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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管理学领域学科交叉研究 
——基于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的视角

刘梦琦　王永梅　陈虹枢　汪雪锋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管理学作为一门兼具自然科学特征与社会人文属性的综合性学科，在信息化与数字化变革的双重

冲击下，凸显出越发鲜明的多学科交叉融通的特点。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管理学

与多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既是科学进步的必然，也响应了我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号召。[ 方法 / 过程 ] 本文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共现分析、True Diversity 指数以及主题模型等方法，对管理学部现有

的两项重大研究计划相关的论文成果展开了系统分析，构建起了主题受关注度 - 跨学科度矩阵。[ 局限 ] 本文仅就论文

成果进行了分析，在样本选择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进行学科交叉测度时，本文仅选取了“True Diversity”这一指标，

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 结果 / 结论 ] 从粗粒度的学科分类代码、细粒度的关键词以及反映研究成果内容的主

题三个维度开展分析，重大研究计划成果视角下，管理学领域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较为显著，表明新时期管理学领域

正不断扩展研究方法，迭代研究范式，并同时与多个学科进行交叉互融来更好地解决本领域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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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increasingly under the dual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wave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science with multiple discipline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par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but also a response to the call for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ethods/Process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two existing projects of the major research 

plan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and their related publications, using cooccurrence analysis, the 

True Diversity Index and LDA, and constructs a thematic interdisciplinary degree matrix. [Limitations] This paper only analyses 

the results of dissertations, which is a limitation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sample; besides, only the ‘True Diversity’ indicator is 

applied when measuring interdisciplinarity.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pand on this. [Results/Conclusions] After 

analyzing the coarse-grained disciplinary classification codes, fine-grained keywords and themes reflecting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we found that publications funded by major research program show high interdisciplinarity, indicating that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science in the new era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its research methods, iterating its research paradigm, and at 

the same time, applying knowledg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o solve research tasks.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rue Diversity; LDA; Major Research Plan

引言

管理学作为一门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

属性的综合性学科，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大规模数据处理、系统思

维及实证方法等科学范式，并逐渐凸显出鲜明

的多学科交叉融通特点 [1]。当前，信息技术革

命通过优化决策环境、丰富管理工具、完善管

理平台等方式助推了管理学科的发展，并同时

加速了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脚步，

随之而来的新技术伦理、安全与应用边界等问

题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因此，系统分析我国管

理学领域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的新特征与新模

式，已经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管理学科的崭新命

题之一。

管理学领域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既是

科学进步的必然，也响应了我国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号召。早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镕基同志便已

明确提出“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1]。近年来，数字化逐步

颠覆传统的组织管理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管

理领域拓展知识体系边界、深入交叉发展，使

过去一百多年来形成的管理理论的适用性与有

效性面临崭新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习近

平总书记也提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

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

和社会治理的机制”[1]。作为解决面向科学前沿

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

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的第一窗口，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通过学科交叉来汇集

创新力量以攻克科学难题并服务创新驱动。管

理学部牵头的两个重大研究计划——“非常规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以下简称“应急管理”

计划）及“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以

下简称“大数据”计划），都是在回答和解决

带有时代特征的重大管理问题。本研究基于国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1



新时期管理学领域学科交叉研究——基于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的视角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5 期 005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的两项重大研

究计划的相关论文成果，从主题维度对管理学

科在新时期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现状与趋势

展开分析。

1　学科交叉测度方法综述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参考文献角

度、作者合作角度以及文本内容角度进行学科

交叉测度，其中基于参考文献角度的研究最为

广泛 [3]，从文本内容视角出发测度学科交叉水

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学科交叉的本质是知识

的交叉融合，论文参考文献的多样性可以很好

地测度该领域的知识。当前，有关学科交叉测

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多样性测度和凝聚性测度

两个视角：多样性指标通常被用来测度文献集

的异质性，表示知识基础的广泛程度；而凝聚

性指标是为了揭示知识体系网络的结构凝聚性，

重点反映知识内容的整合情况。

随着学科交叉测度研究的逐渐深入，学科

多样性的测度从单一维度的学科数量、基尼系

数、差异度发展为综合丰富度和均匀度的香农

熵、布里渊指数等。尽管这些指标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测度学科的交叉程度，但分别存在一定

局限性，学者们始终没有停下探索能够涵盖学

科交叉丰富度、均匀度和差异度综合性指标

的脚步 [4]。其中，Stirling[5] 提出的跨学科性三

维测度的论述，即丰富度（variety，学科的数

量）、均匀度（balance，学科分布的均匀程度）

和差异度（disparity，学科性质的差异程度），

为学科交叉测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参考。

Rao-Stirling 指标将以上 3 个维度综合起来，

提出了相应的非参数测度指标——Rao-Stirling 

Diversity 指标（简称 RS 指标），常被用以测度

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融合度”，在国内外跨学

科研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6]。但 Leydesdorff

和 Rafols[7] 在测量期刊的学科交叉度时发现

Rao-Stirling 多样性指标的结果并不理想，并通

过将其与网络指标（中介中心性）、不均匀性

指标（Shannon 指标、Gini 系数）进行对比，

得到 Rao-Stirling 指标具有一定局限性的结论。

Zhou 等 [8] 将 Simpson 指标和 Rao-Stirling 指标

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其在测度跨学科性的实际

应用时显示出了较低的“区分度”。Jost[9] 认为

以往的学科交叉测度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

限，不能很好地描述学科交叉概念的实质含义，

他提出通过 Hill 型多样性指数来测度“真正学

科多样性”的方法。Hill 指数虽能够较好地测

度学科多样性情况，但并未包含学科差异度这

一维度。基于上述研究，Leinster 和 Cob-bold[10]

对 Hill 指数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将差异度添

加到该指标中，提出了新的指标 qDS。

目前，在 qDS 指标的基础上，Zhang L 等
[11] 学者经过反复对比和验证，进一步论证了当

q=2 时的 qDS 指标具有良好的数学特性。Ley-

desdorff 等 [12] 学者认为 2DS 指标是对 Rao-Stir-

ling 多样性指标的显著改进，使指标值之间具

有了可量化操作的可比性，并将其称为“True 

Diversity”指标（简称 TD 指标）。在学科交叉

成果的实际测度研究中，TD 指标从理论和实践

的双重角度都显示出了其在测度研究成果学科

交叉度时的优越性 [6]：（1）TD指标值具有“比例”

意义，例如，当 TD 值增加或减少 20% 时，可

以表示“学科多样性”程度增加或降低 20%；（2）

TD 指标的范围是 1 到正无穷，而 Rao-Sti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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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范围是 0~1，因此，TD 在表征“多样性”

时具有更大的区分度。

2　管理学部重大研究计划整体统
计分析

本文通过学科分类代码及学部信息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的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进行查询，共收集获取 2007—2020 年 229

条项目数据①，经过整理清洗共保留属于“应急

管理”以及“大数据”两个重大研究计划的项

目 216 项，涉及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集

成项目、战略研究项目以及指导专家组调研项

目共 5 个类别，总经费约为 21300 万元。项目

数量及资助经费情况如图 1 所示。整体看来，

两项计划所涉及的项目经费及项目数量呈现较

大的波动性，二者均在 2010 年出现最大值，其

中项目经费最高值达 4385 万元，项目数量最多

为 32 项。2009 年，“应急管理”计划正式启动，

项目数量及经费在两年间维持较高水平，2011

年有所回落；2015 年，“大数据”计划正式启动，

项目数量显著增长，同时由于该计划连续四年发

布了项目指南，故 2017—2018 年间该计划的项

目批准数量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2020 年的项

目数量从 2019 年的 0 项上升至 20 项，这一现象

是由于“大数据”计划在 2020 年发布了新的项

目指南，因而相关的项目数量随之增多。

①  https://output.nsfc.gov.cn/，检索截止至 2022 年 2 月 ; http://www.letpub.com.cn 检索截止至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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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20年管理学部项目数量及经费统计

2.1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计划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非常规突发事件呈现

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复杂态势，“应急管理”

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是基金委“十一五”期

间启动的第二批重大研究计划，于 2009 年 2 月

启动，2018 年 1 月 2 日顺利结束。相关成果融

合了管理、信息、心理等多学科领域的理论与

技术，以加强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与防灾减灾

的能力为目标，保障了国家管理正常运行以及

社会良性发展 [13]。

2009—2017 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的“应急管理”计划的项目类型、数量及资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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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经费的具体情况如图 2 所示。本文共收集到

“应急管理”计划的 111 个子项，并观察到其

项目数量及资助经费均呈现较大的波动趋势：

二者均在 2010 年达到最高峰；而在其启动的时

间段内，也在 2016年出现过类似“轮空”的情况，

即当年资助项目数量为 0。从其项目类型来看，

前期主要以培育项目与重点支持项目为主，中

期出现集成项目及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后期

出现战略研究项目，由此可见项目的资助模式

呈现出动态变化，逐步由浅入深。

1660

4385

435

3195

670 400 200
0

26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0

5

10

15

20

25

3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资
助

经
费

（
万

元
）

项
目

数
量

（
个

）

年份

“应急管理”计划

集成项目 培育项目 战略研究项目

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 重点支持项目 资助经费（万元）

图 2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计划项目数量及经费统计

2.2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计划

“大数据”计划发挥了管理、信息、数理、

医学等多学科交叉优势，结合公共管理、商务、

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的重要管理决策问题，

在大数据决策范式、分析方法、治理共享、使

能创新等方向上展开攻关 [14]。2015—2020 年间，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管理学部“大数

据”计划的相关项目资助数量及经费如图 3 所

示。该计划共涵盖 105 个项目，总科研经费约

10128 万，项目类型以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

目及战略研究项目为主，2017—2018 年出现少

量集成项目。该计划的项目数量在 2016 年达到

峰值 28 项，随后呈现下降趋势，但在 2020 年

有所回升；资助经费在 2015—2017 年间逐年上

升，2017 年达到峰值 33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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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计划项目数量及经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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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及预处理

论文作为项目成果的一种，是项目所在领

域研究内容创新成果的直接体现。深入分析项

目成果论文，探究管理学领域重大研究计划的

研究成果内容，能够发掘管理学领域与其他学

科交叉发展的新特征与新模式。本文选取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 SCI 及 SSCI 数据库为数

据来源，依据由学科分类代码及学部信息对管

理学部重大研究计划进行查询所得到的 216 项

相关项目，通过检索项目编号获得在“基金资

助信息”字段包含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标注的成

果论文共 3489 篇，并保留论文检索号、标题、

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作者、基金、来源

期刊等数据，为后续数据预处理做准备。其中“应

急管理”计划对应包含 1159 条数据，“大数据”

计划对应包含 2234 条数据。

本文主要利用 ItgInsight ②软件进行数据清

洗及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粗粒度及细粒

度的共现网络的构建。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以下简称 WC）是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

学科分类方法，是一种相对而言粗粒度的指标，

其在数据集中的共现情况可初步反映该计划成

果论文所包括的学科领域及整体学科交叉的情

况。同时，关键词作为一篇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是一种相对而言细粒度的内容“标签”，通过

对数据集中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通过研究主

题的交叠探究学科交叉的程度与重点。在数据

清洗阶段，本文首先对数据集中所包含的 WC

及论文关键词进行预处理，分别得到 WC 列表

及关键词词表，对关键词进行“自动 + 人工”

的合并处理，两个列表均保留 TF-IDF 值排名前

60 的分类及关键词，之后采用共现分析的方法

分别构建粗粒度 WC 的共现网络和基于细粒度

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并利用 ItgInsight 进行网络

可视化。

3.2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运用共现分析对两项重大研究计

划的论文成果展开文献计量视角下的粗粒度及

细粒度的内容分析。同时，综合 True Diversity

指数以及主题模型构建起了主题受关注度 - 跨学

科度矩阵，基于文本内容，进一步分析管理学

领域主题的跨学科性与影响力。具体的方法模

块包括共现网络分析指标、论文学科交叉测度、

主题分析及主题受关注度 - 跨学科度矩阵构建。

3.2.1　共现网络分析指标

节点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常用指

标，包括点度中心度 (Degree Centrality)、中介

中心度 (Betweenness Centrality) 和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 Centrality)[15]。本文主要采用点度中

心度及中介中心度两种测度方式。点度中心度

是利用网络中与某一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

的个数计算节点在网络中地位的指标，用来反

映一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和“权力”大

小 [16]。具体而言，点度中心性测量的是网络中

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目 [17]。如果一个节

点与很多其他节点直接连接，那么该节点就处

于较为重要的地位，其计算公式如下，

1
degreeN

DC
n

=
−

                             (1)

② http://cn.itg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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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gree 表示现有与节点相连的边的数量，n–1

表示该节点与其他节点都相连的边的数量。

中介中心性则反映了节点传递信息的能

力。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越高，则表明越多的

节点需要通过它才能联系，反映的是节点的

“中介”效用。在共现网络中，如果一个关

键词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那么该关键词

在网络传播的媒介作用就更明显 [18]。具体地，

中介中心性指网络中经过某点并连接这两点

的最短路径占这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线总数

之比，以经过某个节点的最短路径数目来刻

画节点重要性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

( )st
s t i

st

d iBC
d≠

= ∑                   （2）

dst 表示连接节点 s 和节点 t 的最短路径的

数量，dst(i)表示经过节点 i且为最短路径的数量。

3.2.2　学科交叉测度指标

根据现有研究对学科交叉测度方法的综述，

本文选取了“True Diversity”指标（简称TD指标）

作为衡量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程度的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1 1
(1 )( ) ( )ij i j i j i j ij

TD
d p p p p p p d

= =
∑ − ∑ − ∑ (3)

其中，pi 和 pj 分别表示参考文献中属于的

学科类别 i 和学科类别 j 的参考文献数量占所有

学科类别对应参考文献数量之和的比例，dij=1–

Sij，Sij 表示学科类别 i 和 j 的相似度值。

TD 的数值越大，表示基于参考文献的跨学

科知识融合程度越高 [8]。每一篇论文都有对应

的 TD 值，但这种形式的学科交叉测度本质上

是基于论文的，无法很好地在内容表达上形成

主题维度的认知。

3.2.3　主题提取与分析

本文采用 LDA 模型对成果论文进行主题提

取与分析。LDA 模型是一种三层贝叶斯概率模

型 [19]，涵盖文档、主题、词的分布，能有效地

从大规模文档集合语料库中提取出隐含主题，

具有良好的降维能力、建模能力及扩展性 [20]。

该算法假设文档 - 主题分布与主题 - 词汇分布

的参数都服从狄利克雷分布，以此来构造一个

三层贝叶斯网络结构，生成模型指能够反映给

定输入与模型输出之间生成关系的模型。LDA

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已在文本挖掘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有效辅助了科技期刊、网络舆情、微博

话题等文本数据的挖掘处理。如图 4 所示，假

定语料库中共有 M 篇文档，每篇文档下的主题

分布 θ 是一个服从参数为 α 的 Dirichlet 先验分

布中采样得到的多项分布，每个主题下的词分

布 φ 是一个从参数为 β 的 Dirichlet 先验分布中

采样得到的多项分布。对于第 m 篇文章中的第

n 个词 wm,n，首先从该文章中出现的每个主题的

多项分布中选择或采样一个主题 zm,n，然后再在

这个主题对应的词的多项分布中选择或采样一

个词。不断重复这个随机生成过程，直到 M 篇

文章全部生成完成。

图 4　LDA主题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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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主题受关注度-跨学科度矩阵构建

为进一步分析上述主题的融合特点，基于

论文学科交叉测度指标 TD 及 LDA 模型，本文

将二者结合，构建主题受关注度 - 跨学科度矩

阵，分析每个主题的累计平均被引量及累计平

均学科交叉程度。本文将论文被引矩阵表示为

A，论文 TD 指标矩阵为 B，可用公式（4）（5）

表示如下。

A=[a1 … ai … a3489]
T                 （4）

B=[b1 … bi … b3489]
T                  （5）

ai 表示第 i 篇论文的被引频次，bi 表示第 i

篇论文的交叉程度值。
1

1

20

0

0

T
j

n
C n A

n
θ

−
 
 = × 
  

×


 



           （6）

1
1

20

0

0

T
j

n
D n B

n
θ

−
 
 = × 
  

×


 



            （7）

LDA 模型提取得到的文档 - 主题矩阵 θ 转

置后，分别与论文的被引量矩阵 A、论文的交

叉指标值（TD 值）矩阵 B 相乘后进行累计平均，

得出了每个主题的累计平均被引矩阵 C 及累计

平均交叉度矩阵 D，公式（6）和（7）中的对

角矩阵表示第 j 个主题下包含的文档数量 nj。主

题被引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主题的受关注

度，TD 指标则代表主题跨学科度。通过对该矩

阵的分析能够更好得出管理学领域重大研究计

划的论文成果在内容、学科交叉程度以及受关

注程度的整体情况。

4　研究结果

经过数据预处理，本部分基于 3489 篇管理

学领域重大研究计划的论文成果开展主题分析

与学科交叉测度，其中“应急管理”计划包含

成果论文 1159 篇，“大数据”计划包含成果论

文 2234 篇。

4.1　基于重大研究计划论文成果的共现网络
分析

4.1.1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计划

WC 共现图能够直观地反映出粗粒度的学

科交叉整体情况。图 5 中节点为 WC，节点的

大小反映了各个 WC 在网络中的点度中心性，

即点度中心性越大，节点越大；WC 共现的次

数决定连接两个节点线段的粗细，共现次数越

多连线越粗。

在“应急管理”计划成果所涉及的学科中，

管理学与计算机科学、工学、应用数学存在

较为明显的学科交叉，相关知识在不断传递

与融合。由表 1 可见，以“运筹学与管理科学”

（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

ence）为代表，节点的点度中心性与中介中心

性的排名存在一定重合。一个节点的中介中

心性数值高可能存在两种情况：其一，与该

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很多，导致经过该

节点的路径很多，出现最短路径的可能性增

大；其二，该节点处于两个子网络的结合部位，

从而成为连接两个子网络的“必经之路”[21]。

“运筹学与管理科学”（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Appli-

cations、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工 学”（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Engineering, Civil、Environ-

mental Studies）这些学科的点度中心性和中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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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中心性值均很高，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

而“Physics, Mathematical”和“Mathematics,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等基础学科领

域虽然在中介中心性方面排名前 10，但点度

中心性相关数值较小，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

它们于不同的研究模块中，在不同子团体之

间传递信息，起到中介作用，说明其对于学

科的交叉融合有着重要的作用。

图 5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计划成果论文的WC共现网络

表 1　排名前 10的WC及其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

排名 WC 点度中心度 排名 WC 中介中心度

1 运筹学与管理科学 0.333 1 运筹学与管理科学 0.005

2 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 0.281 2 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 0.003

3 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 0.263 3 工程学，电气与电子 0.003

4 工程学，电气与电子 0.246 4 工程学，土木工程 0.003

5 工程学，土木工程 0.228 5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 0.003

6 环境研究 0.228 6 数学，跨学科应用 0.003

7 自动化与控制系统 0.211 7 神经科学 0.003

8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 0.193 8 环境研究 0.002

9 工程学，环境工程 0.193 9 物理，数学物理学 0.002

10 数学，应用数学 0.193 10 多学科科学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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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对“重大研究计划”视角下管

理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本文随后以细粒

度的“关键词”表示具体的研究内容，共现频

率高的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代表一

个相关主题，属于一个话题簇。在此基础上，

将关键词按照共现关系连接成网 [22]，建立关键

词共现网络如图 6 所示。

结合图 6 与表 2，项目主要涉及的研究内

容可以被划分为 7 个子领域，主要包括复杂网

络、社交网络、应急管理等。“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应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最优化”（optimization）、

“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等关键词节点的

点度中心度值较大，说明它们不仅是“应急管

理”计划成果论文涉及较多的关键词，还与网

络中的其他关键词广泛联系。如表 2 所示，上

述关键词的点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值双高，

说明其为网络中研究重点主题；而“功能性核

磁共振成像”（FMRI）、“近似算法”（ap-

proximation algorithm）和“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节点中介中心性较高，点度中心度

较低，因而处于两个子网络的结合部位，位于

不同的研究模块中，在不同子团体之间传递信

息，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

图 6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计划成果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

4.1.2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计划

在“大数据”计划成果所涉及的学科中，

如图 7 所示，管理学相关学科与计算机科学、

工学、环境科学以及数学等基础学科领域存

在明显交叉。其中，如表 3 所示，“运筹学

与 管 理 科 学”(Operations Research & Man-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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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ment Science、Economics）、“ 计 算 机

科 学 ”（Computer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工 学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Engineering, Civil）、“环境科

学”（Environmental Stud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s）等学科均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性和

中介中心性值，而 “统计与概率”（Statistics 

& Probability）等学科领域虽然在中介中心性

方面排名前 10，但点度中心度较低，这说明

他们在整体网络上不具有主导地位，但位于较

为关键点“桥”通路上，一定程度上在研究领

域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表 2　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排名前 10的关键词
排名 关键词 点度中心度 排名 关键词 中介中心度

1 社交网络 0.208 1 社交网络 0.008

2 仿真 0.189 2 仿真 0.007

3 应急管理 0.17 3 最优化 0.007

4 最优化 0.113 4 应急管理 0.006

5 文化 0.094 5 近似算法 0.005

6 复杂网络 0.094 6 遗传算法 0.003

7 移情 0.094 7 文化 0.002

8 疏散 0.094 8 复杂网络 0.002

9 传染病模型 0.075 9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0.002

10 公共卫生 0.075 10 社区检测 0.002

图 7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计划成果论文的WC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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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排名前 10的WC及其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

排名 WC 点度中心度 排名 WC 中介中心度

1 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 0.339 1 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 0.003

2 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 0.322 2 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 0.003

3 工程学，电气与电子 0.322 3 工程学，电气与电子 0.003

4 运筹学与管理科学 0.305 4 运筹学与管理科学 0.003

5 数学，跨学科应用 0.305 5 环境科学 0.003

6 工程学，土木工程 0.288 6 数学，跨学科应用 0.002

7 环境科学 0.271 7 经济学 0.002

8 经济学 0.254 8 管理 0.002

9 环境研究 0.237 9 统计与概率 0.002

10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 0.22 10 医学，研究与实验 0.002

对“大数据”计划成果的论文进行更细

粒度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构建共现网络图如

图 8 所示，关键词之间连接紧密，关系较为

复杂，主要被聚类成 6 个部分，主要涉及深

度学习、碳排放、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等

主要内容。

图 8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计划成果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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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继续通过“点度中心性”和“中介

中心性”来分析关键词簇在共现网络中的不

同角色。结合图 8 与表 4 可知，“机器学

习”（machine learning）、“大数据”（big 

data）、“ 深 度 学 习”（deep learning）、

“最优化”（optimization）、“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等关键词节点的点度中心

度值较大，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与网络中的

其他关键词广泛联系，拓展了研究组合的多

样性。“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大数据”（big data）、“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最 优 化”（optimization） 等

关键词的点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值均很高，

是“大数据”计划相关的重点研究内容。而“碳

排放”（carbon emission）等节点虽中介中

心性较高，但点度中心性相对较低，更有可

能在不同研究领域起到关键的“桥梁”作用，

促进差异性或应用程度高的研究发生碰撞。

表 4　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排名前 10的关键词
排名 关键词 点度中心度 排名 关键词 中介中心度

1 机器学习 0.362 1 大数据 0.005

2 任务分析 0.362 2 机器学习 0.004

3 训练 0.345 3 任务分析 0.003

4 深度学习 0.328 4 深度学习 0.002

5 大数据 0.276 5 最优化 0.002

6 特征提取 0.259 6 神经网络 0.002

7 计算模型 0.259 7 碳排放 0.002

8 最优化 0.241 8 训练 0.001

9 推荐系统 0.241 9 特征提取 0.001

10 神经网络 0.224 10 计算建模 0.001

4.2　管理学领域主题跨学科性与影响力分析

4.2.1　基于LDA的主题提取

本文使用 Python 对 3489 条管理学部论文

数据进行预处理及 LDA 模型训练。对论文摘要

进行分词、过滤分词结果，并构建二元组（bi-

gram）将高频连词组合成一个单词，之后创建

词典和向量化语料作为 LDA 模型的输入。本文

设置主题数依次为 10，20，30，聚类效果如图

9 所示，其中气泡代表主题，气泡大小表示主

题的出现频率，气泡之间的距离表示主题间的

差异性，气泡出现重叠说明两个主题的特征词

有交叉。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主题数过大会给主题

划分和解释造成一定难度，过小又容易覆盖一

些小主题，因此主题数的选择会根据语料体量

的大小进行调整。本文涉及 3489 条摘要数据，

且考虑到主题间差异性越大聚类效果越好，故

将主题数 K 确定为 20，α=β=auto，迭代次数为

400，训练得到了主题 - 特征词矩阵 φ 和文档 -

主题矩阵 θ：
1

20

t

t
ϕ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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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φ 代表 20 个主题的特征词分布，保留

了每个主题下出现概率最高的前 5 个特征词；

矩阵 θ 表示第 i 篇文档 di 以概率 pi,j 归纳在第 j

个主题之下。

图 9　主题数依次为 10,20,30的聚类效果图

4.2.2　基于主题的学科交叉分析

从主题和特征词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管

理学科与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医学研究、

交通运输、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均有广泛的

交叉融合。为进一步分析上述主题的融合特点，

本文按 3.2.4 部分所述方法进行计算处理，分析

每个主题的累计平均被引量及累计平均交叉程

度，结果如表 5 所示。

以 20 个主题的累计平均受关注度和累计

平均交叉程度的均值为原点，横轴和纵轴分别

表示主题受关注度和跨学科度，本文构建起了

反映主题受关注度与跨学科度的四象限图。如

图 10 所示，主题 12（应急管理）、主题 15（文

本情感分析）、主题 18（大众健康与医疗分析）、

主题 2（预测分类算法）、主题 6（能源市场

预测）、主题 4（社会网络分析）及主题 16（车

辆路径规划）的累计平均受关注度和累计平均

交叉程度位于第一象限，高于横轴均值 3.44

和纵轴均值 0.799，表明这七个主题的学科交

叉程度较高，且受关注度较高，其中主题 15

（文本情感分析）和主题 12（应急管理）均

具最高的关注度和学科交叉程度。20 个主题

中累计平均学科交叉程度大于等于平均值的

共 9 个，占比 45%，虽然位于第三象限的主

题，其累计平均被引量和累计平均交叉程度

均低于均值，但从整体来看，主题的累计平

均交叉程度都大于 0.4，累计平均被引量都大

于 1.5，仍表现出重大研究计划论文成果反映

出的管理学领域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较为显

著的特点。同时，图 10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在此领域研究主题的学科交叉程度与主题受

关注度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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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题统计表

标签 主题名称 特征词
累积平均受关

注度
累计平均学
科交叉度

T01 信息系统分析 信息，系统，数据，分析，方法 2.1701 0.6213 

T02 预测分类算法 算法，预测，分类，数据，准确度 4.5186 1.1558 

T03 最优化算法 最优化，算法，问题，功能，方法 3.1502 0.9471 

T04 社会网络分析 社交网络，社交，信息，关系，因子 5.4241 0.8394 

T05 碳排放 碳，排放，环境，消费，工厂 1.8122 0.5663 

T06 能源市场预测 油，电，价格，市场，预测 3.7685 0.9926 

T07 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成本，策略，供应，需求 2.6751 0.7324 

T08 群决策 决策，倾向，群体，权重，标准 2.5723 0.7086 

T09 动态决策 结构，动态，流量，网络，程度 2.6027 0.7254 

T10 疾病管理研究 癌症，疾病，患者，风险，因子 3.2937 0.6237 

T11 物流管理 平台，渠道，顾客，零售商，价格 2.6951 0.4766 

T12 应急管理 洪水，管理，应急，灾难，分配 6.6249 1.1720 

T13 多准则决策 数据，维度，实证，模型，模式 2.0897 0.4845 

T14 旅游交通营运管理 路线，运输，城市的，驾驶，旅行 2.7743 0.7051 

T15 情感文本分析 信息，积极，消极，情绪，神经的 5.7927 1.7074 

T16 车辆路径规划 轨道，车辆，交通，数据，网络 4.6358 0.8734 

T17 能源分配管理 能源，火，分配，相关，幂律 2.9477 0.8466 

T18 大众健康与医疗分析 健康，控制，策略，大众，干预 5.7667 0.9455 

T19 企业战略管理 系统，企业，行为，神经网络，计划 1.7070 0.4377 

T20 能源与气候政策研究 政策，能源，效用，社区，结构 1.7055 0.4182 

T01-信息系统分析

T02-预测分类算法

T03-最优化算法

T04-社会网络分析

T05-碳排放

T06-能源市场预测

T07-供应链管理

T08-群决策

T09-动态决策

T10-疾病管理研究

T11-物流管理

T12-应急管理

T13-多准则决策

T14-旅游交通营运管理

T15-文本情感分析

T16-车辆路径规划

T17-能源分配管理
T18-大众健康与医疗分析

T19-企业战略管理

T20-能源与气候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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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主题受关注度 -跨学科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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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共现分析、True Diversity 指数以

及主题模型，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

划在管理学领域现有的两项重大研究计划及其

相关的论文成果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得到

结论如下：

（1）从粗粒度的学科分类代码、细粒度的

关键词以及反映研究成果内容的主题三个维度

开展分析，重大研究计划成果视角下，管理学

领域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较为显著，表明新时

期管理学领域正不断扩展研究方法，迭代研究

范式。

（2）从管理学部牵头的两个重大研究计划

视角来看，“应急管理”计划在非常规突发事

件演变规律、风险治理、应急准备、预警技术、

应急处置策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

响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该计划除管理学科的相

关知识领域外，在计算机科学、生物制药、医

学研究、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涉及。该项计

划的研究成果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其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多样化，并

反馈增强了重大研究计划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

现实可能性。“大数据”计划以大数据驱动的

管理与决策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挥管理、信息、

数理、医学等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优势，着重研

究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理论范式以及大数

据资源治理机制与管理等重要研究问题，其相

关产出成果具有较高学科交叉性，以其为透镜，

可以看出管理学不断扩展其研究范式与方法，

并同时与多个学科进行交叉互融来更好地解决

本领域的科学问题。

（3）管理学在新时期背景下响应“数字化”，

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结合愈发紧密，但亦不局限

于此，其与基础科学、人文科学亦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机器学习”“大数据”“深度学

习”等新一代数智技术已经逐步改变管理学所

处的信息生态，信息系统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等研究领域变迁与升级最为明显。随着研究主

题不断深入，管理学领域将进一步运用新方法、

融合新范式、接受新思想、产生新观点，从而

更好地与时代发展需要相结合，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5.2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本文从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的视角出发，

基于对项目成果数据的 WC 词及关键词的共现

分析和指标计算，定量展示了新时期管理学科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情况，并基于 LDA 主题

挖掘构建起了主题维度的学科交叉测度模型，

从主题维度对管理学科在新时期与其他学科的

交叉融合现状与趋势展开了分析。本研究存在

以下不足之处：

（1）项目资助的成果产出是多样性的，包

括了论文、专著、软件、标准、重要报告、专利等，

本文仅对论文成果进行了分析，在样本选择方

面存在一定局限性。此外，由于时间和精力的

限制，本文收集的项目成果数据只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没有涉及其他数据库中的文

献数据。

（2）在进行学科交叉测度时，本文仅选取

了“True Diversity”这一指标，尽管 TD 指标具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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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综合性，但是选取多维指标进行学科交

叉测度仍是可行的。

（3）本文收集的论文数据时间跨度较大，

某些研究领域（如计算机科学领域等）发展变

化迅速，本文没有从时间维度去探讨此类领域

与管理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

在未来研究中，在方法层面将继续探索从

文本内容视角测度学科交叉水平的有效方式，

使得语义信息更加丰富准确；在应用维度，数

据来源可考虑不局限于论文数据，充分利用其

他成果数据使得测度结果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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