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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应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2000~2025年间386篇团队适应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团队适应领域的发文量呈现先快速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并在2020年
达到最高发文量；作者和机构分析发现团队适应核心作者群与核心机构群均未形成；关键词共现分析表

明团队适应研究相关关键词中心性均小于0.1，尚未形成研究热点；从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团队适应领

域文献一共形成7个聚类；从关键词突现分析发现，团队绩效、适应性和团队学习等仍可能具有持续的研

究价值。从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析发现，团队适应领域发展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5年初步

探索阶段，团队适应研究开始初步探索；2006~2020年快速发展阶段，团队适应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研

究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2011~2025年下降回落阶段，团队适应研究内容逐渐减少，研究热度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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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bibliometric methods and utilizes the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con-
duct a visual analysis of 386 team adaptation literature from the CNKI database between 200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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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volume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team adaptation shows a 
trend of initially rapid increase followed by a decline, reaching its peak in 2020; analysis of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indicates that neither a core group of authors nor a core group of institution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eam adaptation;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keywords suggests that the central-
ity of keywords related to team adaptation research is less than 0.1, and a research hotspot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from the analysis of keyword cluster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team adaptation has formed 7 clusters; from the analysis of keyword emergence, it is discovered 
that team performance, adaptability, and team learning may still have ongoing research value.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eam 
adaptation field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from 2000 to 
2005, during which team adaptation research began to be explor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from 2006 to 2020, during which the content of team adaptation research gradually became richer, 
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decline and recession stage from 
2011 to 2025, during which the content of team adaptation research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 
research interest has somewhat de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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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首次系统提出“构

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1]，以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全方位遏制。

然而组建创新联盟团队必然会出现团队间难以适应的问题，如何实现创新联盟团队的合作适应成为了众

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团队适应构成了创新联盟团队构建的核心要素，它使得团队能够在面对各种变化时

采取多样化的解决策略，以保持团队的效能并促进其持续发展，其关键在于在遭遇环境变化和严峻挑战

时，团队能够保持适度的“稳定”与“变革”的能力，以适应并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2] [3]。随着学术界

对团队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学术成果日益丰富，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迫切需要对团队适应领域

进行系统性的综述研究。尽管早些年张钢等人对适应性团队开发、团队适应影响机制以及团队适应测量

等三个领域的研究与讨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3]；葛宝山等人回顾与分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团队互动过

程模型，并对这些模型的特征进行了总结[4]，但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对团队适应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性的

梳理与总结。此外，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基于此，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团队适应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计量分析。通过

关键词聚类、突现分析、时间线分析、发文量统计、作者合作网络及机构分布特征全方面的可视化图谱，

全面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脉络。可视化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清晰呈现团队适应研究的演进轨迹，

更有助于识别关键研究主题和前沿方向，从而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法对团队适应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过程中将借助 CiteSpace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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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研究工具。CiteSpace 软件是由大连理工大学的 WISE 实验室与陈超美博士共同基于 Java 语言开

发的信息可视化工具[5]，主要借助共引分析理论与特定算法，对关键词及其他信息进行深入的计量分析，

并以可视化图谱的形式呈现。通常用于探究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学科的发展规律、研究前沿课题等[6]。
基于此，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团队适应领域的关键词及核心作者等进行计量分析，揭示该研究

领域的研究动向。 

2.2.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作为本研究选用的数据来源。首先选择“高级检索”功能，检索主

题中输入“团队适应”，检索条件设置为“准确”，时间跨度为 2000 年~2025 年，检索时间截至到 2025 年

3 月 31 日，检索文献类型为研究文章和研究综述。为确保研究样本的精确性和合理性，对检索所得文献进

行了细致的筛选和处理，排除了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确定了 386 篇与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 

3. 团队适应研究的可视化结果分析 

3.1. 发文量趋势分析 

作为文献度量最基本的指标，发文量数据可以直观地反应学术界对特定研究领域的关注程度和研究

动向[7]。本文对检索到的团队适应领域 386 篇相关文献进行发文量统计分析，其发文量趋势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eam adaptation publication volume trend chart 
图 1. 团队适应发文量趋势图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文献资料分析，2000 年至 2025 年间关于团队适应性的研究文献

发表数量呈现出波动性变化，经历了上升与下降的周期性波动。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步探索阶段(2000 年~2005 年)。在该阶段文献发表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从 2000 年的

1 篇增长至 2003 年的 7 篇，到 2005 年又回落至 2 篇，平均每年发文量为 3 篇。从整体来看，该阶段的

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共计发表文献 15 篇，这表明尽管该研究领域已开始获得学术界的关注，但尚未得到

广泛认可与重视。2000 年后全球化进程加速，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技术变革和竞争压力呈现高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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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系列突发事件暴露出传统团队的脆弱性，而多主体的团队更能适应当时的环境，团队适应也逐渐

获得关注。该时期的学者们主要进行理论范畴内的研究，2000 年 Marks 等人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团队适应

的文章，研究了领导者简报和团队互动培训如何影响团队绩效并讨论了团队互动培训、领导者简报和心

智模型作为团队适应机制的影响[8]。 
第二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2006 年~2020 年)。该阶段是团队适应研究的快速增长期，研究热度大幅上

升，发文数量陡然增加，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20 年发文量达到顶峰为 43 篇，年均发文量约为 19 篇，

该数据表明在此期间团队适应领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在国内，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建立产学研合作体系，2015 年正式提出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2020 年明确

提出建立多元主体联合创新团队，政策的演变推动着学术界队团队适应领域的高度关注，也推动着团队

适应领域的快速增长。从国际上看，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企业大幅调整战略，团队需快速适应重组、

业务转型等挑战，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使得团队工作方式发生变革。团队适应研究的高速增长本质上是学

术界对技术革命、行业变革等现实问题的直接解答。 
第三阶段为下降回落阶段(2021 年至今)。该阶段的发文量开始减少，出现下降趋势。2021 年下降趋

势较为明显，下降 22 篇，表明学术界队团队适应领域研究热情开始降低。最低发文量为 10 篇，年平均

发文量约为 17 篇，尽管该阶段研究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保持在较高位置，研究者们仍然对该领域保持

一定的热情。 
政策的颁布以及环境的不断变化能够激发和引导研究者们对团队适应性这一领域的关注和深入探索。

然而从整体上看，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仍然显得相对匮乏，还没有获得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和关注。 

3.2. 发文作者分析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 authors 
图 2. 发文作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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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团队适应研究的文献分析时，选择 CiteSpace 软件作为工具，并将节点类型设定为作者。通过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团队适应研究的作者共现图谱，见图 2。根据图谱所

提供的数据，网络中存在 258 个节点，节点之间由 232 条连线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复杂的研究网络。网

络的密度为 0.007，反映了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和研究领域的紧密联系程度。在团队适应领域中，发文量

最多的研究者是 Burke，发表了 4 篇相关论文。紧随其后是王重鸣和 Salas 等人，各自发表了 3 篇论文。

为了进一步识别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本文依据普莱斯定律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进行分析。根据普

莱斯定律，核心作者计算公式为 max0.749M N= ，M 为计算得出的发文数，Nmax 为该领域发文量最高的

作者的发文数[9]。最终求出 M 值为 1.5，即发文量大于 1.5 篇的作者为该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分析图谱

显示团队适应领域核心作者共有 19 位，共发文 41 篇，约占该领域总发文量的 10.6%。当核心研究者发

表的论文数量占该领域总论文数量的 20%以上时，可以认定该领域已形成核心研究者群。在团队适应领

域，核心作者群的发文量尚未达到这一比例，因此团队适应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3.3. 发文机构分析 

在进行团队适应研究的发文机构可视化分析时，将 CiteSpace 软件中的节点类型设定为机构。通过分

析生成了团队适应研究发文机构共现关系的图谱，见图 3。根据图谱数据，发现网络节点 220 个，连线 94
条，网络密度为 0.0039。团队适应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商学院等，各自发表论

文为 3 篇，其次是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各自发表论文为 2 篇。为了进一步识别出该研究领域的

核心发文机构，本文依据普莱斯定律的核心机构计算公式进行分析。根据普莱斯定律，计算得出 M 为 1.3，
即发文量大于 1.3 篇的机构为该研究领域核心机构。分析图谱显示团队适应领域核心机构共有 15 家，共

发文 34 篇，约占该领域总发文量的 8.8%。当核心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占该领域总论文数量的 20%以上

时，可以认定该领域已形成核心机构群。在团队适应领域，核心机构群的发文量尚未达到这一比例，因

此团队适应领域的核心机构群尚未形成。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 issuing agencies 
图 3. 发文机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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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 CiteSpace 中设定节点类型为关键词，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生

成团队适应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根据图谱数据，发现网络节点 275 个，连线 329 条，网络密度

为 0.0087。节点代表关键词，大小代表关键词词频高低，连线粗细程度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强弱

[10]。由图可知，团队绩效、适应性、科研团队、适应能力之间关联程度较高。 
 

 
Figure 4. Co-occurrence graph of keywords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 

 
关键词能够反映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其词频可初步反映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其中心性大小代表

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者可以了解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若某一关键词的出现

频次较高，并且其中心性系数大于 0.1，则可认定该关键词为研究热点[11]。为了深入剖析团队适应领域

的研究热点与学术关注程度，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筛选后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系统的关键词词

频统计分析，并计算了关键词的中心性，最终选取了词频数值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得到表 1。分析发现，团

队绩效这一关键词的词频显著高于其他关键词，表明团队适应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团队适应

如何提升有效团队绩效方面。众多学者围绕该方向展开深入研究，试图从不同角度剖析团队适应与团队

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如何通过优化团队适应机制来实现团队绩效的显著提升，为团队管理实践提

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另外，在对关键词中心性进行计算后发现，该研究领域内关键词

中心系数最高仅为 0.08，表明团队适应研究领域虽然受到一定的关注，但关注程度较低，仍然没有成为

学术研究的热点。团队适应研究领域仍有发展空间，亟待更多学者的深入关注与系统研究，以推动该领

域的学术发展与实践应用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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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keyword centrality statistics table 
表 1. 高频关键词及关键词中心性统计表 

关键词 频次 中心系数 

团队绩效 14 0.08 

大学生 7 0.01 

团队 6 0.02 

创业团队 5 0.00 

科创团队 5 0.03 

拓展训练 5 0.03 

团队精神 4 0.02 

适应性 4 0.01 

团队建设 4 0.01 

团队意识 3 0.01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通过将具备相似特征或紧密联系的关键词分组为不同的簇，助力研究者迅速辨识研

究领域的核心主题、子领域及其相互间的关联性，整合和归纳研究热点[12] [13]。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

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生成 0#团队合作、1#适应性、2#团队绩效、3#团队、4#团队精神、5#适应能力、

6#机理共七个主要聚类，见图 5。聚类模块化 Q 值达到 0.8791，表明其内部一致性较高，且聚类结构具

有显著性。平均轮廓值 S 达到 0.9688，表明聚类结果具有合理性，并且效果显著。将关键词聚类进行分

类整理，归纳为团队适应影响因素和团队绩效的有效提高的研究。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chart 
图 5.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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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为团队适应的影响因素，包括 0#团队合作、4#团队精神、5#适应能力、6#机理。 
团队合作是团队适应的基础，从本质上看，团队合作构成了团队适应的“第一道防线”，其质量直

接决定了团队能否在动态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李锋等人[14]基于团队协作行为多层概念结构模型探讨

了协作行为与团队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合理的团队结构和高水平的团队合作质量能够有效促

进团队成功。 
团队精神是团队适应的重要软性因素，在团队适应中发挥着“黏合剂”作用。魏萍[15]从团队精神的

视角探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指出团队精神是团队适应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能够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提高团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适应能力是团队适应的核心，不仅包含被动调整的响应能力，更涉及主动预判的前摄能力，以及快

速恢复的抗逆能力。李梅等人[2]从适应性角度研究了多元主体联合创新团队在融通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结果表明适应能力是团队运作的核心要素，主要体现在团队间的知识水平差异、工作模式的协

同以及体制机制的兼容性等方面。 
适应的内在机理能够打开团队适应“黑箱”，揭示了从环境刺激到行为反应之间的复杂转化过程。

张钢等人[3]对现有的团队适应研究进行综述，并重点关注团队适应三大机制：动力机制、认知机制、行

为机制，为理解团队适应的“黑箱”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类为团队绩效的有效提高，包括 1#适应性、2#团队绩效、3#团队。 
适应性对团队绩效的提升作用呈现出显著的情境依赖性特征。高瑛霞[16]综述了适应性绩效的相关

研究，指出适应性对团队绩效的提升作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到团队内部支持、组织承诺等情境因素

的调节，体现了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团队适应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深化趋势。程昱淞[17]
探讨了团队多元化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从团队成员的背景、技能和价值观等多个维度分析了团队适应性

对绩效的作用机制。 

5. 研究前沿及发展趋势 

5.1.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分析可探测特定时期内骤然涌现或频次明显增长的关键词，反映学术关注点的时序变化

与新兴动向。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展示前 15 个关键词生成关键词突现图谱，

见图 6。突现强度排在前三名的是团队(1.42)、团队适应(1.19)、团队绩效(1.17)。其中，“团队适应”关键

词的突现时间持续最短，但突现强度最强，高突现强度表明研究者对团队适应的研究具有迫切需求，在

2016 年~2017 年内，团队适应的相关研究呈爆发式增长，该研究主题是该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团队”

这一关键词最早在 2003 年开始出现，且持续的时间最长，持续时间为 9 年。其次，“团队学习”和“适

应能力”持续时间紧随其后，持续时间为 6 年和 5 年。此外，“高适应性”“团队冲突”“研发团队”

等关键词虽然突现强度较高，但突现时间也很短，表明团队适应研究领域虽然在某一时间段受到高度的

关注，但整体关注程度较低，尚未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5.2.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团队适应领域内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时间跨度以及不同时间段内的出现频次进

行分析，绘制出关键词时间线分析的可视化图谱，以深入探究该领域研究主题的趋势、热点话题的演变

以及新兴研究领域的更迭，见图 7。根据关键词出现的变化，将团队适应领域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初

步探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下降回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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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eyword emergence analysis chart 
图 6. 关键词突现分析图 

 

 
Figure 7.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analysis chart 
图 7.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析图 

 
初步探索阶段(2000 年~2005 年)。“适应性”这一关键词最早见于 2003 年，与此同时，“团队”这

一关键词也首次出现。在这一时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团队适应性的初步探索，内容涵盖团队适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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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过程机制、主要理论框架以及方法论和策略等理论领域。 
快速发展阶段(2006 年~2020 年)。随着我国政策的提出以及国际市场环境的变迁，这一阶段的研究方

向持续拓展，研究内容逐渐丰富。从研究内容来看，诸如“团队绩效”、“适应能力”等关键词逐渐凸

显，研究者们开始聚焦于探讨团队适应能力如何有效提升团队绩效。 
下降回落阶段(2021 年~2025 年)。在 2021 年，针对团队适应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下降，表明该研究

领域已进入“平台期”。核心理论架构已基本成熟，而团队动态能力、团队生命力等新兴概念逐渐成为

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文应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团队适应领域 2000~2025 年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文章得出

了以下结论：(1) 通过发文量分析，发现团队适应领域的发文量在 2000 年~2020 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2021 年~2025 年呈现下降趋势。(2) 通过发文作者分析和发文机构分析，发现团队适应领域并未形成核心

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3)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并未出现中心系数大于 0.1 的关键词，说明团队适

应领域仍未受到高度的关注。(4)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关键词聚类共有 7 组，并对关键词聚类进行

分类整理，分为团队适应的影响因素和团队绩效的有效提高两方面。(5) 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发现团队

适应领域的研究热点为团队，团队适应，团队绩效和高适应性。(6) 通过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分析，将团

队适应领域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研究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 

6.2. 展望 

本文基于研究结论对团队适应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展望：(1) 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建立多模态数

据融合的研究框架，整合生理传感器数据、行为观测数据以及绩效产出数据，构建团队适应能力的预测

模型。在理论建构上，可以透过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视角，深入研究团队适应过程中的涌现现象和非线

性特征，重点解析当团队面临数字化转型时，技术采纳曲线与团队学习曲线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2) 数
字化转型加速和企业组织变革需求为团队适应研究提供了现实驱动力。随着远程办公普及，虚拟团队适

应问题凸显，未来团队适应研究应着力推进跨学科深度融合，重点探索虚拟团队适应机制与人机协同适

应模型。(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团队中的渗透，研究 AI 对团队适应过程的影响具有现实紧迫性，

未来团队适应研究需要探索人工智能对团队适应过程的影响。(4) 数字化转型催生的新型非正式组织形

态正在重塑适应性演化路径，非正式组织中的适应性演化也可能成为团队适应领域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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