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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747 articles in the “Informa-
tion Systems Research” (ISR) journal from 1998 to 2017 from four aspects of literature output 
analysis, 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alysis,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alysis and 
citation network cluster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output 
analysis, the volume of document output of the ISR journal presents a volatility increase; 2) ac-
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ore node in 
the 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by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3) in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top five 
universities in the literature output are all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cording to the cen-
trality analysis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12 institutions centered above 0.1, 9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ly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in China is listed; in ad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have great potential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information systems; 
4) according to citation network cluster analysis,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rom 1998 to 2001 is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research spot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2 to 
2011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to measure virtual organization, trus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uring the period 2012 to 2017of research topics shift from 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to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online knowledg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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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以《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简称ISR)期刊在1998年
至2017年近20年收录的747篇文献为研究对象，从文献产出分析、国家合作网络分析、机构合作网络分

析和引文网络聚类分析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 根据文献产出分析，ISR期刊的文献产出

量呈现波动性增长；2) 根据国家合作网络分析，美国在国家合作网络中是核心节点，中国需要加强国际

合作，提高自身影响力；3) 在研究机构合作网络中，文献产出量前五所高校均位于美国，同时根据合作

网络中心性分析，中心性在0.1以上的12所机构中，9所位于美国，中国只有香港城市大学列于其中，另

外，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信息

系统领域研究潜力巨大；4) 根据引文网络聚类分析，研究热点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1998年至2001
年期间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重心在信息系统的企业应用，2002年至2011年期间研究重心由传统的组织

转移到虚拟组织的测量指标、信任和影响因素，2012年至2017年期间由电子口碑研究转向在线知识社

区中的知识扩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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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信息系统学科领域中两个最负盛名的期刊之一，《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以下简称 ISR)
由美国“运营研究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出版，涵盖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包括：认知心理学、

经济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设计科学、组织行为理论、社会学和战略管理，致力于将信息技术应用

于组织及其管理，以提高经济和社会福利；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包括：计算机媒介通信、数据通信、决

策支持系统、在线学习、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扩散与采纳、知识管理、网络经济、信息技术

外包、软件开发方法、系统设计与实施、虚拟团队、工作流和流程管理。 
ISR 近 20 年(1998~2017)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及时更新研究主题，密切关注信息系统

新的研究方法，积极加强对信息系统实际应用问题的理论研究，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但目前尚无对 ISR 近 20 年的文献计量研究。因此，本文应用文献计量软件工具 Citespace 对

ISR 期刊在 1998~2017 期间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研究，旨在解决以下问题：1) 文献产出分布情况；

2) 国家合作网络特性；3) 机构合作网络特征；4) 引文网络聚类分析，以此发现信息系统领域研究

热点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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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文献计量是一种基于数理统计的定量分析方法，以科学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的分

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某些结构、特征和规律[1]。通过该分析

方法可以确定某一国家的影响[2]，或者某一学科领域的科学前沿[3]，同时也可作为同行评价的一个有力

的支撑工具[4]。 
文献计量学是以三大经验统计规律为核心的，分别是表征出科技文献作者分布的洛特卡定律[5]、表

征文献中词频分布的齐普夫定律和确定某一学科论文在期刊中分布的布拉德福定律[6]。伴随着计算机处

理能力的提高以及可视化软件的兴起，在近些年文献计量学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将知识图谱[7] [8]引入

到文献计量中，进行文献数据可视化，更好的分析某一学科领域的动态演变和知识前沿。 
Citespace 是美国德赛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和大连理工大学 WISE 实验室联合开发

的科学文献计量分析工具[9]，可以基于标题、摘要、描述和高频术语确定研究前沿，分析学科前沿随时

间的变化趋势，以及学科前沿与其对应知识基础间的关系，发现学科前沿研究之间的内部联系[10] [11]。
这种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分析可视化技术所绘制的 CiteSpace 知识图谱，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来龙去

脉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在引文网络图谱上，并把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

的研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12] [13]。CiteSpace 生成的可视化图谱由节点和连线构成，其中节点表示参考

文献、国家、机构、作者等元素[14]。 

3. 文献计量分析 

3.1. 文献产出分析 

研究数据选取“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出版物名称为“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时间跨

度从 1998 年至 2017 年，共检索得 747 篇文献。ISR 期刊的文献产出呈现一种波动性增长，虽然不同时

间段间的文献产出存在上下波动，但总体呈现一种上升趋势，如图 1 所示，尤其是 2009 年至 2012 年，

文献产出量由 31 篇/年增长至 75 篇/年，涨幅明显。 
由图 1，可以将 1998 年至 2017 年 ISR 的文献产出划分为二个阶段，如表 1 所示：1) 1998 年至 2008

年,每年的文献产出量在 24 篇上下波动，标准差为 2.960，平缓前进；2) 2009 年至 2017 年，文献产出量

开始增加，标准差增长至 13.170，这表明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用，ISR 期刊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

的关注和重视。 

3.2. 国家合作网络分析 

国家合作网络分析可用于分析国家合作网络的中介中心性、发文数量和最早发文年份。其中，中介中

心性突显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在本领域的合作情况，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该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越多，

在网络中的连通性越强；国家发文数量和最早发文年份可以展现一个国家在本研究领域的科研实力。 
应用 Citespace 将 1998 年至 2017 年 ISR 文献进行国家合作网络图谱分析，如图 2 所示，节点的大小

代表文献来源国家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代表该国家出现的频次越多，反之则越小；节点的连线数量代

表合作国家数量，连线数量越多表示合作国家数量越多，连线的粗细代表国家合作的频次，连线越粗，

表示国家合作越紧密；不同国家间的节点和连线颜色不同。由此，中介中心性大于 0.01，发文频次从高

到低排名前 9 的国家分别是美国(USA)、加拿大(CANADA)、中国(PEOPLES R CHINA)、新加坡

(SINGAPORE)、德国(GERMANY)、澳大利亚(AUSTRALIA)、韩国(SOUTH KOREA)、印度(INDIA)和瑞

士(SWITZERLAND)，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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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的 1998~2017 年 ISR 文献国家合作网络分析，可以发现：1) 美国在国家合作网络中占据绝对

核心位置，是国家合作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文献产出量高达 631 篇，占据总体文献产出的 84.47%，是

ISR 期刊的主要科研力量，此外，美国在国家合作网络的中心性高达 1.23，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说明 
 

 
Figure 1. ISR publication quantity between 1998 and 2017 
图 1. 1998~2017 年间 ISR 文献产出 

 
Table 1. 1998~2017 stage analysis of ISR publication quantity 
表 1. 1998~2017 年间 ISR 文献产出阶段分析 

阶段 期间 文献产出总量(篇) 文献产出平均量(篇) 标准差 

1 1998 年~2008 年 242 24.2 2.960 

2 2009 年~2017 年 506 50.6 13.170 

 
Table 2. 1998~2017 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alysis of ISR publication 
表 2. 1998~2017 年间 ISR 文献国家合作网络分析 

国家 中介中心性 发文数量(%) 最早发文年份 

美国 1.23 631 (84.5%) 1998 

加拿大 0.28 90 (12%) 1999 

德国 0.1 19 (2.5%) 2008 

中国 0.05 78 (10.4%) 2000 

澳大利亚 0.04 19 (2.5%) 2002 

印度 0.03 9 (1.2%) 2012 

韩国 0.02 15 (2%) 2012 

新加坡 0.01 40 (5.4%) 2003 

瑞士 0.01 4 (0.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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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1998~2017 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of ISR publication 
图 2. 1998~2017 年 ISR 文献国家合作网络图 

 

美国在 ISR 期刊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合作网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2) 比较中

国与中介中心性排名第 2 的加拿大，中国最早发文时间(2000 年)发文数量(78 篇)和加拿大最早发文时间

(1999 年)发文数量(90 篇)都相对接近，但加拿大在国家合作网络的中心性(0.28)是中国中介中心性(0.05)
的近 6 倍；3) 比较中国与中介中心性排名第 3 的德国，中国发表在 ISR 上的最早发文出现在 2000 年，

相比德国在 2008 年的最早发文早了 8 年，且中国发文数量(78 篇)是德国发文数量(19 篇)的近 4 倍，但德

国在国家合作网络的中心性(0.1)是中国的中心性(0.05)的 2 倍；4) 根据 2)和 3)分析，中国在 ISR 期刊上

发表的研究，在国家间的合作与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还有明显不足，因此，为提高在 ISR 上的影响力，中

国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在国家合作网络的中介中心性；5) 比较最早发文时间接

近的澳大利亚(2002 年)和新加坡(2003 年)，虽然新加坡发文数量(40 篇)是澳大利亚发文数量(19 篇)的 2
倍多，但澳大利亚中介中心性(0.04)是新加坡中介中心性(0.01)的 4 倍，说明澳大利亚更加注重国际交流

与合作；6) 在 ISR 的最早发文时间较晚的印度(2012 年)、韩国(2012 年)和瑞士(2015 年)，发文数量分别

是 9 篇、15 篇和 4 篇，但已进入国家合作网络中介中心性排名前 9 位，说明这三个国家已跻身于信息系

统的国际合作研究。 

3.3.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机构合作网络可用于分析机构合作网络的中介中心性、所属国家、发文数量和最早发文年份。其中，

中介中心性突显一个机构与其他机构在本领域的合作情况，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该机构与其他机构的

合作越多，在网络中的连通性越强；机构发文数量和最早发文年份，可以展现一个机构在本研究领域的

科研实力。 
应用 Citespace 将 1998 年至 2017 年 ISR 文献进行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分析，如图 3 所示，节点的大小

代表文献来源机构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代表该机构出现的频次越多，反之则越小；节点的连线数量代

表合作机构数量，连线数量越多表示合作机构数量越多，连线的粗细代表机构合作的频次，连线越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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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1998~2017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of ISR publication 
图 3. 1998~2017 年 ISR 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图 

 

表示机构合作越紧密；不同机构间的节点和连线颜色不同。由此，中介中心性大于 0.1，发文频次从高到

低排名前 12 的机构分别是马里兰大学(Univ Maryland)、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 Texas Dallas)、纽

约大学(NYU)、明尼苏达大学(Univ Minnesota)、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佐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新加坡国立大学(Natl Univ Singapore)、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 Hong Kong)、佐治

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 Technol)、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 Texas Austin)
和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的 1998~2017 年 ISR 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可以发现：1) 中介中心性大于 0.1 的 12 所机构，

有 9 所位于美国，这与美国在国家合作网络中心性排名第 1 的数据是一致的，体现了美国在 ISR 期刊国

家层面的合作网络中以及机构层面的合作网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2) 虽然新加坡在国家合作

网络的中介中心性排名第 8，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机构合作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达 0.19，排名第 4，这说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对新加坡在 ISR 期刊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贡献；3) 加拿大在国家合作网络中介中心性为

0.28，排名第 2，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在机构合作网络的中介中心性为 0.14，排名第 7，这说明加拿大各

大学在 ISR 期刊，整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均衡；4) 虽然中国在国家合作网络中介中心性排名第 4，
但中国的香港城市大学在机构合作网络中介中心性排名第 11，这表明尤其在在 ISR 期刊机构层面的合作

网络，中国大学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5) 特别地，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新

加坡国立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研究观测期 1998 年至 2017 年，这四所高校在 ISR 刊登第

一篇文章的时间分别是 2009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0 年，起步时间虽然相对较晚，但这 4 所机构的

文献产出量机构合作网络中介中心性都位居前列，发展迅速，是合作机构网络中有巨大研究潜力的节点。 

3.4. 引文网络聚类分析 

为了更好的研究引文网络的演变过程，对引文网络进行聚类分析，运用 Link Walkthrough 功能观察

每一个时间段中的引文具体分布在哪一个聚类中，由此，整合每一个聚类的信息，得不同时间段聚类分

布，如表 4 所示。在不同时间段聚类分布表中，每一个聚类的 Silhouette 值都高于 0.7，这表明每一个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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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1998~2017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alysis of ISR publication 
表 3. 1998~2017 年间 ISR 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机构 中介中心性 国家 论文数量(%) 最早发文年份 

马里兰大学 0.30 美国 62 (8.3%) 1998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0.23 美国 35 (4.7%) 2009 

佐治亚州立大学 0.20 美国 27 (3.6%) 2002 

新加坡国立大学 0.18 新加坡 25 (3.3%) 2010 

佐治亚理工学院 0.18 美国 24 (3.2%) 2009 

坦普尔大学 0.17 美国 24 (3.2%) 2006 

麦吉尔大学 0.14 加拿大 12 (1.6%) 1999 

纽约大学 0.13 美国 30 (4.0%) 2005 

明尼苏达大学 0.13 美国 29 (3.9%) 2000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0.13 美国 20 (2.7%) 2010 

香港城市大学 0.12 中国 25 (3.3%) 2000 

卡内基梅隆大学 0.11 美国 29 (3.9%) 2001 

 
Table 4. 1998~2017 citation clustering analysis of ISR publication 
表 4. 1998~2017 年间 ISR 文献引文网络聚类分析 

时间段 聚类 ID 规模 Silhouette 聚类名称 核心引用文献 

1998~1999 

3 25 0.838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在组织变革中的应用[15]  

5 20 0.921 电子头脑风暴 电子头脑风暴[16] [17]  

8 15 0.888 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对比五种信息系统开发方法[18]  
对比四种软件风险管理方法[19]  

12 9 0.914 战略信息系统 改进信息技术的战略规划[20]  

 13 7 0.98 系统采纳者 EDI 采纳者对 EDI 投资的影响[21]  

2000~2001 
0 30 0.856 不确定方法 技术接受模型中用户对信息技术感知易用性随时间的演变[22]； 

基于期望差异理论，建立网上购物消费者的满意度理论[23] 

9 13 0.994 快速响应 快速响应和战略联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24]  

2002~2003 11 10 0.921 网络增强型组织 网络增强型组织及其测量方法[25] [26]  

2004~2005 

1 28 0.911 信任机制 基于机构信任提出三种信息技术支持机制，促使买卖双方信任[27]  

10 10 0.953 控制理论视角 
在不确定环境下软件开发团队如何灵活控制[28]； 
敏捷开发对提高软件项目质量的最有效条件[29]  

2006~2009 6 18 0.764 全球虚拟团队 考察全球虚拟团队，解释信任如何影响IT关系中的任务绩效[30] 
在线创新社区成员持续参与开源软件开发的影响因素[31]  

2010~2011 2 26 0.823 管理解释 解释说明信息系统在提升企业绩效中的作用[32]  

2012~2015 4 22 0.898 用户参与度 电子口碑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以及风险投资的影响[33] [34]  

2016~2017 7 16 0.966 在线人群 在线知识创造社区及其知识流动[35] [36] 

 

类内部的同质性很高，聚类具有较高信度[14]。 
通过对文献引文的分析可以看出：1) 1998~1999 年期间信息系统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信息技术在组

织变革中的应用”、“电子头脑风暴”、“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对比分析”、“信息技术在战略规划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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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以及 EDI 投资与采纳五个方面；2) 随着信息系统的应用与采纳，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用户对信

息技术的接受情况与满意度”以及“信息技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这也正是 2000 年到 2001 年期间信

息系统领域的研究热点；3) 2002 年至 2003 年期间，伴随着网络增强型组织的大量出现，对其测量指标

和测量方法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4) 2004 年至 2005 年期间，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热点呈现双向发展

的状况，一方面延续对网络增强型组织的研究，开始对组织之间的信任问题进行研究，例如：线上交易

中买卖方之间的信任问题，另一方面深入探讨敏捷软件开发框架；5) 2006 年至 2009 年期间，在网络增

强型组织和信任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开始对全球虚拟组织的信任问题进行探讨；6) 2010 年至 2011 年期

间开始运用解释性理论研究方法，探讨信息系统在提升企业绩效中的作用，研究热点为“管理解释”，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与 2000 年至 2001 年信息技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相似，但 2000 年至 2001 年的

相关研究侧重信息技术研究，而 2010 年至 2011 年的相关研究侧重管理解释；7) 伴随着大数据的兴起，

2012 年至 2015 年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到对电子口碑的数据分析，包括：消费者意见、用户体验和产品

评论等，主要研究问题为消费者决策、风险投资等有关商业的问题；8) 2016 年至 2017 年，研究热点从

“电子口碑”转移到“在线知识创造社区”，研究更侧重于利用在线评论研究在线知识社区中的知识传

播问题。 

3.5. 研究热点演变分析 

根据引文网络聚类分析研究热点演变，如图 4 所示，反映了不同时间段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热点的动

态演变及其研究热点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1998~2017 年间 ISR 文献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变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1) 1998~2001 年，此期间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重心在于信息系统在企业中的应用，包括信息系

统在企业组织变革战略规划等方面的应用、员工对企业信息技术的接受情况满意度以及信息技术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2) 2002~2011 年，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增强型组织大量出现，各种依托于互联网的

虚拟组织涌现，研究重心由传统的组织转移到虚拟组织，包括虚拟组织之间的测量指标、信任、影响因

素等问题，以及信息系统对提升企业绩效的管理解释；3) 2012~2017 年，伴随大数据开始兴起，研究重

心转移到对在线社交网络数据的分析，2012 年至 2015 年主要研究电子口碑数据的商业影响与决策，2016
年至 2017 年研究热点转移到在线社区中的知识传播与流动问题。 

4. 结论 

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工具 Citespace，对 1998 年至 2017 年期间《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期刊收录的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1) ISR 期刊的文献产出量呈现出一种波动性增长，不同时间段的平均文献产出量在递增，总体呈现

一种上升趋势。 
 

 
Figure 4. 1998~2017 research evolution of ISR publication 
图 4. 1998~2017 年间 ISR 文献研究热点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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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在 ISR 期刊的国家合作网络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核心节点。中国学者在信息系统领域需要加

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3) 在研究机构合作网络中，文献产出量前五所高校均位于美国，同时根据合作网络中心性分析，德

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四所高校在信息

系统领域潜力巨大。 
4) 根据引文网络聚类分析，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1 年，此期间信息系

统领域研究的重心在于信息系统在企业中的应用；2002~2011 年，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增强型组

织大量出现，各种依托于互联网的虚拟组织涌现，研究重心由传统的组织转移到虚拟组织；2012~2017
年，随着大数据的兴起，研究重心转移到对网络数据的分析。 

通过对《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期刊 1998 年至 2017 年的文献分析，梳理信息系统学科的发

展规律和科学前沿，挖掘出观测期内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变，给相关研究人员带来启示，促

进我国信息系统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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