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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可视化分析

施佳露， 郁舒兰
（南京林业大学 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 文化产业对于提升国家和地区的软实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凭借着江浙沪皖四省

市强大的文化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沿。 本次研究以从 ＣＮＫＩ 检索到的 ４３３８ 篇长三角

文化产业研究的期刊文献、硕博士论文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可视化的分析方法，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分析了样本文献的外

部特征，囊括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发文量、阶段划分、作者合作、机构合作等内容。 运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Ｐａｊｅｋ 绘制高频关键词聚

类知识图谱，简述和分析了该研究领域文化资源开发及城市文化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影响因素五大研究热点。
关键词： 长三角； 文化产业； 知识图谱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ＳＨＩ Ｊｉａｌｕ， ＹＵ Ｓｈｕｌ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ｕｒｎｉｓ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３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Ａｎｈｕｉ，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４３３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ＮＫＩ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ｓｔａｇ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ｍ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ｊｅｋ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 科技创见与应用●

基金项目： 教育部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９ 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１６３１０４０５６）。

作者简介： 施佳露（１９９５－），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工业设计、产品与信息交互设计； 郁舒兰（１９６９－），女，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产品与信息交互设计。

通讯作者： 郁舒兰　 　 Ｅｍａｉｌ： ３７２４６８２９６＠ ｑｑ．ｃｏｍ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０　 引　 言

文化是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为了

让中国文化实现最大的价值，就需要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将优秀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

势［１］。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催生越来越

多的文化产品，大大丰富了文化消费形式［２］。 《中
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８）》指出，长三

角地区成为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领跑者，虽然

目前长三角文化产业已形成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有

效供给不足、文化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区域发展不平

衡、协同性等问题亟待改善［３］。 本次研究涉及到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ＳＡＴＩ、Ｐａｊｅｋ 等软件，利用软件

的优势为本文构建知识图谱，以便对长三角文化产

业研究情况进行科学合理分析。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知识图谱分析

知识图谱用直观图像的方式展现学科知识，能
够将作者、文章、词语、机构等节点用网络的形式展

现出来，既能反应各节点信息，又能揭示节点之间的

相互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学、
计算机学等多个学科［４］。 知识图谱融合了统计学、
计算机、数学等多学科知识，弥补了传统定性研究方

法可能带有的主观性、片面性趋向，直观形象、动态

清晰地展现学科知识的发展趋势、热点前沿、演化过

程、知识结构，为人们深入了解知识网络内在关联提

供方便，促进科研交流合作。 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
可以选取不同性质的节点作为研究对象绘制知识图

谱，如作者、机构、文献等，连接节点的线称为边，即



语义关系［５］。
１．２ 数据来源

科学的检索策略对于获取全面的数据，绘制严

谨的知识图谱，得到正确的分析结论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 结合本次研究的特征，确定此次检索的方

式：数据源为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专业检索为以“文化

产业”为主题并包含主题“长三角”或“江苏”或“上
海”或“浙江”或“安徽”或“南京”或“苏州”或“扬
州” …… 即 按 长 三 角———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各省（市）下辖市（区）３ 个层级检索与文化

产业相关的文献，时间跨度为 １９８９－２０１９（不限定文

献发表时间），文献类型为期刊和硕博士论文，进行

人工反复筛查，剔除编者语、期刊介绍、招标广告等

不相关文章，最后留下４ ３３８篇。 根据所使用软件对

数据格式的不同要求， 分别下载为 Ｒｅｆｗｏｒｋ 和

Ｅｎｄｎｏｔｅ 格式。 本文使用的 ＣＮＫＩ 数据库未提供引

文数据，无法进行引文分析，所以本文主要采用词频

分析、共词分析、聚类分析以及社会网络分析。
２　 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２．１　 年度文献产出量分析

三十年以来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献数量

大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如图 １ 所示，并未

出现大幅波动现象，总体平稳。 根据学术研究成果

数量以及国家重大政策发布，将长三角文化产业研

究的发展阶段划分成为以下 ４ 个阶段：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
年（萌芽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生长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

（繁荣期）、２０１３ 年以后（稳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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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年度文献产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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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作者合作关系分析

在 ＣＮＫＩ 中将检索到的 ４ ３３８ 篇文献数据分 １０
次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 格式保存后，分别以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ＸＸＸＸ．
ｔｘｔ 分别命名，阈值选择为 Ｔｏｐ７０（在每个时间切片

内选择出现频次排名前 ７０ 的节点），选择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为网络节点，运行后得到作者合作关系知

识图谱，手动调整各节点在图谱中的位置，得到图

２。 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作者，圆圈呈现出年轮状，
圆圈越大频次越高，反之亦然［６］；两个圆圈的连线

代表两个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颜色为黄色

－－－－红色－－－－紫色的渐变，代表发文时间的序列，
越接近黄色，发文时间离现在越远，越接近紫色，发
文时间离现在越近。 从图 ２ 可以直观地看出，长三

角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并不紧密，离散的

节点占大多数，说明该领域研究还是以独立作者为

主。 图中有几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作者合作子网络，
分别以花建、孟召宜、张英和陈建祥、顾江为核心。
其中以花建为核心的作者合作网络年代最为久远，
说明该作者群属于长三角地区较早开始进行文化产

业研究的学者，但近些年花建没有与其他作者合作，
以独立发表文献为主。 以顾江为核心的合作网络比

花建的稍晚一些，孟召宜、张英和陈建祥为核心的网

络在近几年比较活跃。
二次检索这 ４ 个合作网络的作者发现，作者合

作网络呈现很强的地域集聚性，一个子网络中的作

者大多属同一个机构，少数分属不同机构但仍然属

于同一个城市。 说明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研究学

者缺乏广泛的跨省市合作，文化产业学术合作受限

于行政壁垒。 因此，不仅要开展本省市范围内对发

展文化产业的讨论，更要多组织跨省市文化产业学

术活动，促进 ４ 省市之间的学术交流，立足于本省市

实际，吸收借鉴兄弟省市成功经验。
２．３　 机构合作关系分析

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进 行 机 构 合 作 分 析， 选 择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为分析节点，从生成的机构合作关系图谱

中可以看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不明显，网络比

较松散，以独立机构为主，合作也多存在于两个机构

之间。 与作者合作情况类似，机构合作也具有极强

的地域集聚性，合作的机构基本从属于同一级机构

或者地处同一个城市，尚未发现长三角不同省市的

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而且合作一般产生于

同类型机构中，比如高校与高校之间、政府部门与政

府部门之间，较少出现不同类型机构的合作，这表明

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尚未形成“政产学研”相结合

的局面，也就无法有效促进理论研究成果转化。
３　 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内容的核心，通过关键词可

以大致把握文章的研究方向［７］。 对４ ３３８篇文献中

的关键词进行同义词合并及统计分析之后，依据孙

清兰的高频词低频词界定公式确定出此次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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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词最低出现次数为 １６ 次，共 ８４ 个高频关键词。
选择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对 ８４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
由于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无法对节点位置进行调整导致图谱

的可读性不强，导出可供 Ｐａｊｅｋ 读取的文件，使用

Ｐａｊｅｋ 来绘制主题聚类图谱，得到图 ３。 从图 ３ 可以

看出，该研究领域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不同

聚类间也存在较强的联系。

图 ２　 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Ｆｉｇ． ２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图 ３　 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热点聚类图

Ｆｉｇ．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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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图谱中各节点的颜色差异并联系实际，将
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大致分为五大主题：（１）文化

资源开发及城市文化发展研究；（２）文化体制改革

研究；（３）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４）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研究；（５）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影响因素

研究。 每个主题包含的主要关键词见表 １。

表 １　 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

Ｔａｂ． １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 聚类 聚类所含关键词

１ 文化资源开发及城市文化发展研究 传承、保护、创新、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地域文化等

２ 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产业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博物馆、国有文化企业等

３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产业融合、企业管理、农村文化产业等

４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ｓｗｏｔ 分析、人才培养、发展模式、发展策略、品牌等

５ 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增加值、动漫产业、动漫游戏、文化产业人才等

　 　 （１）文化资源开发及城市文化发展研究。 除了

“文化产业”这一共性关键词以外，主题群 １ 中的核

心关键词有文化软实力、发展对策、文化资源、发展

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该主题群包含的关键词最

多，说明这一研究方向受到广泛关注。 主要的研究

对象有城市文化、地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总
体而言，表明了文化资源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定

位明确、差异化明显的区域特色文化。
（２）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主题群 ２ 的核心关键

词为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大省、文化事业、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文化强省建设、经营性文化等。 文化体制

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

措，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必要途径。
（３）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主题群 ３ 的核心

关键词为融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报业集团、

产业融合等，文旅融合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

要一环，这一观点被学者们广泛接受，文化金融研究

主要围绕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撑作用不足、文化融

资体系尚未完善、文化金融的作用机制及意义、长三

角各城市文化金融发展实证研究以及未来走向等方

面展开。
（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主题群 ４ 的核心

关键词包括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集群、人才培

养、ｓｗｏｔ 分析等，涉及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
行业、形式及态势分析等，因此，该主题群为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研究。 在研究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优势和劣势时，学者们分析各地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构建适宜的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政策、品牌、人才培养是促进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要因素［８］。 （下转第 ３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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