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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ＳＳＣＩ收录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的题名含有“高等教育”（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研究文献为样本，运用

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软件，绘制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揭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以

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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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高等教育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教育形式，其研

究机构既是 高 深 文 化 知 识 传 播 创 新 的 社 会 组 织 机

构，也是复制与再造社会的价值、行为模式和道德规

范的源地。因此高等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也成了

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后，随着信息化与社会改革的推动，改革与发展

高等教育亦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目标和实践导向，
同时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研究

创新 与 突 破。自１８２８年《耶 鲁 报 告》（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Ｒｅｐｏｒｔ）发表以来［１］，高等教育领域诞生了大量研究

成果。面对浩若烟海的研究成果，高等教育的热点

问题和前沿领域是什么？主要是哪些国家和机构在

研究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谁？高

等教育领域的核心期刊有哪些？要回答一系列的问

题，如果依靠传统的统计与综述方法，不仅工作量巨

大，而且得 出 的 结 论 直 观 程 度 与 可 信 度 难 以 保 证。

因此，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信息可视化技术，绘制高等教

育研究知识图谱，就可以引领读者从海量文献情报

中 快 速 有 效 地 把 握 关 键 文 献，跟 踪 研 究 的 前 沿

热点［２］。

通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对国际高等教育的研

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评估的文献寥寥无几。现有的研

究文献主要 有：Ｗａｌｂｅｒｇ，Ｈ．Ｊ、Ｐ．Ｖｕｋａｓｏｖｉｃｈ、Ｓ．
Ｌ．Ｔｓａｉ（１９８１）分析 了 教 育 研 究 的 期 刊 文 献 的 范 围

和结构［３］；Ａｌａｎ　Ｅ．Ｂａｙｅｒ（１９８３）运用多元方法的策

略（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鉴 定 了 高 等 教 育 领 域

的核心期刊［４］；Ｓｍａｒｔ　Ｃ．Ｊｏｈｎ（１９８３）分析了教育期

刊 的 品 质 认 知 度（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和 引 用 率［５］；

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　Ｊ．Ｒｏｂｅｒｔ（１９８５）通过文献引用实践的实

证研究探讨了高等教育是否是一个成熟的领域［６］；

Ｊｏｈｎ　Ｍ．Ｂｕｄｄ（１９８８）对 高 等 教 育 的 研 究 文 献 进 行

了定量分析［７］；钟秉林等采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基于

国外期刊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对国际高等教育的现状

进行了分析［８］；叶之红通过机构、课题、专家、专著和

专刊 等 参 数 研 究 了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的 一 般 情

况［９］；胡振敏对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文献的现状进行

了分析［１０］；范围、高耀明通过ＣＮＫＩ、内容分析法分



析了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研 究 主 题［１１］；
蔡克勇采用文献分析法探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

究的五十年［１２］；别 敦 荣、彭 阳 红 以《高 等 教 育 研 究》
刊发论文为样本分析了近１０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的现状与未来走向［１３］；龚放基于ＣＳＳＣＩ的统计数据

对中国教育学期刊影响力进行了评价［１４］。近几年，
随着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发展与应用，部分

学者开始尝试用信息可视化技术绘制高等教育领域

研究的 知 识 图 谱，如 姜 华、叶 涛、姜 春 林 运 用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Ⅱ分 析 了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的热点领 域、经 典 文 献、权 威 人 物 等［１５］；汤 建 民 对

２００８年ＣＳＳＣＩ收录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进行了可

视化分析和 知 识 图 谱 绘 制［１６］；余 新 丽、赵 文 华 采 用

知识图谱的方法分析了大学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基

础和研究热 点［１７］。根 据 对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的 综 述

可知，大部分成果都是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或简单地

统计描述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或综述，
而且大都是针对国内的研究成果，缺乏对国际高等

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基于信息可视化的

研究。因此，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评估

国际高等教育的研究现状和学术影响力，为我国高

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ＳＳＣＩ（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是ＳＣＩ
的姊妹篇，是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引文

数据库，其中所收录的文献均是选自各学科领域的

核心期刊。该数据库不仅有来源索引，同时还有引

文索引，即其不仅对所选中的来源文献进行索引，同
时还 对 来 源 文 献 中 所 涉 及 到 的 参 考 文 献 进 行 索

引［１８］。因此，研究 选 取ＳＳＣＩ数 据 库 作 为 研 究 数 据

来源，数据检索时设置Ｔｉｔｌｅ为“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时 间 设 定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记 录 类 型 设 置 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共 得 到２０５０条

记录。经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 筛 选 处 理，最 终 得 到１７７７
篇文章，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３７篇，包 含３６６２位 作

者，１０８０９个关键词，生成的年代分布见图１。由 图

可知，进入２１世纪的近十年，高等教育研究激发了

国际学术界的热情，并表现出了持续不断的关注，研
究成果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图１　ＳＳＣＩ收录的题名含有“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

论文按时间分布图（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

关系的一种图形，其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

计量和图形绘制，将知识和信息中令人注目的最前

沿领域和学科制高点，以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地展现

出来［１９］。美国德雷塞尔大学（Ｄｒｅｘ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陈

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创造

性地把信息可视化技术和科学计量学结合起来，运

用多维尺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动态网络分析三

种可视化方法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得到广泛的认可

和应用［２０］。因此，本 文 通 过 借 助 该 软 件，绘 制 近 十

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快速、直观地展示

近十年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状况。具体是通过

关键词共词 分 析、作 者 共 被 引 分 析（ＡＣＡ）、期 刊 共

被引 分 析（ＪＣＡ）、国 家 共 词 分 析（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ｗ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机 构 共 词 分 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ｏ－ｗ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等，获 得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的 国 家 分 布、
高产机构分布、核心期刊、代表人物以及前沿热点等

一系列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三、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评估

笔者通过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软件，设置不同的参

数、选择不同的节点与算法，最后获得了近十年来国

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文献、影响力大的作者、研究

的前沿热点或领域、核心期刊的分布以及国际高等

教育研究的国家与机构分布等总体概括，并以直观、
形象的知识图谱展现出来。

１．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文献

通过进行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分析，获得了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的 文 献 共 被 引 网 络 聚 类 图 谱（见 图２）。
同时根据分析结果，参照文献被引频次（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与中心 性（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绘 制 了 文 献 共 被 引 分 布 表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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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共被引前１０位分布表

序号 被引频次 中心性 文献名称

１　 ３７　 ０．４４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Ｓ，１９９７，ＡＣＡ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
２　 ３４　 ０．３３ ＧＩＢＢＯＮＳ　Ｍ，１９９４，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
３　 ２９　 ０．１９ ＰＲＯＳＳＥＲ　Ｍ，１９９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
４　 ２８　 ０．１２ ＢＩＧＧＳ　Ｊ，１９９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ＥＡ
５　 ２６　 ０．３０ ＢＥＣＨＥＲ　Ｔ，２００１，ＡＣＡＤ　ＴＲＩＢＥ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
６　 ２６　 ０．１６ ＬＡＶＥ　Ｊ，１９９１，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
７　 ２６　 ０．０４ ＣＬＡＲＫ　ＢＲ，１９８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Ａ
８　 ２５　 ０．０７ ＷＥＮＧＥＲ　Ｅ，１９９８，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９　 ２４　 ０．２５ ＰＡＳＣＡＲＥＬＬＡ　ＥＴ，１９９１，ＣＯ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０　 ２４　 ０．０６ ＣＬＡＲＫ　ＢＲ，１９９８，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

图２　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

　　综合表１与图２可知，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

文献共被引网络中存在几个突出的关键节点，它们

连接两个以上的不同聚类且被引频次和中心度较高

（虽被引频次与中心性不完全一一对应，但基本上存

在着正向比例关系）。这些节点可能成为网络中由

一个时间段 向 另 一 个 时 间 段 过 渡 的 关 键 点［２１］。因

此可通过挖 掘 在 整 个 网 络 中 起 战 略 作 用 的 关 键 节

点，探寻该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理论和经典文献。
因此，通 过 上 面 的 引 文 分 析 可 以 得 出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国际高 等 教 育 领 域 研 究 文 献 引 用 的 代 表 著

作与经典文献。首先最突出的节点是希拉·斯劳特

（Ｓｈｅｉｌａ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与加里·罗兹（Ｇａｒｙ　Ｒｈｏａｄｅｓ）于

１９９７年合 著 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ｒｋｅｔｓ，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译作《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国家与高等教

育》）［２２］。该书是一本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在新自

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导向为核心价值

的学术资本 主 义 开 始 成 为 大 学 精 神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２３］，预示了高等教育变革的新图景。

　　被引频次与中心性均排在第二位的文献是迈克

尔·吉本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ｉｂｂｏｎｓ）等人１９９４年所著的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译作《新知识的生产：当代社会中的科学

与研究动 力 学》）［２４］。该 著 作 探 讨 了 多 元 社 会 中 知

识产生 模 式 的 变 迁，社 会 知 识 产 生 的 模 式 正 在 由

Ｍｏｄｅｌ　１向 Ｍｏｄｅｌ　２转换。
同时，还有托尼·比彻（Ｔｏｎｙ　Ｂｅｃｈｅｒ）与保罗·

特 罗 勒 尔 （Ｐａｕｌ　Ｒ．Ｔｒ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８ 年 所 著 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译作《学术

部落和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２５］，该书运

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英美两国众多学术机

构中的大量学者进行深入访谈和大量经典文献的辨

析，对学科知识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而

富有启示性的探究。该书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

部力作，多年来被知识社会学、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

等领域的学者广泛引用［２６］。

２．高等教育研究的代表作者

任何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完善都需要优秀科学

家的投入与贡献，他们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开辟

新的思路、方法和视角，推动了科学研究向更深层次

迈进。科研成果的被引次数高低可以作为衡量研究

者的学术水平与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的重要指标。
因此，笔者通过对作者共被引，获得了近十年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的 代 表 作 者 分 布 图 谱（见 图３），参 照 文

献被引频次，绘制了近十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共被

引频次前２０位作者的分布表（见表２），并以此来分

析和揭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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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高等教育研究共被引频次前２０位作者

序号 被引频次 作者 序号 被引频次 作者

１　 １２９ ＯＥＣＤ　 １１　 ６７ ＡＬＴＢＡＣＨ　ＰＧ
２　 １２９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　 １２　 ６４ ＢＥＣＨＥＲ　Ｔ
３　 ７９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Ｓ　 １３　 ６４ ＲＥＡＹ　Ｄ
４　 ７５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Ｒ　 １４　 ６２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Ｓ
５　 ７２ ＲＡＭＳＤＥＮ　Ｐ　 １５　 ６２ ＵＮＥＳＣＯ
６　 ７２ ＳＣＯＴＴ　Ｐ　 １６　 ６１ ＮＥＡＶＥ　Ｇ
７　 ７１ ＴＲＯＷ　Ｍ　 １７　 ５８ ＨＥＦ　ＣＥ
８　 ７０ ＣＬＡＲＫ　ＢＲ　 １８　 ５６ ＴＥＩＣＨＬＥＲ　Ｖ
９　 ６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１９　 ５４ ＧＩＢＢＳ　Ｇ
１０　 ６７ ＢＩＧＧＳ　Ｊ　 ２０　 ４９ ＹＯＲＫＥ　Ｍ

图３　高等教育研究代表作者分布

　　结合表２与图３，笔者发现了近十年国际高 等

教 育 研 究 领 域 的 高 被 引 作 者，通 过 设 置 阀 值，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为 我 们 展 现 了 被 引 频 次 前２０位 的 作

者。被引频次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 称ＯＥＣＤ），它 被 称 为“智 囊 团”和

“非学术大学”，它的许多政策和思想都对高等教育

领域产生了 重 要 影 响。其 次 是 皮 埃 尔·布 尔 迪 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

家［２７］，其著作《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ｓｔｅ》（译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

判》）被评为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

一［２８］。第三是 西 蒙·马 金 森（Ｓｉｍｏｎ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讲座教授，其著作《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 作《教 育 中 的 市 场》）（１９９７）、《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译作《企业型大学》）（２０００）、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 作《大 学 的 前

景》）（２００７）等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
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还有前剑桥大学副校

长阿什比（Ｅｒｉｃ　Ａｓｈｂｙ），其 是 世 界 公 认 的 高 等 教 育

专家；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
其被称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激励者和组织者”；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Ｍａｔｉｎ　Ｔｒｏｗ），其关于高等教

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对高等教育具有重要影响。
表３　高等教育研究被引频次前１０位国家

序号 被引频次 国家 序号 被引频次 国家

１　 ４６８ ＵＳＡ　 ６　 ７０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４２６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７　 ５６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３　 １１８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８　 ４９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４　 ７７ ＳＰＡＩＮ　 ９　 ３８ ＲＵＳＳＩＡ
５　 ７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０　 ３７ ＣＡＮＡＤＡ

表４　高等教育研究被引频次前１０位机构

序号 被引频次 国家 序号 被引频次 国家

１　 ３０ Ｕｎｉｖ　Ｌｏｎｄｏｎ　 ６　 １６ Ｕｎｉｖ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２　 ２７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　 ７　 １５ Ｕｎｉｖ　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３　 ２２ Ｕｎｉｖ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８　 １５ Ｕｎｉｖ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４　 １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　 ９　 １４ Ｋｉｎｇｓ　Ｃｏｌｌ　Ｌｏｎｄｏｎ
５　 １７ Ｕｎｉｖ　Ｓｙｄｎｅｙ　 １０　 １４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Ｕｎ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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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高等教育研究力量的国家与机构分布

　　３．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与机构分布

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被引用频次是衡量

一个国家和地区，或者一个机构科研力量与国际影

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综合表３、表４以及图４，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

近十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力量的主要国家与机构分

布。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技术强国，凭借其发达

的高等教育和顶尖的科研力量，其发表的论文的被

引频次是最高的。其次是英国，在分析过程中它被

分为两个部分：英格兰和苏格兰，而且其中心性值要

远大于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因此英国可以说是近十

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心和核心力量。再次是澳大

利亚、西班牙、德国、俄罗斯等，中国排在第五位，这

些国家除了中国，其余全部是发达国家，而且前十名

的亚洲国家只有中国，可见中国进入２１世纪以后高

等教育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提升，且跻身于世界

较强研究水平行列，但是无论是发文总量还是文章

被引频次与世界发达国家都还有很大差距。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ＳＳＣＩ收录的１９１４篇文献，来自

５３个国家（地区），其中发表论文２５篇以上的高 产

国家有１５个。美英两国的论文数量加起来占据了

论文总量的“半壁江山”，主要是因为英美是高等教

育最为发达的国家，拥有一批像哈佛大学、剑桥大学

等国际一流大学，其高等教育实践为研究开展提供

了丰富的学术土壤，其雄厚的科研力量为研究提供

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在研究机构方面，伦敦大学以３０次的被引频次

居于首 位，其 次 是 澳 大 利 亚 的 澳 洲 公 开 大 学 联 盟

（ＯＵＡ）。其实伦敦大 学 和 澳 洲 公 开 大 学 都 不 是 完

整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种大学联盟，它名义下的独

立大学与学院都是独立的实体，独立招生，独立颁发

文凭等。兰卡斯特大学排在第三位，其在英国享有

很高的学术声誉，学校实行学院制度，每个学院具有

较强的独立性，并且学生支持服务系统完善。上述

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其
管理方式和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高等

教育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为国际高等 教 育 研 究 的 开 展

提供了自 由 的 环 境。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被 引 频 次 大 于

１０次的中国高校中，只有香港大学，没有内地高校。
组织性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的阶段性标

志。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大致有两个层次，即国

际性和国家内的研究组织；国家内研究机构一般是

三重结构，即国家政府的、社会民间的、大学内部的

研究机关［９］。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被引频次 较 高 的

机构是大学或学院，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
推动着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向前发展。

４．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的概念起源于布拉福

德定律的发现，后经加菲尔德的研究逐步发展起来。
核心期刊集中了某一学科领域的大量论文，而且由

于其高被引率和转载率，所以质量较高。因此确定

某一学科或者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对于学者能否

从海量的文献中寻找到所需的高质量研究文献资料

至关重要。
笔者使用“标题文献引文法”，即通过将“高等教

育”研究为题名的文献进行期刊共被引分析，获得高

被引频次期刊 分 布 图（见 图５），从 而 确 定 该 研 究 领

域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的 核 心 期 刊。经 统 计，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高等教育研究文献所引证的期刊有６５２种，
总被引频次２８３５１次。由表５可知，被引频次大于

１００的期刊有１４种，这十四种期刊被引频次总和达

到了２１３８次，占期刊总被引次数的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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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高等教育研究被引次数大于１００的核心期刊分布

序号 被引频次 期刊名称 序号 被引频次 期刊名称

１　 ３７６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　 ８　 １１７ ＲＥＶ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
２　 ２３４ ＳＴＵＤ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　 ９　 １１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　ＲＥＳ　ＤＥＶ
３　 ２１２ Ｊ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　 １０　 １１５ ＢＲＩＴ　Ｊ　ＳＯＣＩＯＬ　ＥＤＵＣ
４　 １４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　Ｑ　 １１　 １１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　ＥＤ
５　 １４５ ＲＥＳ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　 １２　 １１０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６　 １３１ ＥＣＯＮ　ＥＤＵＣ　ＲＥＶ　 １３　 １０２ ＲＥＶ　ＥＤＵＣ　ＲＥＳ
７　 １２４ ＡＭ　ＥＣＯＮ　ＲＥＶ　 １４　 １００ ＡＭ　ＳＯＣＩＯＬ　ＲＥＶ

图５　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期刊分布

　　 被 引 频 次 和 中 心 性 最 高 的 是《高 等 教 育》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其研究世界范围内大学、学院

和职业教育结构的教育发展，报告公私部门的高等

教育发展现状，汇集了分析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问

题的权威性文章和观点。排名第二的是英国的《高

等教育 研 究》（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该 期

刊刊载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证文章以及探索教学与学

习政策的文章。其次是创刊于１９３０年的《高等教育

的杂 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其 将 学 科

方 法 与 批 判 的 洞 察 力 结 合 起 来，探 讨 教 师、行 政 人

员、管理人员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５．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ｓ）在 一 篇 文 章 中 所 占 的 篇 幅

虽然不大，但却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是文章主题的

高度概括和凝练，因此对文章的关键词进行分析，频
次高的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

题［２９］。选择关键词共现分析，获得高等教育研究的

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６）。为了保证研究的严谨性

和完整性，笔 者 对 关 键 词 进 行 了 筛 选 和 精 炼，如 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统一为“大学”。最后

列出了近十年高等教育研究共现频次的前十个关键

词（见表６）。

图６　高等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６　高等教育研究共现频次前十位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１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高等教育） ３７３　 ６ Ｇｅｎｄｅｒ（性别） ４７
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学生） ８１　 ７ Ｃｏｌｌｅｇｅ（学院） ４６
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大学） １３７　 ８ Ｐｏｌｉｃｙ（政策） ４３
４ Ｍｏｄｅｌ（模型） ５５　 ９ Ｑｕａｌｉｔｙ（质量） ３８
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绩效） ４９　 １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 ３２

　　通过图６，可以直观地看到，除“高等教育”外，

频次最高的关 键 词 是“学 生”，１９９８年 的 世 界 高 等

教育大会宣 言 曾 指 出：“当 今 这 个 日 新 月 异 的 世 界

上，高等教育显然需要有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

新模式”［３０］。而１０年之后的《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

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也认为，“国家和高等教育机

构的决策者 应 将 学 生 以 及 他 们 的 需 要 置 于 中 心 位

置，应将他们看作高等教育革新的重要的伙伴和负

责任的一 方”［３１］。因 此，无 论 是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的 实

践还是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学生这一主体。同时还

可以看到模型（Ｍｏｄｅｌ）、绩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也 是 出

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这是因为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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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息技术、网 络 技 术 等 运 用，加 上 学 科 交 叉 的 发

展，学界开始倾向于借助计算机建立模型的方法开

展科学研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伴随着教

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等问题，因此关注高等教育绩效，
促进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统一成

为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与目标［３２］。

四、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ＳＳＣＩ收 录 的 题 名 含 有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 文 献 为 数 据 来 源，借 助 信 息

可视化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通过数据挖掘、信 息 处 理

和知识计量，绘制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

１．研究结论

近十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代表文献有：希拉

·斯劳特的《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国家与

高等教育》、迈克尔·吉本斯的《知识的新生产：当代

社会的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托尼·贝歇尔的《学

术部落和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等。近 十

年高等教育研究的代表人物有：皮埃尔·布尔迪厄、
西蒙·马金森、巴内特、保罗·拉姆斯登等。近十年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和澳

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主要研究机构如伦敦

大学、公开大学联盟、兰卡斯特大学、悉尼大学等也

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而近十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的代表性期刊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高

等教育杂志》等。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学生、大学、模

型、绩效、质量等具体领域。

２．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文分析的 数 据 跨 度 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而高等教育研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因此有必要扩展数据的时间跨度，绘制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的更完整而系统的知识图谱。同时，鉴

于篇幅，本文 还 缺 乏 全 面 完 整 的 知 识 图 谱 分 析，如

ＴＥＲＭ分析、学科分析、基金资助分析等。
其次，本文在检索的方法上，仅检索以ＳＳＣＩ收

录的题名含有“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文献来代表国

际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文献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研究的样本量，可能导致研究的结

论存在一定 的 偏 差（ｂｉａｓ），还 有 待 实 践 检 验 和 进 一

步的研究。但本文提供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可以为研

究人员评估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学术影响力提供

借鉴和参考。
（致谢：本 文 得 到 北 京 大 学 教 育 学 院 马 万 华 教

授、蒋凯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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