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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旧有的两性分工模式逐渐消解，工作家庭之间不断激化出新的冲突，工作–家

庭冲突问题正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2013~2023年有关

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相关期刊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对工作–家庭冲突相关论文的发表年份、关键词等

方面的内容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进而探究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沿演进的变

化，分析发现：当前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文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研究重点着眼于工作–家庭冲突的

成因、内涵、影响、应对策略。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进程呈现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方向探索阶段

(2013~2015年)、内容发展阶段(2016~2020年)、内容深化阶段(2021~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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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the ol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model is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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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ppearing, and new conflict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re constantly intensifying. The issue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is receiv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This article uses CiteSpace analysis soft-
ware to retrieve relevant journal literature on work family conflict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
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from 2013 to 2023 as a data source. It visualizes the publication years, 
keywords, and other aspects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related papers through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nges in the forefront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research in Chin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work family conflict is 
generally on the rise, with a focus on the causes, connotations, impac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in China presents three stages: 
direction exploration stage (2013~2015), content development stage (2016~2020), and content 
deepening stage (20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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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社会，女性逐渐在公共领域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创造更大的价值，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的两性角色分工模式似乎在逐步消解，双职工家庭成为当前社会的主流家庭模式。在这种新型家庭模式

下，工作–家庭冲突进一步加剧。持续的工作–家庭冲突极易造成员工焦虑、消极甚至暴力等不良情绪，

压力的累积也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职业倦怠不但妨害员工身心健康，也会给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缺勤、生产力、创新能力、工作绩效等下降等不良后果[1]。 
近年来，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少子化、老龄化危机，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

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生育三孩后的孩子照料等家务劳动无疑会给职业女性带来更大的家庭照料压

力。部分女性为了结婚生育孩子，度过了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的职场空白期。之后，再回到职场时遇到很

多困难，如心理压力大，竞争力较弱等问题[2]。赵思等在江苏省发放的问卷中显示私企中约有四分之一

的女性生育后会出现调职、离职的情况[3]。部分私企单位会要求回归工作的女性调动到其他岗位，或是

找理由将其辞退，这都导致女性生育后的工作波动较大。综上所述，三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使职业女性

原本就面临的家庭和工作角色冲突更加严重。无法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会进一步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

我国低生育率问题会更加严重，人口结构无法得到改善。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内研究文献出发，借助文献计量工具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手段，对工作–家庭

冲突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主题和趋势演进进行梳理和归纳，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选用高级检索，检索设置为“主题 = 工作–家庭冲突”，限定文献类

型为“期刊论文”，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3~2023 年，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5 日，剔除作者缺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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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报道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 566 条有效文献，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软件是 Citation Space 的简称，译为引文空间，由教授陈超美博士基于 Java 语言开发、基

于引文分析理论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对于 CNKI 数据可以进行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关

键词的共现分析、突变词的检测。CiteSpace 软件提供了平均轮廓值(S 值)和模块值(Q 值)两个指标，这是

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依据。当 S 值在 0.7 以上时，认为聚类是高效的，若在 0.5 以上，认为聚类是合理的；

Q 值一般在[0, 1)区间，Q > 0.3 就说明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本文主要采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

图谱可视化分析，首先从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发文作者和发文机构来分析其研究现状，

再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图谱探究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3. 研究现状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截至数据检索时间，将检索出的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后，符合主题的有效文献 566 篇。某一领域的

年度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状况。通过图 1 可以看到，2013~2015 年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处于方向探索阶段。该阶段的发文量波动不大，维持在 40 篇左右。此时工作–家庭

冲突领域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2016~2020 年是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内容发展阶段，从 2016 年以来，

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论文数量总体呈现出增长趋势，2017 年的发文量相较前一年增长了 32%以上，这

表明在这一阶段工作–家庭冲突受到更多的关注。2021~2023年是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内容深化阶段。

虽然总体发文量有所下降，但研究的专业性更强，内容更加深入。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unit: piece) 
图 1. 论文发表数量(单位：篇) 

3.2. 发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 CiteSpace 进行参数设置，将时间阀值设置为 Top N = 50，选择节点类型 = Author“作者”，

得到图 2。 
图谱中共获得 294 个节点，121 条连线，整体密度为 0.0028，说明少量的作者在研究中存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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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合作关系比较松散。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或高生产能力作者的集合数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

平方根，即 N = 0.747 (N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数，Nmax 为最高产作者发文数) [4]。在工作–家庭冲突领域，

作者张兰霞发文量为 6 篇，为最高产作者。根据上述公式，得出发文量要大于等于 3 篇以上的作者称为

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统计可得：在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共有 13 位作者发文量大于等于 3 篇，共发

文 48 篇，占总发文量的 8.5%。此外，在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中，有 58 位作者发表了 2 篇论文，

其余作者则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研究该领域的作者越来越多，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大多数作者的

研究可持续性是不高的。总体来说，在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中，研究者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作

者间的合作较少，并且还未形成核心作者集群。 
 

 
Figure 2. Study author cooperative network map 
图 2. 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3.3. 发文机构分析 

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发文机构的共现图谱分析，可以了解值得关注的研究机构以及各个研究机构

之间的合作情况。 
首先，根据图 3 可以看到节点有 262 个，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1 篇)、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9 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7 篇)、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

重点实验室(4 篇)、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 篇)、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4 篇)、中山大学管理学院(4
篇)、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 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4 篇)、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4 篇)。 

其次，根据共现图谱，可以看到连线有 108 条，整体密度为 0.0032，这说明研究机构之间有合作关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2229


夏明治 
 

 

DOI: 10.12677/orf.2024.142229 1327 运筹与模糊学 
 

系，但是因为密度较小，所以联系合作并不紧密。 
最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主要是以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

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为主，除此之外，大多机构的研究都相对独立，从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并不利于相关学术研究的突破和交流，阻碍了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创新性发

展。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强机构之间的交流，以此来推动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创新发展。 
 

 
Figure 3. Research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图 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4. 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分析其共现关系可以发现一些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和主题，

并且可以发现一些新兴的研究方向和趋势。通过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以关键词为节

点和连线的共现图谱。在图 4 中，圆形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

表示该关键词是研究中关注的重点；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其共现强度，连线越多，强度越大。图 4
中，共有 263 个节点，320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93，其中职业倦怠、影响因素、护士、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职业女性、职业认同、工作压力、情绪耗竭、工作倦怠、工作绩效、心理资本等关键词表示

了从 2013~2023 年间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重点。关键词中心性大于 0.1 表示该关键词较为重要，

在对共现图谱进行中心性处理后，发现只有护士、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大于等于 0.1，这说明

工作–家庭冲突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关联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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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进一步聚类，可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CiteSpace 根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

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 Q 值和平均轮廓值 S 值两个指标。从图中可以看出，Q = 0.671 > 0.3，表明聚类是

显著的；S = 0.9108 > 0.7，表明聚类高效的。其中每一个大类代表一个研究热点，分别是护士、职业倦怠、

工作投入、冲突、职业女性、工作倦怠、工作控制、应对策略。聚类标签是共现网络中的关键词，顺序

是从 0 到 7，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中的关键词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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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2229


夏明治 
 

 

DOI: 10.12677/orf.2024.142229 1329 运筹与模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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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聚类名称 年份 关键词 

0 护士 2013 护士；中介作用；二孩；心理因素；影响因素 

1 职业倦怠 2013 职业倦怠；职业认同；中介效应；工作资源；心理弹性 

2 工作投入 2013 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工作绩效；情绪耗竭；离职倾向 

3 冲突 2014 冲突；压力；工作；家庭；亲子关系 

4 职业女性 2013 职业女性；女性；生育意愿；配偶支持 

5 工作倦怠 2013 工作倦怠；工作压力；压力知觉 

6 工作控制 2013 工作支持；在家办公；幸福感；工作控制 

7 应对策略 2013 应对策略；现状；学校措施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重点是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成因研究(护士、职业女性)。不同

职业的工作压力不同，当前学者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更侧重于工作压力较大的职业。柯玉叶提出临

床护士的工作性质具有压力负荷高、时间不规律(如倒班)和工作强度大等特征。所以护士群体面对更严重

的工作–家庭冲突[5]。韩萌萌针对 ICU 护士的工作–家庭冲突成因提出了三个维度。在行为维度上，ICU
护士在被工作和家庭同时需要时会选择首先满足工作的需求，再去履行家庭职责[6]。从时间维度上，ICU
护士的工作事件与家庭活动时间发生重合的情况很普遍。从压力维度上，ICU 护士需要付出更多体力、

精力、工作压力也更大。同时职业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所以她们面临更加严重的工

作–家庭冲突。当前学者也更加重视女性所面对的工作–家庭冲突。李莎认为女性的角色冲突受到传统

文化的影响。传统与现代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了对女性的双重评价标准，从而加重女性角色冲突。女

性家庭劳动价值被忽视是也是其出现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原因[4]。如王操红等所说：“女性劳动价值

未被肯定是重要的原因，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集中表现在家庭角色压抑了社会角色，而家庭角色中女性

生育和家务劳动且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合理的补偿[7]。”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重点是对工作–家庭冲突内涵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

工作–家庭冲突的界定上更考虑我国的本土文化情境。胡安荣在研究工作–家庭冲突对城镇二孩生育意

愿影响时，将工作–家庭冲突定义为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8]。王宁提出

本土文化情境下，我国工作–家庭冲突存在关系文化带来的人际压力[9]。员工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用于巩固工作友谊或维系亲缘关系工作–家庭冲突的新构念，因此，在工作–家庭冲突构念的界定中，

除了执行任务(做“事”)引发的冲突外，还强调了维系关系(做“人”)引发的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三个研究重点是对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的研究(职业倦怠、工作投入、

工作倦怠)。学者们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工作效率有不良影响。如高中华等认为角色压力在工作

–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工作满意度在角色压力和离职意向之间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10]。马红宇等通过 494 份调查问卷研究分析得出工作弹性能力与工作弹性意愿的匹配对

工作 → 家庭冲突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对工作 → 家庭增益无显著影响；家庭弹性能力与家庭弹性意愿

的匹配对家庭 → 工作冲突、家庭 → 工作增益有显著的负向效应[11]。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四个研究重点是对作–家庭冲突应对策略的研究(工作控制、应对策略)。

汤舒俊认为上司支持、配偶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工作–家庭冲突[12]。朱荟等实施家庭友好计划可以促进用

人单位性别平等，建立健全工作家庭平衡，乃至互相促进的管理实践。友好政策包括兼职工作、工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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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弹性工时、远程办公以及特殊情况可以带孩子上班；友好福利包括婴幼儿疫苗接种、育儿讲座、带

薪休假、弹性福利等；友好服务包括育婴室、儿童或老人照顾中心、心理咨询辅导中心、儿童或老人活

动场所、搬迁服务等[13]。 

4.3. 关键词演进路径分析 

通过对专业方向学术前沿的分析，不但可以在这个专业领域中发现各个阶段的研究热点，而且能在

一定程度上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方向。 
本文在共现图谱的基础上绘制了关键词时区图，它能够清晰地展示出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变

化，从而能够对未来学者们的深入探索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得到了工作家庭冲

突时区聚类图，如图 6 所示。通过梳理时区聚类图，本文将“工作–家庭冲突”在过去 10 年的演进历程

划分了 3 个重要时期。 
 

 
Figure 6. Time zone cluster analysis diagram of W-F conflict research 
图 6.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时区聚类分析图 

 
第一个时期(2013~2015 年)：方向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涉及范围广研究内

容较宽泛，主要是结合“特定职业”、“职业倦怠”、“社会支持”、等方面开展研究，这对于后续工

作–家庭冲突的相关研究和梳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2016~2020 年)：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关于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更加细致，与理论

结合更紧密。发文量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情绪耗竭”、“边界理论”、“职业认同”、

“二孩政策”等关键词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第三个时期(2021~2023 年)：深化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发文量存在下落趋势，

但是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目前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拓展和延伸到了“多重角色”、“压力知觉”、

“职业紧张”、“婚姻倦怠”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工作–家庭冲突在二孩政策的背景下已经开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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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女性群体所面对的工作–家庭冲突。如何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女性权益，减轻女性负担，

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在未来可能会是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重点。 

5. 总结 

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我国 2013~2023 年间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得出

以下结论： 
第一，从研究学者和机构来看，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是比较少的，大多是独立

研究，另外，合作学者们也大多是在同一个单位。在未来，相关部门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不同科

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此来推动核心作者群的形成。 
第二，从发展状况来看，2013~2023 年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比较稳定。在 2013~2015 年工作

–家庭冲突研究的发文量维持在 40 篇左右。此时工作–家庭冲突领域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在 2016~2020
年，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研究主题更加丰富，发文量也有大幅度增长；在 2021 年~2023 年，工作–家庭

冲突领域的发文量略有下降，研究更具专业性。 
第三，从研究主题来看，“职业女性”、“社会支持”、“工作投入”、“情绪耗竭”、“二孩”

的研究热度是比较大的。未来，工作–家庭冲突也会受到多孩政策的影响，更加关注女性群体的需求。 
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一般综合定量与定性的使用。在研究工作–家

庭冲突的内涵和应对策略时，一般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而在工作–家庭冲突成因和影响的研究上一般

采取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合适的模型选取和数据支撑找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保障研究的严谨性

与科学性。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既是当下的研究热点，也是未来的热点话题，工作–家庭冲突研究为家庭治理

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学者们不断的思考与探究。笔者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特征家庭所面

对的工作–家庭冲突。当今社会，随着人口流动逐渐普遍，不同的家庭的结构也区别很大。是否有老人

参与照顾孩子，是否是当地户口等都会严重影响工作–家庭冲突。不同的种类的工作带来的工作压力也

不相同。例如国企，公务员可能有着更好的福利待遇，加班情况相对较少。一些私营企业的员工可能面

对更多的加班，工作稳定程度也更差。通过对不同工作的工作–家庭冲突分析，可以让我们对冲突的认

知更精确。同时针对工作–家庭冲突也应当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从而丰富其理论基础；其次，结合时

代背景，例如在多孩政策下考虑工作–家庭冲突也很有必要。工作–家庭冲突不仅仅影响个人幸福感，

更是提升我国低生育率，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议题。除此以外，如何制定政策，提供多方面的社会支持，

来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虽然 CiteSpace 能够直观地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热点，但是这个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本文只

是对知网的数据进行了检索和筛选，可能会出现相关文献不全的问题，解决这种问题需要依靠未来数据

软件的更新发展，从而使得该研究更加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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