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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展现学科研究全貌，揭示研究主题的演化规律，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1998—2018年国内隐性

知识管理研究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采用混合关键词选择策略对研究文献的主题特

征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析后，确定各发展阶段的研究主题。结合引文与研究主题，分析国内隐性知识管理领

域的研究基础及其在生命周期各阶段支持的研究主题。基于韦恩图法分析跨阶段研究主题间共同元素的特征，

确定研究主题的演化类型及演化路径，便于读者了解研究现状、把握研究方向，也为学科主题分析提供方法上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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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引文与韦恩图法的国内隐性知识管理

研究主题的演化分析*

*本研究得到山西省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社会化标注系统中的用户个性化医疗信息推荐研究”（编号：2017041036-1）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基于多元分析的科研文献微观实体评价理论与实证研究——以生物医学为例”（编号：71573162）资助。

隐性知识是个人或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自1958年被英国的迈克尔•波兰尼首次提出，隐性知识

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国内关于隐性知识的研究始于

1998年，20多年来相关研究主题不断发展变化，研究

成果越来越多。为使学者快速了解隐性知识管理领域

研究的全貌，厘清隐性知识管理研究的发展脉络，需对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挖掘和梳理总结。

本文采集《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
来源期刊中隐性知识管理相关的研究文献，同时关注

研究文献的特征关键词和引文数据，以量化分析为主

要手段探讨隐性知识被提出以来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

主题及其演进脉络。与传统综述相比，可克服其只分析

隐性知识管理研究的某些方面和专家判断的主观性的

局限性。与现有的量化研究相比，可弥补其特征关键词

来源单一、研究时间窗较小和研究目标动态分析缺乏等

不足。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首先，获取并清洗CSSCI中隐性知识管理相关文

献的题录数据；其次，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该领域的研

究按时间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然后，抽取各阶段隐

性知识管理研究文献的特征关键词并进行关键词共现

聚类分析，得到该领域的研究主题；最后，分析研究文

献的引文共现网络和不同阶段研究主题间的关联关系，

勾画该领域研究主题的演进脉络。隐性知识管理的研

究主题及其演化分析流程见图1。

1.2  数据准备

在CSSCI数据库中，选择“篇名或者关键词”字

段，输入检索词隐性知识、缄默知识、意会知识、默会

计量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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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并采用逻辑“或”组配检索，将1 022条检出结果的

题录信息以文本格式导出，主要信息包含文献的标题、

作者、关键词、出版年、参考文献等。

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软件Bicomb 2.0提取导出

记录的字段并清洗字段数据[1]。包括对关键词进行简

称改全称、统一字母大小写、统一中英文名称、合并同

义关键词和删除无意义关键词，对参考文献（引文）统

一著录格式。

2  隐性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分析

2.1  隐性知识管理研究的生命周期刻画

生命周期理论是事物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任何事

物都经历着从产生、发展、成熟到消亡的过程。学科的

发展也存在生命周期[2]。

图2显示，我国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始于1998年，

随后2年，相关文献量少且增长缓慢；2001年起，发文量

迅速增长，2008年达到峰值92篇；此后，发文量有所下

降，但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据此，将我国隐性知识管

理研究的发展阶段分为：萌芽期（1998—2000年）、发

展期（2001—2008年）和成熟期（2009—2018年）。

2.2  特征关键词的选取

文献[3]选取表意性较强且能够优化共现关系的低

频关键词以及能够展现领域前沿及潜在热点的突发关

键词对高频词进行增补的主题分析，实验表明此举可

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及可预测性。借鉴该方法，本文选取

高频特征关键词、代表性低频特征关键词和突发特征

关键词作为文献主题特征分析的数据。

（1）高频特征关键词的提取。由于采用Dononhue
高低频词分界公式（            ）计算得出的高频关键

词非常少而难以对领域主题进行全面分析，本文对

Dononhue高低频词分界公式进行修正，将原公式中词

频为1的关键词数量（I1）改为仍属于低频范围的词频

数为3关键词数量（I3），即用I3代替原式中的I1。计算得

出发展期（2001—2008年）研究文献的高低频关键词

分界词频为5，提取出频次大于5的高频关键词20个；同

样，提取出成熟期（2009—2018年）研究文献的高频关

键词16个（剔除了本位词隐性知识）。

（2）代表性低频特征关键词的选取。根据低频关

键词在文献中的共现情况构建低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联系较多（中心度较大）的节点

对于发现具有潜力的研究主题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

别选取中心度阈值2和4，提取到发展期23个和成熟期

24个低频特征词。

（3）突发特征关键词的选取。突发关键词是指在

某个时间段内突然出现还未达到词频阈值要求但潜

在发展趋势较好的关键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

研究领域新兴的研究主题。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 
Space采用了Kleinberg于2003年提出突发词检测算

法，用于检测一个学科内研究兴趣或主题的突增[4]。

将各研究阶段的数据依次导入Cite Space V，时间切

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年，突发词数量设置为

Top50，得到相应的突发特征词，其中发展期1个、成熟

CSSCI

+ +

图1  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主题及其演化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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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4个。突发特征关键词与抽取得到的高、低频特征关

键词有部分重叠。

综上，得到发展期和成熟期特征关键词，数量分

别为43个和40个。萌芽期相关文献只有6篇，对其主题

分析拟采用阅读原始文献的方法，不考虑其关键词。

2.3  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研究主题分析

萌芽期的研究主题通过人工阅读原始文献提炼。

对发展期和成熟期的特征关键词做共现聚类分析后，

计算聚类类团内特征关键词所在文献对类团主题的代

表度指标[5]，选出代表度较高的前5篇文献，与每个类

团包含的特征关键词结合确定类团的主题。

（1）萌芽期主题。萌芽期相关成果主要从管理学

角度对知识进行再认识，显性知识、知识管理、知识创

新等是代表性词汇，内容涉及隐性知识管理的产生背

景、概念内涵、作用机制等，故研究主题为隐性知识管

理基础。

（2）发展期主题。采用SPSS22.0对该时期的43个特

征关键词构成的共现矩阵变换成余弦相异矩阵后进行系

统聚类，聚类结果显示，可将关键词聚为8个类团，每个

类团代表一个主题。各类团的主题名称及内容见表1。
（3）成熟期主题分析。采用类似方法得到成熟期

的10个研究主题。各主题名称及内容见表2。

表1  发展期各主题及详细内容

1

2

3

4

5

6

7

8

隐性知识转移

基于隐性知识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隐性知识共享

隐性知识显性化的作用机制

企业隐性知识管理

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

隐性知识转化

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因素

关注促进隐性知识转移的途径和方法，如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组织学习等

空间集聚的方法，以及引入互惠性假设的委托代理模型等激励机制

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隐性知识在企业能力方面的重要性

多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企业隐性知识共享方法、模型、影响因素等

主要以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隐性知识显性化在不同组织阶层的作用机理，以及

促进不同组织中隐性专业知识显性化的方法和模型等

探讨企业文化及信息技术等对企业隐性知识管理、共享等方面的影响，以及

如何利用它们有效进行隐性知识的有效管理等

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工作中隐性知识的获取与传递方式，隐性知识对图书馆

工作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对图书馆馆员的隐性知识挖掘等

主要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隐性知识转化的方式、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主要以企业、教师、医生等作为研究主体，借助模型研究实现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因素

主题编号 主题名称 主题内容

表2  成熟期各主题及详细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隐性知识共享对策

隐性知识管理方法

隐性知识转化

隐性知识交流

基于隐性知识的图书馆核心竞争力

研发团队隐性知识扩散

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角色

隐性知识共享影响因素

隐性知识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隐性知识转移

主要是基于对心理、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隐性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相应对策，

如建立信任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模型等

关注目前新兴的隐性知识管理方法，包括隐性知识地图、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等

将知识转化模型SECI应用于不同组织的知识管理场景，探讨组织中的知识转化模式

内容涉及隐性知识交流的评价方法，基于隐性知识交流网络的结构构建出

相应的知识交流模型并验证模型的合理性等

关注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模型、影响因素，如何实现知识管理创新，提高图书馆核心竞争力

多数研究借助各类隐性知识扩散模型对不同研发团队中隐性知识扩散的制约因素

进行实证分析，为决策提供依据

关注隐性知识共享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对不同类型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及影响机制

从不同组织的视角探讨影响隐性知识共享的因素，如共享意愿、组织制度、关系强度、

结构洞等因素

关注非正式网络中激励对隐性知识传递、共享、转移等方面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

关注隐性知识转移的途径、障碍因素，以及隐性知识转移中的激励机制理论等

主题编号 主题名称 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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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主题的演化分析

3.1  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基础分析

选取所有文献的高被引参考文献（引文）并构建引

文共现网络，分析网络的整体属性和网络中的节点属性

以了解该领域研究基础的整体和局部情况。

（1）引文共现整体网分析。1 022篇研究文献共有

引文13 669篇，选取被引频次大于10的高被引参考文献

生成68×68的引文共现网络。图3中的节点代表引文，

节点越大，对应文献的被引频次越高；节点间的连线代

表引文间的同被引关系，连线越粗，两篇引文的共被引

频次越高。整个引文共现网络中，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

度可通过网络密度来衡量，网络密度越大，引文间的联

系越紧密，对应研究主题的关联性越大，密度大的网络

更易于知识的分享和传播。计算得出该网络的密度值

为0.31，参照Mayhew等[6]通过随机选择模型得到的实

际网络图最大密度值0.50，而0.31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数

值，说明网络中引文节点间联系密切，内容关联性高，

有利于知识的分享和传播，该领域的研究基础良好。

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文献[8]，由Nonaka等提出的著

名知识转化模型——SECI模型。该文在萌芽期（1998
年）开始被引用，发展期（2007年）被引频次达到峰值

17。其与被引频次相对较高的文献[11]、文献[12]、文献

[13]、文献[15]、文献[18]、文献[22]及文献[23]的研究形

成以隐性知识转移、共享、知识转化模型SECI为研究主

题的共被引网络。上述研究主题在成熟期逐渐演变为对

隐性知识转移、共享机理与模式、隐性知识转移路径以

及影响因素等。

文献[9]强调科学家在其发现和验证过程中个人

知识是科学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文献在萌芽期

（1999年）开始被引用，成熟期（2011年）被引频次达到

最高值14。其与石中英[24-25]、Lubit[26]、Koskinen等[27]、

林昭文等[28]、郁振华[29-30]的研究成果形成主题为“隐性

知识管理基础”的共被引网络。此主题在成熟期逐渐演

变为对教师、企业、图书馆等不同主体的隐性知识管理

研究。

Polanyi[10]对Tacit Knowing进行了介绍，阐述利用 
Tacit Knowing解答各种哲学、政治、科学命题。其在

萌芽期（1999年）开始被引用，发展期（2007年）被引

频次达到最高值12。其与作者Zander等[31]、李华伟[32]、

张海英[33]、夏德等[34]、朱少英等[35]的被引次数较高的文

献形成以组织中隐性知识的开发与利用、知识动态传

播模型等为研究主题的共被引网络。这些主题在成熟

期演变为隐性知识转移方法、隐性知识集成等。

图3  引文共现网络图

（2）引文共现网络中的节点分析。本文定义引文共

现网络中度（出现频次）和点度中心度都较大的节点为

网络中的关键节点[7]，节点代表的引文即为该领域的重

要引文，它们对研究主题的后续深化及催生新主题具

有重要的作用。表3显示点度中心度排名前15位的高频

引文及其在1 022篇文献中的被引频次。

结合图3和表3，文献[8]、文献[9]、文献[10]、文献[11]
的中心度和被引频次均位于前列，它们之间有较多共被

引关系，因而联系紧密且趋于网络的中心。同时，这些文

献的节点面积大，说明它们的引用文献量也高，是该领域

研究基础的内核，和与其具有较强关联的共现引文一起

将该领域的研究主题逐步向外扩展和迭代。

表3  隐性知识管理研究高被引文献中心度及被引频次（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Nonaka等[8]

Polanyi[9]

Polanyi[10]

Nonaka[11]

Szulanski[12]

Nonaka等[13]

Cummings等[14]

汪应洛等[15]

彼得•德鲁克[16]

Leonard等[17]

王娟茹等[18]

Cohen等[19]

Hamel[20]

Albino等[21]

张庆普等[22]

60

55

53

41

40

36

32

32

32

31

31

30

30

29

28

153

121

65

39

33

34

26

19

27

19

18

30

19

13

24

序  号 高被引文献 点度中心度 被引频次



2020年第3期（总第190期） 29

e f

a b
图4  萌芽期—发展期主题演化分析

发展期—成熟期主题演化过程中，如图5显示，发

展期的研究主题得到一定研究后在成熟期均有体现，

但演化形态各异。部分主题因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而

在下一时期得到继承，如隐性知识转移主题在隐性知

识管理研究的成熟期持续得到关注，研究主题的内涵

得到丰富和加强（见图5a）；部分研究主题因为涉及的

问题较为复杂而在后续阶段产生分化，如图5b所示，发

展期主题3在成熟期分化为成熟期主题9。另一部分研

究主题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后相互融合。如图5c所
示，发展期主题3和发展期主题5在隐性知识管理研究

发展的成熟时期融合为成熟期主题2。图5显示了两阶

段相关联主题间的具体关联数据。

综上所述，隐性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基础主要是

对隐性知识的基础性问题和突破性理论（SECI模型）

进行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它们在研究内容上相互交叉渗

透、共存互动，为后续研究主题的深化以及新研究主题

的涌现提供有力支撑。

3.2  不同阶段研究主题的演化分析

（1）主题演化类型的划分规则。规则一：相邻两

个时期，若前一时期的某研究主题与后一时期的某主

题有相同的关键词或有同义、近义关键词，则称两主

题间具有关联关系；否则，两主题间无关联关系。规则

二：具有关联关系的主题间，若前一时期的主题仅与后

一时期的一个主题有关联关系，即一对一的关系，则称

后者继承了前者，演化类型为继承；若前一时期的一个

主题与后一时期的多个主题有关联关系，即一对多的关

系，则表示前一时期的主题发生分化，若分化出的主题

只与前一时期的一个主题有关联关系，则称后者为前者

分化的结果，演化类型为分化；若前一时期的多个主题

与后一时期同一主题具有关联关系，即多对一的关系，

则称前一时期的多个主题发生融合而形成后一时期对

应的主题，演化类型为融合。规则三：与前一时期的任

何主题均无关联的主题称为新生主题，演化类型为新

生；与后一时期任何主题均无关联的主题称为消亡型

主题，演化类型为消亡。

（2）各阶段研究主题的演化类型。韦恩图是利用封

闭曲线来展示不同的事物群组（集合）之间的数学或逻

辑联系的可视化方法。本文利用VENNY2.1绘制多维韦

恩图，揭示各主题间的关联关系。若两个集合之间有共

同元素则表明两个集合内的主题存在关联，子集合中的

数字表示该主题内特有的元素数目，交集中的数字表示

不同主题间共有元素数目。如图4a所示，萌芽期主题集

合中的数字为0，表示该时期主题内无特有关键词；交

集中的数字3，表示3个时期主题内有3个共有元素。

萌芽期主题产生演化过程中，隐性知识管理的研

究实现从无到有，研究主题为新生主题。

萌芽期—发展期主题演化过程中，韦恩图分析显

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共享3个主题元素（图

4a），萌芽期主题元素贯穿于隐性知识管理研究的始

终。萌芽期的主题发生分化，衍生出发展期主题4和发

展期主题5（图4b）。图4中未显示的其他发展期主题则

均为发展期的新生主题。

a b

c d

图5  发展期—成熟期主题演化分析

基于引文与韦恩图法的国内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主题的演化分析邰杨芳  张芬利  王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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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图4和图5，得到相邻阶段研究主题间的具体

关联信息及演化类型分布，图6中，连线上的关键词为

主题间包含的共同元素。

图6  各阶段研究主题间的关联及演化类型

1 10

3

4

5

9

萌芽期主题（隐性知识管理基础）、发展期主题1（隐性知识转移）、发展期主题2（基于隐性知识的企业核心竞

争力）、发展期主题3（企业隐性知识共享）、发展期主题6（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发展期主题7（隐性知识转

化）、发展期主题8（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因素）、成熟期主题1（隐性知识共享对策）、成熟期主题4（隐性知

识交流）、成熟期主题6（研发团队隐性知识扩散）、成熟期主题7（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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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主题的演化路径

经梳理，国内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主题的演化路径

如下。20世纪90年代末，隐性知识的概念首次被引入国

内。此后仅有个别关于隐性知识的概念、作用等基础性

理论的探讨性研究。

21世纪伊始，研究进入发展期。萌芽期主题被置

于具体的应用场景中进行深入探讨，研究主题发生分

化。同时，受ISEC知识转化模型及相关研究启发，新生

主题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出现围绕ISEC模型的

隐性知识共享、转移、转化等具体环节及其影响因素

等新主题。研究内容逐步深入，呈现具体化和多样化发

展趋势。

2009年至今，研究处于相对成熟阶段。Szulanski
等国外研究成果对该阶段的国内学者影响深远。半数

以上的主题由上一阶段的主题继承、分化或融合而来，

融合主题成为该阶段研究主题的显者特征。研究主题

倾向于复杂、专深的隐性知识管理执行层面的问题，知

识地图、激励理论、仿真方法等新兴隐性知识管理方法

得到研究和应用。还出现了新生隐性知识管理的激励

机制、交流与扩散机制等更高层次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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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以“高频特征关键词+低频特征关键词+突发

特征关键词”为文献研究主题的分析数据，最大程度

地优化了共词聚类效果。基于引文网络对隐性知识管理

领域的研究基础及支持主题进行的针对性分析，拓宽了

主题演化分析的时间窗，也利于读者追根溯源；主题演

化类型及划分规则的定义、利用韦恩图对不同时期各

主题间关联关系的可视化分析，有利于清晰刻画研究

主题的演化路径。这些工作为揭示隐性知识管理研究

主题及其演化规律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是本文工作的

独到之处。经全面梳理，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学者非常重视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主题

不断深化和丰富，并与时俱进。1998年至今，该领域研

究发展迅速且已进入成熟期，目前年发文量保持较高

水平。早期的研究关注隐性知识管理基础性问题。发展

期，研究主题趋于具体化；成熟期，受计算机技术、现

代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发展的推动，深入到应用层面，

知识地图、计算机仿真等新兴隐性知识管理的技术和

方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2）随着时间的演进，国内有关隐性知识管理的

研究主题总体上呈现从基础到核心、单一向多元、抽象

到具体的发展趋势。主题演化类型呈现从继承式发展

到主题分化、主题融合及多种演化形式并存等复杂的

演化态势发展。大多数主题处在发展、成熟状态，新兴

主题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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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n Research Topics of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China Based on Citation and Venn Diagra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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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esent the domestic research profile of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reveal the evolution law of research topics, this paper divided 
the research period of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1998 to 2018 into germination stag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and maturity stage according to life 
cycle theory. Using mixed keywords selection strategy, we extracted the thematic featured keywords, and carried out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on them for identifying the research topics of each stage. Taking both citations and research topics into account, we analyze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s of 
domestic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opics supported at each stage. By Venn Diagram method base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elements among the cross-stage research topics, the evolution types and path of research topics are determined. The work 
of paper may facilitate readers to know better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irections of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may also provide method 
reference for analysis of research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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