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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的知识图谱分析

郭　 敏 ， 李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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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如今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国内的住房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以 ＣＮＫＩ 为检索基础，借助计量经济学手段

对现阶段的文献信息加以处理和研究，利用知识图谱的方式让如今国内住房研究情况、焦点以及日后变化趋势实现可视化，
同时对房价的上涨做出了分析以及关于未来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给出了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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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人才流动速

度在加快，规模也逐渐扩大。 现如今，新近毕业的高

校学生群体已然成为推动国内社会进步的关键力

量，同时也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力军，有效解决

其面临的严峻住房问题，则有利于其供职身处城市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目前，对于高校毕业生群体实

行的公租房优惠制度还处在探索阶段，无法满足众

多毕业生的迫切现实需求，因此本文关于新就业大

学生住房保障的现状问题进行讨论就会对促进国内

住房经济的良好市场循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不但

会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品质，还势将影响到国内的

社保水平的全面提升。 国内的学者针对住房问题由

不同角度展开了诸多探究，成果颇丰，但在对牵涉高

校毕业生住房问题的文献加以考查的过程中发现，
很多学者都是依据已有经验的归纳提炼和总结，而
在对现有的新就业大学生的住房保障问题的整体梳

理以及对分类热点和追踪方向等方面把控的研究却

比较少见。 本文即对此拟做研究论述如下。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学分析通过利用数学和统计方法来展

示学科的发展动态，并以文献的外部特点为研究基

础，将引文分析、关键词分析以及作者分析等全部包

括在其中。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针对 ＣＮＫＩ 数据库

当中基于住房保障系列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深度挖掘

与研究，从中获取作者、机构以及关键词信息，以此

呈现目前针对高校毕业生住房问题的探究情况、焦
点以及日后变化趋势。
１．２　 知识图谱分析

知识图谱分析是科学计量的一种分析研究方

法。 通过图形方式对不同知识间的联系加以说明，
同时呈现出学科的发展过程。 利用对知识深度挖掘

与可视化分析，再通过地图方式标示出特定学科领

域的探究历程、方向以及最新课题。 这让后期的研

究者对学科联系、研发焦点与内容能够形成清晰的

认知，同时可以对学科发展及其方向展开探究。 其

中，广泛使用的可视化技术是城市空间。 尤其是陈

超美教授受到来自库恩科学结构演变的启迪，并在

此基础上研制了信息可视化工具。 这是在计量学、
信息可视化以及大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灵活的空间

设计对特定学科的知识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加以阐

释，自其在 ２００５ 年引进国内以后便迅速推广开来。
现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不但可对引文空间进行挖掘，还对不

同知识单位间的联系展开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

可观的研究成果。 本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Ｃｎｋｉ



数据库。 选取社保这一关键词展开检索，通过检索

可知，部分文献的关键词尽管涉及核心关键词，但是

却并非以刚毕业高校学生作为探究主题，所以经过

更为高级的检索来筛选文献，剔除无关文献，最后留

下 ２００ 篇文献。 并且依据文献计量研究与归纳分析

等手段，针对住房保障方面的文献展开定量研究，旨
在分析出此领域的研究焦点、前沿课题以及发展趋

势，为后期有关住房保障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借

鉴。
２　 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的文献统计分析

２．１　 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文献时序分布

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文献时序分析如图 １

所示。 由图 １ 可知，早期有关高校毕业生住房保障

方面的研究较少，表现出缓慢上涨的态势，但自

２００７ 年之后发表的文献数量迅速增多，一直到 ２０１１
年有关文献达到首个高峰，之后文献量尽管有所下

滑，但是总体来说，数量维持平稳。 结合国内高校毕

业生住房保障的演变趋势，则可将其划分成 ３ 个阶

段，即缓慢发展阶段（１９６５ ～ ２００４ 年）、迅速发展阶

段（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波动稍降阶段（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 ２０ 世纪房价较为平稳，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房价

开始上涨，并一路攀升，住房问题的研究已然引起了

社会各界及当下学术界的关注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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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文献时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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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的文献学科分布

基于特定研究主题的学科分类反映出此领域的

各种可供探索角度，为进一步掌握高校毕业生住房

保障方面的探究所牵涉到的学科总体结构，本文针

对样本数据中的学科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制作

得到了饼状图如图 ２ 所示。 因为学科之间存在交

叉，使得有些文献归属于多个学科领域，进而让不同

学科分布的统计量高出总样本量。 结合图 ２ 可以看

出，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经管科学与社会科学，其在

数量方面要明显超过别的学科。 由此可知，图 ２ 中

列明的学科不但由定制行业角度对高校毕业生的住

房保障问题展开研究，还在某种意义上完善了上述

两个学科，体现出国内涉及高校毕业生住房保障方

面的探究内容也日趋全面。

经济与管理科学
130篇（45.9%）

社会科学Ⅱ辑
79篇（27.9%）

社会科学Ⅰ辑
29篇（10.2%）

工程科技Ⅱ辑
17篇（6.0%）

其他
19篇（6.7%）

图 ２　 学科分布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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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的文献机构分布

文献机构分布情况体现出不同文章发表机构对

于国内有关高校毕业生住房保障方面的重视度和贡

献的成果。 结合采样数据研发制作出发文数量位居

前四的机构及其分布比例如图 ３ 所示。

武汉大学
5篇（2.5%）

东南大学
4篇（2.0%）

中国人民银行银川市中…
3篇（1.5%）

浙江工业大学
5篇（2.5%）

其他
167篇（82.7%）

图 ３　 发文数量位居前四的机构及其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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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的可视化分析

对文献时间序列、学科分布和组织结构的分析

后，即对国内毕业生住房安全研究的基本模式有了

一定的认识，但这些信息只是对毕业生住房安全研

究的基本论述。 至此，却还没有获得有关高校毕业

生住房安全研究的信息，即还未达到对高校毕业生

住房安全研究内容的精准把握。 因此，有必要从研

究课题和研究热点进一步探讨高校毕业生住房安全

的研究现状。 考虑到关键词是对文章主要内容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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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概括，因而研究关键词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帮助分

析文献的主要探究内容，关键词分析正是目前常用

的文献内容分析方法，可以帮助识别关键词的类属

关系，进而找出某一领域的探究焦点。 研究得到的

关于住房保障的文献主题分布概况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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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主题分布

Ｆｉｇ． ４　 Ｔｏｐ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通过对国家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论文的关

键词共现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本领域内高频关键

词的分布。 借助统计手段可以得到最终结果如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可知，这一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是大学

毕业生、住房安全和廉租房。 图 ５ 中的“十”字标识

符和关键词标签越大则表示该关键词共现频次越

高，说明涉及这方面研究内容的论文越多，这个研究

点受关注的程度越大。

图 ５　 对国家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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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数据的推理导出的 ８ 频率及以上的关键字

排名见表 １。 根据表 １，国内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

究领域内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名前十的分别为：大学

毕业生（７６ 次）、住房保障（２７ 次）、廉租房（１７ 次）、
高校毕业生（１７ 次）、住房问题 （１６ 次）、住房（１５
次）、就业（１５ 次）、住房公积金（１１ 次）、廉租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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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次）以及保障性住房（８ 次）。
表 １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表（８ 次及以上）

Ｔａｂ． 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关键词 频次 首次出现的年份

大学毕业生 ７６ ２００６

住房保障 ２７ ２００８

廉租房 １７ ２００９

高校毕业生 １７ ２００６

住房问题 １６ ２００８

住房 １５ ２００８

就业 １５ ２００９

住房公积金 １１ ２００１

廉租住房 １０ ２００９

保障性住房 ８ ２００９

　 　 通过对突发性关键词的知识图谱的研究趋势分

析，可以了解不同历史阶段有关毕业大学生住房保

障研究的侧重点。 根据对有关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

研究关键词的突发性知识图谱分析，即可得出排名

前三的关键词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排名前三的关键词

Ｆｉｇ． ６　 Ｔｏｐ ｔｈｒｅ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４　 结束语

通过对 １９６５ ～ 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毕业大学生住房

保障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毕

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走势，相
关研究在 ２０１１ 年出现了一个高峰。 从 ２０１１ 年实行

公租房制度开始，国内推出了诸多较为完善的住房

保障政策与制度，同时把高校毕业生划归为公租房

的优惠对象。 这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大学生住房需

求问题的加速解决。 经过长期的发展，国内毕业大

学生住房保障研究已经形成了以王效蓉、张健坤、石

婷婷和洪婷等为代表的多篇文章发表作者群。 并且

在高校毕业生住房保障这一探究领域中，形成了浙

江工业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核心研究机构。
而在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的核心发文方面，期
刊占据了 ５４．５％，１０９ 篇的比例。 出版了大量优质

的高校毕业生住房保障研究论文，为中国高校毕业

生住房保障研究的不断深化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这

是中国高校新就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领域内的重

要理论支撑。 而经过关键词研究，可知国内高校毕

业生住房保障这一探究领域前后关注了高校毕业生

廉租房、公积金以及高校毕业生保障性住房研究等

３ 个研究主题。 其中，廉租住房则是现阶段及未来

一段时间国内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的热点与前

沿。 同时，目前中国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还存

在着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联系不够紧密、中国特色住

房理论尚未形成、专门性的学术期刊相对较少等制

约因素，这对中国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的进一

步推进有着明显的制约。 众所周知，人们必须先安

居，才可以实现乐业，因而，应当努力提倡高校毕业

生形成科学理智的住房消费思想。 公租房已变成解

决高校毕业生住房问题的重要方式，以公租房作为

代表，经济适用房与不同类型的公寓，均能够让毕业

生对住房的需要得以满足。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

国毕业大学生住房保障研究建设论证与实践的全面

推进，在有关研究者的努力钻研下，中国毕业大学生

住房保障研究将在现有积淀的基础上做全方位深入

解析，从而为国家社会保障建设的进一步提升提供

重要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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