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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2004~2022年CNKI数据库中621篇有关成本粘性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先进行发文量、研究机构，发

文作者进行分析，然后利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我国成本粘性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成本粘

性研究的关键词共现，聚类以及突现等知识图谱。得出以下结论：成本粘性研究作者局部小范围合作，

整体呈分散状态，团队间合作较少；成本粘性经济后果集中在盈余管理，企业绩效以及企业价值三个方

面；未来应加强作者间和机构间的合作，扩大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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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621 articles related to cost stickiness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04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first analyze the publications and the author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n use th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cost viscosity research in China, and draw 
the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clustering and occurrence of cost viscosity research. The follow-
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overall decentralization and less team cooperation; cost stickiness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cus on surplus management,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enterprise 
value. In the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x-
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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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以来，我国着力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降成本”任务

的提出使得企业更加注重生产经营与成本管理。尤其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行业竞争日益加剧

的背景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持续健康发展，成本管理便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坏节。

传统成本性态理论认为，成本与业务量之间是对称关系即成本变化的大小与业务量变化的方向无关。然

而 Anderson，Banker 和 Jankiraman [1]利用大样本数据，对美国 7629 家上市公司 1979~1998 年的销售费

用、一般费用和行政费用相对于同期销售收入的变化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成本与业务量变动出现不对

称现象并将现象称为“成本粘性”。2010 年 Weiss [2]提出了成本粘性的直接测度模型，进一步扩大了这

一领域的研究。成本粘性相关研究既丰富了企业成本性态理论，又为企业经营实践供了具体指导。在我

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任务要求下，梳理成本粘性研究成果，有利于指导企业优化成本行为、

提高经营效率。 
基于此，本文试图以 CNKI 数据库中关于成本粘性研究的文献为数据基础，以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为研究手段，对我国成本粘性研究态势进行定量分析，并绘制出我国成本粘性研究的知识图谱，

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以及演进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创新空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CNKI)为文献检索来源，选取 CNKI 收录的全部期刊作为样本来源数

据库。成本粘性提出后，不少学者对企业各个成本、费用进行分析，本文以“成本粘性”、“费用粘性”

为主题，精确匹配检索(检索日期：2022 年 7 月)，共检索出 649 篇相关文献。删除检索主题不符的文献，

最终得到发文时间在 2004~2022 年的 621 篇有效文献。每篇文献的题录中包括作者、标题、摘要、关键

词、作者单位等字段。 
Citespace 软件是目前常用的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可以将 CNKI 数据库导出

的数据进行格式化转换，绘制各类知识图谱，并通过节点的大小、网络连接度等要素，展示研究领域的

时区布局和热点动向。由于该分析工具操作简单、可视化清晰，因而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本文运用网络版的 CiteSpace5.8.R3 探究了国内成本粘性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热点等问题。 

3. 统计与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对检索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成本粘性论文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相关期刊发文量从 2004 年

的 1 篇增长至 2021 年的 72 篇(图 1)，2022 年截止搜索时间共计发文 27 篇。年发文量呈显著的攀升态势，

从 2004 年孙峥和刘浩最先开始研究我国上市企业成本粘性情况，到 2010 年每年发文量仍旧在 10 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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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9 年发文量上升态势明显，尤其在 2015 年及以后发文量急速上升，究其原因，其一是国家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降成本任务的提出激发学者们的研究动力并为其提供研究导

向。其二，成本管理是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企业积极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企业实践中不

断催生新热点，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但最近两年发文量有下降的趋势，可能是我国企业成本粘性的存

在性以及影响因素都有系统的论证，但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研究范围较小，仍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

综上，成本粘性自提出到现在以来，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关注度持续增加。总体来看，目前成本粘性领域

的研究正处于热潮期。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cost stickiness from 2004~2022 
图 1. 2004~2022 年成本粘性发文量统计图 

3.2. 主要研究机构 

统计和分析主要的研究机构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和前沿阵地[3]。检索文献的分析结果表

明，国内成本粘性研究发文量超过 10 篇的机构共有 12 所，分别是，东北财经大学(31 篇)、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22 篇)、暨南大学(20 篇)、武汉理工大学(20 篇)、石河子大学(16 篇)、西南财经大学(15 篇)、中央

财经大学(14 篇)、中国矿业大学(12 篇)、安徽财经大学(12 篇)、南京大学(10 篇)、东南大学(10 篇)，武汉

大学(10 篇)。 

3.3. 发文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得出发文作者比较多，也已经有明显的小团体进行成本

粘性研究，主要是以刘嫦、万寿义、洪荭，王满为中心的合作团队规模较大，其中刘嫦发文量最多达 14
篇，超过 4 篇发文量的有 24 位作者。小群体内部之间的合作紧密，但群体间的合作较少，以洪荭为中心

的团队为新兴力量。 

3.4. 共现词分析 

在 621 篇 CNKI 数据库样本文献中，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结果图 2 显示，网络节点数量为 361，
各节点间联系共有 886 条，网络密度仅为 0.0136。其中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连线越多表

明两个关键词共现次数越多，连线越粗表明联系程度越强。在此，取出现频次前 20 的关键词及它的中心

性如表 1，可知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主要有“代理问题”“产权性质”“影响因素”“上市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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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理”“内部控制”“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公司治理”等。其中，关键词“产权性质”的中心

性是 0.06，这表示我国经济制度下成本粘性的研究关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区别。关键词“上市

公司”“成本性态”“影响因素”“代理问题”的中心性分别为 0.04、0.04、0.02 和 0.02，分别位于第

二至第五位。综合各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排序，可以看出“代理问题”“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影

响因素”“成本性态”等方面，是我国成本粘性领域的研究热点。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key words of cost stickiness study 
表 1. 成本粘性研究关键词统计表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成本粘性  367 1.25 

2 费用粘性  198 0.69 

3 代理问题  40 0.02 

4 产权性质  34 0.06 

5 影响因素  28 0.02 

6 上市公司  27 0.04 

7 成本管理  24 0.01 

8 内部控制  23 0.01 

9 公司绩效  22 0.00 

10 代理成本  21 0.02 

11 公司治理  21 0.02 

12 成本性态  19 0.04 

13 经济后果  19 0.02 

14 制造业  1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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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5 调整成本  18 0.01 

16 盈余管理  14 0.00 

17 高管薪酬  9 0.01 

18 实证研究  9 0.00 

19 企业风险  8 0.00 

20 债务约束  8 0.00 

3.5. 主题聚类分析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形成成本粘性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图 3)。由关键词聚类图谱

可看出，成本研究领域形成了成本粘性、费用粘性、公司绩效、经济后果、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盈利

预测，代理问题等 8 个聚类团，通过对聚类内关键词进行整理得出成本粘性研究聚类关键词表(表 2)。通

过聚类图谱和关键词表并结合文献可知，目前成本粘性研究主要聚焦于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成因、影响

因素及经济后果等方面。 
 

 
Figure 3. Cost-sticky clustering timeline 
图 3. 成本粘性聚类时间 

 
Table 2. Cluster keywords of cost stickiness studies 
表 2. 成本粘性研究聚类关键词表 

聚类号 大小 紧密度 聚类名称 聚类热点词汇 

0 92 0.925 费用粘性 成本粘性，资源配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挤出效应” 

1 62 0.894 成本粘性 费用粘性，宏观经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股权性质 

2 35 0.837 公司绩效 成本粘性，产权性质，企业价值，薪酬激励，

调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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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34 0.836 经济后果 成本粘性，经济后果，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融资渠道 

4 19 0.795 上市公司 成本粘性，企业绩效，费用粘性，媒体关注

度，南北差异 

5 15 0.885 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成本粘性，管理者过度自信，董

事会治理 

6 14 0.878 盈利预测 成本性态，债务约束，企业风险，成本反粘

性，债务期限 

7 13 0.802 代理问题 代理问题，成本粘性，高管薪酬，政府控制，

公司治理 

3.5.1. 成本粘性的存在性 
Anderson，Banker 和 Janakiraman (2003) (ABJ) [1]通过分析发现美国上市公司中的 64,663 家公司成本

与业务量之间非对称性变化，并将这种现象称为成本粘性。国内学者孙峥和刘浩(2004) [4]选取 1995 年以

前上市的 292 家公司，也同样证实了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成本粘性的存在打破了传统的成本性态理论，

由此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产生较大的影响，引起众多学者关注。 

3.5.2. 成本粘性的成因 
孙峥等(2004) [4]和边喜春(2005) [5]认为成本粘性的存在是由于契约制度，效率观以及机会主义观。

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就是各种要素所有者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一组契约关系的总和。企业追逐利益的特

性使其为取得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而与关联方签订长期契约。由于长期契约面临的调整成本更高，造成

企业向下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高于向上调整承诺资源成本，因此长期契约不会轻易改变。机会主义观认

为经济环境中的波动可能是暂时的，若在销量下降时立即调整，可能会对未来造成更大的调整成本。效

率观认为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会从自身利益考虑，当业务量上升时，对未来抱有更加乐

观的预期，增加管理人员薪酬，而当业务量下降时，会极力维持自己一定量的资源，因此成本难以下降

产生粘性。 

3.5.3. 成本粘性影响因素 
成本粘性影响因素集中于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外部环境。孔玉生等人(2007) [6]对建筑业这类资本、

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证研究，得出了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企业成本粘性显著的结论。万寿义和

徐胜勇(2012) [7]按产权性质进行分类，得出国有企业的成本粘性大于非国有企业。周兵(2016) [8]研究上

市公司采用不同战略对成本粘性的影响，选择差异化战略企业的成本粘性高于选择低成本战略的成本粘

性。王雄元(2017) [9]研究企业客户集中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需求不确定及外在竞争激烈时，客户集

中度越高成本粘性越小，而在资产专用性较高的企业，高的客户集中度会增加成本粘性。已经有诸多学

者按照行业研究成本粘性的大小，孔玉生(2007) [6]分析不同行业的成本粘性，得出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

集度高的建筑业的成本粘性最大，零售贸易业成本粘性最小。梁上坤(2013) [10]研究发现行业竞争程度有

助于抑制成本粘性。周丽等人(2013) [11]研究发现在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越好，成

本粘性效应显著降低。刘嫦(2019) [12]研究发现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成本粘性越高。 

3.5.4. 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 
Weiss (2010) [2]研究成本粘性的存在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发现不考虑成本粘性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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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预测盈余准确度下降。刘嫦等(2014) [13]将会计稳定性和费用粘性一同纳入影响盈余反映非对称性

的模型中，发现是费用粘性造成了盈余反映非对称性。孙峥等(2004) [4]研究认为费用粘性过低会造成长

期绩效降低，但过高说明企业对外界反应迟缓同样对长期绩效不利，应控制成本粘性在一定范围。何玉

(2019) [14]利用 A 股上市制造业公司测算成本粘性，发现成本粘性对企业业绩有正向影响。侯晓红等[15]
研究了粘性现象与企业债券信用风险的关系，得出费用粘性与企业债券信用风险呈现 U 型，因此需将费

用粘性控制在一定范围。 

3.5.5. 成本粘性研究前沿分析 
通过突现词检测可以进一步发现成本粘性研究领域的演化趋势及前沿动态。而突发词就是在短时间

内激增，突然变成热点，被学术界所关注的主题词。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制作出成本粘性研究关键词突变

(表 3)，其中列出了突变强度前 15 的突变词名称、突变强度、突变的起始年份和终止年份。在早期成本

粘性研究中，与传统成本性态理论不符的成本粘性被学者关注，后期开始关注因代理问题产生的成本粘

性，尤其是高管薪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并逐渐开始分析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成本粘性的存在表明企

业存在剩余资源，是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近几年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并逐渐成为热点话题。 
 
Table 3. Top 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表 3. 突变强度前 15 关键词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04~2022 

代理问题 2004 2.91 2004 2012 
▃▃▃▃▃▃▃▃▃▂▂▂▂▂▂▂ 

▂▂▂ 

上市公司 2004 2.81 2004 2010 
▃▃▃▃▃▃▃▂▂▂▂▂▂▂▂▂ 

▂▂▂ 

成本性态 2004 4.64 2007 2014 
▂▂▂▃▃▃▃▃▃▃▃▂▂▂▂▂▂ 

▂▂ 

粘性 2004 1.83 2008 2012 
▂▂▂▂▃▃▃▃▃▂▂▂▂▂▂▂ 

▂▂▂ 

成本费用 2004 1.69 2009 2013 
▂▂▂▂▂▃▃▃▃▃▂▂▂▂▂▂ 

▂▂▂ 

不对称性 2004 1.69 2009 2013 
▂▂▂▂▂▃▃▃▃▃▂▂▂▂▂▂▂ 

▂▂ 

研究综述 2004 2.68 2011 2014 
▂▂▂▂▂▂▂▃▃▃▃▂▂▂▂▂▂ 

▂▂ 

文献回顾 2004 2.23 2012 2014 
▂▂▂▂▂▂▂▂▃▃▃▂▂▂▂▂ 

▂▂▂ 

文献综述 2004 1.9 2014 2018 
▂▂▂▂▂▂▂▂▂▂▃▃▃▃▃▂▂ 

▂▂ 

高管薪酬 2004 2.05 2015 2016 
▂▂▂▂▂▂▂▂▂▂▂▃▃▂▂▂ 

▂▂▂ 

影响因素 2004 2.73 2016 20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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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盈余管理 2004 2.09 2016 2017 
▂▂▂▂▂▂▂▂▂▂▂▂▃▃▂▂ 

▂▂▂ 

内部控制 2004 2.68 2018 2019 
▂▂▂▂▂▂▂▂▂▂▂▂▂▂▃▃ 

▂▂▂ 

企业绩效 2004 3.01 2020 2022 
▂▂▂▂▂▂▂▂▂▂▂▂▂▂▂▂ 

▃▃▃ 

融资约束 2004 2.76 2020 2022 
▂▂▂▂▂▂▂▂▂▂▂▂▂▂▂▂ 

▃▃▃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 CiteSpace 软件，以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来源，对成本粘性研究领域的发文量、作者、机构、

关键词共现及聚类、突变词进行相关分析解读，对后续研究者把握成本粘性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以及研

究热点提供帮助。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成本粘性研究起步较早，有较多成果，并且受到了大量学

者的关注，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一是作者或机构间的合作不足，在成本粘性研究领域中，作者

间的合作较为缺乏，作者合作图的网络密度较低，并没有形成较完整的作者合作网络，机构间合作更是

缺乏。二是通过关键词共现与聚类网络图分析得出，目前成本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仅集中于几类经济后

果。三是研究对象与方法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上市公司成本粘性。针对以上问题，有关成本粘性

的研究在未来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突破。一方面，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的外延，鼓励研究者间、科研机构间

的合作，积极探索研究合作新机制，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并形成主流的研究方向，促进成本粘

性研究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成本粘性研究拓宽研究范围，发现成本粘性的其他经济后果。最后，采

取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逐步开展其他企业的成本粘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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