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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索“双一流建设”国内研究现状和热点，采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对 358 个关键词进行矩阵构造，通过关键

词网络社群中心图、聚类冰状图和多维尺度图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学术界对“双一流”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双一

流”背景下高校发展特色和学科评估研究、与国际接轨下“双一流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策略研究、“双一流”建设契机下研

究生教育改革和创新研究、“双一流”建设视角下本科教育发展和规划研究、“双一流”建设规划下的学科管理和学术量化研

究、“双一流”建设辐射下的高校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研究六大热点研究领域；“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以及人才培养将成

为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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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omestic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co-word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matrix of 358 keywords, and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keyword network community center map, cluster ice chart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e m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on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ubject evaluation of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 

Clas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trategic research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search on 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pportunit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subject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quantitative research under the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plan, and univers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radiation of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and six 

hotspot research areas of strateg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 Class",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will become the future research development trend. 

[Keywords]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co-word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scale 

analysis 

 

引言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

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加快建成

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近年来，我国关于“双一流”

建设的研究刚刚起步，但是没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对这些文

献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的相关论文，基于此，本文尝试主要运

用共词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探析这一年来“双一流”建设

研究的现状，探讨“双一流”建设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重点，

为后续对“双一流”建设的研究提供充分的数据化视图。 

1 “双一流”建设研究的共词分析和数据整理 

共词分析法(Co-word Analysis)是一种内容分析技术，

主要分析一对词两两在同一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在虚拟的关

键词网络中，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的不同，可以定量的

确定某个关键词在网络中的地位，它反映了词与词之间的关

系，对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知识结构、研究的热点和

规模提供了便利。 

1.1“双一流”建设研究的关键词的统计和矩阵构造 

笔者以“双一流”关键词建设；检索时间不限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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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数据来源，匹配模

式为“精准”，检索得到相关期刊论文209篇，但是有些杂志

的风格不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有些论文不适合作为人

文社科类研究的参考。因此就慎重选择了发表在CSSCI期刊

上的高质量论文共94篇，时间界定为2016年1月到2017年2

月，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运用SATI统计分析软件对知网CSSCI期刊中94篇论文进

行处理，去重后得到358个关键词，根据普莱斯公式M=0.749

×√Nmax其中，M表示高频阈值，Nmax为所检索区间学术论

文被引频次 高值在样本文献中，周光礼，武建鑫的“什么

是世界一流学科”、这篇论文被引的次数 多，为19次。根

据普莱斯公式得出M=3，所以将关键词选取为词频大于3的20

个关键词，由于某一关键词会牵涉到其他的关键词，而不同

学者对关键词的把握和用法也会存在差异，所以再对这20

个关键词进行同义词合并处理， 后确定15个关键词（如图

表1所示），同时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前论文

研究的热点。 

表1  高频关键词序列（全部）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双一流”建设 32 人才培养 9 现代大学制度 3 发展战略 3

一流学科 30 研究生教育 9 指标体系 3 指标体系 3

一流大学建设 24 本科教育 7 高校 3 学术评价 3

学科建设 10 中国特色 4 研究中心 3
 

表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2016年1月到2017年2月，“双

一流”建设在我国的研究热点，除了“双一流”建设之外，

位居第二、第三的依次是“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

这也正说明了一流学科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双一流”

建设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中之重，但是这些数据虽然看起来

清晰明了，但是要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区别和联系，还需要在

此基础上构建共词矩阵和相似矩阵。 

运用SATI软件对15个高频词两两构成共词矩阵（如表2

所示）。共词矩阵是一个对称矩阵，主对角线上的数据表示

关键词与自身的共线频次，即相关程度，非主对角线上单元

格的数据代表两个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例如“双一

流”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的共现频次为4，说明这两个高

频关键词在4篇文献中同时出现。 

表2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部分） 

一流学科 “双一流”建设 人才培养 研究生教育 一流大学建设 本科教育 学科建设

一流学科 30 4 4 2 14 5 3

“双一流”建设 4 32 2 4 2 2 5

人才培养 4 2 9 0 2 2 2

研究生教育 2 4 0 9 2 0 0

一流大学建设 14 2 1 2 24 2 2

本科教育 5 2 2 0 2 7 0

学科建设 3 5 2 0 2 0 10

 

为了适应下一步的聚类分析和多元统计分析，在共词分

析的基础上，继续运用SATI软件把15个高频关键词转化成相

似矩阵，相似矩阵矩阵中的数值大小表明了对应的两个关键

词之间距离的远近，矩阵中的数值越接近1，说明距离比较

近，相关程度越大；矩阵中的数值越接近0，说明距离比较

远，那么两者相关程度就越小。如表3所示，距离“ 双一流”

建设 近的依次是 “研究生教育”（0.0808）、“学科建设”

（0.047）、“一流学科”（0.0304），这就说明国内学者在研

究“双一流”建设时，往往倾向于与“一流学科”、“研究生

教育”和“学科建设”放在一起研究。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

的点是，在整个表三中可以看出“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

学科”的距离 近（0.3811），这就说明在我国“双一流”

建设中，重点关注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还要指出的是，

除了 接近“双一流”建设的几个关键词，“双一流”建设

与其他几个关键词的数值基本处于“0”的状态，相对较小，

这体现了现有对“双一流建设”的研究整体是处于较为零散

的状态的。 

表3 高频关键关键词相似矩阵（部分） 

一流学科 “双一流”建设 人才培养 研究生教育 一流大学建设 本科教育 学科建设

一流学科 1 0.0304 0.0658 0.0165 0.3811 0.1323 0.108

“双一流”建设 0.0304 1 0.0162 0.0808 0.0303 0.026 0.047

人才培养 0.0658 0.0162 1 0 0.0324 0.0635 0.0741

研究生教育 0.0165 0.0808 0 1 0.0556 0 0

一流大学建设 0.3811 0.0303 0.0324 0.0556 1 0.0952 0.0528

本科教育 0.1323 0.026 0.0635 0 0.0952 1 0

学科建设 0.108 0.047 0.0741 0 0.0528 0 1
 

1.2“双一流”建设的共词网络图谱分析 

为了更好的呈现出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的高低，更加直

观的看出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还需要借助UCINET和

NETDRAW软件构建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 

 

图1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由图1可知，15个关键词用连线的方式进行了相互连接，

形成密集的交错网络。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的中心度，节

点越大中心度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字出现的频

次，连线越粗，频次越高，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图

一中的“一流学科”、“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位于中心

位置，可以说是近年来“双一流”建设研究的集中领域，同

时，从图中可以看出，除“一流学科”外，其他的关键词像 

“一流大学建设”、“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与周围其他

关键词的连线密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是“双一

流”建设的研究趋势。 

1.3“双一流”建设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建立分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能够

将一批变量根据其诸多特征，按照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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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分类，产生多个分类结果。即聚

类分析是对数据进行挖掘，然后根据其各自的特性进行合理

分类的一种分析方法。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20个高频词进行

聚类分析，以表三构造的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为基础，采用

的是系统分析和组内连接法进行聚类分析，得出聚类冰状

图，如图2所示。 

 

图2  层次聚类分析冰状图 

根据图2冰状图的显示，把 小聚类阈值“6”选定为聚

类划分的层次数量，划定了6个群集类别，即高频关键词聚

集的“双一流”建设研究6大重点领域，关键词可以划分为

五类，根据其共现频次进行聚类到一起，根据聚类分析“物

以类聚”的特点，对亲密聚集在一起的某一群体的内在联系

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其普遍性，然后用一个研究主题进行

概括，如表4所示。 

表4 关键词聚类群体划分结果分析 

群体分布 包含关键词 研究主题

群体１ 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建设 与国际接轨下的“双一流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策略研究

群体２ 指标体系、学术评价 “双一流”建设规划下的学科管理和学术量化研究

群体３ “双一流”建设、高校、发展战略、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辐射下的高校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研究

群体 4 本科教育、现代大学制度 “双一流”建设视角下本科教育的发展和规划研究

群体 5 中国特色、学科评估 “双一流”背景下的高校发展特色和学科评估研究

群体 6 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双一流”建设契机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研究

 

2 “双一流”建设的研究现状剖析和相关问题探讨 

为了更直观、清晰、显著的看出各个群体的关键词分布，

对“双一流”建设内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进行深入梳理，

本文运用SPSS软件中多维尺度分析构造可视化图谱。此图有

横纵两条坐标构成，横坐标代表的是向心度，用于显示某一

关键词在此研究领域的中心性和重要性；纵坐标表示密度，

用于显示关键词之间联系的强度。而图中的空心圆点表示高

频词的位置。每个高频词的位置不同，所代表的含义亦不同。

根据聚类分析得出的群体分布，画出相应的热点研究领域，

如图3所示。然后根据以上六大群体在高频词多维尺度分析

图四个象限内的位置分布逐一进行概述。 

 

图3  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图 

第一，关于“双一流”建设规划下的高校学科管理和学

术量化研究。第一象限的词团有较高的向心度和密度，表示

该词团代表的研究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联系紧密，趋于领域

的中心地位，内部结构紧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第一

象限内包含了群体2和部分群体4的关键词，表明 “现代大

学制度”、“指标体系”和“学术评价”处于整个研究的核心

位置，表明这三大关键词是国内这一年内研究的热点和趋

势。从这一象限中相关文章可以看出，部分学者倾向于与时

俱进，将“双一流”建设适应高校的改革发展趋势，融进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校管理指标体系的发展完善中，致力于

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体制和体制研究，例如，行政推动机制，

教学内生机制和市场引领机制，为我国“双一流”建设研究

提供了具体的案例和模式路径研究，由于这一象限的相关文

章具有说服力和实用性，为高校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建

议，所以与这一象限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群体具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 

第二，关于与国际接轨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发展战

略和学科评估研究。在第二象限内包含群体5和部分群体3

的关键词，这一象限的特点是向心度高而密度低，表示“高

校”“发展战略”，“学科评估”和“中国特色”等关键词处

于“双一流”建设的研究边缘，内部结构联系紧密，已成体

系，所以可以说已经被很好的研究过了。在2016年世界一流

大学的排名中，中国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排名仅位于第

48位，可以看出中国的高校水平与世界一流的水平还存在着

一定的差距，所以党中央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战略决策，

从本研究的样本中发现，我国学者主张“双一流”建设背景

下高校的学科等各方面的发展要与国际接轨，所以研究主要

集中于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

建设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建设的质量标准研究、评价方法和

评价体系研究、模式选择和路径研究、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典型案例研究和借鉴研究以及国内外“双一流”建设的异同

和特色研究，所以我国学者对国际接轨下的“双一流”建设

群体已经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 

第三，“双一流”建设辐射下的高校发展战略和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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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研究。在第三象限包含了全部群体6和大部分群体3，在这

一象限中关键词的向心度和密度都偏低，表明“双一流”建

设背景下的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战略两方面的研究处于“隐

蔽地带”，其中的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

和“研究中心”等关键词在“双一流”建设研究领域尚未受

到重视，内部松散，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总体。“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双重内核，我国学

者针对传统发展模式留下的捆绑式的发展、追赶型的发展以

及重量不重质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批判，并从制度层面破解、

实施案例双面入手，提出“双一流建设”要遵循科学规律，

依据区域特色，找准自己的位置，良性建设特色学科和制度

发展战略。而对这一象限的研究多立足于外国的案例研究和

中国高校以往制度发展的弊端批判研究，而中国的学科建设

一直处于不断的研究探索之中，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

以在我国现有的“双一流”建设的期刊文献中，这方面的文

章一直是“木桶效应”中提到的那块 短的板。 

第四，关于“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和人才策

略研究。在第四象限内包含了群体1和部分群体4关键词，这

一象限的研究特点是向心度高而密度偏低，表明 “一流学

科”“一流大学建设”和“本科教育”等关键词在“双一流”

建设的研究领域占很大的比重，与其他几个象限的关键词联

系较大，处于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位置，但是研究的密度不

够，所以缺乏良好的内部结构。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的重要

职能，是建设一流学科的要义之一。而在我国的高校在，本

科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研究生的比例，所以我国学者主张

回归大学本位，把本科教育作为“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

建设的重中之重，提高教学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和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在本研究中的样本中，对这一象

限中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提炼得出，学者们大多集中在探索

一流本科教育的实践途径，例如，提出更新原有的教学理念、

创新教学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以及改革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等。但是也从中发现，这几大关键词的期刊文献相对在整个

样本中的比例较大，但是协同研究的具体文献较少，大多从

宏观角度泛泛而谈，或者集中研究某一个方面，显得比较繁

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结构。 

3 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对四个象限的研究和分析中发现，从宏观上来看，我

国对“双一流”建设中的“高校”“发展战略”、“中国特色”

和“学科评估”的研究逐渐成熟，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对“双

一流”建设的研究刚刚起步。从微观上来看，“指标体系”、

“现代大学制度”和“学术评价”将会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

和研究热点。但是任何的分析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是

有利有弊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析

某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现状，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

所有的分析结果都是在统计的关键词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

也可能会造成个别关键词由于频次低，所以被忽略，但也可

能成为“双一流”建设领域的研究热点。虽然本研究在现有

的条件下，已基本呈现出比较直观、准确和清晰的对“双一

流”建设的量化研究，但是对未来的研究热点预测还有很多

的不足，所以还希望能够运用更高端的分析工具来加强本研

究的说服力，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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