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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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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环境以及防治污染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任务，“环境信息披露”已是国际会计与

财务领域中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CNKI数据库历年核心文献，采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国内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领域知识图

谱，对1997-2021年间的1340篇“环境信息披露”学术文献从发文量、作者频率等方面对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进行了分析，旨在为

今后的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的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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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the clear point was made that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of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already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ased on the core literature of CNKI database over the year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draw the 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search field, and 1340 academic literatures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om 1997 to 2021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nd the frequency of author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nalysis of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ho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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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5 月，国务院生态环境办公厅印发了《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要到2025年基本形成环境信息

强制性披露制度。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恶化，上市公司

强制性披露自身环境信息已是势在必行。本文通过CiteSpace

对我国近25 年发表在CNKI 上的 1340 篇关于“环境信息披露”

为主题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能够更加

清晰的了解到环境信息披露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热点问题，为

未来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自中国知网（CNK I）数据库查询系统。为了

确保数据的可研究性，在 CNKI 数据库中检索主题为“环境信

息披露”，来源类别为 SCI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以及 CSSCI，

获得可供研究的文献共1340 篇。

2.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CiteSpace_6.1.2 软件，对 1997-2021 年间

发表的 1340 篇“环境信息披露”学术文献从发文量、发稿

机构、研究热点、前沿、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对国

内二十五年来研究环境信息披露的状况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

总结。

3   数据分析与谱图解读

3.1 文章发表情况

3.1.1 年发文量

如图3.1 所示：1997 年我国开始对环境信息披露领域进行

研究；1998 至 2004 年是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萌芽期；2005 至

2011年发文数量出现较大增加，环境信息披露受到青睐。2012

至 2015 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该领域的研究热情有所减

少；2016 年发文数量在统计时期内最高；2017 至 2021 年曲线

基本平稳，保持在90 篇以上；2022 年发文数量有较大的下降。

图 3.1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成果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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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学科分布

如图 3 . 2 所示，其中有 6 4 4 篇属于“企业经济”学科，

422篇分布在“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学科，400篇分布在“会

计”学科，合计占 49.7 8 %。除此之外，376 篇属于“金融”

学科，占 12.60%；330 篇属于“投资”学科，占 11.06 %；

其他学科占26.58%。可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涉及多个学科，

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主题。

图 3.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学科分布图（1997-2021 年）

3.2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3.2.1 高产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基于赖普斯（Pricelaw）定律，针对高产作者文献分析

的计算公式为M=0.749*(Nmax)1/2（M是核心作者发文量；Nmax

是最高产作者发文量）。经统计，国内环境信息披露领域中，

发文量第一的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姚圣，共发表了文章18篇，带

入公式计算得M=3.177；具体内容如表3.3 所示。

表 3.3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最高被引文献统计表（1997-2021 年）

如图3.4 所示，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领域合作者之间的网络

密度为0.0012，可以看出学者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大多数都只

是单独的点状，缺少相互之间的联系很难合作共赢。

3.2.2 机构合作图谱分析

对研究领域发文机构分析后可以看出，CSSCI收录的发文量

排名靠前的二十名学者，其所属单位都是高等院校，这说明在

研究环境信息披露领域，高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表3.

5 可知，在相关的研究机构方面，形成了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

业组织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商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为中心的

核心发文机构。

图 3 . 4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领域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1997 年 -2021 年）

表 3.5 发文量排名前 15 的核心研究机构（1997-2021 年）

研究机构知识图谱中（图 3.6），共出现节点 443 个，连

线184条，网络密度为0.0019。结果显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

文量最大，且各年发布情况基本一致，在“环境信息披露”领域

具有强大的科研能力。此外，该领域的研究机构之间联系不紧

密，不能够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3.2.3 热点分析

本文利用CiteSpace对1997-2021年发表的1340篇文献绘制

如图3.7所示的知识图谱，用Keyword确定结点类型，使用Path-

finder和Pruningthemergednetwork进行网络剪切（Pruning）。

在图3.7中，共出现522个节点和790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58。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被引频次最高文献

1 姚圣 18
《政治关联、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 王建明 15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实证》

3 张长江 14
《我国林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研究》

4 何丽梅 13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
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

5 沈洪涛 11
《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

6 李强 9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

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7 耿建新 8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初探》

8 曾辉祥 8
《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脱钩关系  

实证》

9 葛察忠 7 《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与框架初探》

10 毕茜 7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环境

信息披露》

序号 发文机构 发文量 /篇 首次出现年份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46 2009

2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40 2008

3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

业组织研究中心
26 1997

4 中南大学商学院 20 2008

5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18 1997

6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 17 1997

7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15 2003

8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5 2005

9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3 2009

10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2 1997

11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 2008

12 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 2014

13 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 11 1997

14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11 2008

1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 2003



    19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5)2022,8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其中，最大节点是信息披露，其次是环境会计、上市公司、

绿色信贷、社会责任、环境信息等，这体现了目前环境信息

披露研究的重点。

图 3.6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机构知识图谱（1997-2021 年）

图 3.7 环境信息披露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997-2021 年）

3.2.4 前沿分析

本文以关键词聚类图谱为关键词来分析研究领域内联系紧密

的程度，并将这些关键词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形成网络集群。

如图 3.8 所示。

本文共有 11 个聚类，序号以零为起点并依次增大，序号

越小，该群体包含的关键词越多，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越

高，相关研究课题的知名度越高。通过对聚类进行分析可知，

研究重点是以环境责任为主要视角的信息披露。除此之外，在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环境会计研究也聚焦于绿色信用、绿色产

业及产权性质。

图 3.8 环境信息披露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1997-2021 年）

3.2.5 发展趋势分析

如上图3.9 所示，近几年来环境信息披露一直处于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的重点位置，国内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发展过程经

历了三个阶段。1997 至 2006 年是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国

家层面研究的开端。2007 至 2016 年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也

是研究发展的成长期，环境会计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研究领域

的重点研究对象。2017 年至今是环境会计相关研究发展的第三

阶段，也是其发展的成熟期，企业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成为

大势所趋的时代命题。

图 3.9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关键词时间图（1997 年 -2021 年）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可视化分析对1997-2021年CNKI数据库中1340篇”

环境信息披露”学术文献进行研究得出：（1）从文献出版情况的

角度看，与环境会计相关的研究开端于1998年至2004年，在2005

至2011年研究发展速度快，研究热度在2012至2015年到达高点，

2016至2021年相关研究的发展逐渐平稳。（2）从学科分布来看，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主要以企业经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会计

为主，金融、投资、证券等为辅。（3）从高产作者来看，高产作

者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很难建立一个全面的研究框架，未来可以

做更多研究去深入探索环境信息披露领域。（4）在组织合作方面，

只有少数组织发表了更具影响力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文章，没有

形成集聚效应。（5）从关键词共现和突现分布来看，与环境信息

披露的研究课题非常广泛，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环境

会计、上市公司、绿色信贷、社会责任等主题。（6）从关键词聚

类和时区分布来看，研究重点是以环境责任为视角的会计信息披

露，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在国内历经了初步探索期、爆发式增

长期、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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