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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20 年至 2024 年 10 月 Web of Science 与中国知网收录的 196 篇中英文文献，以数字经济与经济韧

性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结合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系统对比国内外研究在发文量、期刊分布与作者网

络上的异同。研究发现：（1）国内依托稳定的学术群体与完整的知识脉络，持续产出连贯性的研究成果；（2）

国外研究凭借跨学科的学术合作，不断开拓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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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标

新时代以来，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给我国带来风险

与机遇。而数字经济在 2023 年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 60%
[1]
，推动我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完成发展目标，

展现我国经济的坚强韧性
[2]
。可见，数字经济与经济韧

性能天然地产生联系：前者重塑生产要素与商业模式，

成为经济复苏的动力；后者体现经济体应对冲击的能力。

但明确以“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作为核心术

语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仅在 2020年之后才集中出现
[3]
，

所以目前鲜有相关文献的综述。同时，国内外文献在研

究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有必要对其整合分析以明

晰该领域的发展特点与研究脉络。

鉴于CiteSpace能够直观显示目标文献在不同时期

的出现频次、相互关系等信息，所以本文借助 CiteSpace

的可视化图谱，旨在实现如下研究目标：第一，系统梳

理目标文献从 2020 年到 2024 年的研究特点，总结发展

规律；第二，比较国内外研究的差异，揭示两者互补的

可能性。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思路

2.1 研究设计

本文的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文文献以“数字经济”和“经

济韧性”为关键词检索 CSSCI与北大核心期刊，英文文

献通过 topic 搜索“digital economy” 与“economic

resilience”获取。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逐篇浏览摘

要并剔除相关性低的文献，最后得到 158 篇中文文献与

38 篇英文文献，时间跨度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10

月，涵盖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确保分析的代表

性。

2.2 研究思路

本文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分析目标文献：首先从历

年发文量出发，展现该领域研究热度的变化趋势；随后

分析期刊分布，通过研究成果的发表载体侧面体现作者

的学科背景；最后构建作者合作网络，识别核心研究群

体。

3 国内外研究的特征分析

3.1 文献发表数量与期刊分布对比

作为文献的宏观特征，文献发表数量可以根据趋势

变化所对应的具体年份，深入剖析相关领域发展的时代

背景；期刊分布情况则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作者的研究

背景与文献的跨学科程度，为综述的后续展开提供分析

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比发文量与期刊分布，以便从宏

观上把握相关领域整体的发展规律。

如图 1所示，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发文量相对较少，

且时间跨度较短，这表明目前对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关

系的研究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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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至 2024 年 10 月国内外相关核心文献发表

数量

变化趋势显示，国内外对该领域的研究可分为两个

阶段：2020 年到 2022 年，国内文献分别为 2篇、7 篇

与 16篇，国外则分别为 1篇、2篇与 4篇，这表明相关

研究的数量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状态；从 2023 年开始，

这个数量开始急剧增长，国内文献分别达到 58篇与 75

篇，国外则分别为 12 篇与 19 篇。由于 2020 年的新冠

疫情增加居家办公的需求，数字经济成为维护经济持续

运行的重要形式，合理估计疫情的爆发刺激了学者对二

者关系的研究。而 2023 年发文量的显著增长，主要与

2022 年底疫情政策的调整有关。随着疫情防控的放开，

研究活动的开展更加便捷，再加上经济复苏的迫切性倒

逼学界深化对韧性的研究，以及“东数西算”“数字中

国”等文件的发布，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多，

研究程度不断加深。

可无论在哪个阶段，国内的发文量始终高于国外，

且二者的差距也在逐年拉大。例如，前三年国内文献比

国外多 1 篇、5 篇与 12 篇，后两年则多了 46 篇与 56

篇。可能的原因有：第一，我国在 2020 年成为疫情冲

击下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率为正的国家，引起众多学者对

经济韧性的思考；第二，近年来我国大力扶持数字经济

的发展，积极引导学者开展数字经济方面的研究。随着

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的现实距离逐渐拉近，我国先于国

外深耕该领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表1反映了这些文献的所属期刊根据出现频次排列

的前 20名。其中，《商业经济研究》、《统计与决策》

与《Sustainability》的发文量都在十篇及以上，而其

他期刊的发文量最多只有五篇。显然，前三本期刊分别

在国内和国外的发文量处于领先地位。但从发文期刊的

学科类型来看，国内期刊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及

相关学科的交叉领域，而国外期刊则涵盖了生态学、社

会学等多个学科。

表 1 国内外的期刊出现频次（Top20）

期刊 频次 期刊 频次

商业经济研究 18 中国流通经济 3

Sustainability 1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3

统计与决策 10 农业现代化研究 3

调研世界 5 现代管理科学 3

区域经济评论 5 工业技术经济 3

经济体制改革 4 管理学刊 3

经济问题探索 4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3

软科学 4 Agriculture-Basel 2

现代经济探讨 4 Heliyon 2

财贸研究 3 PLoS One 2

3.2 作者合作网络对比

作者共现图能够直观地显示历年的作者数量、作者

的发文频次以及作者间的合作关系等信息，从而依此锁

定核心学者并构建合作网络。如图 2和图 3所示，越往

右，节点颜色越浅，代表的年份就越新。由于国内 2020

年的作者数量过少，导致其被 CiteSpace过滤掉了，故

参考价值不高。

图 2 国内相关核心文献作者共现图

如图 2所示，国内领域在2021 到 2024 年间呈现的

演进轨迹各有不同：

2021 年的作者数量最少，12.5%的节点密度与 13

人的作者规模均处于相对低位，且57%的作者节点通过

双人合作形成松散的研究单元。这种以浅层协作为主的

网络结构，表明该领域尚处于知识积累阶段。

2022 年迎来群体性突破，作者总量达到观测期峰值

38人，约占作者总数的 34%。合作模式发生显著转变，

27个作者采用两人以上的合作模式，其数量约占该期作

者总数的 71%，表明三人规模的团队合作成为主流。

2023 年呈现质量跃升特征，虽然作者总量从 38人

回调到 29 人，但开始出现陈胜利、刘伟等持续产出的

核心作者节点。合作网络呈现分层结构：既有高产作者

间的紧密协作，如马黄龙与屈小娥；也存在新老研究者

间的过渡性组合，如钞小静与周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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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网络趋于成熟稳定，核心作者群的持续产出

与新增作者的梯度补充形成良性互动。例如，董丹丹、

张树山等高产作者形成了稳定的学术合作关系之后，依

然带领刘钧霆、刘赵宁等新增作者研究该领域。这种动

态平衡状态表明国内研究已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架

构。

总之，国内研究群体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

构，合作模式涵盖“以老带新”与“强强联合”。而 2023

年之后独立研究的比例上升，表明该领域的进入门槛逐

步降低，吸引更多学者自主探索细分主题。

但正如表 2所示，没有一个作者的中介中心性超过

1。中介中心性反映了一个节点作为其他两个节点之间

最短路径的次数。这说明国内核心学者对学术网络的桥

梁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跨团队合作仍有拓展空间。

表 2 国内相关核心文献出现频次 Top10 的作者按时间序列排序

排序 时间 作者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2022 陈胜利 3 0

2 2024 曹宇芙 2 0

3 2024 徐珊 2 0

4 2024 董丹丹 2 0

5 2024 谷城 2 0

6 2024 生延超 2 0

7 2024 李凯杰 2 0

8 2024 邓宗兵 2 0

9 2024 张树山 2 0

10 2023 刘成杰 2 0

如图 3的节点数量所示，国外研究也呈现明显的阶

段性特征：从 2020 到 2022 年研究者数量由 4人逐渐提

升到 11 人，但累积人数不到作者总数的 20%；2023 到

2024 年研究者规模呈现非线性扩张，新增作者数分别为

41人与 63人，均超过前三年 25人的作者总和。

图 3 国外相关核心文献作者共现图

从节点规模来看，尽管后两年作者规模显著扩大，

但所有节点发文频次为 1，缺乏持续产出者，导致学术

成果积累不足。

从节点间的连线来看，超过 80%的国外学者以三人

及以上的形式合作，只有 2024 年出现独立研究个案。

这种高度协作特征折射出国际学界更依赖跨领域知识

的研究取向。此外，网络节点中介中心性全部为零，表

明尚未形成具有知识枢纽功能的核心学者。

总之，国内外作者网络存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差异：

国内依托高频作者的持续性研究，但跨团队联动不足；

国外依赖跨学科团队的短期合作，但缺乏纵向深耕。

4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视角对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的关系

展开研究，发现国内外在研究时序、作者网络方面呈现

显著差异，其具体表现如下：

（1）研究演进时序差异：国内外研究对该领域的

关注度均呈现增长趋势，但国内更早形成系统性的研究

路径，反映出政策调整与产业实践对学术研究的显著驱

动效应。而国外研究虽然在 2023 年以后快速发展，但

积累的成果数量和国内相比仍显不足。

（2）学术共同体构建特征：国内已形成以核心学

者为枢纽的稳定协作网络，并演化出“强强联合”与“以

老带新”两种合作模式，展现出更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结

构。国外则依赖跨学科短期协作，研究者流动性高，缺

乏持续性学术积累，暂未出现专门深耕该领域的学者群

体。

上述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全球研究格局：国内依托稳

定的学术共同体与完整的知识脉络，持续产出连贯性的

研究成果；国外研究凭借跨学科的学术合作，不断开拓

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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