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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国内危机传播研究者

共被 引网络结构透视

— 基于 对作者共被引矩阵的实证分析

薛 可 邓元兵

【提 要 】在中国知网 “‘新闻与传媒 ” 子库中检索从 年到 年近十年国内关于危机传播研究的

所有一相关期刊文献�首先通过作者共被引分析法构建 的作者共被引矩阵。其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
的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软件 子�对作者共被引网络结构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凝聚子群进行透视分
析并绘制出网络结构图谱�展示了近十年中国危机传播研究现状。同时 讨该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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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风险的不确定性使每个人都处在复杂多变的危机环

境中�特别是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矛

盾交织�危机事件的发生对整个社会产生 了重大的影
响。 年突发的 事件之后� “危机传播 ” 的理
念引人我国�国内学术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危
机传播的研究。危机传播所研究的 “危机 ” 通常是政
府、企业、社会团体等组织危机。危机传播重在最大限
度地向内外公众以及媒体告知事件的信息�在危机发生
的各个阶段与公众进行沟通。① 在西方�传播学者

发表第一篇危机传播研究的文章是在 年�
然而危机传播的研究呈现繁荣状态是在 年。当年�
强生公司对 “泰诺 ” 胶囊危机事件的成功应对引得众多
学者的关注�掀起了美国危机传播研究的高潮。② 此后�
危机传播研究也吸引了来 自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
的学者加盟�危机传播的研究 日趋成熟。

近年来我国在危机传播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探索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笔者尝试从作者共被引分析
的文献汁量分析法角度出发�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近

十年国内危机传播研究学者之间的相互引用关系进行可

视化研究。最终识别出中国危机传播研究领域的主要研
究者�并对他们形成的作者共被引网络结构进行分析。

二 、研 究方法
一 样本选择

本文所选文献样本和引文数据均来 自 中 劝李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
库收录了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出版的所

有源数据库产品的参考文献�并揭示各种类型文献之问
的相互引证关系。③ 本研究在 ‘新闻与传媒 ” 子库进行
检索�以 “被引题名包含危机传播 ” 为条件检索期刊类
型引文�年份限制在 年至 年。从而获得被引

廖为建、李莉 《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怠义 》
《一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史安斌 《危机传播研究的 “西方范式 ” 及 在��阅语境 下
的 ‘本土化 ” 问题 》 《国际新闻界 》 年第 期。
中国弓文数据 车 「 习 们 。 了 ·吃 �·� ’�“�飞
于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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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中含有 “危机传播 ” 的文献�获取文献 篇�其
中被引频次在 次及以上的论文共计 篇 不包括学

位论文和会议论文 �总被引频次 次。
二 处理方法

本文将采用作者共被引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展开

研究。所谓作者共被引分析 一

是指当两位作者发表的文献同时被第三人引用时�
那么这两位作者称为共被引作者。共被引频次越高�表
明二者之间的研究越相近。作者共被引分析的研究步骤
主要包括确定研究作者、检索作者之间共被引频次、建
立作者共被引矩阵等。

建立作者共被引矩阵后�本文拟采用社会网络分析
法进行分析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法

该 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方法�社会网络代表着一
种结构关系�它可反映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
会关系是资源传递或者信息流动的 “渠道 ”。目前�社
会网络分析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
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学科。本文所指的社会网络是
由危机传播研究领域各个被引作者所形成的整体网络。
本文的主要研究框架 见图

图 本文研究框架图

体�他们的共被引程度十分低。
表 被引频次排名前 的作者

作作者者 被引引 作者者 被引引 作者者 被引引 作者者 被引引

姓姓名名 频次次 姓名名 频次次 姓名名 频次次 姓名名 频次次

廖廖为建建 洪瑾瑾 张宁宁 张杰杰

工工口曰石石 李志宏宏 田大宪宪 召阵培仁仁布布生 艾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郑郑保卫卫 史安斌斌 王伟伟 袁勇勇

王王想平平 张任明明 喻国明明 杨至聪聪

谈谈悠悠 秦志希希 吴廷俊俊 龚新琼琼

阮图雕蕊票云
作著 酬 渊丫辱夔夔卫
一一日 匕二日 匕二口 魂匣巫画巫呵

表

姓名

廖为建

程曼丽

郑保卫

王想平

谈悠

洪瑾

李志宏

史安斌

姓姓名名廖为建建程曼丽丽郑保卫卫王想平平谈悠悠洪瑾瑾李志宏宏史安洲洲
廖廖为建建建

程程曼丽丽

郑郑保卫卫

王王想平平

谈谈悠悠

洪洪瑾瑾

李李志宏宏

史史安斌斌

注 对角线值为作者自身的被引频次�此处不在同被引频
次研究范围内�视为缺失值。

三 、共被 引网络结构分析

三 构建作者共被引矩阵

对由这 篇论文所组成的数据样本进行统计分

析�可以得到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的学者共
人。其中�被引 次的作者有 位�被引 次至 次的

作者 位�被引 次以上的作者 位�其中被引频次
前 的作者如表 所示。根据文献计量中的洛特卡定
律可以知道�少数的人做了大部分的工作。其中这些少
数人即为核心工作者。类似地、少部分的高被引作者也
可以反映出大部分的被引情况。① 本文选择了被引频次
不小于 次的作者进行分析 相同作者合并 �从而建
立了 的作者共被引矩阵 见表 。

通过对建立的 作者共被引矩阵进行初步分

析发现�矩阵中的 对作者 不包括对角线上的作

者组合 所形成的总共被引次数为 次�平均被引次
数为 。 次 对。可见�近十年国内危机传播研究领域
的高被引作者没有形成稳定的、具有影响力的研究群

根据作者共被引矩阵�利用社会 网络分析软件
绘制出作者的共被引网络图 如图 。网络图

中的一个节点表示一位作者�节点的大小代表作者的中
心度大小�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位作者之间的共被引
情况�连线越粗表示共被引次数越多�连线越短表示作
者之间的共被引关系越密切。

一 网络密度分析

从整体网角度出发�社会网络的密度描述的是图中
各节点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在作者共被引网络中�网
络密度越大说明作者的研究越接近�联系越密切�越具
有群体影响力。通过 软件计算图 的网络结构

密度为 。 �网络比较稀疏。这与上文中对作者同被
引矩阵的初步分析是一致的 见图 。

① 邱均平、张晓培 《基于 的国内知识管理领域作者共

被引分析 》�《情报科学 》 年第 期。邱均平、吴慧
《基于 的国际科学计量学作者共被引关系研究 》� 《情
报科学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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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作者共被引网络图

《二二 网络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 ” 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它
可以用三类中心度来进行测度�分别是 度数中心度、接
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节点的度数中心度越高说明其在
社会网络中的权力越大�与其他点的联系也越多。节点的
接近中心度是一种针对不受他人控制的测度�如果一个点
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距离都很短�那么该点具有较高的整
体中心度及接近中心度。节点的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这一
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如果一个节点处于许多其他点
对的最短路径上�就说明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①
表 作者共被引网络节点的中心性排名

高的控制权�不易受他人控制。
三 凝聚子群分析

将作者共被引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在
软件中将派系的最小成员数量设置为 个进行派系分

析�得到 个派系。派系数量过多�结果难以解释�
所以进一步采用 提出的 “社会圈 ” 概念整合
派系。首先�如果各个派系的三分之二成员完全相同�
就把这些派系合并为一个圈。其次�合并共享三分之一
成员的派系。采用这种方法最终可得到一个或者多个
圈、一系列独立的派系和一些孤立点�每一个社会圈中
的研究者的研究问题或所属研究领域较为接近。②

通过派系整合后�舍去作者共被引网络中孤立存在
的节点�得到 个社会圈 见表 �其中廖为建、史
安斌、王想平、洪瑾、郑保卫、陈力丹等五位学者的共
享次数最多�说明这五位研究者在危机传播研究领域的
研究兴趣广泛�与其他更多的研究者的研究领域较接
近。与此同时�表 显示在 个社会圈中只有 位作

者出现�与最初构建的作者共被引矩阵相比较�多数学
者的研究问题只是偶尔涉足危机传播研究。

四 、结 语

排排序序 姓名名 度数数 作者者 接近近 作者者 中间间
中中中中心度度度 中心度度度 中心度度

史安斌斌 史安斌斌 史安斌斌

廖为建建 廖为建建 廖为建建 魂

陈力丹丹 王想平平 谈悠悠

郑保卫卫 方雪琴琴 王伟伟

王想平平 郑保卫卫 蒋晓丽丽

方雪琴琴 陈力丹丹 陈力丹丹

洪瑾瑾 洪瑾瑾 钱璐璐

程曼丽丽 龚新琼琼 吴小冰冰

龚新琼琼 谈悠悠 赵志立立

钱玲玲 程曼丽丽 方雪琴琴

通过测度作者共被引网络结构图的中心性 见表

�我们发现史安斌、廖为建、陈力丹、郑保卫等学者
在三种中心性的测度中重复出现�说明他们是国内危机
传播领域的核心研究人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
学者史安斌和廖为建在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
中心度的排名中都稳居前两名�可见�二位学者居于网
络的核心位置�在危机传播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推动危机传播的研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说
明史安斌和廖为建在危机传播研究网络中的权力最大�
他们对危机传播领域相关信息资源的流动和获取具有较

本文采用作者共被引分析方法�结合社会网络分析
软件 得到近十年危机传播研究领域的可视化

图谱�揭示了该领域内作者共被引之间的关系�并从网
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凝聚子群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近十年危机传播研究领域作者
被引频次较高�但是作者共被引频次普遍较低。进一步
思考�这个现象由如下原因造成 第一�部分学者较早
在国内开始研究危机传播 比如 廖为建 �他将西方
的研究介绍到国内�起到启蒙作用。而后续涉足该领域
的学者开始注重研究危机传播的其他方面�而不是重复
引人危机传播这一概念�与最初的学者研究侧重方向不
同�所以导致即使最初进人该领域的研究作者被引频次
较高�但是共被引频次却较低。第二�共被引频次较低
是人文学科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些学科的研究多为思辨
性研究�重在思想的深化和推进。以国际学术圈内 段

传播学类期刊的影响因子 为例来说�
影响因子大于 的期刊少之又少�引用情况不佳�与
生命科学等其他学科门类的引用频次相比是微乎其微�
所以传播研究领域的共被引频次自然就更低�危机传播

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 》�格致出版社、
年版�第 、 、 一 歹〔。

喻国明、宋美杰 《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
《现代传播 》 年第 期。

仁海人民出版社

“学术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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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例外。第三�国内危机传播研究的群体规模较小且
研究问题分散。关注的话题比如危机传播中的媒体作
用、政府角色、政府形象、传播模式、应对策略等�涉
及面广�但是不够深人�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权威研究团

体�所以共被引频次较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危机
传播的总体领域内己经拥有了自己的核心研究作者。但
整体而言�作者共被引网络密度较小�团体集群现象不
明显�尚未出现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研究团体。

表 中国危机传播研究者 “社会圈 ”
廖为建建 王想平平 谈悠悠 洪瑾瑾 史安斌斌 龚新琼琼 钱玛玛 李岩岩 方雪琴琴

廖为建建 郑保卫卫 王想平平 谈悠悠 洪瑾瑾 史安斌斌 龚新琼琼 方雪琴琴琴

廖为建建 郑保卫卫 王想平平 洪瑾瑾 史安斌斌 龚新琼琼 陈力丹丹 方雪琴琴琴

廖为建建 王想平平 史安斌斌 秦志希希 郭小平平平平平平

廖为建建 程曼丽丽 郑保卫卫 史安斌斌 喻国明明 吴廷俊俊 陈力丹丹丹丹

廖为建建 程曼丽丽 史安斌斌 李希光光 吴小冰冰冰冰冰冰

廖为建建 史安斌斌 吴廷俊俊 杨至聪聪 陈先红红红红红红

廖为建建 史安斌斌 秦志希希 郭小平平 李希光光光光光光

廖为建建 洪瑾瑾 史安斌斌 龚新琼琼 钱裙裙 汪晓霞霞霞霞霞

郑保卫卫 王想平平 洪瑾瑾 史安斌斌 召体培仁仁 陈力丹丹丹丹丹

史安斌斌 邵培仁仁 陈力丹丹 胡卫卫 杨至聪聪聪聪聪聪

史安斌斌 召阵培仁仁 李希光光 蒋晓丽丽丽丽丽丽丽

通过度数中心度分析�我们发现史安斌是该领域的
核心人物�他在该领域具有权威性�在构建危机传播研
究团队上具有学科带头人的资质 通过接近中心度和中

介中心度分析�我们也发现史安斌位于中心位置�他与
许多其他研究学者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信息资源流动
和共享方面具有较大权力。根据凝聚子群分析�我们得
到 个派系�但是 目前他们在学术界还尚未形成权威
的、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可以促
进他们在未来的研究实践中加强合作和交流。

本文针对近十年国内危机传播研究领域研究者的共

被引关系进行研究�探索作者之间在过往研究历史中所
形成的潜在研究关系网络结构。在以后的研究中�笔者
将对该领域的国内外作者合作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以期

对促进危机传播研究领域的发展有所启发。

仁本文为教育部 “新世纪人才项目资助 ”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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