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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企业组织纷纷采取虚拟组织形式开展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以中国知网为基础数据库，从发文数量、作者机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方向等方面

出发，对1997年至2022年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的相关期刊文献进行文献计量研究与可视化分析，探索

并梳理国内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历史沿革、当前现状与未来趋势，给出今后虚拟组织在更多领域进
行更广泛应用的展望，为丰富后续虚拟组织主题相关研究、扩展虚拟组织理论应用领域提供参考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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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nterprises and or-
ganizations have adopted the form of virtual organization to carry out daily business management 
activities. Based on CiteSpace and CNKI as the basic database, this study conducts bibliometric re-
search and visual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journal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virtual organ-
ization research from 1997 to 2022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 inst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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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ir evolution direction, and explores and combs the historical evo-
lu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domestic virtu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e-
search, The prospect of virtual organization being more widely used in more fields in the future is 
give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ideas for enriching the follow-up research on the theme of 
virtual organization and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virtual organ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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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持续，以及在此形势下的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与趋势，使

得许多企业组织的经营与运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企业组织难以按照传统的、既

有的线下实地化工作方式开展经营管理活动。面对这一现实，许多企业组织纷纷选择“脱实向虚”，转

而采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线上远程办公为主要手段的虚拟组织或虚拟团队等组织形式开展日常

工作[1]。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做出此种选择，对虚拟组织的相关研究也表现出了在理论上的探索与完

善，以及在实践上的应用与扩展两个方面的必要性。基于这种需要与现实，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
为基础，以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为工具，对中国知网中收录的自 1997 年至 2022 年近 25 年内的，

以“虚拟组织”为研究主题的相关中文文献进行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计量分析，以求对这一时期的国

内虚拟组织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与展望，为接续相关方面的研究积累经验、开拓视野、提供思路。 

2.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本研究所依托的基础数据库，设定“虚拟组织”以及与其内涵相似的“虚拟

团队”等术语作为检索主题词，在得到初步检索结果的基础上，将检索结果的类型选定为“期刊”。为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进一步将期刊来源设定为“北大核心”、“CSSCI”和“CSCD”，最终锁

定中文期刊文献共计 1007 篇作为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检索时间：2022 年 3 月 10 日)。在确定了样本数

据的前提下，本研究依托与选取 CiteSpace5.8.R3 可视化软件作为本研究在后续展开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

工具，对前述通过检索获得的样本文献数据进行转码分析。并进一步地，通过 CiteSpace 具有的共现与聚

类等清晰化的分析处理，进一步生成可视化图谱，从而对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内的最新动态、内容嬗

变与热点演进等情况进行直观呈现。 

3. 文献计量结果分析 

3.1. 基本情况 

3.1.1. 年度发文趋势 
首先将检索结果按时间序列进行数据整理，从而得到相关主题年度发文趋势图谱，以此反映并分析

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的学界研究热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图 1 反映了国内以虚拟组织等概念为主题相

关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收录文献的年度发文数及其变化。可以看到中国知网所收录的国内第一篇虚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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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相关期刊文献是由郑士贵于 1997 年发表的《办公空间、由计算机控制的空间和虚拟组织：述评》。

该文献中对于虚拟组织没有深入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于对“虚拟组织”的概念引入与介绍，以及简要

涉及了虚拟组织的特点与具体的信息化手段对组织机构与实际工作的影响等内容[2]。自此之后相关文献

发文量呈现出稳步提升与上涨的趋势，至 2006 年达到发文量最高点，为 120 篇，次年起相关研究领域发

文量进入升降更迭、总体下降的阶段，至 2018 年始稳定于每年近 10 篇的发文量。 
进一步进行归纳发现国内虚拟组织整体研究在时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这里将其称之为“开拓增长

期”、“探索动荡期”与“成熟稳定期”。1997 年至 2006 年一段为开拓增长期，主要是对虚拟组织概

念的引入与介绍，以及对虚拟组织形式、特征等问题的研究[3]，国内虚拟组织研究概念体系在此时开始

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2006 年至 2014 年进入了探索动荡期，随着虚拟组织概念体系的建立，国内相关

研究开始转向对虚拟组织理论实际应用的探索阶段，形成了虚拟组织理论在诸如团队信任[4]、知识共享

[5]等领域应用的诸多研究成果。这种理论应用的探索在第三阶段，即自 2014 年开始的成熟稳定期内也依

然在延续，但在历经十几年的高研究热度期后，这一阶段在研究主题与发文数量等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平

稳化、趋冷化的态势。 
 

 
Figure 1. Annual document trend 
图 1. 年度发文趋势 

3.1.2. 作者与机构 
作者、机构共现网络有助于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某一学术研究范畴内各专家或各单位的贡献度与合作

性[6]。基于 CiteSpace 生成如图 2 所示的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作者共现网络图，其中各节点的大小反

映了对应学者的发文数量高低，而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明对应学者之间存在学术合作关系。 
观察节点情况可以做出以下认定：据节点的大小情况可得余璇和侯幸刚二位学者在国内虚拟组织研

究领域最为高产、发文数最高(均 26 篇)；刘美琳次之(23 篇)；随后有胡峰、李雪瑞、王学东、杨梅等学

者(10 篇以上)；除此之外的研究者则以每人发表不足 10 篇的数量构成了相关领域研究的“长尾”。从各

作者节点间连线情况来看，总体上图中节点分布相当分散，表明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整体上合作研究

较少；高产作者间形成了两大学术合作体，即以侯幸刚、李雪瑞、杨梅为主和以余璇、刘美琳为主的两

组高产作者合作网络；在两组网络内部，各作者节点间连线较多，互相联系较为紧密，表明网络内各学

者之间在虚拟组织研究相关领域存在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但两组网络互相独立，两大合作体之间未见

明显连线，表明两大学者集群之间未形成通力协作的合作研究关系；剩余发文较多的较高产作者和发文

较少的其他学者在图上则多表现为散落各处的孤立节点。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68


郭安铭，邱羚 

 

 

DOI: 10.12677/aam.2022.118568 5398 应用数学进展 
 

 
Figure 2. Author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2. 作者共现网络 

 

图 3 为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机构共现图。每个节点都对应着一个研究主体单位或机构。图三反映

出各机构节点分布极分散，同时各节点之间未见明显合作网络连线，表明各机构之间尚缺少合作研究；

在发文量上，山东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以 19 篇居首，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3 篇)、华中

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12 篇)、天津大学管理学院(10 篇)紧随其后，其余机构的发文量则均低于 10 篇。由

此可见国内虚拟组织领域相关研究的学科背景主要集中于管理学与工学两个大领域，在学科融合发展研

究上表现不甚明显；同时各机构多为大学二级学院，虚拟组织研究领域专门化的专业智库较少。 
 

 
Figure 3. Institution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3. 机构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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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均表明：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无论在学者维度还是在机构维度上，其研究整体上都呈现

出一种散发式的、联系不紧密的状态，各学者与机构所进行的研究大多为独立研究，相互之间的学术合

作联系与共同研究探讨等协作研究行为与程度较少较低。 

3.2. 研究热点 

3.2.1. 关键词共现网络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可以通过统计并给出某一关键词的受关注程度即其与其他关键词的相关性，来显

示出学界对于一个话题与领域的探索研究所聚焦的中心视角或关注热点[7]。图 4 即为国内虚拟组织研究

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从图中明显看到的最突出的两大关键词：“虚拟团队”与“虚拟组织”，其节点

大小分别为 239 和 238，中介中心性分别为 0.50 和 0.59，足见其在国内虚拟组织研究范畴中无可争议的

核心地位。其他高频词(大于等于 20)包括网格(70)、知识共享(30)、协同创新(26)、任务分解(26)、虚拟企

业(26)、网格计算(25)、知识管理(23)、信任(20)、匹配策略(20)等。这些高频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影响显

著，反映出其在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地位。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4. 关键词共现网络 

3.2.2. 关键词聚类 
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使用 K 聚类法与 LLR 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去除聚类大小较小(小于 10)

的聚类，最终形成包含12个主要聚类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5)，其中ModularityQ (聚类模块值)为0.7553，
Silhouette (聚类平均轮廓值)为 0.9564。通过 SummaryTable 功能得到关键词聚类表(见表 1)。可以看到全

部聚类 Silhouette 值(即表 1 中轮廓值)均在 0.89 以上。一般认为 Q 值大于 0.3、S 值大于 0.5 时，聚类是

显著而合理的[8]，故此处可以做出判定：对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关键词的聚类及其结果具备较高的可

信度。 
结合图 5 与表 1 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各聚类结果之间既表现出互相独立的态势，又存在着交叉

与重叠的现象，这种现象意味着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具备了一定的不同领域融合探究与辐射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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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特点。基于这一特点，对通过关键词聚类所得到的 12 个主要聚类结果进行进一步地整合与归纳，

从而得到了虚拟组织领域的三条主要研究路径：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Table 1. Keyword clustering table 
表 1. 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号 聚类大小 轮廓值 标签词(前五个) 

0 82 0.978 虚拟团队；虚拟组织；信任；社会资本；绩效 

1 75 0.962 虚拟组织；虚拟团队；mas；soa；网络 

2 69 0.895 网格；虚拟团队；网格计算；网格安全；ogsa 

3 35 0.95 知识管理；知识共享；图书馆；虚拟咨询团队；运行机制 

4 25 0.989 虚拟企业；敏捷制造；信任感；动态联盟；关键因素 

5 19 0.972 互联网；决策支持；当代治理；扁平化；数据安全 

6 17 0.895 技术创新；组织结构；组织；企业；动态协作团队 

7 17 0.95 电子商务；中小企业；超越路径；刚性；产业集群 

8 15 0.982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信息共享；学会；大学生 

9 14 0.974 信息技术；云计算；资源共享；咨询；地球科学 

10 13 0.978 全球化；人力资源；层级组织；价值研究；scm 

11 10 0.976 匹配策略；协同创新；任务分解；资源优选；虚拟团队 

 
1) 基础概念界定：这一路径中涵盖了“虚拟组织”、“虚拟团队”、“虚拟企业”等关键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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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归纳虚拟组织内涵要素、优势特征等问题，从而框定其底层理论设计。何瑛提出虚拟组织是指一

组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分散化的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动，并指出虚拟组织具备边界模糊性、

结构扁平化、动态灵活性、目标共同性、优势互补性等特征[3]；罗双平将“虚拟组织”认定为一种基于

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具备在时间、空间、组织边界等方面的跨越性，具体

来看，虚拟组织包括了跨组织定点型、分散型与跨组织分散型三种类型，由人员、联结与目标三大要素

构成[9]；肖道举等学者则在将虚拟组织划分为“中心”与“外延”两大构成板块的基础上，从整体论的

视角出发，提出虚拟组织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内核作用之上的，在诸多新型手段与方法的协同基础上，

将对组织发展意义重大的各种类型的资源进行梳理、统合与应用的一种现代化新型组织形式，并且受益

于这种组织形式，虚拟组织相较于传统组织具备了在普适性、实用性、合作性等方面的全方位优势与进

步[10]。由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虚拟组织概念体系上，学界在虚拟组织的时空解耦性、人地分散性、

动态灵活性等方面达成了较为公认的理论共识。 
2) 影响因素分析：这一路径中包括了“影响因素”、“互联网”、“信息技术”、“全球化”等关

键词，主要探讨了虚拟组织产生与发展的环境背景、现实基础以及技术条件等问题。罗作汉指出全球化

趋势、竞争强度与形势变化、知识工作数据化、信息化等环境因素对于企业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

及运作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信息化趋势对于虚拟组织的产生

于发展影响最为密切与直接[11]；杨明丽指出虚拟组织是在全球一体化与网络化趋势下形成的一种旨在对

市场环境快速响应的企业动态联盟，其产生与发展与产业环境的标准化、智能化与集约化趋势密不可分

[12]；柳清瑞、张今声认为网络经济的兴起与流行，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各种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

组织变革与创新刚需是虚拟组织产生与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13]。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发现不同学

者的不同研究都包含着“信息技术”的共性条件，尽管对于信息技术的具体作用上，存在着“社会背景”、

“技术条件”等多种判定角度，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并且同意信息技术是虚拟组织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关键性、重要性影响因素。 
3) 实际应用探索：这一路径中囊括了网格、知识管理、技术创新、电子商务、协同创新等关键词，

主要关注虚拟组织理论与生产生活实践等方面的结合与实际应用。叶文、褚建勋等学者着重关注虚拟组

织中组织团队知识共享的问题，指出传统知识共享理论在虚拟组织情境下存在表述的统一性、认知的规

范性等方面的适用障碍，并主张应当通过在虚拟组织设计时引入知识元和社会网络两大维度来解决适用

障碍问题[14]；马硕与杨东涛重点关注虚拟组织中的社会网络结构所起到的作用，并基于这一前提建立了

其对于组织绩效表现的影响机制模型，该模型以组织中的信任条件为中介变量，最终得出在虚拟组织情

境下社会网络结构可以通过影响组织中信任的方式对组织绩效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即二者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15]；宋源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基于某企业开展了一项旨在探索虚拟组织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研

究，结果显示虚拟组织中存在的互动对于组织的创新行为整体上有着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16]。由此可见

国内虚拟组织研究在实际应用探索这一研究路径上主要关注点在于将相关理论与“知识”相关领域，尤

其是管理、共享与创新等方面进行结合。 

3.2.3. 关键词突现 
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有助于了解某一学术领域的相关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热点，以及这些热点随

时间变化的大致情况，进以帮助了解相关领域研究前沿热点的变化与发展趋势。通过 CiteSpace 的关键词

突现功能，生成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的关键词突现图，其最终结果见图 6。总体上看，图中共计 14 个

突现词，其中 13 个目前已停止突现，表明国内虚拟组织相关研究整体上已经较为完善与充分，在目前阶

段已不再具有较强的研究紧迫性与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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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eyword emergence map 
图 6. 关键词突现图谱 
 

进一步对突现词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各突现关键词可以从时间维度进行归集，故得到国内虚拟组织

研究大致经历的互有交叉的四个阶段： 
1) 2000 年至 2004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较少，有“虚拟企业”、“电子商务”

等，这些突现词大多涉及虚拟组织的概念、表现形式等内容，表明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虚拟组织概

念引进与介绍，以及其形式结构等方面角度来开展，虚拟组织概念体系构建工作从这一阶段开始。 
2) 2004 年至 2010 年，突现关键词数量显著增加，主要包括了“网格计算”、“网格”、“授权”、

“本体”等。这些突现词主要与虚拟组织的具体运行方式与手段等问题密切相关，表明这一阶段的相关

研究对于企业组织采用何种手段与途径来转向并进入虚拟组织状态，以及虚拟组织开展工作的手段与工

具等方面有着较为普遍与突出的关注度；在这些突现词当中，“网格”的突现强度值达到 11.19，不仅在

这一阶段的突现词中，更是在所有突现词中居最高值，说明在这一阶段对虚拟组织运作手段与工具的相

关研究中“网格”的理论需要性与应用迫切性最为突出。诸如邵学军、施化吉等学者提出了虚拟组织中

基于网格计算系统的授权服务机制[17]；桂劲松、陈志刚等学者在虚拟组织背景下，基于模糊集信任度量

方法对网格服务行为特征进行了描述与刻画，并提出在网格环境下汇聚局部声誉值的覆盖网络[18]。由此

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国内虚拟组织研究的前沿集中于虚拟组织本身的运作及其所涉及到的手段与工具方

面，整体上与工学，尤其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相关性较高；并且随着研究成果的翔实化、充分化与深入

化，国内虚拟组织概念体系在这一阶段基本建立，概念相关研究基本完善，同时国内虚拟组织研究开始

进入理论的实际应用领域。 
3) 2008 年至 2013 年，突现词数量整体上与前一阶段持平，“知识共享”作为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

域的一大新研究前沿在这一阶段异军突起，其突现强度值达到了 10.56，居所有突现词强度值之第二位，

表明这一阶段中虚拟组织情境中知识共享与管理逐渐成为国内虚拟组织研究领域的“显学”。比如徐扬

结合虚拟组织特点与知识的集合情况，提出了一套适用于虚拟组织的知识管理模式，该模式涵盖了知识

的共享与创造两个方面的内容[19]；冯新舟、阎维洁等学者指出虚拟组织中的知识创新应当依靠有效的知

识管理，通过在远景规划、创新领域、多样合作、信任透明与技术网络等方面进行改进与提升来完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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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组织知识管理工作，促进知识创新[20]。此外“知识管理”、“访问控制”、“影响因素”、“社会网

络”、“图书馆”等热点与“知识共享”并行出现，可知这一阶段国内虚拟组织研究侧重发生了变化，

在继续向理论的实际应用方向深入的同时，其原有的浓厚工学色彩逐渐褪去，管理学色彩愈发明显，虚

拟组织与企业管理相关领域，尤其是知识管理等领域的结合成为这一阶段的趋势与热点。 
4) 2014 年至今，突现词数量断崖式下降，此阶段之前的几乎全部突现词在这一阶段均停止突现，仅

剩“协同创新”与“最佳实践”两大突现词，其中“协同创新”自 2014 年首次出现在关键词突现中开始

一直持续至今，表明当前阶段国内虚拟组织相关研究的前沿话题集中于推动组织协同与促进创新等方面，

例如刘松对高校的创新行为进行研究，提出了基于高校所掌握优势资源驱动力的多阶段虚拟协同创新模

式，以实现在协同创新领域对虚拟组织运作灵活性的充分发挥[21]；张保仓基于对虚拟组织如何培养与育

成持续创新能力进行研究，从资源利用的视角出发，对虚拟组织如何通过对知识资源进行存取、吸收与

传递来提升创新能力进行了阐释与回答[22]。据此得出，随着虚拟组织概念体系等基础理论研究基本完成，

以及既有实际应用结合点的研究臻于完善，加之除“创新”相关主题外现有研究前沿热点较少，目前国

内虚拟组织研究的研究热度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4. 总结与展望 

对 1997 年至 2022 年内国内虚拟组织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内

虚拟组织研究在热度上热度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且存在“开拓增长期”、“探索动荡期”与“成熟

稳定期”三个阶段，当前处于热度较低的“成熟稳定期”；第二，现有研究多为独立散发研究，在作者

与机构两个层面上均表现出合作程度低且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现状；第三，相关研究可分三大演化支：概

念体系构建、影响因素分析与实际应用探索，其中概念体系与影响因素方面已较为翔实，近年来研究热

度趋冷，实际应用领域则表现出在广度与深度层面较窄较浅的问题，在学科层面经历了由工学为主向管

理学为主的转变过程，近年来鲜见新的研究热点前沿话题。 
这里基于当前的现实环境对国内虚拟组织研究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与展望。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各企业组织将面临着或主动或被动地长期采取虚拟组织形式开展生产经营的局面。在新的社会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在虚拟组织自身所自带的时空解耦性、人地分散性、动态灵活性等特性的作用下，

虚拟组织的流行与普及势必给企业组织带来诸多以往所不具有的新变化、新形势与新挑战。与此相对应

地，针对新形势新挑战的虚拟组织领域新探索新研究业已成待发之势，可以预见在整体研究热度与细分

研究方向两个维度上，国内虚拟组织相关研究都处在回温的前夜。换言之，国内虚拟组织相关研究领域

还未进入“红海”阶段，而是尚处在有诸多新领域新视角等待探索的“蓝海”阶段。基于此种现实，相

关学者与机构应当加强合作研究，促进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跨学科的协作研究与融合创新，

并进一步地提高理论探索与研究的实践成果转化率；同时探索虚拟组织理论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结合，及

在更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应用，尤其应当着力探索在新形势下、在虚拟组织广泛普及的背景下解决伴随

而来各种新挑战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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