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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加强节能及减排过程治理已经越来越刻不容缓，为便于清晰准确了解国内碳信息披露领域最新的

研究和现状发展及其相关热点问题分布，本文特以国内中国中文知网数据库(CNKI)等数据库中部分核心

文献和少量CSSCI引用文献等作为本文研究参照对象，运用CiteSpace 5.7.R3对有关文献材料进行了描述

性统计方法分析和聚类模型分析，总结出碳信息披露领域研究的演进过程、研究脉络等信息，并利用可

视化图谱挖掘出低碳减排措施的最新研究动态和趋势，尝试为构建碳信息披露领域的宏观知识地图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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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it is more and more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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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redu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clear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levant hot issues, this paper takes some core documents in domestic databases such as CNKI 
and a small number of references cited by CSSCI as the research reference object,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5.7.R3 to carry out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luster model analysis on relevant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research context and other informa-
tion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uses visual atlas to dig out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and trends of low-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cro knowledge map in the field of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words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istics, Cluster Analysis, CiteSpac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过去短短几十余年间，随着全世界温室气体浓度水平逐年不断提高，近年来日益增多的世界极端气

候事件也威胁着全世界人类生命的生存和全面发展。2015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巴黎大会一致通过的

《巴黎协定》决议，为我国 2020 年中期以后参与全球国际合作与应对世界气候变化合作构建完善了国际

制度框架[1] [2]。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在联合国第二次大会上首次正式登台宣布，

中国将全面提高环保国家能源自主和贡献力度，采取了更加坚定有力的环境政策措施和制度措施，力争

于 2030年前我国二氧化碳污染物排放逐步达到减排峰值，努力争取到 2060年前全部实现固碳总量中和。

现阶段节能减排治理已经处于深水区。 
在此背景下，企业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责任者，其碳信息而非传统的财务信息披露逐渐成为社

会上关注的重点。碳信息集中披露机制是企业积极传递企业履行生态环境责任的重要方式，是其他利益

相关者全面衡量公司环境绩效、优化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环境的一大重要评价依据[3] [4]。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 CiteSpace 工具分析研究文献的分布结构、演进规律，通过科学知

识图谱显示研究热点和发展脉络，并结合文献内容定性分析，梳理碳信息披露国内研究动态与前沿进展。

首先利用文献共被引网络追溯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关键词聚类和被引文献聚类跟踪研究热点，最后根据

关键词时区分布分析研究趋势[5] [6]。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为能够充分保证所获取资料的相关文献内容应具有相对本学科而言较高一级层次学术水平含量和应

用及科研价值，本文以编号中文期刊的中文知网和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全文目录作为主要数据源，限定

于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索引和部分中国社会科学 CSSCI 科技引文收录来源期刊，检索代码为“主题词 = (碳
信息 + 碳排放 + 低碳 + 节能减排) * 信息披露”，时间范围编码号为“2008~2020”，检索的标准时

间计算截止日则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剔除掉了公告、通知等的其他的非专业或学术性文献，获得到了

共 531 篇相关方面的专业文献。利用了 Excel 表格数据对相关专业文献的平均发表的时间年、发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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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来源人信息等以及文献题录信息等内容进行做了统计。利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共现词库分析、绘

制关键词共现图谱，直观且清晰的呈现出该专业研究相关领域热点主题的产生历史及相关历史学科演进

轨迹等认知过程，使本专业领域研究人员们借此也可以比较清晰及全面且系统地快速了解到反映该本专

业领域研究未来发展演变态势的国内知识全景，精准及快速地把握了全球以及国内学术界的低碳信息披

露及工作现状情况变化及其学科未来趋势。 

3. 碳信息披露的研究发展现状 

3.1. 文献年发表变化趋势 

对近年从事和我国实际有关的碳信息数据及其相关披露的方法应用研究数据方面积累的国内主要公

开文献数量也进行了较大数量范围的跟踪统计，探寻反映出在碳信息披露的披露法领域的有关方法研究

相关数据的在公开文献时间序列尺度基础上的数据的动态时间分布及变化特征[7]。文献时间序列的连续

文献数量的分布及其变化态势也初步显示了出来体现了各国家政府部门在开展相关的碳信息披露及公开

披露的法律领域中有关法律研究工作方面文献的数量总体增长速度态势变化和其持续发展热度。绿色能

源及低聚性碳领域法律及碳相关领域立法政策研究等方面的 2008 年~2020 年的主要连续文献数量和分布

态势随文献时间序列的变化和趋势情况变化如图 1 所示。这近 20 余年间，碳信息的公开以及披露等各领

域内所公开发表的研究碳的各种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一直都会呈现一个快速稳步上升甚至增加趋势的长期

良好上升趋势。2008 年的春节以前，国内的碳信息披露领域没有重要的文献产生，属于空白期。2008 年

以后，文献数量逐步提升，其中 2008 年至 2013 年属于起步阶段，发文量在 50 篇以下；2013 年至 2015
年处于发展阶段，2013 年发文量突破 50 篇，数量稳定上升。可能是在 201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20 轮缔约方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表示 2016~2020 年中国将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 100 亿吨

以下，吸引学者对碳信息披露的关注。2016 年至 2020 年为稳定期。综上，当前我国碳信息披露的研究

处于稳定推进状态，前景可期。 
 

 
Figure 1. The trend of China’s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om 2008 to 2020 
图 1. 我国 2008~2020 年碳信息披露发文趋势 

3.2. 核心机构与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在 CiteSpace 软件中，研究相关领域作者们之间以及和其他研究员间彼此作者之间比较紧密的多学科

合作关系我们一般通常会首先选择了以与核心作者之间共现该图谱内容为主的合作方式中去予以体现，

从该图谱内容中你就完全可以相对较为准确形象的并较直观且清楚地可以反映并看出与从事于该图谱的

研究或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中的各学科核心作者们间的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者们间的密切的科学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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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除此之外，通过使用 CiteSpace 的聚类化分析的功能来实现对相关的研究者群体进行的聚类化分析，

还可能将可以进一步用来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提出了一些该研究对象所在相关领域发展中产生的一个重

要的知识架构问题与其他未来的研究的领域热点。 
用 CiteSpace 软件对节能减排效率研究的发文学者进行分析，得到的作者合作图谱(显示阈值为 2，即

发文数量达到 2 次的作者名字才会显示)，如图 2 所示。一共有节点数 231 个，连线总数 121 条，网络密

度平均为每秒 0.0046。其中，文字大小一般表示文章作者每年的平均发文数量，线条长短粗细可以表征

论文学者们之间的共同合作能力强度。 
 

 
Figure 2. Map of research authors in green and low-carbon fields from 2008 to 2020 
图 2. 2008~2020 年绿色低碳领域研究作者图谱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后，采用 Excel 工具对所得到文章的全文数据进行归类整理，得到的发文量的前

后 10 位文章作者列表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Authors with more than 3 articles from 2008 to 2020 
表 1. 2008~2020 年发文量 3 篇以上的作者 

排序 作者 发文量(次) 首次发文时间 

1 李广驰 4 2018 

2 冯为为 4 2018 

3 张咏梅 4 2018 

4 张士强 4 2018 

5 孔令杰 3 2018 

6 李蔼龄 3 2015 

7 陈潜 3 2017 

8 刘伟 3 2016 

9 刘小兰 3 2017 

10 史冬梅 3 2017 

 
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是李广驰和冯为为、张咏梅以及张士强，均出现 3 篇以上。李广驰近期发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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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篇，被高引收录频次最高文章是他与张咏梅合作后产生的论文《我国碳会计研究成果统计分析及启示》，

该文将以碳资产会计概念为中心主题，对在中国知情网上发布的最新期刊论文数据和在博硕士论文的

2009 年~2017 年期间的发表数据等进行数据统计处理和逻辑分析，分别讨论对碳资产会计问题的定义、

对象、要素、假设、确认原理与方法计量、信息和披露技术等多个方面有关的最新文献均进行了专题综

述。 
在 CiteSpace 软件功能中，研究中心机构之间和机构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合作关系都会最终以核心机

构合作共现的图谱的方式得到展现，从这份图谱中你可以比较形象且直观地观察看出，该研究中心领域

内部的各核心机构之间以及各个研究机构之间共同的研究合作，对于人们快速地了解当前该核心研究中

心领域中的各个研究的力量及分布将有着十分很大积极的引导作用[9]。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节点类型设置为“机构(institution)”，其余为默认值。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发文机构进行分析得到的机构合作图谱(显示阈值为 4，即发文量达到 4 次的机

构名称才会显示)，如图 3 所示。根据分析图谱，一共有节点 190 个，连线 0 条，网络密度为 0，机构间

的合作有待加强。 
 

 
Figure 3. Atla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green and low-carbon fields from 2008 to 2020 
图 3. 2008~2020 年绿色低碳领域研究机构图谱 

3.3. 研究热点追踪 

关键词则是相关文献信息的相对核心价值与研究精华，关键词数据的交叉聚类分析能及时较好客观

地综合反映出学者未来的学术研究主攻方向，常同时被重点用于跟踪研究当前某相关学科领域的不同进

展时期中的最新研究发展热点。通过设置时间段为自 2008 年底至 2020 年，间隔各 1 年，调整时间阈值

设置为 7，对碳信息披露研究领域关键词进行分析，将词频排在前 30 的关键词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4 所

示。 
使用潜在语义索引算法(LLR)则可快速对文献信息进行主题聚类。聚类命名方法从施引文献中的关键

词中随机提取，聚类关键词的 Q 值(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通常值为 0.9576，大于 0.3，表明与该聚类

结构特征的显著差异较大；选择聚类关键词的 Silhouette 值(平均轮廓值) [10] [11]。 
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对 2015~2020 年所有文献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聚类分析，

可以发现碳排放研究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为“碳会计”、“低碳经济”、“低碳”、“减排技术”等。 
综合时间图谱和当前绿色低碳领域研究发展现状，该领域研究演化过程的时区分布，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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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lustering map of research keywords in carbon information dis-
closure field 
图 4. 碳信息披露领域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5. Time zon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on carbon information dis-
closure 
图 5. 2015~2020 年碳信息披露领域研究时区分布 

 
时区分布的阶段各有特点： 
由于本文截取的时段有限，故时区图中可以看出 2015 年开始，文献的研究就处于爆发阶段，2015

年至 2017 年由于 201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0 轮缔约方会议以及 2017 年启动全国碳交易

体系，文献内容主要集中在节能减排、碳排放权以及绿色发展等方面。2018 年研究热度有所退减，并且

研究更加深入，聚焦在了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如何进行减排核算等方面。2019 年至今，学者们的研究

更加聚焦于环境信息披露，而非单一的碳信息披露。 
张国兴教授研究组在 2015 年首次对未来我国城市节能及减排中的多重协同联动效应模式进行系统

了系统研究，从政策力度、政策措施选择和具体政策目标选择三个关键维度首次对当下我国出台的各种

节能及其减排重大政策效果进行系统了科学量化[12]。刘浩学教授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今后我国将要发

展的多式水路联运船舶的实际运量状况进行定量预测，从而定量测算未来发展海上多式陆路联运取得的

综合效果[13]。佟孟华教授 2020 年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了环境信息公开披露和质量效率的大幅提高也能够

进一步有效的降低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14]。盛春光副教授于 2020 年从发展绿色债券投资的微观角度上

出发，探究到了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水平上的诸多影响风险因素[15]。在上述此基础点上，提出如何

提高加强我国政府绿色债券环境信息透明披露管理水平上的有针对性建议，促进推动我国政府绿色债券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5282


乔毓文，曹海敏 

 

 

DOI: 10.12677/aam.2022.115282 2672 应用数学进展 
 

市场规范健康快速稳定持续发展，助推全国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健康发展。 

3.4. 研究前沿分析 

关键词的突现及分析功能是 CiteSpace 软件里较有特色的一项功能，突现后关键词将会直接以图表化

的方式加以显示，相应的指标有“突现时间起点”、“突现时间终点”等、“突现强度”等。这其中不

仅还能直接了解到中国历史学科中的某一关键时期中突然大量涌现起来的重大研究领域热点，更重要意

义的一点是它可以直接把握历史当下发展的重点研究问题前沿[16]，确定中国未来这几年重点的重大研究

热点方向，如图 6 所示。 
从图 6 可以看出，2015 年这一年研究最多的关键词是披露，其突显强度为 2.17。在 2016 年文章聚

焦于电力行业，主要是因为电力行业本身处于高污染行业当中，并且电力行业消耗能源过程中产生的温

室气体占据了很大比例，学者们通过研究电力行业的特征以期缓解温室气体对环境带来的损害。2017 年

研究主题转向减排技术这类具体措施上，真正把减排落在实处。2020 年内突显了“绿色发展”、“绿色

公路”这两个关键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 2020 年发布了《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十三五”发展规划》，

规划中指出目前主要任务为践行绿色交通，推进绿色公路建设[17]。 
绿色公路研究方面开展的最新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将 BIM-云物元理论模型和运用技术引

入应用到构成了公路绿色交通服务区系统的预评价交通服务评价技术体系建设中，项目组成员石振武教

授首先提出了以云模型方法改进物元理论，通过用 MATLAB 的软件和编程等方法来建立预评价服务云

图，通过隶属度的计算模型来快速确定服务评价等级[18]。 
 

 
Figure 6. Keywords highlight of green and low-carbon 
research in 2008~2020 
图 6. 2008~2020 年绿色低碳领域研究关键词突显图 

4. 结论 

实现“双碳”目标并且披露采取的碳减排措施的披露是一项系统复杂艰巨的动态系统工程，对于当

前碳信息披露领域文献的深入梳理发现后续碳信息披露评价体系和开展碳减排对策研究实践存在一定的

不足[19]。因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未来开展碳排放策略研究仍需要系统找出国内不同主要行业碳排放

源，并且准确地披露，其次系统地提出差别化碳减排策略研究；最后国内碳减排数据明显存在缺失，与

国外文献相比需要提高数据的精度以促进对区域碳排放等问题的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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