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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C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2007-2012年间发表的“信息公开”文献为数据来源，通过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绘制出信息公开研究机构分布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和研究热点时区分布图，并结合

各图谱中节点频次和中心度的高低以及涌现词等指标，分析信息公开的研究机构分布、研究热点及其演进、知识基

础、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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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是指政府和各种组织机构向公众公

开或开放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使其他组织机构和

公众个人可以基于任何正当的理由和采用尽可能

简便的方法获得上述信息。2007年国务院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这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法规，

自该法规实施后便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到目

前为止，学者们对以信息公开为主的研究文献不

在少数，其中大多以定性研究方法从某一个角度

进行研究，如基于政府信息公开图书馆或档案馆

角色的转变及其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现状的研究等。为全面了解《条例》实

施后对我国信息公开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前沿，

本文以定量化研究为主，借助知识图谱的可视化

技术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实现信息公开研究进展

的可视化，揭示信息公开的主要研究机构、研究

热点、知识基础、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以期对

我国近年来在信息公开领域的研究现状有个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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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和把握，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参

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数据库

收录的来源期刊为数据来源。2014年1月26日检

索该数据库，分别以 “信息公开”“信息披露”“信

息透明度”为关键词进行来源文献检索，年限为

2007-2012年，命中结果1362篇，每年的论文记

录分别为2007年190篇、2008年278篇、2009年

228篇、2010年 233篇、2011年 216篇、2012年

217篇。

本文利用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陈超美团队

开发的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1]，以定量分析

为主的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方法，对所采集的

数据进行分析。CiteSpace主要有关键词共现分

析、文献共被引分析、机构合作分析、作者共被

引分析、作者合作分析、共引时间分析等可视化

功能。文中主要根据机构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

及中心度的高低，以分析信息公开的研究机构情

况，确定信息公开研究领域的高产机构；通过关

键词出现的频率与中心度的高低确定信息公开的

研究热点与知识基础；通过对涌现词频率的突变

和涌现词所在论文的内容分析确定其研究前沿与

发展趋势。用CiteSpace分析CSSCI数据需要一些

编码和格式上的转换，本文利用大连理工大学刘

盛博编写的中文处理软件对CSSCI数据进行格式

转换，转换成可被CiteSpace处理的格式，然后分

别对记录中的机构、关键词和涌现词进行分析。

2 研究机构分布

利用CiteSpace软件，导入事先转换好的数

据，再进行相关选项设置。时区分割为2007-

2012年，时间跨度选为1年，共6个阶段，每个

阶段选前50篇文献，主题词来源选择文献标题、

摘要、关键词和标识符，网络节点选为 Institu-

tion，修剪项选择最小生成树、修剪分段的网络、

修剪混合网络，每个阶段选择Top50个机构名，

运行软件，得到研究机构的共现网络图谱，如图

1所示。图1中共199个节点，16条连线。

图1中每个节点代表信息公开领域的研究机

构，节点越大，该机构的发文量越大。节点年环

代表机构发文历史，年轮的颜色指代机构发文出

现的相应时间，年轮厚度表示研究机构在该年

的发文量（由于图片呈黑白色，节点颜色无法显

示）。

图1显示，信息公开领域的研究机构共有

199个，但大部分都是孤点，节点之间的连线较

少，说明各个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较为简单。其

中，发表成果前10位机构分别是：中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43篇），厦门大学管理学院（38篇），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33篇），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32篇），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

院（31篇），南开大学商学院（27篇），东北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25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4

篇），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22篇），湘潭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21篇）。排在前3位的研究机构是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和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结合其成果内容

看，它们主要从实证角度研究企业（尤其是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影响因素，信息披露原

则、现状、问题及对策等，比较注重实践研究。

第四位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政府

信息公开，具体有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资源的

获取情况、信息质量、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

究、政府信息公开绩效评价，从公众角度研究公

图1  信息公开研究机构分布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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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的互动、公众信任

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应用，近两年还出现

了高校信息公开的政策研究。

3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

炼，是文章研究主题的核心词汇，因此对文献

题录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频次高的关键词常

被用于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2]。利用

CiteSpace软件，将网络节点选为keyword，其他

设置不变，运行软件得到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如图2所示。图2中共168个节点，192条连线。

在图2中，每个节点代表信息公开领域研究

的热点，它指示的是引文文献中出现的高频关

键词，节点越大，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

即其受关注程度越高。节点的年环代表该节点出

现的历史，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出现时间。节

点之间连线的颜色代表两个节点首次共现的年

份（由于图片呈黑白色，节点之间连线的颜色无

法显示）。根据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可以总体概

括2007-2012年这段时间信息公开领域的研究内

容，大致包括4个方面：（1）信息公开的主体：包

括政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开（主要指上市公

司）、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高校、图书馆、档

案馆、商业银行；（2）信息公开的客体：包括环

境信息、会计信息、政府信息、（企业）内部控制

信息、高管薪酬、档案、国家秘密、年度报告、

财务报告、无形资产；（3）信息公开的方式：包

括强制公开、依申请公开；（4）信息公开的监管：

包括信息公开制度的研究、公众参与、行政诉

讼、知情权、隐私权、投资者保护。 

从图2的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网络图谱可

以直观地看出，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信

息披露”，其他依次是“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

开”“上市公司”。这说明在信息公开研究领域

中，从2007年到2012年间，它们是研究中受关

注程度最高的4个词。这4个词的首次被引年份

均出现在2007年，此后一直被高度引用。

除了这6年共同的研究热点外，为了分析随

着时间的变化信息公开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

下面调用CiteSpace软件的 timeline功能，绘制出

2007-2012年各年度的研究热点变化的时区视图

谱（图3）。

图3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年对应的研

究热点的关键词。为了更深度掌握信息公开研

究领域中研究热点的演进情况，在表1中列出了

2007-2012各年度涌现词和词频都很高的重要关

键词的详细信息，如关键词、词频、中心度和涌

现值等指标的数值。由表1并根据图2结合各关

键词节点分支上的词可以分析出：2007年的研

究热点主要是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展开对信息公

开及其制度的研究，其中政府信息公开占重要部

分，围绕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主要有分析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实施情况下图书馆、档案馆（局）的

图2  信息公开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 图3  信息公开研究热点时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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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现状，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的各利益方的博

弈及策略，而对于企业信息公开主要研究企业内

部控制信息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责以及证

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2008与2009年的

研究热点演化到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

（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基础建设、信息服务（方

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研究；2010年的研究热点

是基于信息公开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企业信息披

露与资本成本以及公共危机管理的政府信息公开

研究；2011年的研究热点是从社会责任报告的角

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的研究，基于政府

信息公开档案馆服务的转变及档案信息资源的研

究；2012年的重点是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研究，

并且企业信息及其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也成为该

年的研究热点。

4 知识基础中介中心性

知识基础中介中心性（中心度，centrality）

是测量网络节点在网络图谱中对资源控制程度的

一个中心性指标，是所有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节点

的数量，中心性越高，表明该节点与其他节点建

立共现关系的可能性越大，在研究领域中起到转

折性和枢纽作用，具有高度影响力和重要作用。

表2是结合信息公开共词网络图谱中对中心度出

现相对较高的词汇信息进行统计。

从表2中可以看出，信息公开领域研究的知

识基础主要有会计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政府

信息公开、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自

愿性信息披露、商业银行和内部控制，在此基础

上进行各内容的扩展与延伸。

中心度最高的词是“会计信息披露”（0.93）。 

由信息公开共词图谱可看出，以“会计信息披

露”为中心的节点分支上有“会计信息质量”“公

司治理结构”“会计准则”“内部控制”“政治关

联”“信息不对称”“互动关系”和“影响因素”等

关键词。结合这些词共现的文献，可知企业（尤

其是上市公司）为解决投资者对公司内部信息的

获取，证券发行者要将公司财务经营等信息完整

及时地予以公开，以供市场理性地判断证券投资

价值，维护股东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这些活

动的主要对象就是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目前，

学者们主要研究的内容有：信息披露出现的问

题、信息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的方式和信息披

露的法律制度分析，其中信息披露的研究主体主

要有我国创业板市场、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商

业银行和美国资本市场。

第二高中心度的词是“信息不对称”（0.81），

与其共现的词汇有“会计信息质量”“公司治

理”“信息经济学”“代理成本”“信息公平”等。

“政府信息公开”（0.61）同时也是高频词

汇，说明政府信息公开既是信息公开研究领域的

研究热点，同时也是其研究的知识基础。与“政

府信息公开”相关联的词有“政府信息资源”、

“档案管理”“公开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知情

表1  各年度研究热点变化表

关键词 年份 词频 中心度 涌现值

政府信息公开 2007 308 0.28 10.5378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7 71 0.14 10.1469

内部控制 2007 60 0.06 2.9286

信息披露制度 2007 51 0.04 9.0827

环境信息公开 2007 46 0 4.1619

环境会计 2007 25 0 4.7917

证券市场 2007 23 0.12 4.3408

公共图书馆 2008 65 0.23 7.8735

图书馆 2008 26 0.02 4.1491

档案开放 2008 16 0 5.1199

档案管理 2009 15 0.04 6.6101

透明度 2010 14 0

公司监管 2010 12 0.08

危机管理 2010 10 0.06 2.4495

公共危机 2010 10 0.06 2.9428

社会责任报告 2011 26 0.05 6.5132

档案信息 2011 12 0 2.944

高校 2012 16 0.06 4.0462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披露
2012 8 0.01 3.145

合法性 2012 8 0.02 4.381

高校信息公开 2012 8 0.04 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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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档案开放”。

5 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

研究前沿一词最早由普赖斯提出，可以描述

研究领域的动态本质。1994年，加菲尔德进一步

指出：研究前沿是被引频次最高的核心文献与引

证这些核心文献的来源文献的集合，前沿的名称

可以从来源文献标题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单词或词

组中提取出来 [3]。在CiteSpaceⅡ中，对研究前沿

的侦测分析是基于从题目、摘要、系索词（指标

引文献的单元词或词组）和文献记录的标示符中

提取出的突变专业术语而确定的 [1]。通过跟踪分

析它们在不同时间区内出现频率的突变识别出代

表前沿的若干名词术语。

通过运行CiteSpace软件得出在不同时区内

出现的涌现词，表3列出了前6个。其中，涌现

值最高的突变术语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

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内容的研究；

二是对该条例应用方面做出探讨。如档案机构信

息服务、公共事件报道的法律平衡问题、关于图

书馆对策分析等。其中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有两

篇，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

华2007年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上发表的题

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问题与对策探

讨》[4]，该文归纳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

一年后的主要成绩，分析了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

题，并从理论层面揭示了实践问题的深层次原

因，最后提出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实施的若干政策建议。二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教授李国新于2008年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

的题为《公共图书馆与政府信息公开》[5]的一篇

文章，该文也是“公共图书馆”一词被引频次最

高的文献，文章指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

给公共图书馆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目前，我国公

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主要内容应是对政府信

息进行科学组织、加工整合、深度揭示，以方便

利用，创新服务方式方法，积极介入当地政府信

息公开目录、指南、索引、摘要的编制工作。急

需建立政府信息及时、完整进入公共图书馆的制

度保障，落实各级政府为公共图书馆开展政府信

息服务提供必要保障的规定。

排名第二的是“政府信息公开”，该词的涌

现值和被引频次都很高，关于“政府信息公开”

的代表性文献是中国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2009

年在《政治与法律》期刊上发表的题为《政府信

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探讨》一文，作者对受

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是否超出法定受案范

围，历史信息可不可以公开，在证据问题上适用

哪些特殊规则，如何实施免除公开信息的司法认

定以及如何裁量公开与信息可分割性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探讨 [6]。

排名第三的是“信息披露制度”，该词在2007 

-2008年被引频次发生突变，其中被引频次最高

的文献是浙江工商大学财会学院罗金明教授2007

年在《经济纵横》期刊上发表的《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制度研究》一文。文章中作者对国内外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

我国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必要性，

并就构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了

表2  信息公开研究的知识基础词汇（中心度≥0.4）

序号 中心度 关键词 年份 频次

1 0.93 会计信息披露 2007 59

2 0.81 信息不对称 2007 46

3 0.61 政府信息公开 2007 339

4 0.61 图书馆 2008 26

5 0.59 公共图书馆 2008 71

6 0.58 信息服务 2008 12

8 0.48 自愿性信息披露 2007 50

9 0.44 商业银行 2007 17

10 0.40 内部控制 2007 64

表3  信息公开领域中Top6涌现词

关键词 涌现值 被引频次 年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11.5118 73 2008

政府信息公开 10.1979 332 2009

信息披露制度 9.5164 52 2007-2008

公共图书馆 8.7426 69 2008

环境信息公开 5.0591 45 2008

高校 4.9638 20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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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政府应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作为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2）制定强制与

自愿相结合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3）

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4）提高企

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比性 [7]。

“环境信息公开”在2008年突变较大，涌现

值为5.0591，被引频次为45次，对于环境信息公

开研究中重要的文献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钱水

苗教授2008年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发表的《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

修改》一文，作者认为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

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

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根

据我国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

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

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

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实现环境信息公

开 [8]。

“高校”信息公开是2012-2013年突增的一个

研究领域，对于高校信息公开，黑龙江大学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中心马海群教授进行了大量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9月在《图书情报工作》

期刊中发表的题为《高校信息公开政策研究》的

专题 [9]。其中包括3篇文章，一是《高校信息公

开政策在大学治理中的价值定位》，该文结合高校

信息公开政策的介绍，在大学治理的语境下分析

了高校信息公开政策的价值，试图深化高校信息

公开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观念，推动大学治理理念

的转变，构建以信息公开为核心的大学治理新范

式。二是《高校信息公开指南模板构建研究》，文

章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相关规定试图

构建高校信息公开指南模板。三是《高校信息公

开政策评价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文章论述了我

国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6 结论

（1）信息公开研究机构的分布图谱表明，对

信息公开研究最多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

院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分别主要从企业和政府

的角度研究信息公开，但问题是各个研究机构的

合作关系较为简单，大部分都是各自为政，所以

信息公开研究领域中在作者合作，尤其是不同机

构的合作方面有待发展。

（2）从信息公开共词网络图谱可知，信息披

露、政府信息公开、上市公司等已成为2007-2013

年的研究热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热点也在

相应地发生变化，会计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

政府信息公开等是信息公开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

（3）关键词中涌现词的涌现值最高的6个词

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披露

制度、公共图书馆、环境信息公开以及高校。这

些词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研究前沿，其中最值得关

注的是高校信息公开，其研究在最近两年比较活

跃，即将成为信息公开研究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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