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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揭示和分析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６６９篇期刊论文作为样本，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Ｅｘｃｅｌ等
工具对国内众包研究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关键词聚类、名词术语词频进行分

析，发现：无论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空间分布上，众包模式研究在我国都得到迅

速发展，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高校图书馆、众包模式、隐私保护和公众参与等领

域，未来众包任务分配研究领域将会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和持续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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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包”始于西方企业的创新活动，２００６年

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Ｊ．Ｈｏｗｅ［１］首次提出“众

包”概念，认为众包是一个公司或机构将过去

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

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众包２００７年被

引入中国后，其相关研究和实践得到了快速发

展。刘文华等［２］认为众包借助网络平台，能够

充分挖掘广大消费者的力量和潜力来参与企业

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这将大大降低企业产

品上市的风险。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６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

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

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湖南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

“推广研发创意、制造运维、知识内容和生活服

务众包，推动大众参与线上生产流通分工”。

可见，众包作为一种创新模式，已经改变了传统

的企业生产模式，并不断得到政府、企业和学者

的重视。自２００７年至今，众包被引入中国已经

１２年了，这些年来国内众包模式取得了哪些有

代表性的成果？有哪些研究热点？未来发展趋

势如何？这些问题是许多对众包感兴趣的相关

人士希望深入了解的。鉴于此，本文拟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Ｅｘｃｅｌ等科研工具，对２００７年以来的

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选取有代表性的文

献样本进行计量分析，概括总结我国众包模式

研究现状，以期为深化众包模式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Ｅｘｃｅｌ等科研计量工

具对文献样本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处理，重点

围绕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空分布、热点与趋

势进行分析和总结，揭示我国众包模式发展的

内在规律。找到有代表性的权威文献数据，这

是实现研究目标的基本条件。为此，我们选取

我国最大的实时动态数据库———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数据库为文献数据采集来源库，依据

ＣＮＫＩ数据库的期刊论文检索规则，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期刊论文作为样本数据。

在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众包”，选择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与主题词“中文核心期刊 ＋

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获得有效文献样本６６９篇，该

样本数据的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３日。

本文的研究路径为：第一步，登录中国知网

数据库，按照目标设计要求检索文献资料，并对

文献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取得有效数据样本；

第二步，打开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计量分析软件，对数据

进行转换，使之能够适用于软件分析，并建立相

应的文件夹，储存不同的数据，原始样本数据储

存于ｉｎｐｕｔ文件夹，转换后的文件自动保存于

ｏｕｔｐｕｔ文件夹；第三步，建立ｄａｔａ和ｐｒｏｊｅｃｔ文件

夹，将转化后的样本数据拷贝到 ｄａｔａ文件夹；

第四步，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首页建立工程项目，取名

为“众包模式”，根据分析需要对页面栏目进行

设置，然后进行可视化处理，依据显示需要对控

制面板栏目进行相应设置，从而使得可视化图

片更加符合目标分析需要。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１．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空分布包括时间分

布和空间分布。时间分布用样本数据中各个发

文年度的论文篇数来表示，从其时间分布可以

看出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发展趋势；空间分布

用样本数据各个发文机构总体发文数量来表

示，从其空间分布可以发现国内相关发文机构

在众包模式研究方面的学术影响力。

（１）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间分布及其规律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间分布体现在我国

学者在中文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和ＣＳＣＤ３个作为

数据库来源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众包模式研究的

论文数量，这些数据库来源期刊是我国人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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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期刊中的代表性期刊，有一定权威性，具有较

强的影响力。根据样本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表格

制作的“众包”理论研究的时间分布见图１，其

显示了自“众包”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以来众包

模式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状况。由图１可知，

２００６年被视为众包模式研究元年，国内没有相

关研究文献；２００７年２篇，２００８年１篇，２００９年

２篇，２０１０年１０篇，２０１１年８篇，这５年众包研

究热度不足，发文数量较少；自２０１２年１９篇开

始，国内众包模式研究论文数量开始飙升，２０１６

年达到峰值１３１篇，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略有下降，

但是整体保持１２０篇／年以上；截至统计数据当

日，２０１９年已经发文６９篇。总体来看，国内众

包模式研究稍晚于西方国家，随着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少量论文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众包研究，并且发文数量飞速上升，整体趋势不

断增长。

（２）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及其

规律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主要体现在

国内中文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和 ＣＳＣＤ期刊论文

中相关学术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分布上，反映

了学术机构在众包研究方面的学术影响力。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制作的国内众包模式

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状况见图２，该图显示了

在众包模式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机

构名称。圆形节点代表学术机构；节点大小代

表发文数量的多少，节点越大意味着发文数量

图１　ＣＮＫＩ数据库“众包”理论研究的

时间分布（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越多；颜色代表年份，颜色越深代表年份相对久

远。由图２可知，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中国

科学院大学，紧随其后的是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东华大学、湖北大学（见表１），这些

学术机构在众包模式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影响

力，开展的众包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

工商管理、新闻与传播、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等学

科领域。由表１可知，排名靠前的３０个学术机

构发文总计 １９８篇，约占总体发文数量的

２９．６０％，平均发文数量６．６篇，这些学术机构

多为国内重点院校，科研实力较强；也有一些地

方院校，如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上海大学、

南昌大学等，在众包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

２．国内众包模式的研究热点及其规律

关键词是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中具有代表

性意义的重要词汇，集中体现了学术研究的重

点。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进行可视化，得到“众包”主

题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见图３）。图３中，１个

节点代表１个关键词，共有节点１４１个，连线

２４３条，网络密度０．０２４６。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节

点代表关键词的词频，节点越大，词频越高，说

明该词越热；紫色圆环代表关键词的中介中心

性，年轮越宽，意味着该词越具有影响力。由图

３可知，“众包”“众包模式”“大数据”“科研众

包”“众包竞赛”“开放式创新”“众筹”“质量控

制”“众包平台”等词汇属于热点关键词，具有

较强的影响力。

在图３的基础上，对样本数据进行聚类，适

当调整控制面板参数，可以得到“众包”理论研

究的聚类知识图谱（见图４）。由图４可知，众

包模式研究包含高校图书馆、众包模式、隐私保

护、公众参与、众包竞赛、众包新闻、众包社区、

软件众包、激励机制、扎根理论和数据新闻１１

个研究领域。其中，排名靠前、最具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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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ＮＫＩ数据库“众包”理论研究的空间分布（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表１　ＣＮＫＩ数据库“众包”研究发文数量前３０位学术机构列表

排名 发文篇数 机构名称 排名 发文篇数 机构名称

１ １９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１２ ６ 大连理工大学

２ １３ 南京理工大学 １７ ５ 复旦大学

２ １３ 南京大学 １７ ５ 北京师范大学

４ １１ 天津大学 １９ ４ 重庆大学

５ ９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９ 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５ ９ 南开大学 １９ ４ 西南科技大学

７ ８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９ ４ 南京邮电大学

７ ８ 东华大学 １９ ４ 南京工业大学

７ ８ 湖北大学 １９ ４ 江苏科技大学

１０ ７ 武汉纺织大学 １９ ４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０ ７ 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工程技术中心 １９ ４ 哈尔滨工程大学

１２ ６ 西北工业大学 １９ ４ 北京理工大学

１２ ６ 武汉大学 １９ 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２ ６ 上海大学 ２９ ３ 太原理工大学

１２ ６ 南昌大学 ２９ ３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ＣＮＫＩ数据库样本数据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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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ＣＮＫＩ数据库“众包”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４个类别分别是高校图书馆、众包模式、隐私保

护、公众参与，其相似值分别为０．９４，１，０．９４６，

１。下面仅就最具影响力的４个研究领域的热

点及其规律进行梳理，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关于高校图书馆众包研究，相关的关

键词有“众包”“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图书

馆创新”“数字图书馆”等（见表２）。研究的热

点问题主要集中于众包在高校图书馆建设中的

应用，如盛芳等［３］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实施众包

的可行性，论述了高校图书馆在图书馆宣传、资

源采购、资源揭示和参考咨询服务４个方面引

入众包的具体策略；胡永生［４］分析了图书馆阅

读推广服务众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基

于众包的阅读推广服务策略；乔亚铭等［５］指出，

众包在图书馆竞争情报领域的应用是深化图书

馆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情报服务的有效

途径。可见，高校图书馆众包研究重在分析论

证引用众包的可行性与运用策略，其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其二，关于众包模式研究，相关的关键词有

“众包模式”“创新模式”“商业模式”“模式创

新”等（见表２）。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

众包模式的概念、特征、意义、创新方式和实现

路径等。魏拴成等［６］总结了众包的概念，梳理

了众包与外包的关系，分析了众包的产生、发

展、特征，以及对传统企业模式的影响；张利斌

等［７］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众包起因、大

众参与动机、众包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叶伟

巍等［８］从网络众包案例分析入手，分析了合作

型和竞争型两类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主要特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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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ＮＫＩ数据库“众包”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征，并从技术解决方案和配套管理机制两个方

面探讨了我国企业构建网络众包创新体系的实

现路径。可以看出，众包模式研究基本形成了

理论构架。在以后的研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

众包模式体系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理论成果应

更加丰富。

其三，关于众包隐私保护研究，相关的关键

词有“隐私保护”“大数据”“时空众包”“任务

推荐”“机器学习”“任务分配”等（见表２）。燕

彩蓉等［９］在访问控制模型和重要信息隐藏策略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机器计算与众包相结合

的实体解析方法，并成功应用于某医院患者主

索引平台，有效避免了患者信息的泄漏；童咏昕

等［１０］综述了时空众包的概念、特点及其应用，

并讨论了时空众包数据隐私保护等问题及其技

术；张贤贤等［１１］提出了一种基于应用敏感权限

使用意图的隐私评级模型，通过对应用敏感权

限使用意图进行静态分析，使用隐私评级模型

对应用进行评分，经验证准确率达８０．７％。可

见，众包隐私保护研究主要分布在计算机科学

领域，重点集中在隐私保护的管理技术上，而众

包隐私保护的伦理方面研究明显不足，以后应

加强这方面研究，因为隐私保护不仅需要技术，

还需要人文伦理。

其四，关于众包公众参与研究，相关的关键

词有“公众参与”“参与意愿”“互联网 ＋”“科

研众包”、“众筹”“众创”等（见表２）。孟韬［１２］

以威客参与样本，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预期收

益、努力期望、信任和促进条件４种因素对大众

参与众包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周素红［１３］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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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理念催生了自下而上的海量公共服务个性

化需求与新型的公众参与，给规划管理带来了

新的理念、机遇与挑战；郭捷等［１４］提出了众包

物流大众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通过

实证研究得出其影响因素为便利条件、参与意

愿、获益期望、社会影响和感知风险；韩普等［１５］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提炼了公

众参与智慧城市管理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可

见，众包公众参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参与众

包的影响因素上，学者们结合不同的众包领域

对其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３．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前沿趋势及其规律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嵌入了突发性探测算法功能，可

以用来探测一篇文献是否切中该领域中的要害

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该功能对“众包”样

本数据进行探测。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导出的“众

包”样本数据库，可得出最强的７个突发关键词

（见图５）。图５清晰地展现了每个突发关键词

的突发强度和起始年份，红色线代表突发关键

词持续时间。“众包”关键词的突发强度为

１６．０３９６，持续时间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该词突发

强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说明“众包”一词在

该研究领域最具有影响力；其次是“质量控

制”，突发强度为 ６．８２４７，持续时间为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图书馆创新”“大数据”“高校图书

馆”“众筹”４个关键词的突发强度分别为

２．９９０８，３．８５２１，３．６８３，３．９４８１，持续时间分别

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上述关键词在其持续年份

内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代表着研究方向。

“任务分配”突发于 ２０１６年，其突发强度为

３．１８８９，并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９年，说明该词可能

成为众包研究领域的热点词汇，并成为该领域

的前沿学术词汇。

由上述分析可知，“任务分配”将成为众包

研究新趋势，与其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质量

控制”“共享经济”“时空众包”“空间众包”“隐

私保护”等（见图６）。这些关键词从不同侧面

反映了众包任务分配问题。目前，国内学者主

表２　ＣＮＫＩ数据库“众包”频次排名前５０位的

热点关键词列表

序

号

频

次

中介

中心性
关键词

序

号

频

次

中介

中心性
关键词

１ ３１８ ０．９ 众包 ２６ ６ ０．０３ 众包新闻

２ ３７ ０．３１ 众包模式 ２７ ６ ０．０１ 隐私保护

３ ３３ ０．２２ 质量控制 ２８ ６ ０ 新产品开发

４ ２８ ０．１６ 大数据 ２９ ６ ０．０７ 网络众包

５ ２０ ０．１３ 开放式创新 ３０ ６ ０ 社交媒体

６ １７ ０．０８ 科研众包 ３１ ６ ０．０３ 商业模式

７ １６ ０．０１ 众包竞赛 ３２ ６ ０．０３ 空间众包

８ １４ ０．１５ 众筹 ３３ ６ ０．０７ 共享经济

９ １３ ０．１６ 众包平台 ３４ ６ ０．０２ 公众科学

１０ １２ ０．０６ 创新 ３５ ６ ０．０７ 公众参与

１１ １０ ０ 众包翻译 ３６ ５ ０．０４ 众筹新闻

１２ １０ ０．０２ 互联网＋ ３７ ５ ０．０２ 众包测试

１３ ９ ０．０２ 图书馆 ３８ ５ ０．０１图书馆创新
１４ ９ ０．０２ 软件众包 ３９ ５ ０ 数字图书馆

１５ ９ ０．０４ 任务分配 ４０ ４ ０．０２ 众创

１６ ９ ０．０３ 激励机制 ４１ ４ ０．０７ 众包社区

１７ ９ ０．０１ 高校图书馆 ４２ ４ ０ 众包创新

１８ ９ ０．０３ 参与意愿 ４３ ４ ０．０１ 扎根理论

１９ ８ ０．０２ 众包物流 ４４ ４ ０．０１ 演化博弈

２０ ８ ０．０２ 众包供应链 ４５ ４ ０．０３ 新闻

２１ ８ ０．０２ 时空众包 ４６ ４ ０．０４ 数字人文

２２ ８ ０ 社会网络 ４７ ４ ０ 数字出版

２３ ７ ０．０６ 影响因素 ４８ ４ ０ 企业

２４ ７ ０ 任务推荐 ４９ ４ ０．０９ 互联网

２５ ７ ０．０１ 机器学习 ５０ ４ ０ 分享经济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ＮＫＩ数据库样本数据统计（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年）

图５　ＣＮＫＩ数据库“众包”最强突发

关键词图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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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ＣＮＫＩ数据库“任务分配”关键词

节点网络图（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众包的任务分配

问题。

一是用户任务分配研究。例如，张晓航

等［１６］在分析用户主题感知机制基础上，通过对

用户主题和准确率建模，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

主题感知的迭代式任务分配算法；施战等［１７］根

据每个用户针对不同类型任务具有不同的可靠

性，设计了一种基于用户可靠性的众包系统任

务分配机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用户任

务分配研究内容不多、层次深度不够，特别是针

对网络用户任务分配的相关内容还未出现，这

将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

二是在线任务分配研究。例如，宋天舒

等［１８］基于空间众包环境，提出了一种基于众包

任务、众包工人和众包工作地点的新型动态在

线任务分配算法，并通过数据集进行大量实

验，验证了该算法的效果与性能；余敦辉等［１９］

利用 ＣＴ－ＫＮＮ算法选出合适的众包工人，并
动态选择不同的阈值进行分配，从而提出一种

基于动态效用的在线任务分配方法。在线任务

分配研究内容也不多，主要是众包任务分配的

线上延伸，主要集中在任务分配的算法上，而对

网络用户主观性因素的研究不多，未来该领域

将成为研究趋势之一。

三是最优任务分配研究。例如，李洋等［２０］

利用树分解技术将工人分割成独立的集合，并

提出一种启发式的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实验证

明，该算法可以很好地解决最优任务分配问题；

赵松等［２１］提出一种基于任务发布者权重与

任务权重的软件众包任务发布优先级（ＴＲＰ）计

算方法，经验证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合

理性。目前任务分配研究主要集中在算法上，

而对任务分配的要素尚未形成体系，因而在算

法上偏向某个特定领域，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

推广性有待考验，未来在任务体系构建上会产

生更多算法，其兼容性、应用性和适用性会得到

优化。

可见，国内众包模式经历了引进、消化、吸

收和创新的过程，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已经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国内众包有望成

为国内创新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发展趋势

引人注目。

参考文献：

［１］　ＨＯＷＥＪ．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Ｊ］．Ｗｉｒｅ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６（６）：１．

［２］　刘文华，阮值华．众包：让消费者参与创新［Ｊ］．

企业管理，２００９（７）：９３．

［３］　盛芳，耿艾莉．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四项工

作的众包策略［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２（１）：１５．

［４］　胡永生．引入众包模式的阅读推广服务路径、

策略及思考［Ｊ］．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６（９）：５２．

［５］　乔亚铭，冯永财．高校图书馆科研竞争情报服

务众包探究［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８

（１２）：５０．

［６］　魏拴成，邬适融．众包的产生、发展以及构建众

包商业模式应遵循的路径［Ｊ］．上海管理科学，

２０１０（１）：５５．

［７］　张利斌，钟复平，涂慧．众包问题研究综述［Ｊ］．

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２（６）：１５４．

［８］　叶伟巍，朱凌．面向创新的网络众包模式特征

及实现路径研究［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２（１）：

１４５．

·５６·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２月　第２１卷第１期

［９］　燕彩蓉，张洋舜，徐光伟．支持隐私保护的众包实

体解析［Ｊ］．计算机科学与探索，２０１４（７）：８０２．

［１０］童咏昕，袁野，成雨蓉，等．时空众包数据管理

技术研究综述［Ｊ］．软件学报，２０１７（１）：３５．

［１１］张贤贤，王浩宇，郭耀，等．基于众包和机器学

习的移动应用隐私评级研究［Ｊ］．计算机科学

与探索，２０１８（８）：１２３８．

［１２］孟韬，张媛，董大海．基于威客模式的众包参与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４

（１２）：１１２．

［１３］周素红．规划管理必须应对众包、众筹、众创的

共享理念［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５（１２）：９６．

［１４］郭捷，王嘉伟．基于ＵＴＡＵＴ视角的众包物流大

众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Ｊ］．运筹与管理，

２０１７（１１）：１．

［１５］韩普．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管

理的众包概念模型研究［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８

（７）：１９．

［１６］张晓航，李国良，冯建华．大数据群体计算中用

户主题感知的任务分配［Ｊ］．计算机研究与发

展，２０１５（２）：３０９．

［１７］施战，辛煜，孙玉娥，等．基于用户可靠性的众

包系统任务分配机制［Ｊ］．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７

（９）：２４４９．

［１８］宋天舒，童咏昕，王立斌，等．空间众包环境下

的３类对象在线任务分配［Ｊ］．软件学报，２０１７

（３）：６１１．

［１９］余敦辉，张灵莉，付聪．基于动态效用的时空众

包在线任务分配［Ｊ］．电子与信息学报，２０１８

（７）：１６９９．

［２０］李洋，贾梦迪，杨文彦，等．基于树分解的空间

众包最优任务分配算法［Ｊ］．软件学报，２０１８

（３）：８２４．

［２１］赵松，余敦辉，张万山．软件众包任务发布优

先级计算方法［Ｊ］．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８（７）：

２０３２．

·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