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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的人才强国建设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人力资源管理是人才管理的重要基础，对深入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尤其，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此，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中的

2000-2024 年人力资源管理的国家社会科学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文献作为研究数据，采用文献计量软件 Citespace 对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揭示人力资源、企业绩效、管理、知识管理、人力资本、组织绩效、组织变革、

管理模式、项目管理等是主要研究热点；前沿研究聚焦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量表开发。未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

应聚焦于数字化发展、建立人才培养机制等等。

关键词：中国知网（CNKI）；Citespace；人力资源管理；可视化分析

1 引言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

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在新发展阶

段，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是推动我国人才强国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人才不仅是创新的源泉，更是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

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

现代化人力资源。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更是推动

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举措。因

此，本文将结合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国家级基金资助文献进行探究。

文献计量学作为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方法，以科学计量

学和数据可视化为发展基础，其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对某一主

题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直观的展现与预测作用 [1]。当

前，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已经运用到多个研究领域，国

内也有部分学者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源

管理主题展开了研究，但这该类分析数量很少，而且仅限于

某几年的数据，很难达到全面客观的分析评估。基于此，本

文利用 CNKI 数据库的文献源，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0-

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人

力资源管理主题的文献进行梳理，综合分析该主题的研究热

点，更加全面地探究我国该领域当下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发

展趋势。

2 人力资源管理可视化分析研究

2.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中的数据为基础。在该数

据库中，设定检索时间为 2000-2024 年，分别检索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的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的文献 1184 篇和 566 篇。通过查重

和筛选处理后，最终共获得 1634 篇文献，这些文献对于科

学客观地界定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

及演进趋势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为便于表述，在本文

中将其统称为“全国人力资源管理基金文献”。

2.1.2 研究方法

以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和图书情报学为基本原理，

以引文分析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先进科学的信息可视化技术
[3]，利用软件 Citespace6.3，使用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绘制并

分析“全国人力资源管理基金文献”的科学知识图，科学、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6期

173    

准确地展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其

演进情况。 

2.2 全国人力资源管理基金文献主题热点及研究前沿

2.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能够对文章的主题进行高度凝练和概括，在对

某一领域进行研究时，经常使用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来确

定该领域的热点问题。关键词共现是指在一篇文章中同时出

现两个不同的关键词，在分析科学知识图谱时，关键词共现

网络能够展示出一段时期内相关文献集中反映出的研究热

点词汇，将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热点和信息展示出来。因此，

许多国内外的学者都在利用关键词共现法对某个领域的话

题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与探索。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6.3 信

息可视化软件对从 CNKI 数据库中下载的 1634 篇“全国人

力资源管理基金文献” 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在我国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题热点图谱中，共出现 270 个关键节点

（主题热点） ，节点间连线 202 条（热点之间联系） 。

如表 1 所示，前 13 位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中心度和

初始年份。频次是指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中心度代表一个节

点与其他两个节点之间联系的强弱；开始年份是指该关键词

出现的最早年份。人力资源作为最高频关键词最早出现在

2001 年，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企业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

更加复杂，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化、市场化和知识化时代的

到来，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企业必须寻求满足自身发

展需求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应对外部竞争与挑战。因此人

力资源逐渐成为国内的一个研究热点。

表 1  前 13 位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序号 频次 中心度 开始年份 关键词

1 141 0.043 2001 人力资源

2 43 0.08 2005 企业绩效

3 38 0.04 2005 组织绩效

4 28 0.06 2003 人力资本

5 21 0.10 2003 知识管理

6 15 0.02 2002 中小企业

7 12 0.01 2003 劳动关系

8 11 0.03 2008 组织创新

9 10 0.00 2010 匹配

10 10 0.06 2002 企业

11 10 0.02 2001 组织变革

12 10 0.01 2007 社会资本

13 10 0.01 2015 工作绩效

2.2.2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如图 1 所示）。

共得到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绩效、知识管理、组织变革、

人力资本、组织绩效和管理模式共 8 个聚类，每一单一聚类

所包含的重要关键词可大体展示某个主题的基本研究范式。

图 1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聚类一：关于人力资源的研究。关键词如“人力资源”“人

事管理”等。代表性研究如李晓东（2014）从我国高校师资

队伍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将人事管理融入知识管理的思考

与建议；曹策俊、黄攀、王瑞（2023）剖析了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并认为人力资源是人道

主义供应链管理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4]。

聚类二：关于管理的研究。关键词如“管理”“企业”等。

代表性研究如赵曙明（2003）结合职业化的相关理论认为规

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教育是人力资源管理职业化的表现之一
[5]；陈万思（2007）通过访谈调查，实证研究厦门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现状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6]。

聚类三：关于企业绩效的研究。关键词如“企业绩效”“组

织创新”等。代表性研究如赵曙明、孙秀丽（2016）探索并

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在 CEO 变革型领导

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7]；蒋婉、顾琴轩、

王博艺（2013）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创新的

直接影响，进而探究组织创新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

织因素的协同作用。

聚类四：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关键词如“知识管理”“智

力资本”等。代表性研究如王文吉、丁煌（2014）通过构建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6期

    174

结构模型与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得出结论：知

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协同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
[8]；朱伟民（2007）认为以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资源需要

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才能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9]。

聚类五：关于组织变革的研究。关键词如“组织变革”“人

工智能”等。代表性研究如蔡翔、冯美珊（2010）认为在组

织中直线部门应该积极配合人力资源部门，继而在组织变革

中发挥重要作用；罗文毫、霍伟伟、赵宜萱（2022）等指出

如何在未来开展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10]。

聚类六：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关键词如“人力资本”“劳

动关系”等。代表性研究如吴三清、凌文栓（2003）认为实

现人力资源资本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并提出人力

资源资本转化的三种途径 [11]；刘洋（2017）认为社会工作

者可以在劳动关系管理的服务领域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

的顾问和伙伴，以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方法 [12]。

聚类七：关于组织绩效的研究。关键词如“组织绩效”“公

共部门”等。代表性研究如赵源、吴田（2017）通过运用元

分析检验了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性质公共部门样本，发

现优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能够有效提高组织绩效
[13]；王端旭、陈帅（2010）针对行业因素、组织因素以及个

体因素分析了减员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建议为尽可能实现减

员增效，企业应系统地调整策略方针。

聚类八：关于管理模式的研究。关键词如“管理模式”“系

统设计”等。代表性研究如季音、余波、曾艺鹏（2021）等

以上海某区域医疗中心为研究对象，认为可以通过执行和完

善人力资源 3P 管理模式建立起战略管理模式 [14]；朱宝善、

陈光浦、李鹏程（2021）等提出通过以 B/C 模式为基础依据

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以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人力资源

效果 [15]。

通过对关键词以及聚类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对

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更多关注企业而忽略其他主体的人

力资源管理，更多的关注组织因素而忽略个人因素。人力资

源管理最初是企业内一系列人力资源政策和与之相应的管

理活动，因此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关注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等，但是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主体例如高校、医院、公共部门、

行政部门等也产生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需求，因此对该领域的

研究就不能只局限于企业而是要拓展到更多的主体。人力资

源管理以塑造竞争优势和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根本上是为

组织而服务的，因此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往往会将重点放在组

织上，例如组织绩效、组织变革等。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

个重要原则是以人为本，关注个人因素例如健康问题、责任

感、幸福感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人力资源开发打好基础，

让个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2.2.3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这一概念最早由普赖斯提出，主要用来

描述某一研究领域的动态本质。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6.3 软

件的突现词分析功能（detect bursts） ，合理设置阈值，得

到 2000-2024 年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前沿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突现”指在一段时间内频次变化率高且增长速

度快。其中，“Year”代表关键词开始得到学者关注的年份，

“Begin”代表关键词开始突现的年份，“End”代表关键词

突现结束的年份。

图 2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从研究前沿突现数值上看，“组织绩效”突现值最大，

为 6.69，排在第一位；“知识管理”突现值为 4.56，排在第

二位；“组织创新”突现值为 4.11，排在第三位。

从研究前沿形成时间上看，2000 年，“管理”作为研

究前沿开始出现；2010 年，“匹配”“劳动关系”“胜任力”

开始备受关注；2013 年，“企业绩效”“组织支持”成为

新的研究前沿；2020 年，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开始关注“人

工智能”。

从研究前沿持续期限上看，“管理”的研究前沿持续

期限最长，从 2000 年延续至 2008 年，长达 8 年之久；“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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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绩效”分别从 2010 年持续到 2017 年、从 2015 年

持续到 2022 年，研究前沿持续时间为 7 年。

需要注意的是，近五年开始突现的关键词包括“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量表开发”。2015 年 12 月，总书

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仪式上，第一次正式提

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构想，并由此开始了“数字中国”的

新征程；2017 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并对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提出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相关学者开始关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相关内容，探讨了大数据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面对

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推动人力资源变革与

发展等内容，以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随着组织平台

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仍处于定性

探索阶段，缺乏定量的研究工具。在此背景下，学者们通

过探究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化人力资源管理等的量

表开发以期构建新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应对复杂易变

的内外部环境。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总书记提出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人才作

为第一资源对我国发展的支撑作用前所未有，国家发展靠人

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人才管理的重要基础，我国学者从不同内

容、不同方面对该领域进行研究。

本文对 2000 年以来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金文献进

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研究，得出我国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研

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人力资源作为最高频词关键词开始出现的年份

是 2000 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竞争环境，企业必须建立和

发展最优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热点主

要分布在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绩效、知识管理、组织变革、

人力资本、组织绩效和管理模式等 8 大方面，可以看出我国

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重点关注企业人力资源以及与组织

发展相关的内容。

第二，未来国内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将聚焦于“数

字化”。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数字化中国，数字技术

带来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为了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

发展，未来更多的学者将会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方向进行

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打造我国人力资源数字化竞争优势。 

3.2 展望

2021 年，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创新驱动

本质上是人才驱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

最优先位置，大力建设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夯实创新人才发

展基础。”我国已迈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当前，人才强国

战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并且国际人才竞争的环境更

加激烈。这就要求树立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用更加科学的

方式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未来的研

究趋势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聚焦人力资源数字化发展。总书记指出：“数

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

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纲要专

门设置“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章节，并对加快建

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做出

明确部署。我国的数字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源管

理领域也有充分体现，例如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研究，

我们必须重视该研究前沿，建立起适应大数据的人力资源管

理理论，以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的更

高要求。

第二，探究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力

资源发展体制机制。实现人才强国的目标，需要重视人才发

展规律，建立人才发展机制，满足企业、公共组织、政府部门、

医院、学校等不同主体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加快形成有利于

人力资源管理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使用机制、

人才激励机制以及人才竞争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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