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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供应链管理国际期刊(SCMIJ)2003—2014 年发表的论文的科学计量分析，梳理了供应链管理研究领

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描绘了供应链管理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揭示了推动该学科发展的三种主要因素：科学共

同体，学科基础知识，地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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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SCMIJ, from 2003 to 2014 

LIU Cheng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ompet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s no longer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nterprise, bu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upply chain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scientometric method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frontiers and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from 2003 to 2014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escrib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first endogenous factor), fundamental theories (the second endogenous factor) and regional knowledge 

(the first exogenous factor) are three main forces whic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ientometric analysis; development trends; scientific community 

 

在生产运营管理领域， 供应链管理一直是学者
们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互联网金融日益繁荣，价

值链被打破与重构，新知识新理论不断涌现充斥着

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在新环境下供应链管理又将面

临怎样的机会与挑战？本文试图通过科学计量的

分析方法，从新的角度来探讨供应链管理研究的前

沿和热点问题，并梳理其发展规律，揭示推动学科

发展的基础力量。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特征 

文献的科学计量分析主要是利用数学统计原

理和计算机分析手段，研究文献的作者、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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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和会计。 

参考文献、地理信息等外部特征，分析学科的知识

体系、发展变化等[1]。本研究借助 Bibexcel、Netdraw

以及陈超美的可视化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2]对选

取的文献进行关键词词频和共现、作者和引文共被

引进行分析，运用定量的分析手段展示供应链管理

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供应链管理国际期刊》(SCMIJ)系被 JCR 收

录的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主要涉及供

应链管理、物流和信息管理、生产运营管理和存货

管理等领域。选择该期刊的文献进行供应链管理前

沿与演进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以《供应链管理国际期刊》为研究对象，应用

SCI检索从“2003-1-1”到“2014-12-31”的文献记
录，提取文献的类型为“Article”，滤掉“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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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文献每年出版数量及其被引量统计 
年份 出版的文献数量 引用的文献数量 
2003 44 0 
2004 38 17 
2005 45 31 
2006 57 103 
2007 44 215 
2008 45 375 
2009 43 564 
2010 41 702 
2011 37 752 
2012 35 940 
2013 45 1052 
2014 40 1197 
合计 514 5948 

文献总数：514                 被引频次总计：5948 
施引文献：3407                平均被引次数：11.57 
去除自引的施引文献：3144      去除自引的被引频次总数：5017 

 
“Review”、“Book Review”等类型，获取文献 514
篇，平均每年出版 42.83篇，引文数量 5 948次，
平均每年引文数量为 495.67次。所选取的文献年度
分布如表 1所示。 
在制度理论出现后，学者们注意到不同的地域

文化环境和知识体系可对供应链管理研究产生影

响，开始选择自己所在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嵌入

环境。根据 SCI平台提供的检索分析报告，可知 514
篇样本文献涉及到 47 个国家或地区。本研究选取
了文献贡献数在 2 篇以上的 35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了排序，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文献地区分布情况 
国家/地区 文献数 占比/% 国家/地区 文献数 占比/% 

英格兰 125 24.32 土耳其 9 1.75 
美国 123 23.93 希腊 7 1.36 
澳大利亚  40  7.78 新西兰 7 1.36 
中国  32  6.23 北爱尔兰 7 1.36 
西班牙  29  5.64 巴西 6 1.17 
中国台湾  27  5.25 丹麦 6 1.17 
荷兰  21  4.09 瑞士 6 1.17 
加拿大  20  3.89 比利时 4 0.78 
芬兰  20  3.89 马来西亚 4 0.78 
瑞典  21  4.09 新加坡 4 0.78 
威尔士  20  3.89 法国 3 0.58 
德国  15  2.92 伊朗 3 0.58 
意大利  15  2.92 墨西哥 2 0.39 
挪威  13  2.53 南非 2 0.39 
苏格兰  13  2.53 泰国 2 0.39 
爱尔兰  14  2.72 阿联酋 2 0.39 
印度  12  2.33 越南 2 0.39 
韩国  12  2.33   

注：中国统计数据中包含中国香港的数据，但未包含中国台湾的数据。  
从表 2可以看出，全球各个地区，无论是大国

(美国、英国、中国)还是小国(越南、伊朗、韩国)
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供应链管理研究做出了理论贡

献，共同作用于供应链管理的发展与演进。英国（含

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美国在供

应链管理研究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从 2003—2014
年间英国发表 165篇文章，美国发表 123篇文章，
平均每年发表文章数都在 10 篇以上。整个欧洲供
应链管理研究的文献达 339篇，以中国为代表的亚
洲国家有 107篇，其中中国作者发表了 32篇。 

二、 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供应链管理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1）关键词词频分析。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

反映了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文章的关键

词进行分析可以明晰某一学科领域的热点前沿与

研究趋势[3]。高频关键词是分析研究领域活动现状

的有效手段。本研究使用 Bibexcel 软件统计

2003—2014年出现的关键词共有 907个(计数 2 307

次)，平均每个关键词出现 2.54次。高频关键词(频

次在 10次以上)共 35个，共出现 829次(表 3)。除

高频词汇外，还有大量的分散词汇，说明研究者试

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范式，暂时没有形成比较一

致的研究方向。 

2003—2014年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供应链管

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共出现 306次，说

明供应链管理是该领域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基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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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外包

(outsourcing)”、“创新(innovation)”等成为了学者们

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最近三年(2012—2014)供应链

管理中的“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绩效表

现(firm performance)”、“潜在能力(capabilities)”、“支

配(governance)”、“策略(strategies)”等开始受到广

泛关注，成为供应链研究的热点。 

“中国(China)”一词在 12年间共出现了 20次。

说明中国的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引

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英国(United Kingdom)”、“澳

大 利 亚 (Australia) ”、“ 美 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等词位列于高频词汇中，说明其经验已

然成了推动供应链管理研究的重要力量。 

表 3 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统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06 建筑工业 13 
分配管理  34 信托 13 
电子商务  25 环境管理 13 
英国  23 采购（sourcing） 12 
风险管理  22 中国台湾 11 
实证研究  22 拍卖 11 
供应商关系  22 企业社会责任 11 
外包  22 汽车工业 11 
供应商  21 创新 11 
中国  20 通信技术 11 
食品工业  18 需求管理 10 
中小型企业  17 美国 10 
融合  16 渠道关系 10 
采购(procurement)  16 价值链 10 
供应链管理(supply-chain management)  15 研究 10 
供求关系  15 供应链整合 10 
买卖  15 性能管理 10 
澳大利亚  13   

 
（2）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主要目

的是找出高频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从而来辨别研究的

领域和方向[4,5]。利用 CiteSpaceⅢ软件，以关键词

(keyword)为网络节点，设置适当的阈值，生成该领

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 1)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

析。图 1中，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在研究领域出现 

 
图 1 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的频次越高，属于高频关键词，带有深灰色光圈的

节点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与其他节点之间联系紧密。 

由图 1 可以看出，围绕“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这个主题词汇，研究者关注的

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management)”、“绩效

(performance)”、“视角 (perspective)”、“战略

(strategy)”和“客户关系(buyer-seller relationship)”

等方面。借鉴刘林青[6]的方法，经过进一步的分析

可知，在 2003—2014 年间关于供应链管理的研究

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 4个方向。 

第一类关键词研究的主要是企业和行业层面

的绩效和管理，关注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绩效目标。

企业绩效是公司投资者和研究者们所关心的问题，

供应链的优化对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至关重要。 

第二类关键词主要是供应链设计的视角，关注

企业如何通过科学合理地设计供应链来降低成本。

企业从整体视角来设计供应链，集成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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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供应链，可以减少库存，降低成本，提

高供应链的快速反应效率。 

第三类关键词主要是竞争和战略管理，关注企

业如何通过供应链管理来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知

识的快速更新，全球化的加速使市场竞争从公司层

面逐渐转向了供应链层面。电子商务的出现也成为

供应链竞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未来的市场竞争取

决于公司通过其供应链网络整合资源的能力的大

小[4]。在供应链的设计中考虑竞争力因素，并且针

对不同的竞争类型设计不同的竞争结构。 

第四类关键词研究供应链两端——供应商和客

户的关系维护。供应链管理需要处理大量的决策问

题，包括资源的配置、运输、存货管理、顾客需求

等。互联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兴起使供应商与客户间

的沟通变得扁平化，如何快速响应和满足客户的需

求和期望已成为供应链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构建

良好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有利于买卖双方关系的建

立和维护，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可以快速有效地识别

新客户，保留旧客户，提高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和敏

捷性。 

(3)关键词时区视图分析。Citespace软件能够有效

探测到某个时间段学科专业术语的演变情况，从而了

解该学科领域研究主题和热点问题的演变和发展趋

势。笔者应用 Citespace Ⅲ绘制了 2003—2014年供应

链管理研究的时区图(图 2)，进一步探索供应链管理

研究的主题结构和演变规律。 
 

 
图 2 供应链管理领域主题结构演变图谱  

通过关键词时区视图分析可知，关键词的生命

周期一般是 2～3 年，但“管理”和“绩效”一直
得到了学界广泛和持续的关注。通过比较主题和关

键词的发展演进规律可知，在长达 12年的时间内，
诸如“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中国(China)”、“战略(strategy)”
不断涌现，也有一些关键词逐渐消失。说明供应链

管理研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说明供

应链管理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一些新

兴的理论正处在萌芽阶段，可能成为未来供应链管

理发展和演进的新方向。 
2．学术共同体推动供应链管理研究的发展 
学术共同体及单个学者是推动学科演进的重要

因素。本研究 514篇样本文献包含了 1 279个作者记
录，平均每篇文章由 2.49个作者完成共同完成。 

(1)作者共现分析。作者特征对一篇文章影响力
有最强的解释力度，在一段时期内作品较多的学者

对学科研究的影响更大[5]。统计结果表明，最近 12
年在 SCMIJ上发文超过 4篇的作者共有 12位，绝
大多数的作者(668位)只出现过一次。为了探索作者
之间的合作关系，借助 Citespace和 Netdraw软件对
作者进行了共现分析。通过作者共现分析发现，在

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共同研究的

学术团队，但是这些学术团队相对较分散，团队之

间的沟通也比较少，对供应链管理研究的贡献相对

分散。 
(2)作者共被引分析。在文献计量研究中，共被

引分析认为作者共被引的次数越多，他们之间的关

系也就越密切，距离也就越近[6]。用 Citespace软件
对被引作者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共被引作者相对

比较集中，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学术共同体，构成了

供应链管理领域的核心团体。例如 Haul Lee和 Tang
等学者在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并且取得了多篇研究成果，说明该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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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具有同样的研究范式，这也是学术研究趋于

成熟的标志[7]。 
3．学科基础知识推动供应链管理研究的演进 
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认为文献与其引用文献间

的关系反映了一种学术传播的现象，被引用的文献

提供了概念、理论或方法上的启发，某一学科中被

引用了多次的文献则在概念、理论或方法上对这个

学科具有相当的贡献[8]。当两篇文章同时被第三篇

文章引用时，两篇文章之间存在共被引关系。进行

共被引文献分析有助于识别该学科领域的基础知

识和关键概念，从而寻找到推动该学科发展与演进

的关键力量。通过 CitespaceⅢ软件，绘制出了供应
链管理领域文献共被引的知识图谱(图 3)，以此来获
取高被引文献。 

 
图 3 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从频次上看，被引频次最高的为 Kathleen M. 
Eisenhardt在 1989年发表的《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该文描述了一种新的不同于
常规科学研究建立理论的方式——通过案例研究
来建立理论，为供应链管理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

视角[9]。其次是 John T. Mentzer等于 2001年发表的
《DEFINING SUPPLYCHAIN MANAGEMENT》，
此文对供应链、供应链导向和供应链管理三个名词

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提出了供应链管理的精确定

义，为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0]。其他作者

如Markham T .Frohlich等的文献被引频次也较高，
其在 2001年发表《Arcs of integration: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supply chain strategies》，通过研究全球范围
内的 322家生产制造商关于供应商和客户的五种不
同供应链整合策略，发现对供应商和客户的整合程

度越高，整体的协同效应越显著，从而通过经验数

据肯定了供应链管理的地位[11]。 

从图 3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献绝大部分出现在
2003 年前。这些文献是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基础文
献，是供应链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推动

了供应链管理研究的发展和演进。随时间的演进，

在新的环境下供应链管理受到了来自新环境和领

域的冲击和挑战，2008年以后一些新的理论和知识
也在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但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正

处于发展期，这些新的知识和理论很有可能成为供

应链管理未来发展的基础知识和新方向。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理论的发展与演进源于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的

推动与促进。应用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本研究从

内生和外生因素两方面揭示了推动供应链管理研究

的主要力量：学术共同体和学科基础知识是推进供

应链管理研究演进的内生因素，地方性知识在经济

全球化与国际交流合作中逐渐融入到供应链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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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是供应链管理发展演进的外生因素。 
21 世纪的市场竞争将不再是单个企业与企业

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任

何一个企业只有具有了供应链管理上的优势才有

可能取得竞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

的背景之下，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知识的高度普及与

应用，企业价值链被打破与重构，企业间相互依赖

的网络结构也显得更加复杂，如何在供应链管理上

取得竞争优势显得尤为重要[12,13]。基于产业链、价

值链、供应链的网络结构正在产生融合，尤其是国

际化进程的加速，这种网络结构的范围已经拓展到

全世界[14]。与之相适应的供应链管理的问题也将成

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网络化经济时代下供

应链管理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战略供应链、绿色

供应链、敏捷与精敏供应链、供应链竞争、供应链

整合与创新、供应链风险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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