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4, 13(3), 658-667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se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4.133068   

文章引用: 于含, 张昶, 张蕾, 赵剑伟. 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晋升机制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4, 13(3): 658-667. DOI: 10.12677/mse.2024.133068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晋升机制研究热点及

趋势分析 

于  含，张  昶，张  蕾，赵剑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邮政通信管理系，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2024年5月2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21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30日 

 
 

 
摘  要 

本文利用CiteSpace工具，对晋升机制相关文献进行发文趋势分析、作者和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关键

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以及关键词突现分析，并进行可视化呈现，以期实现对晋升机制热点和趋势进行研究。

具体结论如下：晋升机制相关研究总量并不大，且波动明显；作者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较少，后续

应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研究；晋升机制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晋升机制、干部晋升、地方政府、晋升激

励、员工绩效、吸引力、以德为先等方面；该领域交叉研究较少，在后续研究中应重点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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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CiteSpace tool to conduct trend analysis, collaboration network analysis be-
tween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keyword emergence analysis on literature related to promotion mechanisms, and visualizes them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se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4.133068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4.133068
https://www.hanspub.org/


于含 等 
 

 

DOI: 10.12677/mse.2024.133068 659 管理科学与工程 
 

to achieve research on hot topics and trends in promotion mechanisms. The specific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the total amount of research related to promotion mechanisms is not large,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fluctuations; There is limited collabor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
tions in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future collaboration in this fiel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promotion mechanisms mainly focus on promotion mechanisms, cadre pro-
motion, local governments, promotion incentives, employee performance, attractiveness, and 
putting morality first;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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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晋升是人力资源管理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指员工在自己努力工作、获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从事

更高等级、面临更多挑战、承担更多责任、拥有更多职权的岗位流动过程。晋升机制包括员工晋升的条

件、方法与流程等相关的制度。合理有效的晋升机制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源、提升员工综合素质、增强凝

聚力和归属感，减少员工流动等。公正、公开、透明的晋升机制有利于提升组织的整体绩效和发展。同

时，由于晋升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不仅和制度本身有关，还需要综合考虑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影

响，因此对于晋升制度的研究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1]。本文应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对晋升机制

的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可视化研究，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知网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2 月。将“晋升机制”作为检索主题，文献

发表时间选取 2003~2023 年，来源期刊选择 SCI、EI、核心期刊、CSSCI、CSCD，并选取中文文献，筛

选剔除书评、新闻报道和重复文献，最终得到 149 篇文献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数据[2]。 

2.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 CiteSpace 文本挖掘和可视化工具，对晋升机制相关文献进行发文趋势分析、作者和研究机

构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以及关键词突现分析，并进行可视化呈现，以实现对晋升机制

相关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3. 研究结果 

3.1. 发文趋势分析 

通过发文趋势图可以直观了解晋升机制发文量变化。本文使用 CiteSpace 导入 2003~2023 年晋升机制

相关文献数据，获取该领域每年发文数量，并通过 Excel 进行可视化呈现，如图 1 所示。该领域 2003 年

文献数量为 3 篇，到 2004 年突增至 7 篇后又下降至 3 篇；从 2006 年起，相关文献数量持续上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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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最高值为 16 篇；2010 年至 2016 年文献数量在 6~12 篇间波动；2017 年至 2023 年，文献数量稳定

在 6~7 篇，研究热度持续。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on promotion mechanisms 
图 1. 晋升机制发文趋势图 

3.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可以掌握学者在该领域合作研究情况和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或作者群。在

CiteSpace 中选择节点类型为“合作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该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选择呈现

排名前 30 的子网络，如图 2 所示。通过图 2 左上角的信息可以看到，图中共有 210 个节点(N = 210)，节

点数代表该领域作者数；节点间有 114 条连线(E = 114)，代表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节点密度为 0.0052 
(Density = 0.0052)，表明在该领域作者合作研究较少。由图 2 可以看出部分作者组成了合作团队，如滕越

洋团队、王建团队、王辉团队等，但结合文献分析发现，这些合作团队大多均为单篇文献的合作，且没

有形成不同团队间的合作。通过对作者发文量统计，发现晋升机制相关领域，没有发文量很高的作者，

仅朱伟民、周澜等 7 位作者有 2 篇文献，其他作者均为 1 篇。说明在该领域未出现权威作者或作者群。 
 

 
Figure 2. Promotion mechanism research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图 2. 晋升机制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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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可以掌握不同研究机构在晋升机制研究领域合作和高产研究机构情况。在

CiteSpace 中选择节点类型为“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该领域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选择呈现

排名前 70 的子网络，如图 3 所示。通过图 3 左上角的信息可以看到，图中共有 195 个节点(N = 195)，节

点数代表该领域研究机构数量；节点间有 92 条连线(E = 92)，代表机构之间的合作数量；节点密度为 0.0049 
(Density = 0.0049)，表明该领域机构的合作研究较少。由图 3 可以看出部分研究机构存在合作研究关系，

如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上海市申康医院管理中心等 6 家机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4 家机构，中

共福建省委党校等 5 家机构等都存在合作研究关系，但结合文献研究，以上团队均为单篇文献合作，并

未形成固定的合作研究关系。对机构发文量进行数据统计，制作研究机构发文情况表，如表 1 所示。南

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发文量最高为 4 篇，主要关注晋升机制对政府和政策产生的影响；中国人民

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文量为 3 篇，主要对晋升机制的直接比较和研究。 
 

 
Figure 3. Promotion mechanism research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图 3. 晋升机制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Table 1. Analysis on publications by research institutions 
表 1. 研究机构发文情况分析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机构 

4 0 2013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3 0 201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2 0 2013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0 2009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2 0 2005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2 0 2019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2 0 2009 广东金融学院 

2 0 2009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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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0 201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 0 2016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 0 2003 复旦大学 

2 0 2014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3.4. 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词频和共现次数分析可以掌握在晋升机制相关研究热点、研究主题分布及演化。在

CiteSpace 中选择节点类型为“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该领域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

示。同步制作高频关键词分析表，如表 2 所示。关键词共现图谱中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节

点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存在共现关系。通过图 4 和表 2 可知，在“晋升机制”研究领域，出现频次

最高的关键词为“晋升机制”，频次 22，中心性 0.05；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还有“地方政府”，频次 5，
中心性 0；“产权性质”“对策”“晋升激励”，频次均为 4，中心性均为 0；“激励机制”“干部晋升”，

频次均为 3，中心性均为 0。分析发现，在晋升机制研究领域，没有出现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说明

各子研究领域的交叉研究较少。根据关键词词频情况，该领域中晋升机制、地方政府、产权性质、对策、

晋升激励、激励机制、干部晋升等为研究的热点。 
 

 
Figure 4. Key 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promotion mechanism 
图 4. 晋升机制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2.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for promotion mechanism 
表 2. 晋升机制高频关键词分析表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22 0.05 2004 晋升机制  2 0 2010 人才困境 

5 0 2009 地方政府  2 0 2018 官员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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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0 2009 产权性质  2 0 2007 中小企业 

4 0 2010 对策  2 0 2014 内部治理 

4 0 2011 晋升激励  2 0 2013 关系 

3 0 2005 激励机制  2 0 2009 人力资源 

3 0 2014 干部晋升  2 0 2004 实证研究 

2 0 2003 国有企业  2 0 2005 彼得原理 

2 0 2011 企业绩效  2 0 2011 彼得陷阱 

2 0 2009 商业银行      

3.5.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了解在晋升机制领域研究热点群和彼此联系。在 CiteSpace 中使用于对数

似然算法(LLR)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5 所示。同时，制作关键词聚类分析表，

如表 3 所示。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promotion mechanism 
图 5. 晋升机制关键词聚类图谱 

 
Table 3. Statistics of clustering for promotion mechanism keywords 
表 3. 晋升机制关键词聚类分析表 

标签 节点数 轮廓值 平均年份 关键词 

0#晋升机制 28 0.95 2015 晋升机制；激励约束；地方土神；创新差异；企业绩效 

1#国有企业 14 1 2011 国有企业；经理；政绩；经理行为；职业晋升机制 

2#激励约束机制 12 1 2016 激励约束机制；民生政策；公共政策；晋升激励；地方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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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员工绩效 6 1 2009 员工绩效；周边绩效；心理契约；任务绩效；商业银行 

4#吸引力 6 1 2011 吸引力；对策；思考；职业教育；晋升机制 

5#以德为先 6 1 2015 以德为先；化解路径；公务员职业道德；为政者；为政

以德 

 
如图 5所示，生成的晋升机制关键词聚类图谱聚类模块值Q为 0.8836，聚类平均轮廓值 S值为 0.9899，

Q 值大于 0.3，S 值大于 0.7，说明所生成的聚类结构显著，聚类结果信度高。生成的聚类图谱中共包含：

0#晋升机制、1#国有企业、2#激励约束机制、3#员工绩效、4#吸引力、5#以德为先等 6 个关键聚类。结

合关键词共现图谱观察，高频关键词“晋升机制”属于 0#晋升机制聚类，“干部晋升”属于 1#国有企业

聚类，“地方政府”和“晋升激励”属于 2#激励约束机制聚类，“对策”属于 4#吸引力聚类。其所形成

的关键聚类模块与关键词共现频次排序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高频关键词“产权性质”

和“激励机制”不在 6 个关键聚类中，后续应强化这两个领域的研究。 

3.6.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通常指在某个时间节点某关键词出现频次快速增加，反映对该领域关注度增加。在聚类

中包含的突现关键词越多，表明该领域越活跃。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突发性探测，获得 11 个突现

关键词，将其突现强度、突现时间进行可视化呈现，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Top 11 Promotion mechanism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6. TOP11 晋升机制领域突现关键词 

 
对关键词突现时间进行分析，晋升机制研究阶段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5~2008 年，突现

关键词为“激励机制”“彼得原理”，主要是对晋升机制相关理论开展研究。第二阶段为 2009~2016 年，

突现关键词为“商业银行”“人力资源”“对策”“彼得陷阱”“地方政府”“干部晋升”“内部治理”，

重点对晋升机制的应用及产生影响开展研究。第三阶段为 2018~2023 年，突现关键词为“官员晋升”“晋

升机制”，重点关注官员晋升和晋升机制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晋升机制”自 2004 年起开始有相关文献

并一直持续，直到 2022 年至 2023 年开始突现，为近期的研究热点，值得重点关注。 
对关键词突现强度进行分析，11 个突现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均在 1.5 至 0.9，未出现突现强度特别强的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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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献研究 

4.1. 晋升机制主题文献研究 

在聚类 0#晋升机制中包含 28 个关键词，如表 3 所示，研究主要与晋升机制、激励约束、地方土神、

创新差异、企业绩效等方向相关。其中，“晋升机制”词频为 22，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其余关键

词词频均小于等于 2，且中心性均小于 0.1。因此，重点对关键词“晋升机制”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晋升机制”在 2004~2023 年共有文献 22 篇，占总文献数量 14.77%。“晋升机制”与“地

方土神、企业绩效、县委书记、化解路径、创新差异”等 31 个词存在共现。 
关于“晋升机制”的相关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晋升机制相关理论开展深入研究。

宋继文等学者[3] [4] [5] [6]均应用彼得原理对晋升机制进行研究。张红等学者[7]应用锦标赛理论进行实证

研究，研究了公司晋升要素和晋升激励效果。李勇[8]从管理者个人素质能力、知识与技能、管理行为能

力等维度构建管理者素质模型，对企业管理者晋升机制开展研究。二是面向不同岗位、职位的晋升机制

进行针对性研究。多位学者就领导干部晋升机制开展研究。袁青川等学者[9]应用线性 Oaxaca-Blinder 分
解方法，对南北方央企晋升机制不同导致中层后备干部晋升速度产生差异开展研究。高怀飚[10]从改进考

核制度、建立任职期限制度、完善职级制度等三方面，对领导干部晋升机制进行研究。姚桓[11]从职责管

理、选拔机制、激励机制等维度对领导干部晋升机制进行研究。此外，于杨等学者[12] [13] [14]分别对教

学型教师职务晋升、审计师晋升、高职院校晋升等不同岗位的晋升机制进行研究。三是就晋升机制对其

他因素产生的影响开展研究。多位学者就领导干部晋升机制对其任职期间能力表现的影响开展研究。黄

溶冰等研究者[15]认为通过在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中加入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

可以更好实现对环境的治理。吴昀潇、赵琳两位研究者[16] [17]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晋升机制对领导干部创

新的影响。黄建跃[18]认为晋升机制会对领导干部行德意愿产生影响。此外，傅红、谌晓舟等对晋升机制

对员工激励的影响进行研究。傅红等[19]认为晋升机制有助于管理环境的建设和实现差别化激励，进而实

现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影响。谌晓舟等[20]认为可以通过合理的晋升机制激励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

现技能培训对员工稳定性的正向作用。周黎安[21]将晋升机制引入行政发包关系进行研究，并重点研究了

政治晋升机制对行政内包的影响。陈和等[22]认为晋升机制作为合伙制中三种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能够留

住企业内的关键人力资本，并能形成企业人力资本间的竞争。巫强[23]研究认为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晋升

机制不同会影响锦标赛机制的激励效果，在内部晋升的企业中正向激励更显著。 

4.2. 国有企业主题文献研究 

在聚类 1#国有企业中包含 14 个关键词，如表 3 所示，研究主要与国有企业、经理、政绩、经理行

为、职业晋升机制等方向相关。其中，“干部晋升”词频最高，为 3。其余关键词词频均小于等于 2，且

中心性均小于 0.1。因此，重点对关键词“干部晋升”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干部晋升”与“地市级、实证分析、正向激励、干部使用、咨询机构、关系、基层法官”

等 7 个词存在共现。游龙波等学者[24]从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交流制度、考核评价和表彰奖励机制、激励

政策、容错保护和权益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干部使用和晋升机制提出建议。杨宝强[25]从干部晋升过程、

晋升评价指标体系和实证分析入手对地市级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干部晋升机制进行研究。边燕杰等[26]应用

基层法官数据对关系社会资本对基层干部晋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4.3. 激励约束机制主题文献研究 

在聚类 2#激励约束机制中包含 12 个关键词，如表 3 所示，研究主要与激励约束机制、民生政策、

公共政策、晋升激励、地方政府等方向相关。其中，“地方政府”词频为 5，“晋升激励”词频为 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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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关键词词频均小于等于 2，且中心性均小于 0.1。因此，重点对关键词“地方政府”和“晋升激励”进

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公共政策、制度分析、民生政策、晋升激励、执行偏差”等 6

个词存在共现。关键词“地方政府”在 2009 至 2023 年间共有文献 5 篇。郑海明等学者[27]-[31]分别就晋

升机制与地方政府区域协调、地方政府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地方政府组织变革、地方政

府民生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的关系开展研究。关键词“晋升激励”与“声誉激励、政府干预、总分行制、

地方政府、信贷错配、管理防御”等 6 个词存在共现。关键词“晋升激励”在 2011 至 2021 年间共有文

献 4 篇。叶松勤等[32]就晋升激励、管理防御、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开展研究，认为晋升机制能制约经营

者管理防御，减少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损害。王小斌等[29]认为 GDP 锦标赛晋升机制是地方政府土地

出让行为的主要原因，晋升激励促使地方官员选择土地出让，且晋升激励对土地出让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肖文东等[33]在预算管理框架内，构建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薪酬激励、声誉激励和晋升激励三种激励约束

机制。李秀萍等[34]探讨了晋升激励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机制。 

5. 研究结论 

从发文量来看，晋升机制相关研究总量并不大，20 年间高水平文献仅有 149 篇。从发文趋势来看，

整体波动明显，但自 2017 年起，开始稳定在 6~7 篇，研究热度保持稳定。从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合作情

况来看，在我国晋升机制领域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研究较少，后续应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研究，推进研究

的深度。 
通过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结合文献分析，找出晋升机制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晋升机制、干部

晋升、地方政府、晋升激励，还包括员工绩效、吸引力、以德为先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晋升机制相

关的关键词中心性均小于 0.1，表明该领域交叉研究较少，应在后续研究中重点关注。通过关键词突现分

析，相关研究热点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8 年)重点对晋升机制相关理论开展研究。第二

阶段(2009~2016 年)重点对晋升机制的应用及产生影响开展研究。第三阶段(2018~2023 年)重点关注官员

晋升和晋升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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