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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国内算法治理的研究历程及热点前沿，本文将2004~2022年期间CNKI数据库中CSSCI期刊收录的

关于算法治理研究的348篇文献作为数据源，借助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探讨我国算法治

理的发展历程、热点主题和演变趋势。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算法治理的研究呈现出了迅速增

长的态势，其影响也在逐步提高。目前的热点话题包括了对算法本身的治理、利用算法进行治理和公共

管理中的算法治理这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算法推荐、云计算、算法风险、算法政治、数字人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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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hot frontier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348 documents o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04 
to 2022 as the data source, and CiteSpac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trend 
of domestic algorithmic governanc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omestic algorithm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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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ance research, which shows a rapid rising trend, and its influence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hot topics cover three dimensions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algorithm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cluding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cloud computing, algorithm risk, algorithm 
politics, digital human rights and so on. 

 
Keywords 
Algorithm Governance,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iteSpace, Bibliometr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以及算法技术在互联网应用领域的不断渗透，其在为用户提供

了某种程度上便利的同时，因算法而导致的对用户权益的侵犯问题也不断地发生。尤其是近年来“个性

化推荐”“大数据杀熟”等名词的频繁出现，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到算法，算法推荐、算法风险、算

法黑箱等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针对算法推荐问题，2022 年初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出台《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针对被诟病已久的问题提出明确要求[1]。除此以外，学术界也对算法治

理领域展开大量的研究。除了数学及计算机科学外，算法治理还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对国内学者的研

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算法作为治理的工具和方式，以对国家和社会进

行治理，即算法治理，例如，在算法治理的含义上，张红春等将其定义为以算法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

进行系统、集成应用的技术治理[2]。另一类是将算法作为治理的对象进行研究，即治理算法。算法本身

存在着一些风险以及算法在治理过程中会带来一些隐患问题，对此，贾开提出如何在兼顾发展的前提下，

对治理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成了与算法治理有关的公共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与关注，国内关于“算法治理”的研究逐渐增多。那么关于算法治理研究的

基本分布与状况如何？主要围绕那些主题进行讨论？算法治理研究的演进趋势又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

有助于把握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的现状、核心主题与发展演进趋势，对进一步推动算法治理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以 2004~2022 年间 CNKI 数据库中 CSSCI 期刊收录的有关算法治理研究的文献为分析对象，

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算法治理研究相关文献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呈现国内

算法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和演化趋势。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文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保证所收集数据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将来源类别

限定为 CSSCI，检索方式为：主题 = 算法治理，检索条件为高级精确检索，文献类别为学术期刊，时间

范围不设限，但因为首篇相关文献于 2004 年出现，所以时间范围为 2004~2022 年，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0 日，共获得 354 篇文献。通过数据清洗，将“新闻报道”“会议”“图书”“学位论文”等文

献剔除以及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去重功能，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348 篇。此外，本文借助 CiteSpace V 6.2.R2
可视化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综合采用文献计量法、科学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对 2004~2022 年

间我国算法治理相关文献中的热点主题与演变趋势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将其可视化呈现出来，由此展现

出了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的知识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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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与讨论 

3.1. 文献发文量分析 

文献发表数量及时间分布能够从某种意义上揭示出这一学科的发展动态及其受到学界的重视。

CSSCI 数据库中算法治理研究的文献发表年份分布图，如图 1。 
 

 
Figure 1. The number of domestic algorithm governance studies published in 2004~2022 
图 1. 2004~2022 年国内算法治理研究发文数量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2004~2022 年间，国内有关算法治理研究的相关文献除了 2004 年的一篇外，此

后一直是空白，直到 2011 年才又开始有了相关研究，但 2011~2015 年这五年间每年仅都发文为 1 篇。此

后，我国关于算法治理问题的论文发文量逐年增加，特别是最近三年的增长尤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的算法治理问题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根据发文数量趋势图，可以将国内算法治理研

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探索期(2004~2015 年)、初步尝试期(2016~2019 年)和深入发展期(2020 年至

今)，第一时期发文数量很少且中间还呈现停滞现象，年均发文量不足 1 篇，处于试探状态。第二个时期

(2016~2019)是起步期，平均每年发文 7 篇，是上一个时期的 7 倍；第三个时期(2020~2022 年)处于高速发

展时期，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个时期的发文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平均每年发表 103 篇，比第二个时期

翻了 14 倍。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对算法治理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和深入的

阶段，并逐步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3.2. 研究力量分布 

3.2.1. 核心作者发文量及合作关系分析 
作者共现图谱直接反映作者发文次数，可以较为全面地呈现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作者的总体情况。

如图 2，连线代表作者之间存在着合作，连线颜色的深浅表示合作时间的远近，颜色越深，表示合作时

间越近。字体的大小代表单个作者发文数量的多少。图中 N 值表示节点的数量为 166，E 值表示连线的

数量为 97，密度(density)值为 0.0071，可以看出该数值较小，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比较分散。 
核心作者代表着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引领作用。根据莱普斯定律及其公式，m = 0.749 

(ȵmax)1/2，其中，m 代表核心作者发表论文的最小数量，ȵmax 代表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量。根

据该公式我们可以通过某一领域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来确定该领域核心作者的范围。根据图 2 可知，在

国内算法治理研究领域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是张欣，在 2019~2022 年间共发表论文 6 篇，将 ȵmax = 6 带

入公式，得到 m = 1.83。由于论文发表数量必须取整数才有意义，所以 m 取 23，根据计算结果，在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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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当作者的发文数量在 2 篇及以上时，即为核心作者。根据图谱信息可得核心作者分别有张欣(6 篇)、
贾开(5 篇)、张凌寒(5 篇)、张爱军(5 篇)、许可(3 篇)、周旅军(3 篇)、肖红军(3 篇)、唐桂垚(3 篇)等。从

图中可以看出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的核心作者较为分散，呈现发散结构，可以看出多数作者为独立研究，

仅陈霖团队、周旅军、陈劲等少数学者有合作，大部分学者之间尚未型成明显的合作研究。也一定程度

上说明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缺乏多层次的沟通和多向度的合作。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core authors’ publications and partnerships 
图 2. 核心作者发文量及合作关系分析 

3.2.2. 研究机构发文量及合作关系分析 
从机构(Institution)共现图谱中可以得出重点研究该领域的机构。如图 3，节点表示研究机构，连线代

表机构之间有合作，连线颜色的深浅表示合作时间的远近。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国内关于算法治理研究

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机构有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10 篇)、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 篇)、华东政法

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5 篇)等。N 值表示节点的数量为 139，E 值表示连线的数量为 37，密度(density)
值为 0.0039，可以看出该值比较小，机构之间的合作比较分散，虽然机构之间存在合作但是合作还比较

少。 

3.3. 关键词词频及聚类分析 

关键词指的是对文献主题与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关键词的词频代表了这个话题在学界的受欢迎

程度与关注度。根据 CiteSpace V 软件生成得到 2004~2022 年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的具体词频、中心性。其

中，除了词频最高为 95 的关键词“算法治理”，词频排前的关键词分别是“人工智能”(词频 52)和“算

法”(词频为 50)，这反映出“人工智能”和“算法”是开展算法治理实践的基础性要素和关键支撑，在

研究网络中占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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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oopera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机构发文量及合作关系 

 
CiteSpace以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程度为基础，通过Q值和 S值两个指标来衡量图谱绘制的效果。

根据关键词信息，并通过 LLR 算法可视化图谱分析得到 11 个主要的关键词聚类群，如图 4，Q 值为 0.7475，
大于 0.3，S 值为 0.9038，大于 0.5，表明社会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良好且聚类结果令人信服。根据图谱

信息可将热点主题分为两大维度：算法本身的治理和利用算法进行治理，第一个维度涉及算法治理的构

成要素及算法治理引致的风险两个方面；第二个维度包括算法治理的应用研究以及政府层面的算法治理，

如表 1。 
 
Table 1. Keyword clustering chart of domestic algorithmic governance from 2004~2022 
表 1. 2004~2022 年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表 

主题编号 聚类编号 主要关键词 

1 

#0 算法 区块链、治理、新媒体、权力、法律、监管 

#7 算法推荐 协同治理、意识治理、主流价值 

#9 算法治理 社交平台、人民主体、平台责任、价值偏见、利维坦 

2 
#1 风险 算法解释、算法问责、数据安全、社会治理、算法监控 

#3 算法歧视 算法偏见、算法黑箱、个人信息、自动决策、伦理 

3 

#2 云计算 金融科技、智能顾投、算法安全、平台经济、技术中立 

#5 人工智能 碰撞算法、全球治理、控制论、涌现现象、伦理评估 

#8 算法技术 算法应用、劳动过程、网络空间、代码化、价值导向 

4 

#4 数字人权 算法社会、数字正义、数字法治、算法社会、算法风险 

#6 算法政治 算法透明、人的政治、扩张边界、后真相 

#10 算法行政 公共管理、算法决策、公共性、治理策略、政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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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domestic algorithm governance research 
图 4. 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3.4. 演进趋势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能够将某一时间范围内某个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的演变趋势展现出来，还包括对相

关研究进展和前沿动态进行考察。本文使用关键词聚类的突变词探测(Burst Detection)功能，展示

2004~2022 年间算法治理研究热点的变化。 
突发主题词探测可以帮助检测短期内出现的关键字迅速增加或减少的现象。从图 5 可以看出，

2004~2022 年期间，国内算法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时期： 
 

 
Figure 5. Keyword sudden appearance diagram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research 
图 5. 算法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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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为 2004~2015 年，是算法治理研究的萌发时期，在此环节中，主要是以遗传算法为主，该

关键字的出现频率较高，强度为 2.64。相关文献主要围绕遗传算法以及电压优化与治理等的研究，对算

法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基础奠定作用。 
第二阶段为 2016~2019 年，为算法治理研究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算法治理研究进展迅速，发文

数量较前一时期有较大幅度增加，所涉及的关键词与聚类也比较丰富与全面，大部分关键词都是在此时

期出现的，对于后续的算法治理研究起到了引导与传播的作用，其中以“谐波治理”、“人工智能”、

“治理”、“新技术”、“智能投顾”、“算法歧视”等关键词最为突出。 
第三阶段为 2020~2022 年，为算法治理研究的快速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与算法治理研究相关的发

文量迅速增长，在前期已有主题的研究基础上，算法治理研究中出现了新的研究主题和关键词，包括算

法权力、数据治理、算法决策、社会治理等。 

4. 算法治理研究议题的梳理与评述 

为了进一步探讨算法治理研究的进展，结合上述国内算法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

分析与主题动态演进，从算法定义及外延、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算法治理三个方面

进行系统阐述。 

4.1. 算法定义及外延 

对于算法的概念，最开始与计算机科学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来源于公元 9 世纪波斯数学家花刺子米

(al-Khwarizmi)名字的演化有关，直到 20 世纪 30 年将算法应用于计算机领域。 
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学科领域，形成了对算法的不同理解。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算法是计算机用来描

述和解决问题的一种计算机制，可以简化理解为“算法 + 逻辑 = 控制”的表达[3]。进入 21 世纪，随

着算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计算机科学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学科。 
从社会层面看，算法不只是网络世界的代码，更是网络空间的法律规则[4]。而且，算法是一种新型

的权力形式。社会学把算法看作是设计者和技术参数之间交互的结果，法学把它看作是法律原则外化的

符号和象征，而哲学把它看作是法的道德属性。 
可见，算法的概念研究有其特定的逻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算法的认识不断深入，算法

及其概念研究逐渐多元化。从单一具体的计算科学到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的拓展，算法逐渐形

成一个综合性概念。 

4.2. 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 

根据前文图谱信息以及算法治理的概念内容上，将算法治理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利用算法进行治理，

即算法治理，算法是一种治理工具和方式；二是对算法本身的治理，这里算法是被治理的对象而不是治

理方式，即治理算法。 

4.2.1. 算法治理 
当今社会进入了大数据和算法治理时代，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中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政府治理的逐步融合，产生了一种以算法决策为中心的新型的“算法

治理”模式，它在很多方面帮助、甚至替代了人类的决策。 
对于算法治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进行理解。在胡键看来，算法治理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

算法推荐，也就是根据所获取的线管数据，向有关的对象推荐，从而实现治理目标[5]。除此外，有学者

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探析。首先在社会治理方面，算法治理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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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过程、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以及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府治理方面，梁玉成等认为算法治

理的过程就是政府依托算法技术对社会实施管理，是政府运用算法进行治理，其治理对象是社会[6]。算

法治理在精准扶贫、城市治理、疫情防控、教育管理等政府领域已经广泛应用，政府治理正经历着由传

统治理向人工智能精准治理的范式转变。 

4.2.2. 治理算法 
算法治理隐藏着巨大的隐忧，在复杂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算法治理常常因存在算法不正义、算法歧

视等现象而失效并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算法风险问题[7]。丁晓东从法律的角度，将算法带来的隐忧归

为三个方面：一是算法黑箱可能挑战人类决策的知情权与自主决策。算法的不透明性被视为算法治理的

最大挑战[8]。二是算法可能威胁个体隐私与自由。三是算法可能导致歧视与偏见。除了上述问题，人们

还会面临更实际的算法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偏见和歧视问题。当面对算法黑箱时，人们不得不担

心自己是否被公平对待[9]。贾开关注算法因其技术逻辑及应用方式的特性而带来的问题，他认为算法在

其应用过程中存在不可解释隐忧、自我强化困境、主体性难题这三方面治理挑战，并提出如何在兼顾发

展的前提下，有效控制治理风险便成为算法治理相关公共政策创新的主要内容[10]。 
综上所述，在算法治理中，不仅仅要有效利用算法这个新技术去进行有效治理，还有防范算法风险，

对算法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理。孙庆春等认为，对于算法的治理可以从以下三个问题解决：一是如何

克服社会公众对算法黑箱在心理层面的担忧；二是如何实现算法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三是确保算法

决策是在负责任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算法框架应至少包括公开、解释与责任等三个方面[9]。 

4.3. 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算法治理 

在公共管理领域，算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政府的工作效率与水平。 
基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角，贾开着重探讨了算法对社会运行的影响规律，并尝试从规则的生成和运

用两个方面来探讨算法对社会运行的作用机理和过程[10]。昌诚等从公共价值创造方面总结出算法治理在

提升治理效率、改善服务质量以及创新治理方式三个方面创造绩效价值[11]。算法治理带来公共管理现代

化的新形势，必然带来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它的核心机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技术与工具，以及作为一种

新的公共行政组织形式的新治理模式。 

5. 结论与展望 

首先，从文章结构和研究意义整体上来看，本文将 2004~2022 年期间 CNKI 数据库中 CSSCI 期刊收

录的关于算法治理研究的 348 篇文献作为数据源，借助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探讨我国算

法治理的发展历程、热点主题和演变趋势。 
其次，针对文章中的内容和结果，本文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我国针对算法治理的研究呈现出了

迅速增长的态势，其影响也在逐步提高，然而学界对算法治理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同时对文献

检索过程中其他同义词缺少考虑。 
最后，在具体细节方面，仍有不足，未对算法治理进行深入分析，算法治理包括哪些工作，算法治

理常常因存在算法不正义、算法歧视等现象而失效并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算法风险问题，这些风险体

现在哪些方面，文献研究启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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