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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区块链是实现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科学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的方法，对区块链领

域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挖掘区块链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探索其研

究热点，梳理其演化路径，分析其研究趋势，以期展现现有研究成果与未来研究方向。 文

献计量结果表明：（１）区块链领域研究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研究领域呈现交叉融合趋

势。 （２）区块链研究领域的学科知识结构由加密货币市场效率与监管、区块链技术体系

创新、区块链应用场景拓展三个部分组成。 （３）区块链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加密货币动态、
泡沫特性研究、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研究、区块链技术创新与组织管理。 最后，本文从管

理对象、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三个方面提出区块链的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区块链研究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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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区块链（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作为一项新兴数字技术，最早在中本聪的比特币白皮书中提出。 区块链具

备去中心化、集体维护、可追溯等优势，通过构建共识机制和执行智能合约的方式，能实现点对点交

易、协调与协作，弱化了经济交易中固有的信任障碍。 区块链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多个国家各个领域

的广泛关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

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区块链在当代技术

革命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利于价值互联网和信用社会的建设，吸引了大量学者展开相关研究。
已有学者从多学科的视角对区块链功能和设计、应用场景、组织和管理、政策与监管等问题进

行了总结与探索（Ｒｉｓｉｕｓ 和 Ｓｐｏｈｒｅｒ，２０１７［１］；朱良杰等，２０１７［２］；商琦和陈洪梅，２０１９［３］；杨望等，
２０２０［４］；杨继和刘柯杰，２０２０［５］）。 总体上，有关区块链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且不断深化。
国内针对区块链文献进行梳理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主观综述为主，如袁勇和王飞跃（２０１６） ［６］ 梳

理了国内外区块链技术发展历程。 以文献计量为主要手段的定量分析相对较少，如花敏和卢恒

（２０２０）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对国内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刊发的 １７５１ 篇区块链研究文献进行对比分析，
认为区块链与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分布式能源等方面的结合应用是未来的研究热点［７］。 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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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前者在文献梳理的系统性和客观性方面有所不足，后者则能相对全面地揭示区块链领域研究的

概貌，但现有定量分析以关键词共现研究为主，对研究脉络演进和文献内容分析力度不够，且随着

区块链落地应用场景的增多，相关文献爆发性增长，文献时空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主题愈发丰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已经收集了区块链领域 ４０００ 余篇文章，远超此前计量

类文献数量。
为厘清区块链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更深入地推动区块链研究开展，有必要对现有

区块链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 鉴于此，本文旨在采取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区块链

领域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 科学知识图谱以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视化为核心方法，是知识

管理领域的重要方法，能揭示知识演化进程和机制（冯新翎等，２０１７［８］；李杰和陈超美，２０１７［９］ ），能
够更全面、客观地对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和梳理，更科学地识别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谢卫红

等，２０２０） ［１０］。 本文首先对区块链领域研究整体发文趋势、研究领域、高水平科研机构进行分析，展
现该领域研究概况。 其次，通过共被引网络分析及地标点、核心性以及突现性文献梳理，剖析区块

链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前沿。 最后，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结构变异分析，呈现区块链领域在不

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进而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 区块链领域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１．文献来源与处理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选取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

数据库为数据来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包括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等重要引文库，收录了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外文核心学术期刊。 为尽可能覆盖与区块链相关的研究主题，本
文选取 ＴＳ ＝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ｅｄｇｅｒ”ＯＲ“ｓｍａｒ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ｂｉｔｃｏｉｎ”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ｕｍ”ＯＲ
“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 ｆａｂｒｉｃ”）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选择“Ａｒｔｉｃｌｅ”，剔除重复的、实际内容与区块链

不相关的检索信息，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最终得到 ３８６０ 篇文献，文献刊发时间最早始于

２０１３ 年。
２．文献增长趋势分析

论文的发文数量反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可视作衡量学科发展水平和科技产出的一项

重要指标（胡东滨等，２０２１） ［１１］。 通过绘制区块链研究年度发表论文数量和引文总数（如图 １ 所

示），可以观察出区块链在不同时期获得的关注度。

图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区块链研究领域发文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区块链文献信息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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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量变化体现出学者们对于区块链领域关注的变化。 从年度论文发表数量来看，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区块链领域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２０１７ 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具体来说，２０１７ 年以

前，尽管区块链实际应用方面成果丰硕，但学术界对区块链关注相对较少。 就行业发展来看，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比特币网络上线，区块链逐渐获得国内外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并在 ２０１５ 年登上《经济

学人》封面文章后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 封面文章认为，区块链技术能具体化为制造信任的机器，
通过智能合约大大优化社会资源的流转效率，有望改变人们和企业合作的方式。 ２０１７ 年，随着比

特币用户不断增加，以太坊智能合约功能也逐渐完善，区块链技术已经开始在多领域落地应用，学
界对区块链的关注度持续攀升，发文数量也进入新的阶段。 区块链领域研究从初创期过渡到高速

发展期。 ２０１７ 年《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推出一期区块链特刊，讨论了区块链

对现代组织，特别是金融服务行业的影响。
作为区块链研究的转折点，２０１７ 年以来，关于区块链研究的文献总体上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

引文数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趋势，说明区块链领域有较大的研究突破。 其中 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 和

Ｄｅｖｅｔｓｉｋｉｏｔｉｓ（２０１６） ［１２］、Ｘｕ 等（２０１８） ［１３］、Ｔｓｃｈｏｒｓｃｈ 和 Ｓｃｈｅｕ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６） ［１４］、Ｚｈｅｎｇ 等（２０１８） ［１５］

对区块链的技术架构、功能和应用领域进行了详细论述，成为区块链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是目前

引用次数最高的文献。
３．主要发表期刊的统计分析

从发文期刊统计来看，区块链领域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 由表 １ 可知，发表区块链研究论

文最多的前十种期刊占发文总数的 ３１ １９％ ，其中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近八年来发表区块链研究文献最

多，共 ５０５ 篇，在区块链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期刊；其次是 Ｓｅｎｓｏｒｓ 和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分别以 １１５ 篇和 １０５ 篇发文数位列第二、第三。 区块链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和金

融领域，其中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包括跨学科应用、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信息系统控制论等。 传

统金融资产可以集成到区块链分类账中，从而形成区块链的数字资产，在区块链上存储、转移和交

易。 因此，跨境支付、证券交易、数字票据等金融领域研究也迅速发展。
来源期刊的影响因子大多数在 ３ 以上，影响因子为 ９ ９３６ 的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也

发表了 １０５ 篇相关的文章，发文期刊的情况充分显示了近年来区块链研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出现

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而金融领域和管理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等经济和管理类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数量不足 １０ 篇，值得继续深入

研究。
表 １ 区块链领域研究发文期刊排名情况（Ｔｏｐ １０）

序号 期刊 影响因子 文献数量 文献占比（％ ）

１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３ ７４５ ５０５ １３ ０８３

２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３ ２７５ １１５ ２ ９７９

３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９ ９３６ １０５ ２ ７２０

４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 １２５ ９２ ２ ３８３

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３ ５２７ ８７ ２ ２５４

６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 ５７６ ７１ １ ８３９

７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９２４ ６１ １ 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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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期刊 影响因子 文献数量 文献占比（％ ）

８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９ １１２ ６０ １ ５５４

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ａｓｅｌ ２ ４７４ ５７ １ ４７７

１０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 ４１２ ５１ １ ３２１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中区块链刊发信息整理

４．核心科研机构分析

本文按照发文数量对关注区块链的科研机构进行统计，如表 ２ 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科研机构在

区块链研究领域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其中，北京邮电大学以 ９８ 篇发文量位居第一，中国科

学院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紧随其后，分别位列第二、三。 在前十个高产出研究机构中，中国机构合

计 ５ 个，美国共 ３ 个，英国和沙特阿拉伯各有 １ 个，这说明我国在国际区块链研究领域参与度高，拥
有较多高产的权威研究机构，高度重视区块链领域研究，并不断地推动国际上区块链领域研究的

进步。
表 ２ 区块链领域研究发文机构排名情况（Ｔｏｐ １０）

序号 机构名称 文献数量 文献占比（％ ）

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９８ ２ ５５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９１ ２ ３６

３ Ｘｉｄ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０ １ ８１

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６６ １ ７１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６６ １ ７１

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 ６１ １ ５８

７ Ｋｉｎｇ Ｓａｕ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５ １ ４２

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４ １ ４０

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５３ １ ３７

１０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ｃｓｈｅ ４８ １ ２４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检索的区块链研究机构发文数量整理

三、 区块链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

为厘清区块链研究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本文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Ｒ２ 软件进行文献共被引网

络聚类分析。 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分析是以共被引强度作为基本计量单位，通过对相似研究主题

进行挖掘，进而对文献集合进行分类聚合的定量处理技术（李雪蓉等，２０１６） ［１６］。 通过聚类分析对

主要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对地标点、高频共被引和强突发性文献等核心文献进行分

析，进而对主要的研究观点进行凝练。
１．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

区块链领域研究文献共被引聚类网络如图 ２ 所示，图 ２ 中“＃”表示聚类编号及名称，按照节点

数量从多到少排序，每个聚类类别分别代表了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 图 ２ 中两个节点存在连

线代表这两篇文章被共同引用过，节点大小显示了被引频次的高低。 在图谱中，每个聚类代表了一

个领域的研究主题，聚类的绘制质量可以用模块值（Ｑ 值）和平均轮廓值（Ｓ 值）来衡量。 其中，Ｑ 取

值在［０，１）区间内，当 Ｑ ＞ ０ ３ 时意味着聚类划分结构显著，当 Ｓ 值高达 ０ ７ 时，代表聚类效率高（陈
悦等，２０１５） ［１７］。 图 ２ 中模块值 Ｑ 为 ０ ８７４７，平均轮廓值 Ｓ 为 ０ ９２１５，这表明共被引文献聚类清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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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了区块链的各个子域（原图备索）。 聚类的不同颜色表示聚类中发生共引的时间，其中颜色较暗

的聚类时间出现较早，图 ２ 中可以看出各个聚类颜色较一致，区块链领域研究时间较为集中。

图 ２　 区块链领域文献共被引聚类

资料来源：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Ｒ２ 文献共被引聚类网络图分析绘制

表 ３ 区块链研究领域引文网络聚类的基本情况

聚类编号 节点数量 聚类标签 ＬＬＲ 平均引用年份 Ｓ 值 研究重点

０ １０２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２０１７ ０ ９１６ 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市场效率

１ ７８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２０１７ ０ ９５２ 区块链底层技术及供应链领域应用

２ ７０ 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０ ９１１ 区块链可扩展性问题

３ ５９ 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０ ９２２ 区块链 ＋ 边缘计算

４ ５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７ ０ ９３ 区块链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

５ ５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２０１７ ０ ８４ 区块链在物联网领域的应用

６ ４４ 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ｓ ２０１８ ０ ９２２ 区块链在能源互联网领域的应用

７ ４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２０１４ ０ ９５２ 区块链引起商业模式变革

　 　 注：“平均引用年份”（Ｍｅａｎ ｙｅａｒ）代表聚类中文献的平均年份，能够用来判断聚类中引用文献的时间远近

资料来源：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Ｒ２ 文献共被引聚类结果导出后整理

表 ３ 进一步对节点数量充足的各个聚类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网络中最

大的聚类是编号 ０ 的聚类“＃０ 区块链”，包含 １０２ 个节点。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提取的标签只显示每个聚类

中概率最高的第一个文献关键词，可读性较差，因此本文根据聚类的标签，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深入

分析各聚类类别所对应的研究重点，分析结果显示聚类对应的研究重点分布在加密货币、区块链平台

等技术和实践领域。 从时间顺序看，早期研究集中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情境下商业模式变革领域，随
着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兴起，区块链技术体系优化创新和应用场景拓展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聚类 ０ 是最大的聚类，该数据群包括 １０２ 篇高被引论文，平均引用年份是 ２０１７ 年。 研究主题

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作为区块链应用最早、最成熟的领域，其长期运行的公开交

易数据集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 聚类 ０ 中实证分析文章较多，发表时间较为集中。 代表性

文献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２０１６） ［１８］、Ｄｙｈｒｂｅｒｇ（２０１６） ［１９］、Ｃｈｅａｈ 和 Ｆｒｙ（２０１５） ［２０］ 主要探讨了比特币的市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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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特征与监管、比特币交易溯源等问题，分析了比特币的交换媒介优势和价值存储优势，对加密货

币市场波动研究影响深刻。 其中，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２０１６） ［１８］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比特币美元收盘价为样本，对其市场效率进行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比特币回报

是显著低效的，但随着比特币投资和交易增多，比特币将变得更加高效。 该文章首次对比特币市场

效率进行检验，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聚类 １、聚类 ２ 和聚类 ３ 平均被引时间比较接近，实现了研究领域从比特币到区块链技术的转

变。 加密货币领域长期以来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即双重支付和拜占庭将军问题，区块链

技术通过分布式节点的验证、数字加密技术和共识机制解决这两个问题，实现信息传递和价值转移

（袁勇和王飞跃，２０１６） ［６］。 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不断扩大，区块链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的研究也

越来越丰富。
聚类 １ 和聚类 ３ 中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方面对区块链的底层技术特征、技

术潜力以及现实应用中的局限性进行探讨，代表性文献如：聚类 １ 中的两篇文献（Ｓｗａｎ，２０１５［２１］；
Ｌａｎｓｉｔｉ 和 Ｌａｋｈａｎｉ，２０１７［２２］）和聚类 ３ 中的两篇文献（Ｋｈａｎａ 和 Ｓａｌａｈ，２０１８［２３］；Ｚｈｅｎｇ 等，２０１７［２４］ ）；
另一方面对区块链平台建设展开分析，代表性文献如：聚类 １ 中的两篇文献（Ｋｓｈｅｔｒｉ，２０１８［２５］；
Ｓａｂｅｒｉ 等，２０１９［２６］）和聚类 ３ 中的一篇文献（Ｋａｎｇ 等，２０１７） ［２７］。 Ｓｗａｎ（２０１５） ［２１］将区块链发展划分

为区块链 １ ０、区块链 ２ ０、区块链 ３ ０ 三个阶段，分别以比特币、智能合约、智能场景应用为代表。
以上三个阶段并非依次实现，而是平行、非演进式发展，这一划分标准被学界广泛运用。 Ｌａｎｓｉｔｉ 和
Ｌａｋｈａｎｉ（２０１７） ［２２］指出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分布式的数字账本技术，具有透明性、可追溯性和安全

性，区块链应用构建在数字数据、通信和计算基础设施之上，有良好的技术兼容性，代表了信息和资

产交换的新范式，为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而且会对社会行为影响。 然而，区块链技术和

平台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存在组织间、组织内、技术和外部四类障碍，如交易延迟、规模和带宽、安
全问题、资源消耗、适用性、分链管理等（Ｓａｂｅｒｉ 等，２０１９） ［２６］。

聚类 ２ 聚焦于去中心化信任和数据确权 （ Ｚｙｓｋｉｎｄ 等，２０１５） ［２８］、隐私保护和系统透明度

（Ｔｓｃｈｏｒｓｃｈ 和 Ｓｃｈｅｕ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６［１４］；Ａｎｄｒｏｕｌａｋｉ 等，２０１８［２９］）等功能性问题研究。 随着智能合约的

发展，区块链技术构建去中心化信任的过程中产生了安全、访问控制等问题。 Ｔｓｃｈｏｒｓｃｈ 和

Ｓｃｈｅｕ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６） ［１４］提出区块链系统更新时，需要所有验证节点同意和接受后才能生效，如果在

此过程中，节点并未同意更新，则可能导致链条分裂而产生硬分叉。 Ｋｏｓｂａ 等（２０１６） ［３０］认为，尽管

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具有强大的表达能力和功能，但这些技术目前的形式缺乏交易隐私。 智能合约

中执行的整个操作序列通过网络传播并记录在区块链上，尽管各方可以创建新的匿名公钥以增加

其匿名性，实际上交易过程是公开可见的。 如何在保证用户隐私的同时维护区块链系统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是一个研究热点。
聚类 ４、聚类 ５ 和聚类 ６ 描述区块链、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术之间的融合应用场景，物联网和

大数据能充当区块链的输入和输出端，能实现多主体分布式协同，解决需求响应、交易效率等问题。
这三个聚类的文献一方面研究了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技术特征对产品功能与设计的影响；另一方面

深入分析区块链在特定行业中的运行效能（Ａｚａｒｉａ 等，２０１６［３１］；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 和 Ｄｅｖｅｔｓｉｋｉｏｔｉｓ，２０１６［１２］；Ｌｉ
等，２０１８［３２］）。 特别是 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 和 Ｄｅｖｅｔｓｉｋｉｏｔｉｓ（２０１６） ［１２］ 分析了物联网环境中部署区块链时如何

实现交易隐私并确定数字化资产的预期价值，详细论述区块链与物联网的组合在多个行业中的应

用前景，该文为后续区块链商业模式研究和分布式应用研究奠定基础。
聚类 ７ 研究平均引用年份最早，围绕商业模式变革等相关主题展开讨论。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

（２０１６） ［３３］与 Ｃｌａｕｄｉａ 等（２０１８） ［３４］的研究是该聚类的代表文献。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２０１６） ［３３］ 认为区块链

重新定义了信任，有望革新工业和商业，推动全球经济变革。 Ｃｌａｕｄｉａ 等（２０１８） ［３４］在以太坊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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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智能电网需求响应程序的分散解决方案，通过区块链协调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实现利益相关者

多方协作，确保了完全分散的能源需求和生产匹配。 区块链以加密算法、分布式数据存储维护为核

心技术，通过共识机制构建和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弱化经济交易中固有的信任障碍，减少交易和执

行成本以及处理时间。 通过区块链协调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能实现利益相关者多方协作，带动了

经济和商业模式变革（郑戈，２０１８［３５］；Ｐｈｉｌｉｐｐ 等，２０１９［３６］）。
综上所述，区块链领域研究的知识结构显示，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什么是区块链、区块链技术的

功能以及区块链如何应用展开，与区块链实践发展进程高度相关。 学界在对区块链基础理论和技术

进行研究的同时，区块链应用领域研究也成为探索的重点，其中，区块链的基础研究为区块链的应用

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而应用研究则为技术研究领域提出新的问题。 具体而言，聚类结果分析显示区

块链领域的研究有三个侧重：（１）聚类 ０ 反映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是区块链领域研究的早期

热点，主要以 ＧＡＲＣＨ 模型检验其收益并对风险进行预测。 （２）聚类 １ ～聚类 ３ 探讨了区块链技术体系

优化创新研究，主要围绕隐私和安全性、智能合约设计与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 （３）聚类 ４ ～聚类 ７ 研究

了区块链应用场景拓展问题，其中包括金融应用和智能场景，区块链金融应用范围已经延伸到金融交易、
股票结算等商业领域，智能场景应用则包括物联网、供应链、生物医学和社会治理等新领域。

２．地标点和高频共被引文献分析

地标点是指引文网络中节点半径较大的点，其引用频率较高，该类文献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奠

基作用。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是以节点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的值大于 ０ １ 来衡量（李杰和陈超美，
２０１７） ［９］。 共被引频次高的文献是核心文献，反映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 表 ４ 统计了区块链领域

研究共被引网络中的地标点和高频共被引文献的基本信息。
表 ４ 地标点和高频共被引文献

被引频次 文章标题 作者 聚类编号 研究重点

地标点

１７０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Ｂｕｂｂｌｅｓ ｉｎ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Ｃｈｅａｈ 和

Ｆｒｙ（２０１５）
０

比特币数字挖掘过程分

析和 金 融 泡 沫 存 在 性

研究

５１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

Ｑｕｅｉｒｏｚａ 和

Ｗａｍｂａｂ（２０１９）
１

个人层面上关于区块链

采纳行为的案例研究

４３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Ｅｙａｌ 和 Ｓｉｒｅｒ
（２０１４）

７
自私采矿行为对比特币

系统的影响

高频共被引文献

４０１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 和

Ｄｅｖｅｔｓｉｋｉｏｔｉｓ（２０１６）
５

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在物

联网领域的应用

２６８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ｗａｎ（２０１５） １ 区块链技术现存不足

２１０ Ｔｈｅ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２０１６） ０ 比特币市场效率

２０８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Ｕｓ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Ｚｙｓｋｉｎｄ 等（２０１５） ２
区块链技术在个人隐私

保护中的应用

２０５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Ｚｈｅｎｇ 等（２０１７） ３
区块 链 中 典 型 的 共 识

算法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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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被引频次 文章标题 作者 聚类编号 研究重点

１９４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Ｚｈｅｎｇ 等（２０１８） ３
区块链的应用领域及技

术优势

１８８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Ｔｓｃｈｏｒｓｃｈ 和

Ｓｃｈｅｕ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６）
２

区块链系统透明度和隐

私保护功能测量

１７６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Ｇ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ｌｌａｒ———Ａ ＧＡＲＣＨ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ｙｈｒｂｅｒｇ（２０１６） ０
利用 ＧＡＲＣＨ 模型探讨了

比特币在风险管理方面

的作用

１７３
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 Ｆａｂｒｉｃ：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ｒｏｕｌａｋｉ 等（２０１８） ２
Ｆａｂｒｉｃ 系统体系结构和设

计决策

１７０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Ｂｕｂｂｌｅｓ ｉｎ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Ｃｈｅａｈ 和 Ｆｒｙ（２０１５） ０
比特币数字挖掘过程分

析和 金 融 泡 沫 存 在 性

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Ｒ２ 文献共被引分析结果整理归纳

聚类 ０ 的地标点探讨了比特币的数字挖掘过程，描绘认为比特币以其便利性、可兑换性和低交

易成本兼具货币的要素，实证结果表明比特币价格容易出现投机性泡沫，且基本价值为零（Ｃｈｅａｈ
和 Ｆｒｙ，２０１５） ［２０］。 该文献为聚类 ０ 研究考虑加密货币价格波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高共被引文

献，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不少文献引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加密货币的衍生产品设计。
聚类 １ 的地标点以 ＰＬＳ⁃ＳＥＭ 模型对印度和美国在物流和供应链领域的区块链应用的驱动因

素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印度由于面临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速度不足等缺点，“便利条

件”这一影响因素在其区块链应用中起着消极作用（Ｑｕｅｉｒｏｚａ 和 Ｗａｍｂａｂ，２０１９） ［３７］。 该文献丰富了

区块链应用的个体层面研究，对后续个体层面区块链价值研究和区块链应用落地研究具有一定

启示。
聚类 ７ 的地标点考察了自私挖矿策略对比特币激励兼容协议的影响，证明现有比特币协议并

非激励相容，在此基础上对比特币协议进行简单的向后兼容渐进修改（Ｅｙａｌ 和 Ｓｉｒｅｒ，２０１４） ［３８］，后
期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区块链情境下激励机制设计研究。

进一步，根据文献内容之间的相关性，被引用频次排名前十的区块链文献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

三大研究主题：（１）比特币的对冲价值与风险；（２）区块链中共识机制和隐私保护等功能研究；（３）
区块链在物联网和隐私保护领域的应用。

３．突发文献分析

突发文献是指在某些时段被引用频次大幅度增加的文献（李杰和陈超美，２０１７） ［９］。 通过对区

块链研究领域突发文献进行分析，能描述该研究领域动态的本质，进而对其区块链领域研究前沿进

行探索。 引文突发有两个属性，即突发的强度和突发状态持续时间。 表 ５ 中窄线条代表论文发表

时间段，宽线条代表此文献成为该领域研究热点所持续的时间段，其中“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分别表示该文献成为研究热点的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

表 ５ 展示了区块链领域突发文献信息，并按其突现性进行了排名。 其中大部分突发集中在

２０１６ 年，突发文献中的发表时间较早的论文主要从比特币的价格和性能角度进行了研究，（Ｅｙａｌ 和
Ｓｉｒｅｒ，２０１４［３８］；Ｋｒｉｓｔｏｕｆｅｋ，２０１３［３９］；Ｓａｓｓｏｎ 等，２０１４［４０］）。 其中 Ｅｙａｌ 和 Ｓｉｒｅｒ（２０１４） ［３８］ 关注了比特币

系统中激励机制设计问题。 Ｋｒｉｓｔｏｕｆｅｋ（２０１３） ［３９］ 首次对比特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探讨，认为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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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市场由短期投资者、趋势追逐者、噪音交易者和投机者主导。 货币价格完全是由投资者对永久

增长的信心驱动，投资者的情绪成为影响价格重要的变量。 Ｇａｒｃｉａ 等（２０１４） ［４１］研究了比特币经济

中社会信号与价格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加密货币痕迹可以用来衡量社会经济信号，为社会互动相

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该文的突发持续时间较长，从 ２０１４ 年持续至 ２０２０ 年。 结合聚类分析和

突发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加密货币的发展演化及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和监管等主题依然是当前研究

前沿。 加密货币从诞生起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种类不断丰富，由于加密货币监管问题、底层技术

存在网络安全隐患、币值不稳定以及发行过程能源消耗过大等限制，加密货币仍然是一种特殊的风

险资产，无法像传统法定货币一样作为交易的媒介被人们广泛使用。
表 ５ 区块链领域突发文献分析（Ｔｏｐ １０）

序号 作者 发表时间 强度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１ Ｗｏｏｄ ２０１４ ２０ ７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 ▂ ▂ ▂ ▂ ▃ ▃ ▃

２ Ｓａｓ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４ １４ ８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 ▂ ▂ ▂ ▃ ▃ ▃ ▃

３ Ｒｏｎ ２０１３ １４ ５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 ▂ ▃ ▃ ▃ ▂ ▂

４ Ｋｒｉｓｔｏｕｆｅｋ ２０１３ １３ 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 ▂ ▃ ▃ ▃ ▃ ▂ ▂

５ Ａｎｔｏ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２０１４ １３ 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 ▂ ▂ ▃ ▃ ▃ ▃ ▃

６ Ｅｙａｌ 和 Ｓｉｒ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２ ６１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 ▂ ▂ ▃ ▃ ▃ ▃ ▃

７ Ｍｅｉｋｌｅｊｏｈｎ 等 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 ▂ ▃ ▃ ▃ ▂ ▂

８ Ｇａｒｃｉａ 等 ２０１４ １１ ３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 ▃ ▃ ▃ ▃ ▃ ▃ ▃

９ Ｋｒｉｓｔｏｕｆｅｋ 和 ２０１５ １０ ２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 ▂ ▃ ▃ ▃ ▃ ▂ ▂

１０ Ｃｉａｉａｎ 等 ２０１６ １０ ０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 ▂ ▂ ▂ ▃ ▃ ▂ ▂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 Ｒ２ 文献突现分析结果整理得出

四、 区块链领域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１．关键词共词分析

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通常是该领域研究热点的集中体现，共词分析能呈现词与词之间的亲疏

关系（李杰和陈超美，２０１７） ［９］。 本文对上述 ３８６０ 篇区块链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
通过时区图探寻区块链研究的时间演变趋势和热点主题的变化过程。

在图 ３ 中，各个节点代表不同关键词，其中节点越大代表着相应关键词出现频次越多。 图 ３
中，从左下角到右上角分别显示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的高频关键词，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关键词之间的

连接密度较高，说明区块链领域研究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继承性。 随着时间推移，区块链研究热点

不断深化，并且延续了文献共被引聚类所形成的研究主题。 为便于后续更加精准地对区块链领域

研究热点演变进行分析，结合文献发表的年度变化趋势、区块链实践发展以及上述分析结果，本文

将区块链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对研究的热点演化情况做进一步分析。
（１）第一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这一阶段区块链文献较少且增长缓慢，关键词相对聚焦，使用

频次最多的关键词包括比特币、市场、价格泡沫、能源消耗、安全、隐私、物联网、共识等。 从高频关

键词中可以看出该阶段主要将区块链视作金融工具，研究热点相对聚焦，集中在加密货币及其交易

平台、挖矿机制、信用问题等现象涌现和内涵界定的定性研究，加密货币价格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定

量研究、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功能研究方面（Ｂｏｈｍｅ 等，２０１５［４２］；Ｃｉａｉａｎ 等，２０１６［４３］）。
１）加密货币动态、泡沫特性研究。 这一时期，如 Ｋｒｉｓｔｏｕｆｅｋ（２０１３） ［３９］从投资者情绪的角度研究

了比特币价格与谷歌趋势、维基百科上的搜索查询的关系，研究发现投机和趋势追逐主导了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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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动态，查询频次和比特币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 该文成为加密货币的统计特性、动态

和泡沫破裂行为的研究起点。 Ｄｙｈｒｂｅｒｇ（２０１６） ［１９］ 利用 ＧＡＲＣＨ 模型探讨了比特币的金融资产能

力，研究发现比特币对冲能力和作为交换媒介的优势，将其纳入投资组合中可以起到介于黄金和美

元之间的避险作用。 随着加密货币市场迅速发展，对比特币底层技术区块链关注的深入，区块链技

术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开始受到关注。

图 ３　 区块链领域研究热点演化路径

资料来源：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Ｒ２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绘制

２）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相关研究。 智能合约以数字化的形式写入区块链后，结合区块链技术

的透明、可追溯、不篡改等特点，减少了交易和执行成本，实现了从去中心化支付手段到去中心化市

场的转变。 Ｚｙｓｋｉｎｄ 等（２０１５） ［２８］ 设计了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个人数据管理系统，通过将区块链转

变为不需要第三方信任的自动访问控制管理器，确保用户拥有和控制个人数据。 区块链还可以通

过服务和资源的共享和使用密码验证实现部分工作流程自动化来优化物联网行业，然而在物联网

环境中部署区块链网络还应考虑交易隐私和数字化资产的价值预期两个问题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 和

Ｄｅｖｅｔｓｉｋｉｏｔｉｓ，２０１６） ［１２］。 Ｏｕａｄｄａｈ 等（２０１６） ［４４］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的分布式访问控制框架

ＦａｉｒＡｃｃｅｓｓ，满足物联网安全和隐私方面的需求。 该文开创了区块链的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即访问

控制。
（２）第二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这一时期发文数量急剧增加，涌现出大量新主题词，如大数

据、云计算、边缘计算、治理、共享经济等。 这一阶段，区块链研究热点逐渐从技术、加密货币特性等

方面转移到与具体场景结合的应用实践和科学探索，但是与具体领域结合的相关研究以理论探讨

和仿真模拟为主，尚处于起步阶段。 如 Ｌｉ 等（２０１８） ［３２］利用联盟链构建了新型能源交易系统，用以

克服传统能源交易系统中的信任和透明度问题，并引入基于信用的支付方案来解决区块链交易确

认延迟而造成的交易限制问题。 区块链分布式存储记录的数据具有防伪造性、真实性以及可追溯

性等特征，同时还属于结构化数据，从大数据的角度来说，该类数据具有很高的价值密度。 区块链

技术通过与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能不断拓宽区块链的应用领域，对实

体经济进行赋能。 例如区块链和边缘计算技术的结合有望解决区块链应用中隐私悖论的问题（Ｌｉｕ
等，２０１８［４５］；Ｃａｓｉｎｏａ 等，２０１９［４６］）。

在此阶段，组织层面的区块链研究成为热点领域。 特别是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变革区块链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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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问题，引起了信息系统、组织、法律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区块链的商业应用有潜力产生新

的组织形态和改变价值创造模式，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信任障碍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Ｎｏｗｉｎｓｋｉ 和
Ｋｏｚｍａ，２０１７［４７］）。 Ｙｅｒｍａｃｋ（２０１７） ［４８］评估了区块链对管理者、机构投资者、小股东、审计师和其他

参与公司治理的各方的潜在影响。 研究发现，区块链以低成本、高流动性、高所有权的透明度等优

势，极大地改善股东参与系统，显著影响股东、经理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动态。 Ａｎｇｅｌｉｓ 和 Ｓｉｌｖａ
（２０１９） ［４９］将区块链技术按照用途划分为交易、智能合约、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和人工智能 － 区块链

四个阶段，构建了区块链价值驱动框架来分析不同技术阶段价值创造的驱动力。 研究认为区块链

进一步强化顾客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带来市场组织形式变革。 Ｋｉｍａｎｉ 等（２０２０） ［５０］ 从银行和资

本市场、公司治理、国际贸易和税收四个方面探索区块链的运用，区块链能降低组织运营、交易和代

理成本，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存在技术人员不足和监管等问题。
梳理区块链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研究方法也愈加丰

富。 随着区块链技术逐渐成熟，区块链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区块链的丰富应用场景优势逐渐

引起关注，学界对众多区块链去中心化应用场景进行研究，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组织模式变革也成为关注

的重点。 ２０１８ 年以后，对区块链功能层面的研究又有了热度，近期的研究以区块链与其他数字技术的结

合为主，如 ２０１８ 年高频关键词“边缘计算”、２０１９ 年高频关键词“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由此可见，区
块链的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未克服的技术缺陷和技术风险，如物理性能不高、智能合约难以处理不完

全契约、资源消耗问题等。 区块链技术本身仍然是研究热点，且呈现与计算机科学深度融合等特点。
２．结构变异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相关指标依赖于文献长期引用，因此无法对新发表文献潜力进行准确预测，结
构变异分析通过关注新发表的文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研究领域的结构对其进行补充。 结构变异理

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的基本思路是在文献共被引网络的基础上，探索新发表的文章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研究领域网络整体结构，进而探测文献在创新性方面潜在的影响力 （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２） ［５１］。 影响力测量不涉及数据的使用，而是采用基于引文轨迹分析的模块化变化率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ＭＣＲ）、聚类间连接变化（Ｃｌｕｓｔｅｒ Ｌｉｎｋａｇｅ，ＣＬ）和中心性分化（Δ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三
个结构变异指标来衡量文献对既有知识概念结构的影响。 根据科学发现理论，许多重要的发现和

创新来自于交叉思想，因此，转换性连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ｌｉｎｋｓ，ＴＬ）可以综合反映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生成的

三个结构变异指标。
表 ６ 区块链领域文献结构变异分析（Ｔｏｐ １０）

ΔＭ ΔＣ⁃ＣＬ ΔＣｅｎ ＴＬ 年份 作者 篇名

５８ ８３ ０ ０８ ２ ８７ ４２ ２０１９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ｄｉｓ 等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

５７ ９７ ０ ０４ ２ ６６ ４２ ２０１９ Ｆｌｏｒｉ Ａ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５８ ８３ ０ １ ２ ８７ ４２ ２０１９ Ｗａｎｇ 等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４８ ８１ ０ １ ０ ８１ ３０ ２０１９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和 Ｚｈａｎｇ
Ｉｓ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ａ Ｈｅｄｇｅ ｏｒ Ｓａｆｅ Ｈａｖｅｎ ｆｏｒ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ａｄ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８２ ０ ０９ ０ ４６ ３０ ２０１９ Ｑａｒｎｉ 等
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ｉｎ Ｕ． Ｓ．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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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ΔＭ ΔＣ⁃ＣＬ ΔＣｅｎ ＴＬ 年份 作者 篇名

４８ ７８ ０ ０８ １ ８６ ３０ ２０１９ Ｌｉ 等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ｃａｙ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ｌａ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ｉｚｅｓ

４６ ２８ ０ ０５ ０ ５１ ２９ ２０１９ Ｋａｔｓｉａｍｐ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Ｍａｒｋｅｔ

４５ ８６ ０ ０５ ０ ６７ ２７ ２０１９ Ｂｏｕｒｉ 等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Ｌｏ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

４５ ６８ ０ ０５ ０ ７１ ２６ ２０１９ Ｅｒｏｓｓ 等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ｄａ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ｔｃｏｉｎ

４４ ８５ ０ ０５ ０ ５５ ２６ ２０１９ Ａｎｔｏｎａｋａｋｉｓ 等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Ｒ２ 结构变异分析结果整理

表 ６ 列出了文献中转换性连接值最高的 １０ 项研究。 通过文献阅读发现，这些排名较高的文章

代表了两种可用于预测前沿的研究类型，即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可靠性研究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应用相关的研究，前者对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本身开展研究（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ｄｉｓ 等，２０１９［５２］；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９［５３］；Ｌｉ 等，２０１９［５４］ ），而后者则超越了加密货币，研究其应用场景的相关问题 （ Ｆｌｏｒｉ，
２０１９［５５］；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９［５６］；Ａｎｔｏｎａｋａｋｉｓ 等，２０１９［５７］）。 其中，Ｆｌｏｒｉ（２０１９） ［５５］对加密货币在

金融应用场景下的投资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通过贝叶斯框架将比特币市场中性信息与投

资者主观信念结合起来，展示如何利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构建多元化投资策略。 Ａｎｔｏｎａｋａｋｉｓ 等

（２０１９） ［５７］采用了 ＴＶＰ⁃ＦＡＶＡＲ 连通性方法来研究加密货币市场中的传输机制，以市值综合排名前

九名的加密货币为样本，捕捉加密货币市场的共同走势。
通过两种前沿探测的结果可以看出，加密货币的创新与现实应用很可能成为区块链领域研究新

趋势。 加密货币通过将网络信息技术与密码学结合，改变人们对货币流通方式的传统认知。 早期加

密货币以比特币为代表，比特币发行基于 ＰｏＷ 机制，存在确认时间长、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２０１４ 年诞

生的以太坊具备平台属性，加密货币可以作为平台的代币使用，以太坊使用了 ＰｏＳ 机制，数据处理速

度较比特币有明显提高，然而还存在币值不稳定、应用场景受限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币值相对稳定

的加密货币应运而生，稳定币通过算法保障或通过将货币价值与某些稳定资产挂钩，实现币值相对稳

定。 稳定币在金融领域应用频率较高，但是仍然面临市场操控风险、发行人违约等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Ｌｉｂｒａ 项目白皮书正式面世，随后我国也加速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多个国家纷纷加速央行数字货

币布局，加密货币隐私、安全、金融攻击、监管等技术发展和大规模应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 结论与展望

１．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和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选择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

关于区块链领域期刊论文进行被引文献知识图谱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分析，厘清了区块

链领域的相关知识结构和热点研究主题。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区块链领域研究成果逐渐增

多，发文数量和引文数量均呈现指数增长趋势。 第二，从学科和期刊分布上看，区块链领域的研究

呈现交叉融合趋势，与计算机科学和金融学这两个特定学科融合较深。 第三，从研究机构来看，中
国和美国是区块领域研究的主力国家，我国高度重视区块链领域研究，推动了该领域学术发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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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区块链的研究主学科知识结构由加密货币市场效率与监

管、区块链技术体系创新、区块链应用场景拓展三个部分组成。 第五，区块链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加

密货币动态、泡沫特性研究、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研究、区块链技术创新与组织管理。 早期研究领

域的关注热点在加密货币和技术迭代上，而在与具体应用领域结合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上仍处于起

步阶段，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第六，结构变异分析显示，区块链研究应更加关注加密货币的实证研

究和应用、区块链技术如何改进加密货币应用的特定局限性，以及加密网络的价值。
２．研究展望

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推动着管

理新范式的涌现。 通过前文对区块链领域研究科学、系统、全面地可视化回溯分析，可以发现，目前

区块链领域的研究仍处于高速成长阶段，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区块链具有自生长性和

可供性等特性，传统管理理论在解释区块链实践中面临挑战。 鉴于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管理对象、
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等方面推进区块链研究。

（１）在管理对象方面，加强加密货币属性分类和治理研究。 近年来，世界各经济体都加强了对产业

数字化的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中央银行正在或已经推进了数字货币的试点。 加密货币在资产

标记、合约验证、交易追溯、跨境支付等方面有巨大优势，也影响区块链平台服务的发展质量。 加密货币

的种类多样，不同技术路线和共识机制使加密货币有不同的性质和应用情境，目前学界对加密货币的资

产属性和分类尚未达成共识。 未来需要结合加密货币的技术特性对其属性、应用、治理进行研究。 同时，
加密货币具有分散化、匿名等特性，加密货币的风险防范和国际合作监管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２）在管理思想方面，加强对基于区块链的价值共创机理研究。 互联网经济下，大量在线价值

创造活动难以确权，区块链的发展与应用为解决数据确权和价值创造及分配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区块链通过重新整合价值创造参与主体的关系，将组织成员重塑为协同模式下的价值共创关系，实
现价值互联、信息共享、系统共建、生态共治（陈冬梅等，２０２０［５８］，Ｏｈ 和 Ｓｈｏｎｇ，２０１７［５９］ ）。 区块链情

境下，传统基于“分层、分权、分工”的管理实践逐渐过渡到基于“共创、共治和共享”的管理实践，与
此同时也引发了管理思想发生转变。 区块链的创新应用形成了新的组织形态，以分布式自治组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ＡＯ）为代表，作为一种颠覆式的组织形态，ＤＡＯ 在国外实践中

已经落地，如 Ｐｏｌｋａｄｏｔ、Ａｒａｇｏｎ ＤＡＯ、ＤＡＯｓｔａｃｋ、Ｃｏｌｏｎｙ 等，在国内则刚刚起步，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

发展机遇。 目前对分布式自治组织这种新型组织形态的运作模式的相关研究极为有限，有关区块

链情境下价值共创机理的揭示尚未展开，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３）在管理方法方面，拓展区块链应用效果测量方法。 区块链的发展和应用塑造了新的管理

实践。 随着管理对象和管理思想发生变化，传统的管理方法也不再适用于区块链情境下的管理实

践。 过往管理学历史发展表明，新型管理方法的出现能够给管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素材，从数据获取

和数据分析两方面改变管理学研究的范式。 区块链的发展与应用产生了大量结构化数据，从大数

据的角度来说，该类型数据具有很高的价值密度，丰富了管理学研究数据。 因此，有必要对区块链

情境下数据驱动的管理方法保持密切的关注，并将其与管理研究紧密结合。 现阶段区块链研究方

法多以理论推演、仿真模拟等为主，例如区块链技术体系创新领域，许多研究虽然从概念上研究了

区块链技术局限性的解决方案，但未能提供具体的实证评估，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大数

据分析技术验证区块链带来的经济现象及企业行为变革，以检验区块链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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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睿昕，李姚矿，王雅琳，张欣成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区块链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