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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采用 W eb of Sc ien ce 检索数据
,

利用科学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
,

由 Ci teS Pa ce 软件绘制 出相应的知识

图谱
,

从主题词共现
、

文献共被引
、

作者共被引
、

国家区域分布以及期刊共被引等方 面入手
,

对国际范 围内危机管

理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较深入
、

较直观地分析和展现 ; 对该领域的研 究前 沿
、

研究热点
、

最有影响 力的引文和作者

等进行了分析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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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的概念由美国学者于 20 世纪 60 年

代提出
,

作为决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

首先被运用

于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
,

目前在 自然灾害
、

企业危

机管理
、

公共危机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
。

危机管理就是一种系统的
、

动态的
、

有组织
、

有计

划
、

决策非程序化的管理过程
,

就是正确的分析和

认识危机事件
,

寻找到灾难事件的最佳对策
,

通过

危机预警
、

危机规范
、

危机处理把握和控制危机局

面
,

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事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

并从危机中开拓出发展机遇的过程
。

每一次危机

的本身既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
,

也孕育着成功

的种子
。

发现
、

培育以便获取这个潜在的成功机

会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
一 3」

。

危机管理理论与实

践研究涉及领域广
,

影响要素多且复杂
,

实践性也

强
,

清楚抨清其发展脉络
,

准确把握其研究热点与

前沿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一
、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所需数据全部来 自美国情报科学研

究所(15 1)提供的 W e o f Se ie n e e
数据库(SCI 一 E x

-

PA ND E D
,

SSCI
,

CPCI 一 S
,

CPCI 一 SSH
,

CCR -

E X PA N D E D
,

IC
.

)
。

根据危机以及危机管理相关

研究
,

确 定 以
: “ e ri sis m a n a g e m e n t ”

、 “ e m e笔e n 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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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n a g e m e n t”
、 “ e o n tin g e n e y m a n a g e m e n t ” 、 “

d isr u p
-

tio n m a n a g e m e n t ”

以及
“ eri sis e o m m u n ie a tio n ”

等作

为标题 (tit tle )以及主题 (t叩ic )的检索主题词进行

检索
。

在初步结果 中
,

选取管理 (m an a g e m en t) 等

各社会学科类别下的文献记录
,

如表 1 所示
。

经过

筛选去重
,

获得在 19 81 年至 ZOH 年内的共 1651

条记录
,

其中每条记录包括
:
作者名(au th or )

、

国籍

(
e o u n t钾 )

、

机构名 (in s titu tio n
)

、

摘要(
a bs tra e t )

、

主

题词 (k
eyw o rd s

)
、

年份 (p u blie a tio n ye a r
)以及参考

文献 (re 介re nc e
)等信息

。

ci te sP ac e
是由美国 D re xe l大学著名信息可视

化专家陈超美 (Cha
o m ei Chen )教授开发的一款居

于 JAv A 的免费的用于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并进行

相应分析的软件
,

其功能主要包括作者合作分析
、

主题词共现分析
、

机构合作分析
、

作者共被引分

析
、

文献共被引分析等可视化功能
,

为科学计量学

研究提供了便利
、

直观的研究途径
。

陈教授在其

论著中给出了该软件的研究范式「4
一 6 」

,

而大连理

工大学刘则渊
、

侯海燕教授等人也在相应领域的

理论和应用研究做了大量工作「7
一 ‘。」

。

主题词共现

通过对文献中出现的主题词进行两两统计
,

计算

出任意两个主题词共同出现的频次
,

构成主题词

共现矩阵
,

进而对这些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
,

寻找

这些词所代表的热点
。

文献共被引强调了两篇文

献共同在一篇文献 中被引用的次数
,

共被引次数

越多表明这两篇文献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

通过寻

找共被引次数较多的文献对
,

并借助于聚类技术
,

就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川
。

分

析被共被引作者
,

可以发现该学科的重要核心人

物及相互之间的学术亲缘关系「‘2」
。

本文采用 Cite s p a e e 2
.

Z R ll
,

并对引用(C)
、

共

被引(CC) 及共被引系数(CCV )的 3 个参数进行适

当调整
,

绘制出来危机管理领域的知识图谱
,

对其

基本情况进行了探讨
。

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
,

由

于数据时间跨度为 19 81 年至 2 01 1 年
,

共 30 年
,

选

择
“ tim e S lie in g ” (时间切片值 )值为 3

,

即选择每三

年为一个时间间隔进行处理
。

二
、

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 )主题词共现分析

利用软件
,

统计文章的主题词
,

形成了主题词

共现图谱(图 1 )
,

节点数 98 个
,

连接数 162 个
,

并

给出了主题词被引用次数超过 20 次数的主题词列

表 (表 2 )
。

分析发现
,

危机管理领域的研究集中在

危机
、

应急
、

风险
、

沟通
、

公共危机与 自然灾害的管

理上
,

用到基本的管理学思想
,

数学建模的方法
,

强调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组织与行为学特征
,

这

也体现了危机管理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

应用性学

科的基本特点
。

表 1 学科类别与记录数

注
:

上述检索记录的对应时间为 2 01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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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题词共现图谱

表 2 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词 (频次大于 2 0)
主题词 一频次 一

e r is i。 m
a n a g e m e n t

(危机管理 )
e m e 塔e n e y m

a n a g e m e n t
(应急管理 )

m
a n a g e m e n t

(管理 )

d is a s te r

(
。
) (灾难 )

e r is i。(危机 )
e r is i。 c o m m u n ie a h o n

(危机沟通 )

ri s k (风险)

d isru pt io n m
a n a g e m e n t

(应急管理)

m o d el(模型 )

主题词

p e

山rm
a n e e

(绩效)

h o m el
a n d s e e u rity (国家安全)

c o m m ll n ic a t io n

(沟通 )

b eh
a v io r

(行为)
e m e r g e n e y (紧急情况 )

p ll b lie e ris is (公共危机 )

走伟
/
一
1 ..
一6一洲一勺白一1 ..印凤一勺白一勺白

h u rr ie a n e K
a tri n a

(卡特里娜腿风 )
s y s te m s

(系统 )
r is k m

a n a g e m e n t
(风险管理 )

29一26一22一22一21一21一20一20一20

67一66一65一63一42一42一40

(二)丈j熟共被弓1分桥一一危机管理重要论著分析

借助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图 2 )
,

可以对被引

用文献进行引用频次 的排序与中心性的排序分

析
。

引用频次的高低反应了文献的经典程度与价

值
,

而中心性的高低则表征着节点文献对于危机

管理研究的转折性意义
。

这些经典文献被认为是

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
。

在图 2 中
,

节点越大代表重

要性极高的文章
,

为关键的节点
。

因此
,

c hris tine

Pea rs on 的《重构危机管理》(1998 )
、

由美国管理协

会出版的《危机管理
:
为不可避免做准备》(1986 )

、

《危机管理进行时
:
计划

、

管理与反应》(19 99 )
、

《帮

助危机管理者保护名誉资产
:
情境危机沟通理论

的初步测试》(2 0 02 )
、

《危机中的沟通与归因
:
一个

危机沟通中的实证研究》(1 9% )
、

《选择恰当的词
:

选择适当危机应对策略的准则的发展》(19 95 )
、

《解释
,

辩解
,

道歉
:
一个重塑形象策略的理论》以

及《危机管理政治学》(2 005 )都是危机管理领域有

着重要影响力的经典著作
。

图 2 文献共被引(D CA )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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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作者共被引(A CA )图谱

(三 )作者共被弓1分桥一一危机管理权威学者分析

通过运行软件
,

我们可以得出危机管理领域的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
。

如图 3 所示
。

我们可以发

现
,

有重要影响力的危机管理专家学者大都来自美

国
,

而中国几乎没有
。

按照重要性与影响力大小的

程度
,

这些作者的基本情况为
:
美国查尔斯顿东伊利

诺伊大学 斌T
.

C0 0 MBS 教授
,

从事公共关系与危机

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

代表作有
:

《危机情境分析框架
:

对情境更 好理解基 础上对危 机的更佳 应对》

(199 8 )
、

《危机中的沟通与归因
:
一个危机沟通的实

证研究》(19% )以及《帮助危机管理者保护声誉资

产》(2 0 02 )等
。

美国特拉华大学 Q
u ara n telli

,

E n ri e o

L 教授
,

主要研究领域为群体行为与社会运动
。

代

表作有
:

《灾害理论与研究》(1978 )
、

《社会危机与灾

难应对》(1977 )
、

《十个评价群体灾害管理的标准》

(199 7 )等
。

乔治亚州立大学安德鲁亚政策研究学

院公共管理与政策学研究教授 w A uG H W L
,

主要研

究领域为
:
包括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自然与人为灾

害
,

应急与减灾准备以及组织协作等
。

代表作有
:

《应对灾害
,

在危险中生存》(2000 )
、

《恐怖主义与应

急管理》(1990 )以及《国际恐怖主义
一
国家如何应

对恐怖活动》(1982 )等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格兰岱

尔市雷鸟全球管理学院教授 c hris ti n e Pea rs on
,

主要

研究方向为危机管理
,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

领导
,

人际动态
,

团队建设
,

在工作场所功能失调行为等
,

她是职场危机战略准备
、

工作行为障碍等研究中的

最权威学者之一
。

其代表有
:

《重构危机管理》

(199 8 )
、

《从危机倾向到危机准备
:
一个危机管理框

架》(199 3 )等
。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 )
: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成立于 19 79 年
,

负责管理

图 4 期刊共被引(JC A )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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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频次 期刊名

Pu b lie re l滋io n r e vi e w

Jo u rn
a
l J e o n t in 罗n e ie s a n d e ris is ma

n嗯 e
-

表 3 危机管理权威期刊

愉而燕
票谊天赢敲

竺

美国公共行政协会出版
,

关于公共管理的文章
、

评论
、

书评等

Pu b lie a
d m in is tr at io n re

v ie w

7 8

7 1

T he A ead e

娜
o f M

a n 嗯 e m e n t re
V i娜

M
a n a g e

me
n t s e ie n e e

E u r o p e a n Jo u rn
a
l o f O p era tio n a

l R e s e a r eh

D is a s te r
P

r e v e n tio n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D is a s te rs

H
a r v a r

d B u s in e s s R e v ie w

In te rn
a t io n a

l Jo u rn
a
l o f m

a s s e m e r g e n e ie s

a n d d is a s te r s

美国公共行政协会出版
,

关于公共管理的文章
、

评论
、

书评等

管理学会成员的关于匿名审查
,

审查
,

综合
,

应用和批评等组织
、

管理理论方面的

文章

管理决策相却酬仑和科学的创新应用
,

以及经济全球化
、

公 期玫策变化方面的文章

运筹学方法与组织决策实践的高水平原创文章
。

推进灾害预防与管理现有知识
;
灾害应急与危机管理方

‘

面现存的知识与方法的整合

自然灾害与复杂政治危机研究与实践的学者
、

决策者与从业者的讨论平台

介绍管理与行政领域的管理问题分析
、

先进思想与实践

国际灾害研究委员会官方期刊
,

大规模紧急情况与自然灾害相关的社会
、

行为

学等研究

108一104一98一94

89一88

国家
、

州和各级地方 区域的紧急事务
,

主要是发

展
、

落实
、

支持各层次紧急事务的管理与相关政

策
、

项 目的实行
。

目前是为国土安全部 ( D H S) 的

一部分 「‘3」
。

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从事组织行为

学研究的 Karl E
.

W ei ck 教授
,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在压力下做出的集体意识
,

医疗差错
,

交接极端事

件的
,

高可靠性的性能
,

即兴且持续变化等
。

法国

高等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讯学院
,

SE E
-

G E R Mw 教授
,

代表作有
:

《沟通与组织 危机》

(20 03 )
,

《危机与应急风险沟通—
作为一个整合

模型》(2 0 0 7 )
。

(四 )期刊共被引
—

权威期刊分析

如图 4 和表 3 所示
,

基于软件分析
,

得出了危

机管理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前 10 个国际期刊
。

通过上述分析
,

可知
,

危机管理领域仍然作为

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
,

在公共管理
、

行政管理以及

企业管理等方面研究较突出
。

同时
,

也有专业论

述危机管理的期刊
,

且有较大的影响力
。

如 Jou r -

n a l o f e o n tin g e n e ie s a n d e ri sis m a n a g e m e n t
,

D isa s te r

p re ve n tio n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D is a ste r s
等

。

(五 )研究主体机构与 国别分布分析

在前 巧 所危机管理领域影响力较强的机构

里
,

中国有 9 所
,

其余 5 所为美国的大学 (表 4 )
。

可以看出
,

中美在危机管理领域的绝对领先优

势
,

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科研机构在危机管理研究

方面的论著成果十分丰富
。

然而结合前文的分

图 5 机构 (左)与国别 (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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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危机管理研究机构

H
a r

b in E n g in e e ri n g u n iv e r s i行(哈尔滨工程大学 )

u n iv e o i行 。f E le e tro n ic se ie n e e 。 n d T e e h n o l。舒 。f c hin a

(电子科技大学 )

H
a r

b in In s titu te 。f T e e h n o lo g y (哈尔滨工业大学 )

u n iv e o i行 。f c e n tra l F lo
r id

a

(中佛罗里达大学 )

G e o r g e w
a shin g to n u n iv e r s i行(乔治华盛顿大学 )

w u h
a n u n iv e o ity 。f T e eh n o lo g y(武汉大学 )

c hin e se A e a
d e

娜
。f se ie n e e

(中科院)

H u a z
h o n g u n iv e o i行 。f se ie n e。 & T e eh n o lo g y(华中科技大学 )

c hin 。 u n iv e rs i行 。f T e e hn o l。舒 (中国科技大学 )

L o u is ia n 。 sta te u n iv e o ity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

u n iv e o i行 。f T e x a 。
(德克萨斯大学)

N
a n k

a i u n iv e o ity (南开大学 )

F lo
r id

。
sta te u n iv e o ity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

u n iv e o i行 。f N o rth c
a
ro lin

a

(北加尼福尼亚大学 )

H e n a n Po

ly
te eh u n iv e o i行(河南理工大学 )

析可知
,

中国虽然在机构上有一定优势
,

却缺乏在该

领域可与国际同行相提并论的著名学者
。

这与现阶

段我国学术论文等重数量
,

轻质量有一定的关系
。

此外
,

从生成的网络图来看(图 5 )
,

各个学术机构之

间的合作较少
,

强度不大
,

尤其是跨国别的合作十分

不明显(香港科技大学与佐治亚理工大学之间的合

作
、

华盛顿大学
,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以及夏威夷

大学马诺阿分校之间的合作)
。

从数量来看
,

在危

机管理领域里
,

最有影响的两个国家是美国(5 11)

和中国(4 84 )
,

且与其他国家 (英国 50
,

加拿大 4 7 )的

差距十分明显
。

三
、

结论

通过运用 Ci te s
Pa ce

,

本文对危机管理在国际范

围内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可视化呈现
,

获得了

危机管理领域的前沿研究主题词
,

重要影响力的文

献
,

重要影响力的作者
,

以及上述文章的机构与国别

分析
。

美国在危机管理领域具有绝对优势
,

起步早
,

方法成熟
,

成果丰富
。

中国的研究机构较多
,

文章数

量也较多
,

但国际影响力却远远不足
。

此外
,

危机管

理的国际合作也有待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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