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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主观能动性对比研究

——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谭怡鑫  杨安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利用 CiteSpace对 1990-2020年在 CNKI中 495篇相关文献以及Web of Science中的 965篇相关文献进
行分析，绘制出研究关键词、作者和发文机构的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围绕主观能动性的概念内涵，对比分析了国

内外在此类研究领域的不同研究方向，归纳总结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特点以及研究趋势。并通过知识聚类与

时间线综合分析对未来的国内外研究趋势进行了预测，希望对关于主观能动性的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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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能动性，又称“主体能动性”、“意识能动性”

和“自觉能动性”，属哲学范畴，是由人的主观意识和

实践活动对这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百度百科给出的解

释是：人们能动地认识这世界和在认识之下能动地改造

客观世界。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表现出人与物区别的

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生产实践来考察人区

别于物时指出：人区别于动物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

能够有意识且自觉地想问题和办事情。人应该以客观规

律、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国内外研究方向和范围都有

所不同，因此，运用可视化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 ，

对 1990—2020 年中外关于主观能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

阶段性的梳理，对比分析国内外关于主观能动性研究的

国内外的关键词、作者、发文机构知识图谱与聚类，从

而更加直观且客观地把握此研究领域的发展，为主观能

动性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以 CNKI 的“CSSCI” 作 为 国 内 研 究 数 据

源，该库集中了相关研究的最核心和最前沿的国内研究

成果，可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及权威性。同时，以 Web 

of Science 作为国外研究数据源（以下简称：WOS）。

在 CNKI 中，检索条件以：“主题 =‘主体能动性’或

‘意识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

进行高级精确检索，在 WOS 中，检索条件以：“主题

=‘subjective initiative’或‘subjectivity initiative’或‘initiative  

consciousness’”进行高级精确检索，两者文献检索时

间 均 限 定 为 1990—2020 年，CNKI 中 选 取 SSCI，WOS

选取 SSCI、SCI 期刊中的文献，通过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炼，

最后在 CNKI 中筛选出 495 篇与本文相符合的国内研究

文献，在 WOS 中筛选出 965 篇与本文相符合的国外研

究文献。

1.2 研究方法

通过对数据、信息进行科学的计量统计分析，以图

形等方式来可视化地展现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的方法就是

CiteSpace 知识图谱，有知识导航的作用，属科学计量。

在此研究中，主要是利用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共现

分析、作者分析、机构分析和强大的可视化与统计功能，

直观地认清国内外主观能动性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发展前

沿。具体操作流程是：启用 5.6.R3 版本的 CNKI 和 WOS

数据分析板块，时间跨度设置为 1990—2020 年，聚类

启来源为系统默认，分别选择“关键词”、“作者”、“机

构”为网络节点类型，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分析、

机构分析、共被引分析、作者的共被引分析、期刊的共

被引分析等，并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

2 热点研究

2.1 国内外发文量

国内此领域的研究在 1989—1990 年、2007—2008

年、2014—2015、2017—2019 年期间有迅速上升现象；

国外此领域的研究在 2000-2005 的缓慢增长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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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平稳增长期，2013-2019 年的快速增长期。国

内在此领域研究每年都在变化，变化趋势有增有减；反

观国外，最近几年在此领域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增长速

度过快，表明近年来该领域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

2.2 国内外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 1  基于 CNKI 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从图 1 这张关键词共现关系知识聚类图谱图可以看

出，该研究领域关键词最主要的是主观能动性，其次是

主体能动性，然后是主体性。通过对关键词图谱中的重

要节点所对应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和梳理，发现当前学

者们围绕学生学习积极性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且统

计后发现：能动性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研究的基础是人生观、意识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等

这样的意识形态领域；第二阶段的研究逐渐延伸到生产

方式、生产关系上，这也与当时时代息息相关；第三阶

段为目前的前沿热点大学生，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对大

学生这类群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视。

图 2  基于 WOS 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图 2 是基于 WOS 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此图反

映出本研究领域关键词最主要的是 life（文学），其次

是 activity（ 活 力）， 然 后 是 physical（ 自 然 规 律 的）

以 及 recommendation（ 建 议）。 处 于 最 前 沿 领 域 的 是

people（人）以及 intention（意图）。

表 1 国内外高频词关键词对比图

上表展示的是国内外高频词关键词的对比图，从表

中可以发现，国内出现最高的关键词是主观能动性，达

到了 74 次；国外出现最高的关键词是 health（健康），

达到了 66 次。通过对比前三项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

国内主要在此领域研究侧重于哲学范畴，而国外则没有

具体的侧重点，而是涵盖了很多方面。由此可见，国内

未来在此领域的发展趋势仍会向哲学范畴方向所发展，

而国外在此领域的研究更关心健康和未来等。此外，从

关键词最早出现年份来看，中国要早于国外，说明国内

对主观能动性的深入研究较国外更加成熟，但从未来发

展趋势看，国内大多依旧在对哲学范畴内的主观能动性

进行研究，而国外则已将主观能动性与多方面结合研究，

这点有待国内学者学习并深入研究。

2.3 文献作者及机构分析

国内该领域顶级的作者是王向清，彭健伯，陈喜

荣等。部分学者有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但大部分学者之

间的研究较为分散。国内作者在该领域个人最多发表过

3 篇文章。国外该领域顶级的作者是 ALZHEIMERS DIS 

NEUROIMAGING INITIA CA。其在该领域发表数量达到

了 12 篇。

国内机构在该领域的发文数量较少，并且各个不同

机构之间的差异悬殊。国外在此领域发文数量不仅多而

且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差异较低。说明国内机构在此领域

有很大的研究发文前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应当

加大国内各机构之间联合研究的可能性。

3 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图 3  基于 CNKI 的知识聚类和时间线分析图

从图 3 基于 CNKI 的知识聚类和时间线分析图中可

以看出：研究的前沿热点主要是区域经济、企业能力系



  2020【2】3  
        ·159·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ISSN:2661-3719(Print); 2661-3727 (Online)

统、个性化以及价值共创。因此国内未来的主观能动性

研究方向就可以多从以上所述方面进行研究，为未来个

人、企业乃至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知识性支持。

图 4  基于 WOS 的知识聚类时间线分析图谱

从图 4 基于 WOS 的知识聚类和时间分析图中可以

看出：研究的前沿热点是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计

划行为理论）和 intention（意图），研究的基础是 life（生

活）、physical activity（身体活动）、recommendation（推

荐）以及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等。研究关键词还逐渐延伸到 governmengtality（政府）、

policy（政策）以及 subjective well-being（主观幸福感）上。

4 研究展望
从国内外作者研究分析后看，国外是对于人作为个

体来进行研究，缺乏对于分类后的群体进行研究，而国

内就恰好好在这一点。就目前检索发现，文献大多都对

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的定义进行了阐述，并将其运

用在了一些领域，如政治及教学等。

综上研究分析，我国可继续发挥我国优势，未来研

究可以以学生、企业员工等某一类群体为单位，对影响

其主观能动性的因素进行深入了解，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提升个人能力的动力，激发企业员工主动进行自我

突破、自我实现。最后从个人层面获取幸福感，从企业

乃至社会层面实现人类精神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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