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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渠道战略既是整个市场与营销体系的主要部分，也是公司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制胜于企业的重要基础。

此研究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1997~2023年期间，主题词为“渠

道策略”检索的941篇中文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挖掘，绘制知识图谱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

文献学的视角揭示国内渠道策略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结果表明：第一，渠道策略目

前以及未来仍旧是营销策略领域的研究热点，各学科融合发展背景下，提倡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第

二，国内营销渠道研究热点较为广泛，当前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双渠道、全渠道、电子商务等；第三，国

内营销渠道策略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的渠道策略研究、电子商务时代的渠道策略研究和

新零售时代的渠道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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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nel strategy is not only the main part of the whole market and marketing system, but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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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ompany to obtain market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win over the enter-
prise.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and takes 941 Chinese journal 
papers retrieved from the CNKI database during 1997~2023 with the theme word “channel strat-
e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arry out data mining, draw knowledge map and carry out visu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domestic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channel strategy is still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marketing strategy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ciplines, interdis-
ciplinary and cross-field cooperation is advocated. Second, the domestic marketing channel re-
search hotspot is relatively extensive,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 mainly includes dual-channel, 
omni-channel, e-commerce, and so on. Third,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marketing channel strateg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at is, the initial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the e-commerce 
era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and the new retail era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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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消费需求的转型和消费升级，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物联网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现在的

企业面临的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渠道，而是多种渠道高度融合变革的新渠道。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不断推

进的大背景下，产品、价格乃至广告同质化严重，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唯有“渠道”和“传播”

能产生差异化的竞争优势[1]。一种成功的渠道策略，不但可以协助产品迅速提高市场占有率和产品声誉，

更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为公司长远发展创造更高的盈利空间。 
渠道策略一般指营销渠道策略。著名的市场营销学家斯特恩(Stern, L.W.)定义营销渠道为：营销渠道

是促使产品或服务顺利流通到消费者手中，被消费或使用的一整套相互依存的组织[2]。通过梳理相关文

献发现，我国学者对于营销渠道策略领域的研究主题丰富，主要涉及新时代、新经济、新媒体背景下企

业的营销渠道模式选择、渠道定价策略、零售商营销策略、多渠道系统管理等方面。 
关于营销渠道策略领域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运用可视化分析工具——科学知识图谱对整个营销

渠道策略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研究。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通过可视化分析

研究，对国内营销渠道策略研究领域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计量分析，绘制知识图谱，从而揭示该领域的

知识结构关系以及研究的前沿动态，以期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探索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作为文献计量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揭示学科内部的规律性特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它能够通过广泛的指标与复杂的运算方法有效反映学科内在结构、发展趋势与演变过程。这些指标和方

法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文献计量分析，还包括了最新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使得知识图谱的

分析更加全面、准确和深入。强大的可视化功能是知识图谱的一个显著特点，运用先进的可视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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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复杂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以图形的形式展现出来，能够直观感受到知识的流动、扩散和演化过程，在

知识图谱中，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个知识点，而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通过观察节点和连线的变化，可以清晰地了解知识的发展演化进程与相互关系。另外，知识图谱不仅可

以分析单一学科的内部结构和发展动态，还可以用于跨学科的研究，揭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相

互影响，为科研人员和决策者研究前沿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 
本研究主要运用 CiteSpace6.2R3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绘制的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是美国德雷赛尔大

学陈超美教授支持开发的一款应用于科学引文分析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能够提供作者、机构等多元功能

的科学知识图谱，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前沿以及未来趋势，自该软件问世以来，被众多学者

广泛应用于各类研究领域[3]。相比于过去传统的定性综述类研究，通过定量可视化总结回顾特定领域整

体发展的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梳理我国渠道策略的

学术发展历程、了解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对于未来该领域研究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中国知网(CNKI)是国内最大、最权威也最专业的论文数据库，其丰富的文献资源不仅涵盖了各个

学科领域，还深入到了各个细分领域的内部。这些资源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上乘，为广大师生所

熟知和信赖[4]。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为了确保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研究选

取了“渠道策略”作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时间跨度为 26 年，即从 1997 年至 2023 年，这样的长时

间跨度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渠道策略领域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具体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5 日，通

过点击中文期刊进行具体检索，这样的检索策略既保证了数据的时效性，又能够确保我们获取到最新

的研究成果。 
由于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的文章类型相对广泛，为保证知识图谱绘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最

大程度地减小误差，本研究对期刊来源进行了设置，选择“北大核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这三个在学术界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能够确保所

选取文献的权威性。同时，采取了人工筛选的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逐一审阅，剔除了一些与我国

营销渠道策略研究领域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通过这一过程，最后筛选得到 941 篇与本研究主题紧密相关

的文献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并以 Refworks 的格式导出，以便后续研究的开展，这样的数据处理方式既

保证了数据的精确性，又为后续知识图谱的绘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3. 基本特征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从散点图(图 1)可以看出，1997~2023 年渠道策略文献的年发文量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在此领域的研究热度较高，并且 2019 年的发文量最多，为 80 篇，这与近年来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对营

销领域渠道策略不断提升的关注程度密切相关。 

3.2. 发文作者分析 

作者共引分析是文献研究中所采用的重要和有效的方法。参考已有研究，利用 CiteSpace6.2.R3 软件，

将拟分析的数据导入，节点类型选择“合作作者”，时间切片设置为 2，3 个阈值 C、CC、CCV 分别赋

值(2, 2, 3)、(2, 2, 2)、(2, 2, 2) [5]，点击“开始！”，即可通过运行可视化发文作者之间的关系，再将页

面呈现的图谱通过各项参数的调整进行美化，就得到了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2 所示，直观展现

该领域的相关作者与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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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hange trend chart of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in the field of marketing channel 
strategy from 1997 to 2023 
图 1. 1997~2023 年营销渠道策略领域年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Figure 2. Author distribution and cooperation network in the field of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图 2. 渠道策略研究领域作者分布及合作网络 

 
图中节点大小和文献数量成正比，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连线粗细和作者合作关系强度成

正比[6]。在作者合作网络中，共有 103 个节点，78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48，相对较低，形成众多分

散团队，团队内部成员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但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合作并不密切。研究团队包括六人团

队(聂佳佳、李增禄、郭强、慕艳芬、窦晓乐、王琦君)、四人团队(李宗活、杨文胜、司银元)、三人团队

(例：周永务、郭金森、任鸣鸣)和两人团队(例：范小军、陈宏民)，其余均为独立研究者，其中周永务、

郭金森和任明明团队共发表相关文献 7 篇，图 2 所示，1997~2023 年我国研究渠道策略的学者较多，但

是高产作者有限，作者发文量排名前五位的作者有：周永务(12 篇)、郭金森(12 篇)、聂佳佳(10 篇)、张

旭梅(8 篇)、梁喜(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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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佳佳等人运用逆向归纳法得到了直销模式、推介模式以及混合模式三种模式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

均衡定价、销量和利润，分析了渠道的选择策略[7]。范小军等人采用博弈论方法提出了一种数量折扣定

价和进场费组合的渠道定价策略，为解决渠道价格决策中的二次价格加成问题提供了方法[8]。郭金森团

队在对称信息框架下，基于博弈理论分析和比较了双渠道模式和店中店模式对渠道成员最优定价策略、

需求和利润的影响[9]。近些年来对于不同渠道策略中的产品定价的研究较为丰富。 

3.3. 发文机构分析 

对检索到的 941 篇文献进行发文机构知识图谱的绘制，在项目设置上，除了将节点类型修改为“机

构”外，其余的设置与发文作者分析的界面设置相同，运行 CiteSpace6.2.R3 软件，经过调整美化后生成

图 3。图 3 的机构合作图谱中，节点数为 70，连线数为 26，网络密度为 0.0108。发文量超过 10 篇的机

构有七个，分别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交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其中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发文量已达 30 篇。 
在机构合作发表文献方面，由图 3 可以看出，多数机构都是独立于其他机构，并且单独进行研究的，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现代物流重庆市重点实验室进行合作，通过建立新服务提供商与第三方

平台的博弈模型，得到了服务提供商最优价格和渠道策略[10]。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河南师范大

学商学院存在合作关系，研究发现，在不同回收再制造模式下，制造商与风险厌恶的零售商合作能够获

得更多收益[11]。研究机构较多，机构性质比较统一，大多数为国内高校的经管学院，包括部分重点实验

室和职业院校，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合作频次较为有限，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加强机

构之间的合作。 
 

 
Figure 3. Distribution and cooperation map of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渠道策略研究机构分布及合作图谱 

4. 研究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聚类是将某领域内的所有关键词按照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进行归纳整理，进而对文献主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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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形成的类别中所含关键词数量较多的主题可以代表某领域一定时期内的研究热点，因此针对采集

的 941 篇中国知网(CNKI)期刊文献，利用 CiteSpace 软件中的关键词词频功能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

渠道策略研究领域的热点。本研究将节点类型改为 keyword，其余参数不变，运行软件得出渠道策略文

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仅展示出被引量相对较高的关键词。其中共包含 123 个关键节点和 353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47。节点的大小和字体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字号越大代表在

该领域的研究越多，不同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字之间的共现关系[12]。 
 

 
Figure 4.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annel strategy 
图 4. 渠道策略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在关键词共现中，中心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中介中心度表示某一节点作为媒介桥的能

力，中心度数值越高，中介其他关键词的作用越强，在共现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13]。进一步整理出关键

词分布表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排在前七位的关键词的词频较高，并且中心

度均大于 0.1，因此双渠道、渠道策略、定价策略、供应链、营销策略、营销渠道、定价这 7 个关键词对

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也是研究热点。在早期，我国的研究者关注渠道策略、营销策

略、营销渠道等相关研究热点，后来侧重于拓展至双渠道、供应链、定价策略等方面。 
综上分析，研究者们可以结合研究热点，结合新时代、新模式的经济发展趋势，找到自己的合理的

研究视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我国企业营销渠道策略提供一些切实的建议。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更深入地探讨渠道策略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

分析。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数据挖掘技术，通过识别和分析某一研究领域中的显著术语和背景的分类，

发现知识领域的主题分布和知识结构[14]。运用 CiteSpace 通过 LLR 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识别出渠道

策略研究领域的 4 个主要知识域(图 5)。 
本研究的聚类关键词是双渠道、渠道策略、营销渠道、分销渠道，板块前面的数字序号越小，相应

的聚类中所包含的关键词就越多。关键词聚类图谱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两个值是 Modularity (聚类模块

值)和 Silhouette (聚类平均轮廓值)，即一般来说的Q值和 S值。在本次聚类分析中，Modularity Q = 0.4788，
Silhouette S = 0.8931。说明聚类效果较好，阈值选取合理，内部相似度高，结果令人信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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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表 1. 渠道策略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 

排名 高频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初现年 

1 双渠道 112 0.45 2009 

2 渠道策略 97 0.56 1997 

3 定价策略 63 0.19 2007 

4 供应链 59 0.25 2007 

5 营销策略 47 0.12 1999 

6 营销渠道 32 0.21 2000 

7 定价 31 0.12 2013 

8 分销策略 30 0.07 1997 

9 分销渠道 23 0.06 2002 

10 渠道选择 23 0.05 2014 

11 电子商务 20 0.09 2008 

12 零售商 17 0.07 1999 

13 渠道冲突 17 0.09 2009 

14 策略 16 0.02 2003 

15 经销商 16 0.09 1999 

 

 
Figure 5. Clustering diagram of hot spots of channel strategy research 
图 5. 渠道策略研究热点聚类图 

 
经过进一步的阅读发现，“双渠道”研究主题主要围绕供应链、消费者渠道偏好于渠道选择、企业

定价策略等方面展开；“渠道策略”主题主要围绕零售商、制造商、经销商、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等方

面展开；“营销渠道”主要关注的焦点是营销策略、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方面；“分销渠道”关注的

是渠道冲突、渠道入侵、混合渠道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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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前沿分析 

CiteSpace软件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探测和分析学科研究前沿的历时性变化趋势以及研究前沿与其知识

基础之间的关系[16]。为了反映渠道策略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在 CiteSpace 软件中，通过页面中的

“burstness”功能绘制关键词突变的图谱，得到图 6，可以看出，图中可以反映关键词的突显程度、时间

分布情况和变动趋势，以此来评价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Figure 6. Keyword emergence chart of channel strategy journals from 1997 to 2023 
图 6. 1997~2023 渠道策略期刊关键词突现图 

 
在对大量突显词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选取前 24 个突现词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突显时间

最早的关键词是“渠道策略”和“分销策略”，这表明在 1997 年，学术界已经对市场营销渠道的选择和

分销方式给予了高度关注。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到了 2015 年，“双渠道”和“全渠道”概念的出现，

进一步细化了渠道策略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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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显强度可以看出，关于“渠道策略”、“分销策略”以及“市场营销”的研究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反映出这些领域在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渠道策略研究领域热点的演变过

程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2002)，突现词包括“渠道策略”、“消费者”、

“分销商”等，处于渠道策略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营销渠道的开发策略以及企业营销

策略上；第二阶段(2003~2015)，随着“分销渠道”、“电子商务”、“双渠道”、“渠道选择”等突现

词的出现，该阶段的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线上+线下”双渠道营销模式成为研究的新热点，在这个阶段，

学者们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任海鹰针对于电子商务环境中网络营销策略的制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一

些值得注意的问题[17]；陈明洋等人在电子商务发展背景下，建立渠道选择决策模型，为企业合理选择营

销渠道提供了理论工具[18]。第三阶段(2016 至今)，主要包括“渠道偏好”、“电商平台”、“全渠道”

等词的突现，电商与实体零售业不断加速融合，线上、线下与移动渠道相互融合形成“新零售”业态，

国内几大集团/平台也相继提出了“新零售”发展理念，同时全渠道构成了“新零售”的发展基石和研究

基础[19]。全渠道策略背景下，林强等人探讨了平台企业在 BOPS 和线上渠道的优惠券投放策略以及投放

优惠券对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影响[20]。刘健等人从顾客渠道偏好、产品质量等方面分析顾客退货带来的损

失对零售商门店最优库存的影响，为门店设置合理库存提供了指导[21]。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倾向于在全渠

道背景下探讨渠道策略和营销策略，为企业或零售商门店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6. 结论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营销渠道策略的 941 篇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绘

制不同指标下的知识图谱，从文献基本特征、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三个角度对营销渠道策略领域进行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 
在文献基本特征方面：一是近年来渠道策略研究较为热门，文献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表明

渠道策略研究领域目前以及未来仍旧是营销策略领域的研究热点；二是我国渠道策略研究领域的作者较

为分散，合作关系较弱，合作者、各高校之间的合作不算密切，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合作网络方面加强合

作共研，在这个各学科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倡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迸发不一样的思想火花，

为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在研究热点方面：从关键词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初期的研究主要为营销策略、分销策略、

零售商、渠道策略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双渠道、全渠道、电子商务等成为研究热点。 
在研究前沿方面：国内营销渠道策略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初期的渠道策略研究、电子商

务时代的渠道策略研究和新零售时代的渠道策略研究。通过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的分析，从 2016 年以来，

电商平台、全渠道、渠道偏好以及新零售时代下的渠道策略创新成为营销渠道策略领域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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