

研判具有一定偏差，进而发展阶段分期在不同学者研究

中并不完全一致[3-5]；世代分期则多以十年作为时间轴进

行假想阶段区分，但可能对某些政策研究主题的持续发

展进行割裂[6-8]。而事实上，我国信息政策实践周期多与

“五年规划”一致，五年分期更符合政策实际。

本文主要根据我国信息政策研究的主题“涌现”，

采用五年分期方式描述个体差异，聚焦刻画政策研究

的主题演进。相对以往针对政策文献数量的计量和统

计分析[9-11]，本文更注重政策主题在时序上的演进和涨

落特征。

2 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2.1 中国信息政策文献的采集

一直以来，信息政策是一个易于理解、却难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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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宽泛、多元和缺乏统一的范畴[12]，信息范畴和政

策范畴并未形成固定概念，在具体研究环境中，或依据

研究对象的指向进行界定，或根据政策制定机构的管辖

范围进行界定[13-14]。对政策的理解也存在狭义和广义的

区分，广义的信息政策将信息法律也纳入研究范畴。

本文在文献采集中采纳广义概念，在主题范畴上

则主要参照我国信息政策实践。根据对中国 59 751项信

息政策的主题标引（自建数据库），共涉及 47 个一级主

题，其中信息公开、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产业、保

密政策、知识产权、信息安全、科技创新、文化产业、信

息化 10 个一级主题相关的信息政策占总量的62%，为

中国主要信息政策主题。因此，本文以“信息政策、信息

法律、信息立法”为标题检索入口词进行第一轮检索，

去重后得到 2 797 篇研究文献；并以“政策主题+（‘政

策’or‘法律’）”作为标题检索入口词，将时间限定在

1986—2015年进行联合检索。合并两轮检索结果，剔除

没有实际意义和不相关文献，共得到 6 373 篇研究文献

（见图 1）。文献分布表明，信息政策研究文献将保持

持续增长趋势，证实中国信息政策领域的研究活力与

成长潜力。

图 1 信息政策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2.2 信息政策研究主题跟踪研究方法

（1）信息政策研究主题的定义。信息政策文献

研究主题包括初始定义主题以及检索文献的描述主

题，后者可通过关键词、标题和摘要等不同语料进行

提取和清洗。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主题定义包括三

个层面。

第一，政策主题领域分类，即初始定义的 10 个主题

领域，主题频数描述是文献数量，以该主题检索入口所

得的有效文献数量表示。特别地，跨主题文献可重复计

入不同主题统计口径，因而得到总频次 6 776 次。

第二，关键词主题，由研究文献的关键词描述。在研

究中因关键词质量差异较大，需进行规范、合并和清洗，

最终得到表意能力比较突出并具有一定排他性的 10 948 
个关键词主题，共计词频 34 779 次。其中，排名前 40 位
的关键词主题占总词频的27.0%，词频大于 10 的前 247 
个关键词主题占总词频的41.2%，具有一定典型性。

第三，自然语言分词主题。即对关键词进行分词处

理，以提取更小尺度的语义概念，构成信息政策的元主

题。因一些论文关键词质量较差，影响政策主题的语义

表达，自然语言处理虽破坏了政策概念的完整性，但对

更小尺度的概念分析具有一定显示度，其研究也具有启

发性。按照分词方法，从文本集中提取到 5 781 个自然

语言分词主题，共计词频 76 639 次。其中，前10%的高

频主题占总词频的79.1%，排名前 40 位的词频占总词频

的40.4%，而词频大于 20 的前 706 个自然语言分词主题

占总词频的78.1%，具有实际政策意义的自然语言分词

主题共 390 个。

（2）信息政策主题突变与跟踪方法。识别并跟踪

学科发展主题（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是学科

前沿理解和政策决策分析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信息

检索研究的热点命题。从方法上看，存在大量统计学性

质的方法识别[15-18]、基于引文和耦合聚类的可视化方

式[19-21]，还有大量主题识别和机器学习方法[22-23]。本文

并非探索主题跟踪方法的优劣，而主要是对两种方法

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采用累积增长曲线和频次热图两种可视化

图形方法，跟踪和描述三类政策主题随时间的频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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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根据累积增长曲线判断政策主题计量的极值和

拐点，利用热图描述政策主题群的个体演进规律并进

行辅助判断。

第二，运用时间序列聚类法测算政策主题的突变

点或局部突变点[18]。假定某一主题n年研究样本序列中

第i年的频次为Ai，并且第τ年为突变点，则有

值时，所对应的τ时刻点可能为突变点。

3 中国信息政策研究主题历时演进特征
描述

3.1 中国信息政策主题历时演进的可视化描述

分别对政策主题领域分类、典型关键词主题和自

然语言分词主题进行历时跟踪，并绘制对应的累积增

长曲线和频次热图（见图 2），发现不同层次主题的统

计中，信息政策主题均存在差异增长和涨落现象，并且

呈现出相似的主题涨落趋势。

∆S� − =HS� −∪S� = (( � − � )) 2�
�i i� � �� = 1∑V

( −) ∑∆S� +=HS� +∪ +S� � −� = 2
� � −��( )�=� 1� � �

i iV

其中，Aτ表示突变点之前序列集合中的平均频次，

An－τ表示突变点之后序列集合中的平均频次，并定义

总离差：S(Aτ)=V(Aτ)+V(An－τ)。那么，当S(Aτ)为极小

图 2 信息政策主题累积增长曲线与频次热图

第一，不同主题分类方式的整体演进趋势一致。主

题领域分类的累积增长曲线在1993—1994年、1998—
2001年、2006—2007年以及2009—2010年存在显著的

四个快速增长阶段；关键词主题累计增长曲线波动更

加剧烈，但具有相似的高速增长时段，即1993—1994
年、1998—2000年、2006—2007年以及2012—2013
年，并新增1995—1997年的快速增长阶段；自然语言分

词主题则形成1993—1994年、1998—2001年、2006—
2007年和2012—2013年的四个典型增长高峰期，同时

2002—2005年的增长也比较明显。从热图色温变化形

状看，三者的分布热图和渐变热图基本一致，体现出相

似的整体演进趋势。

第二，不同主题分类方式的分区政策热点基本一

致。因政策主题的个体在表述和内涵上存在差异，因

而分区热点的描述存在一定异同：从主题领域分类看，

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和信息化的

政策主题热度更高；在关键词主题中，知识产权、电子

商务、个人信息、税收政策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主题

热度更高，并且引入了更多细分主题，政策主题的观测

范围更大；在自然语言分词主题中，信息、政策、法律、

电子、产业、知识、保护、产权等主题片段提及率最高，

虽在表述上破坏了关键词术语的完整性，但在语义层

面的主题片段与关键词主题保持一致。

第三，不同主题分类方式的政策概念词频涨落基

本一致。政策概念词频涨落，能够揭示政策主题的变

动规律。如图  2 所示，无论是左半区峰值与谷值的分

布，还是右半区黑区与白区的分布，都显示2000—2010
年是波动比较剧烈的区间。虽然政策主题波动的个体

差异性仍存在，但均显示出相似的整体涨落趋势。从

政策主题的个体调查看，1994年以后个人信息、会计信

息、隐私权、科技创新、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政策和信

息安全政策等主题增长幅度比较明显，而信息化、税收

政策、反垄断、信息市场、信息公开、信息通信等政策

主题在部分年份出现了大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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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信息政策的主题突变期测算与分布

分别对政策主题领域分类、典型关键词主题和自

然语言分词主题进行主题突变期的测算，并统计政策

主题突变期的时间分布，得到突变期的时间分布曲线

（见图 3）。从而发现，典型关键词主题和自然语言分

词主题具有相似的峰值分布和增长轨迹。

如表 1 所示，自1992年开始，处于突变期的政策研究

主题分布显著增多，说明信息政策研究开始加快发展； 
1993—2000年是信息政策研究高速发展时期，1999年达

到峰值，说明此阶段新兴的研究概念大量涌现，抑或过去

研究术语快速衰退；2001—2007年是稳定发展阶段，新

兴研究术语的增长幅度显著降低，但总的概念频度增长

明显；2007年以后进入发展稳定期，尚未出现衰退迹象。

图 3 信息政策主题突变期的时间分布

表 1 信息政策研究主题突变期的时间分布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时间/年 Domain Keywords NaWords

0

0

0

0

0

0

0

0

0

0

6

3

1

2

3

0

1

1

0

0

4

1

2

1

1

0

0

0

0

0

时间/年 Domain Keywords NaWords

0

0

0

2

1

2

2

0

1

2

14

13

15

32

21

16

10

10

7

10

14

13

22

45

22

11

5

8

7

6

时间/年 Domain Keywords NaWords

0

0

0

0

0

0

0

1

0

0

10

7

6

2

3

4

9

14

13

14

1

5

3

0

2

3

12

13

26

20

3.3 中国信息政策频度涨落与主题突变期

分布比较

从政策主题的频度涨落和突变主题的分布密度比

较，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主题频度涨落比较明显的1993—1994年、

1998—2000年，也是突变主题分布比较密集的时间阶

注：“Domain”代表主题领域分类，“Keywords”代表典型关键词主题，“NaWords”代表典型自然语言分词主题。

段，因而可以判定上述两个时间阶段是中国信息政策

研究的关键转变时期；2006—2007年体现为主题频次

的突增，而未体现出突变主题的明显增加；2012—2013
年的突变主题密度不明显，可能因对典型政策主题进

行了截频处理，从而使最新涌现的低频政策概念无法

计量。

第二，不同主题的频度涨落与突变期分布关系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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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以领域主题分类为例（见表 2），相对比较一致的

是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主题，其突涨时间与突变点基本

一致，其他主题的频度涨落与突变期关系并不显著。典

型关键词主题和自然语言分词主题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表 2 信息政策研究领域主题分类突变期与频次涨落比较

频次最高

增幅最大

突变期

信息政策 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信息公开 信息安全 保密 信息化 信息产业 文化产业 科技创新

2013

2010

1999

2011

2007

2001

2001

1999

1999

2005

2003

2002

2011

2009

2004

2013

2013

2002

2011

2011

2000

2005

2005

2001

2004

2004

1993

2012

2012

2005

2013

2013

2006

第三，涨落与突变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件历史

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最早由Berry夫妇在

彩票与税收政策扩散研究中引入[24]，即以一段时间的

典型政策事件为标志，对政策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的方

法[25]。通常在研究中会引入重要政策事件进行对应分

析，是国内政策阐释研究中的典型方法。以主题热度突

变为例，热度突变反映在特定政策环境下，即某主题热

度显著高于或低于上年度或上区间的热度现象，一般是

政策事件延续效应、政策即将出台、政策危机或变革的

标志。通过信息政策主题的跟踪分析，本文提取了 10 
个典型的热度突变政策主题（见表 3），梳理并提取了

相应时间段的典型政策事件。

表 3 信息政策研究主题突变与关联政策事件

领域主题分类

主题突变政策主题 典型关联政策事件

1994年全国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国家信息政策开始系统推动

业界认为1999年为电子商务元年，电子商务实践开始兴起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2009年全面落实实施

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

同上

2003年国务院委托有关专家开始起草《个人信息保护法》，2005年专家建议稿完成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关键词主题

自然语言分词主题

信息产业1993年突变

电子商务主题1999年、

2000年突增与主题突变

信息公开主题2009年

信息安全主题2013年

电子商务1999年

个人信息2004年、2009年

信息安全2012年         

1994年“信息”“产业”       

2007年“公开”

2013年“安全”         

分析发现，不同主题分类方式的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而且研究主题突变与政策环境存在一定的对应关

系，政策主题跟踪法在政策阐释层面具有一定的关联

性和合理性。

4 信息政策主题历时演进特征分析

4.1 中国信息政策主题领域分类的历时演进

特征分析

根据主题词频涨落特征，可将信息政策主题领域

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激活性政策研究，即从某一时间点“被激

活”后，其文献数量显著多于以往并保持研究热度的研

究类型。这类主题包括信息公开政策、信息化政策、信

息安全政策、文化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等，如2007
年的信息公开政策研究、2010年的文化产业政策以及

2013年的科技创新政策研究。

第二类，持续激活性政策研究，即分阶段由几个

“激活点”或“加速增长点”，推动该主题研究文献的

持续增长，信息政策总体研究就体现出类似特征。如知

识产权和电子商务政策研究，1995年是知识产权文献

第一次加速增长阶段，2006年后进入第二次加速增长；

电子商务政策研究从1998年开始启动，2000—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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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突破性发展阶段，2014—2015年又开始加速发展。

第三类，休眠性政策研究，即具有休眠特征，某一

阶段激活成政策热点后开始冷却，文献数量持续降低，

直至下一个阶段再次激活。这类主题如信息产业政策

研究，该研究大约每4—5年为一个周期，1994年第一次

爆发性增长，1999—2002年为第二个高峰期，2004年、

2008年、2013年先后三次成为热点，目前则趋于平缓。

第四类，消褪性政策研究，即过去某一时段为研

究热点，但高峰期过后文献数量显著下滑并持续低

迷的研究类型。这类主题如电子政务宏观政策研究，

该研究于2002年启动，2004—2006年是高峰发展阶

段，但目前宏观政策研究已不多，或已转入具体政策

问题研究。

4.2 中国信息政策典型关键词主题的演进

特征分析

通过主题频度的历时分布，能够跟踪发现信息政

策文献主题的演进与消亡趋势，发现当前信息政策研

究主题的变化特征。通过对典型关键词主题1986—
2015年的频次分布及涨落特征余弦相似度计算，大部

分关键词分布的两两相似度极高，差异性并不显著；但

以五年为区间跨度，对政策概念进行分区后，不同区间

政策主题具有显著差异（见表 4 ）。

表 4 信息政策研究关键词的分区分布（前10名）

第一时区
（1986—1990年）

第二时区
（1991—1995年）

第三时区
（1996—2000年）

第四时区
（2001—2005年）

第五时区
（2006—2010年）

第六时区
（2011—2015年）

信息技术

计算机

信息通信

经济发展

信息产业

个人信息

信息政策

隐私权

信息交流

税收政策

主  题 词  频

11

9

5

5

4

3

3

3

3

2

信息产业

科技信息

信息政策

信息服务

著作权

信息技术

专利

计算机

信息通信

信息市场

主  题 词  频

44

25

24

24

16

14

14

13

13

11

信息产业

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

信息政策

信息通信

税收政策

计算机

经济发展

专利

著作权

主  题 词  频

91

86

70

64

60

49

42

42

40

39

电子商务

知识产权

税收政策

信息产业

会计信息

信息化

互联网

信息安全

信息通信

电子签名

主  题 词  频

215

204

150

96

87

86

85

83

80

72

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

个人信息

税收政策

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

信息公开

信息安全

专利

信息化

主  题 词  频

355

189

149

129

129

129

107

89

83

78

个人信息

知识产权

文化创意产业

电子商务

科技创新

税收政策

信息安全

互联网

信息公开

产业发展政策

主  题 词  频

328

326

287

195

156

148

144

108

102

91

参考分类主题的类型区分方法，关键词可区分为

五类（见表 5 ）。
第一类，具有持续较高的词频分布，即信息政策的

持续研究热点，贯通信息政策研究始终，这类关键词共

有48个，典型的如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保密工作和信息化等。

第二类，关键词词频呈递增趋势并保持高频规模，

为信息政策当前研究热点，从 247 个候选关键词中找

到 34 个，如信息安全、信息生态、信息环境、信息公

开和信息伦理等。典型的如信息安全政策，自第三

时区（1996—2000年）大量出现（14 篇），第四时区

（2001—2005年）增长到 83 篇，此后保持持续高速增

长，并稳定高频规模。

第三类，关键词词频呈递减趋势的，为信息政策以

往研究热点，目前已经衰退的信息政策关键词，如信息

系统、信息污染、信息机构和信息市场。关于信息系统

的政策研究在第三时区和第四时区即1996—2005年达

到峰值（35 篇）后，从第五时区开始迅速递减（15 篇），

到第六时区已经很少有关于信息系统政策研究的文献

（5 篇）。信息污染则是在第三时区（1996—2000年）最

多，达到11篇，此后迅速衰减，目前已经没有关于信息

污染的文献。信息机构，在第二时区与第三时区之间，

相关的政策研究分别高达 9 篇和 21 篇，而进入第四时区

（2001年）后，相关文献锐减为 4 篇，而第五、第六两个

时区仅   1  篇相关研究文献。

第四类，出现在最近时区，并迅速增长至关键词高

频区，为信息政策潜在研究热点。典型关键词是个人信

息保护，在第五时区之前鲜有相关研究，但自从引入该

关键词后，均保持在高频词区，年均相关论文都在 40 
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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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在多个时区出现，词频总量较高，但词频

数并没有严格的时序变化规律，为波动性研究热点。这

类关键词广泛分布于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和中频信息

政策概念区间，如信息素养、信息交流、信息需求等。

4.3 中国信息政策关键词主题突变演进特

征分析

主题突变演进主要跟踪主题引入或衰退的时间节

点，对分析政策研究的时期特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依

典型关键词的突变期分布可将中国信息政策研究分为

1986—1992年的萌芽发展期、1993—2000年的加速发

展期、2001—2007年的发展成熟期以及2008—2015年
的稳定发展期四个典型时期。根据上述发展区间的突

表 5 信息政策研究的典型关键词类型

持续型 

增长型

衰退型

潜在型

波动型

关键词类型

经济发展、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信息化、信息服务、信息管理、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保密工作、公共信息、技术

进步、科技政策、电子信息、税收政策、档案信息

信息安全、信息公开、信息生态、信息伦理、知情权、信息环境、网络安全、文化产业、信息资源配置、信息意识、信息

异化、网络信息资源、国家秘密

信息系统、信息污染、信息市场、信息事业、信息资源开发、信息主体、信息源、信息时代、信息立法、电子政务、信息技

术、信息通信政策、信息机构、信息活动、信息服务业、国家信息政策

个人信息、隐私权、科技创新政策

信息共享、信息用户、信息需求、信息素养、信息权利、信息披露、信息内容、信息交流、信息犯罪、电子支付、信息产业

典型关键词示例

变主题分布（见表 6），发现如下特征。

第一，萌芽发展期的引入信息政策主题主要集中在

知识产权相关术语和信息活动相关主题。在知识产权

相关术语中，国际知识产权理论的引入是政策研究的亮

点，比如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涉外知识产权等术语

的引入；在信息活动相关主题中，信息交流、信息市场

与信息服务等政策主题的引入是规范信息活动的重要

政策术语。此外，对于信息安全和保密的关注则主要以

国际对抗和国家安全为主，具有典型的冷战特色。

表 6 信息政策研究典型关键词突变主题的分期分布

萌芽发展期

（1986—1992年）

加速发展期

（1993—2000年）

发展成熟期

（2001—2007年）

稳定发展期

（2008—2015年）

典型发展时期

信息活动、技术进步、文学艺术作品、信息交流、国家主权、技术合同、危害国家安全、军事信息、巴黎公约、信息市

场、信息保密、伯尔尼公约、信息产品、意思自治原则、信息技术、经济信息、信息权利、信息主体、国际条约、涉外知

识产权、工业产权、录音录像制品、信息事业、信息内容、科技信息、信息服务、技术转移、产权保护、外观设计专利、

技术信息、开发利用、国际比较

信息产业、信息政策、计算机、商标、信息传播、信息管理、信息机构、信息社会、软件、信息通信、信息资源、金融信

息、图书馆、信息法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犯罪、智力创作、软件著作权、专利、著作权、信息系统、不正当竞争、反

不正当竞争、信息环境、版权、信息网络、商业秘密、网络服务、科技成果、信息产权、信息化、数据管理、数字签名、

电子数据、政府信息资源、电子支付、域名注册、知识经济、网络交易、黑客攻击、电子商务、互联网、电子签名、电子

合同、网络安全、数字内容、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税收、WTO、信息自由、网络隐私、电子证据、隐私权、TRIPS协

议、自主知识产权、网络信息资源、网络知识产权、域名

信息安全、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政务信息公开、信息共享、技术标准、信息隐私权、诚信、信息公开、电子政务、政

务信息、教育信息化、信息公开法、文化政策、基因信息、知情权、信息网络传播、侵权、创新政策、保密、创新、文化创

意产业、个人信息、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区域创新、网络传播、定密、环境信息、三网融合、第三方平台、信息泄露、开

放获取

金融支持、财税政策、质押融资、物联网、财政科技投入、云计算、信息消费、大数据

典型关键词突变主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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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速发展期引入的政策主题最多，主要可分

为三个部分：一是以信息技术和数字环境为主的信息

活动或对象，如计算机、软件、互联网、信息通信、数据

管理、网络服务、域名、黑客等主题；二是以电子商务

和知识经济为对象的新经济活动研究，如电子商务、电

子签名、电子合同、跨境电子商务、信息社会、不正当竞

争、反不正当竞争等主题；三是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和数

字化延伸，如软件著作权、商业秘密、WTO、TRIPS协
议、自主知识产权、网络知识产权等。

第三，发展成熟期引入的典型政策主题是电子政

务与信息公开、文化创意产业与创新相关的主题。电子

政务与信息公开主题是信息政策研究发展成熟期的典

型应用主题，包括电子政务、政务公开、信息公开、信息

披露、信息共享以及与之关联的定密、保密、个人信息、

知情权、信息隐私权、信息安全、信息泄露等新的理论

实践；文化创新产业与科技创新则是另一个政策研究创

新领域。

第四，稳定发展期采集的高频政策主题并不多，仅

就测算出的8个主题而言，主要体现为点状分布，如物

联网、云计算、信息消费、大数据等与同时期国家发布

或推进的相关国家信息政策密切吻合。此外，关于科技

金融政策和财税政策也是同期的政策研究亮点，比如

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科技金融支持政策具有典型的

时期特色。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我国信息政策文献集的主题提取、跟

踪统计以及主题突变测算，发现不同政策主题历时演进

的趋同性、差异性以及主题突变的分期分布，也说明政

策主题跟踪方法在政策分析、政策预测中的可行性。

首先，政策主题历时演进分析发现了典型的主题

差异和涨落特征。从分类主题和关键词主题的特征分

类看，主题差异和涨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政

策主题的快速增长，体现了政策热点的孕育或出现。

比如政策主题历时跟踪发现1993—1994年是我国信息

政策研究的突增点，这一判断与传统信息政策研究结

论一致[26]；而2014年的“互联网+”和2015年的个人信

息保护对当前信息政策的研究导向和政策实践的揭示

也具有一定辅助和指引。第二，信息政策研究主题的快

速衰退或因政策为局部热点、短期热点，或因替代性

政策主题的出现，比如2004年信息通信政策、2005年

信息化政策、2006年电子政务等几组典型政策主题的

衰退。第三，信息政策研究主题的涨落具有一定生命周

期，体现了信息政策的周期性。如1998—2004年的信息

通信政策，从快速增加到快速下降，经历了一个政策研

究周期。第四，个别政策主题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热度增

长，比如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等。

其次，政策主题突变期分布的分期方法，与我国信

息政策实践具有一定趋同性，因而政策主题跟踪在政

策发现、政策比较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可用性。虽然有研

究报告发现，信息政策的理论研究热点与政策实践热点

并不完全一致，二者均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或遗漏，但

该方法关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WTO、大数据、云计

算等政策主题的趋势研判还是比较准确的。

此外，从研究方法看，基于时间序列聚类方法的主

题跟踪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时间序列聚类方法是一

种历时性的回溯研究方法，需要基于数据积累，而对于

最新涌现的低频政策概念无法计量，其研判精度不如

主题频次统计跟踪；其次，时间序列聚类方法对封闭系

统比较有效，但科学研究是开放系统，处于不同增长和

发展过程中，其分期比较受局限；最后，时间序列聚类

方法比较适合单纯逻辑增长的研究主题，进行逻辑上

的两段区分，而对波动性或具有多阶段发展的研究主

题无法准确区分。

总之，政策研究主题的历时跟踪更适合对热度涨

落比较剧烈的政策主题预警，以及长期跟踪政策比较

和政策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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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Hot Topics of Information Policy Research Throughout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1986-2015)

PEI Lei, LI XiangJu, XIE TianXuan, CHENG J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ext computing and historical analyzing methodolog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distribution laws of both journal articles and topics frequencies 
occurred on information policy from 1986 to 2015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a quite similar tendency of topics defined by different methods occurred all through the 
30 years period, and four distinct phases can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burst terms' distribution, which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opic tracking in policy 
analysis and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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