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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2003~2023年我国涌现研究，分析涌现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对研究涌现领域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以20年期间对涌现主题文献研究的发文数量、作者合作、

机构合作登整体情况加以描述并对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自2005年之后，每年的研究数量均超过超过30
篇。在研究热点上，涌现的研究热点有：涌现性、涌现机理、复杂网络、复杂系统、自组织等。涌现研

究的最新前沿集中在复杂网络、复杂系统、涌现性和自组织等方面。但涌现研究在机构合作上研究较少。

讨论：建议未来研究应树立多学科视角、加强跨机构、跨领域的合作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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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emerging hot topics and frontier evolution of 
emergenc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3. Methods: In this paper,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f emerging theme literature research over a 20-year period,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Since 2005, the number of studies has exceeded 30 per year, and the emerging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emergence, emergence, emergence mechanism, complex network, complex sys-
tem, self-organization, etc. The latest frontiers in emergent research focus on complex networks, 
complex systems, emergence, and self-organ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on institu-
tional collaboration. Discus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stablish a multidis-
ciplinary perspective, strengthen cross-institutional and cross-field cooperation, an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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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涌现”(Emergence)的概念最早可以最追溯到英国十九世纪穆勒[1]其认为涌现现象普遍存在于客观

世界中，而要认识“涌现”现象，必须要从整体上去理解系统特征，包括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以及其随

时间的相互作用。自从涌现概念的提出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涌现的研究，Benyamin 等

人[2]认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动态互动可形成新的组织领导力，提出了一种领导力涌现的概念模型。范冬

萍[3]描述，涌现理论的第二阶段，主要是指 20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研究进路以揭示突现机理为核心，以

跨学科研究为视野，以计算机模拟为手段。Karil [4]定义涌现并非一个全新概念，对于有组织而非聚合的

系统，整体不仅是各部分的组成之和，而且其特征比部分之和的特征还要多。王亮家[5]提出，第二阶段

代表人物霍兰通过比较分析红衫、蚁群、西洋跳棋、神经网络、诗人创作等涌现现象。涌现打破了学科

之间的界限，改变了人们研究事物的方式，产生了新的视野[6]。涌现理论始于自然现象，虽然还在发展

过程中，对不同现象和不同领域的学科可能定义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表述，本文旨在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以 2003~2023 年关于国内涌现研究的 732

篇中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涌现研究的文献量、发文机构、关键词聚类以及发展态势等方面进行可视

化分析，从多维视角审视我国涌现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发展态势，以期为推动我国涌现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知网(CNKI)的全文数据库，为保证原始数据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在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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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选择高级检索，设定检索条件为学术期刊检索，按照 2014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以“主

题 = 涌现，基金文献，来源类别 = 全部期刊”为条件检索。同时，以“主题 = 涌现，来源类别 = SCI
来源期刊 or EI 来源期刊 or 北大核心 or CSSCI or CSCD”为检索式。经剔除报道、会议通知、约稿启示、

声明与议题无关的文献后，取二者并集得到 442 篇文献。同样操作如上，检索时间范围为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帅选剔除无关的文献后，取二者并集得到 290 篇文献。综上自 2003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得到 732 篇文献(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4 日)。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knowledge domain)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

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它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7]。CiteSpace 软件系统是

由美国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应用于科学和技术领域，通过直观的知识图谱，识别并展现该领域的

热点关键词、研究进展和前沿方向的一款软件[8]。本文将 CNKI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涌现文献进行分时动

态的可视化图谱分析，主要包括年度发文量分析、核心作者分析、重要研究机构分析等，科学展示知识

的宏观结构及其发展脉络，探寻涌现研究的热点与发展演进。 

3. 研究结果 

3.1. 涌现研究知识网络分布图谱 

3.1.1. 文献年度分析 
年度发文数量是衡量涌现研究热度与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9]。为了能清晰了解我国涌现研究的情况，

按照所选文献发布时间进行统计整理，绘制文献的量变趋势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rom 2003 to 2023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emerging research in China 
图 1. 2003~2023 年国内涌现研究领域发文量 

3.1.2. 作者合作分析 
发文量体现的是科研工作者科研成果数量，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其科研能力，依照普赖斯定律[10]。核

心作者发文量至少需为 Mp 篇，计算公式为 max0.749P PM N= ， maxPN 为统计时间段内该领域最高产作 

者文献发表数量[11]。对文献进行统计，选取文献发表数量为 3 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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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连线和发文较多的学者为胡晓峰(10 篇)、何新华(6 篇)、可星(5 篇)、孙秋柏(5
篇)、徐盛恒(5 篇)等人。图中仅显示几位作者联系密切，胡晓峰、司光亚、魏屹东、罗批等学者之间具

有学术合作和交流；单独节点的学者较多，表明我国学者在涌现上的研究沟通合作意识不够，学者们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待加强。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ore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emerging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3 
图 2. 2003~2023 年国内涌现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分布 

3.1.3. 机构合作分析 
运行 CiteSpace，时间为 1 year (年)，节点类型为 institution (机构)，TOPN = 50，其它参数为默认设

置，对涌现研究领域文献所属机构进行合作网络分析，生成“Nodes = 471, Links = 0.002”的机构合作图

谱。从表 1 可以看出核心机构关于国内涌现研究领域核心机构的发文量，表 1 中呈现以国防大学信息作

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15 篇)、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9 篇)、华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6 篇)、昆明理工大

学管理与经济学院(6 篇)、暨南大学管理学院(6 篇)等。从生成的图谱中可以发现由于连线密度为 0.002，
连线数表示节点之间的联系，连线密度越大表示节点之间联系越密切，由连线密度可知各机构之间的联

系比较松散，缺乏合作意识。 

3.1.4. 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研究问题或专题

[12]。而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提炼与概括，体现着文章的研究价值与方向，出现频次高的

关键词常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3]。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从而生

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如图 3 所示。从图谱中的聚类折射出涌现研究领域的热点，包括“涌现”“涌

现性”“复杂性”“复杂网络”“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cas 理论”“仿真”“整体涌现性”及

“综合继承研讨体系”等 10 个聚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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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by co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emerging in China 
表 1. 国内涌现研究核心机构发文数量表 

发文数量 年份 发文机构 

15 2005 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 

9 2008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6 2012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6 2010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6 2012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5 2010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5 2011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5 2005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 2011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network of domestic emergences from 2003 to 2023 
图 3. 2003~2023 年国内涌现研究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在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基础上，在“ClusterExplorer”中得到对数似然率(聚类标签词提取算法之一)，

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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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Hot keywords of domestic research (top 9) 
表 2. 国内涌现研究热点关键词(前 9) 

聚类号 聚类大小 标识词(选取前五个) 

0 71 涌现、涌现性、作战能力、复杂性、协同 

1 40 涌现性、agent、复杂体系、模拟仿真、涌现 

2 32 复杂性科学、复杂性、涌现、涌现性、个体创造力 

3 30 复杂网络、无标度网络、群体智能、人工只能、演化 

4 27 复杂系统、系统科学、人工智能、还原主义、跨学科 

5 25 复杂适应系统、系统、多 agent 系统、机制、二语习得 

6 23 cas 理论、层次涌现、技术创新、行为模式、智力资源管理 

7 12 仿真、微观机制、线上线下、社会集群、信任模型 

8 10 整体涌现性、整体论方法、系统方法、仿真模型、还原论方法 

9 7 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链接结构分析方法、群体智慧、知识 

 
对各聚类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各聚类研究内容存在相互交叉现象，因此可将我国涌现究归纳

为“涌现”“涌现性”“复杂系统”“复杂网络”“无标度网络”五个主题领域。详述如下： 
1) “涌现”研究主题。涌现是指事物的时间量变。霍兰指出涌现现象是以相互作用为中心的它比单

个行为的简单累加要复杂得多[14]。欧阳莹之进一步从哲学层面描述了涌现的实质，指出涌现是相互作用

的产物，“与其说涌现特性的出现显示了组合物的物质基础，不如说是显示了这些物质是如何被组织起

来的[15]”。这一描述体现了关系、联系、结构在涌现过程中的作用。 
2) “涌现性”研究主题。涌现性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相干效应或者非加和的属性。这个性质并不存在

于任何单个要素当中，而是系统在低层次构成高层次时才表现出来，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其为“涌现” [16]。
系统功能之所以往往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与“整体小于部分之和”，就是因为系统涌现了新质

的缘故，其中“大于部分”与“小于部分”就是涌现的新质[17]。 
3) “复杂系统”研究主题。复杂系统的物理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开始发展的统计力学，并逐渐渗透

到了诸如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及人文社科学等领域[18]。复杂系统具有多个特征：组成单元

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非线性、随机性；结构具有无序性；具有一定的反馈机制等。 
4) “复杂网络”研究主题。钱学森给出了复杂网络的一个较严格的定义：具有自组织、自相似、吸

引子、小世界、无标度中部分或全部性质的网络称为复杂网络[19]。复杂网络结构复杂且节点数目巨大，

呈现多种不同特征，虽然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但在功能结构上存在差异[20] [21]。简而言之即呈现高度

复杂性的网络。 
5) “复杂网络系统”研究主题。Holland 正式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并将其定义为“由规则描述的

相互作用主体组成的系统”[22]。其中前四个被视为特性，而后三个被认为是机制。这一理论为研究由适

应性主体构成且具备复杂适应系统特征的各类系统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的全面视角。 

3.2. 研究前沿 

突现词是某一个时间段内被引频次突然增多的关键词，可以用来反应某一时间段内的研究趋势[23]。
鉴于此，为进一步研究涌现研究的发展趋势，运用 CiteSpace，参数设置“涌现”，得到关键词突现词。

结果可以看出，2003 年开始，涌现的研究进入发展期，突变词主要有系统，延续时间长达 5 年。20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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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系统突变成为复杂性科学、整体涌现性、特征、agent、复杂性、机制、复杂适应性系统以及系统性

科学等；2013~2014 年间突现关键词是复杂网络；2014~2018 年间的突现词为 cas 理论；2017~2023 年间

出现大数据、自组织、人工智能、动态演化、涌现性、多微电网、能量管理和群体智能等突现关键词；

2015~2016 年间的突现词为涌现论和涌现性；2016~2021 年先后出现演化、自组织、人工智能、信息熵、

群体智能等突现关键词，这一阶段可以看出对智能化研究比较广泛。系统、复杂性科学、整体涌现性、

cas 理论、复杂适应性系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突现关键词延续的时间较长。其中大数据、人工智能、

涌现性、多微电网、群体智能等突现率一直延续至今，可说明这五个研究主题为涌现目前研究的主要发

展趋势。除此之外，关键词时序图也可以用来反映某一研究主题随时间变化的主要研究内容，也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时间段内的研究趋势，因此运行 CiteSpace，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按时间片段

生成关键词时序图谱，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Chronological map of keywords i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3 
图 4. 2003~2023 年国内涌现研究领域关键词时序图谱 
 

从上图中可看出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可以把涌现研究的演变划分基础发展期研究、中

期研究、新时期研究三个阶段，以更好的分析我国涌现研究的发展阶段。 

3.2.1. 基础发展期研究 
基础期研究是指在突现的开始时间是从 2003 年到 2007 年。在这一期间涌现研究处于起步发展期，

由于发文数较少、在涌现方面的关注点不高、对涌现的理解不够全面等众多问题的存在，对涌现研究的

培养力度不足，发文量较少，并不能集中展现出其中存在那些问题，如何去研究，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等。 

3.2.2. 中期研究 
中期研究是指在突现的开始时间在 2007 年到 2014 年这段时期。这期间关于涌现的文献发布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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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涌现研究，虽然研究中面临的问题也逐渐增多，但是也涌现出较多的新

兴的主题，同时研究方向开始多元化都在这一时期涌现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推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

研究进一步发展。研究大致从涌现、涌现性、复杂系统、复杂网络、演化、自组织、仿真等方面进行

开展.虽然研究的方面比较广泛，但是各方面很难融合，只是分散的对涌现进行研究，还未构成一个完

整的体系。 

3.2.3. 新时期研究 
最新研究前沿主要是指在突现时间在 2014 年至今，从年度发文量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研究达到了近

些年的顶峰。在这一时期，随着教育领域不断自我完善及国家支持学术研究的号召，对涌现的研究逐渐

细致。在这一时期涌现、涌现性、复杂网络、复杂性系统仍是研究的重点，但区别于以往，新时期对其

研究问题深层次剖析，从涌现的形成，复杂系统的应用，复杂网络问题，仿真模拟等方面研究，加强研

究的多元性，打破不平衡性；加强研究的协同性，避免孤立性。 

4. 讨论 

4.1. 加强涌现研究的规范性，缓和无序性 

从涌现研究有关的文献发表年度趋势来看，国内涌现的相关研究从 2003 年开始，在此之后，年度发

文量经历了从稳步上升到稍有波动，并于 2020 年达到顶峰。从研究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涌现研究领域的

核心概念较为广泛，对各概念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缺少相应的研究，而关键性概念表达的不同，涌现既有

动词的含义也有名词的含义。国内最多的就是将涌现用作动词来描绘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而对名词的涌

现研究较少，因此重视对概念的研究有利于规范性，避免在内容上存在大范围的交叉和重叠。 

4.2. 加强涌现研究的多元性，打破不平衡性 

从作者分布来看，发文量较多的学者之间合作较少，说明我国学者合作意识缺乏、研究范围相对单

一。因此学者们更应该加强合作交流，使得涌现的研究领域能够互相交叉，有所交融，促进涌现研究的

发展更加全面化、系统化。未来该领域要加强涌现的研究，加强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以便突破现在对

涌现研究的僵局，让更多的学者关注涌现这一研究领域。 

4.3. 加强涌现研究的协同性，避免孤立性 

从涌现相关文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机构之间发文量悬殊较大，且机构之间连线密度较少，说明各

机构间的研究较多的为单一研究，与其他机构之间缺乏合作意识。要鼓励跨机构、跨地区和跨国家研究

机构合作，促使分散的研究力量形成合作研究网络；要充分利用研究者各自的资源和优势，缩小研究力

量的区域性差异，以获得更为丰富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成果。 

5. 结语 

当前，涌现领域研究不断深化拓展，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涌现的研究发展态势明显。在研究机构方面各个机构还没有建立密切合作联系，机构间的合作较

少，合作程度较低，跨机构的合作有待加强。第二，在文献特征方面，建立作者合作联系，以上分析中

学者之间的合作较少，未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第三，在研究阶段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经历了起步期、

迅速增长期、缓慢下降期，涌现研究的发展规模较小，涌现增长速度也逐渐放缓，研究质量良莠不齐，

因此更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涌现机理上。第四，结合国内外研究状况，利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形

成涌现领域的中国研究范式，使涌现研究更多层面。进一步厘清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涌现理论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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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涌现的综合影响机制、涌现与复杂系统的关系、涌现所存在的问题等。此外，未来研究不能局限于

理论层面，更应加强善相关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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