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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聚类视角下学科领域主题分析
——以物流学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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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改进关键词重要性和近邻传播聚类算法，提出了一种学科领域主题分析方法，通过词频分析法
和作者潜意识行为计算高频关键词权重，借助共词分析和Ochiai系数构建带权重高频关键词相似性矩阵，利用近
邻传播聚类算法对学科领域主题进行自适应提取与分析。以CSSCI收录的2015—2019年物流学科领域期刊论文
为研究对象，借助新方法对其进行主题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重要性的关键词不一定是核心主题，核心主题与同
一簇内其它成员关键词最为相似。与此同时，近五年物流学科存在“降本增效”“区域物流一体化”“现代物流技术
研究与创新”“物流体制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农村物流与农产品物流”“电子商务与跨境电商”“可持续发展理
念”等七大热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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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Analysis of Subject Fields from Perspective of Adaptive Clustering:
Take Logistics Discipline As Example

ZHANG Liping1,2, CHEN Lingling2, WAN Xiaoji2

(1. Development & Planning Department,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improved keyword importance and the affinity propagation clustering algorithm, the paper proposed a
subject field topic analysis method which calculated the weight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through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author
subconscious behavior, built the weighted high frequency keyword similarity matrix with the help of co-word analysis and Ochiai coefficient
process, and used the affinity propagation clustering algorithm to adaptively extract and analyze the topics in the subject field. Next, taking
the journal papers in the logistics disciplines from 2015 to 2019 included in CSSC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ing the methods newly
proposed here to analyze the topics, we found that the high-importance keywords were not necessarily core themes, and core themes were the
most similar with those in the same cluster. Another finding was that the logistics discipl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had been stage to seven
major hot topics being "reducing costs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regional logistics integration", "modern logistics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logistics system reform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ural logistic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logistics" , "E-
commerce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etc.

Keywords: topic analysis; keyword comprehensive weight; affinity propagation (AP) clustering; discipline hotspot; logistics discipline

0 引言

高校科研人员在开展科研选题时，需要对相关

学科领域发展趋势和热门研究主题有比较清晰的认

识。为了精准识别相关学科领域主题，亟需通过高

效研究方法对海量文献资源进行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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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传统学科领域文献主题研究经常使用文

献计量方法，如词频分析法[1-3]、共词分析法[4-6]等。词

频分析法主要是利用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

域文献中出现频率的高低来确定领域研究热点和发

展趋势[3]。共词分析法是根据两两统计一组关键词

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进行聚类分析，生成共

词文献簇，进而分析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

题的结构变化，从而进行学科发展预测[4]。虽然这些

方法简单直观且易于被研究者接受，但是由于词频

阈值设定偏主观，共词分析又经常将所有关键词视

为同等重要，显然由这些方法获取到的主题不可避

免会存在一定偏差。

为了客观认识关键词在不同文献中的主题体

现，现有研究大多以高频低频词分界公式、Zipf第二

定律、词频h指数、词频g指数等数理统计方法作为

关键词频率显著性变化的判断标准，并将其作为某

领域研究主题发展或变迁的判断依据[7]。然而，上述

统计方法仅以词频来计算关键词权重，容易出现“同

量不同质”的问题。为了克服“同量不同质”问题，李

海林，等[8]根据关键词排列顺序，度量了关键词在不

同文献中的重要性程度，这种根据重要顺序计算关

键词权重的办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关键词权

重质量，但是由于可能受到作者潜意识行为习惯的

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偏离真实性。为了客观度

量文献关键词的重要性，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结合作者潜意识行为习惯和数理统计等角

度来度量关键词的重要性，即基于关键词排列顺序

和其在标题、摘要中出现的次数来综合计算关键词

权重。与此同时，再借助近邻传播聚类算法对学科

领域主题进行自适应识别与分析。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依关

键词排列顺序和出现频次计算关键词重要性，不仅

有考虑到大部分作者按照重要顺序摆放关键词的潜

意识行为习惯，而且也兼顾到了数理统计等定量方

法的应用，客观呈现了关键词在不同文献中的语义

表现力和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主题分析质量。（2）

借助共词分析法、相似性度量法和AP聚类算法对高

频关键词进行自适应聚类，消除了传统层次聚类、多

维尺度分析等人为设定聚类个数和尺度大小等主观

因素的影响，为快速有效识别相关学科领域主题提

供了理论支撑。（3）从自适应聚类视角挖掘分析出物

流学科热门主题，为高校物流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动

提供了方向指导。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研究思路
针对传统文献主题分析法获取到的主题质量不

高的问题，结合关键词排列顺序和其在标题、摘要中

出现的频次，综合计算了关键词在不同文献中的重要

性，通过共词分析法构建加权关键词相似性矩阵，借

助近邻传播（Affinity Propagation，AP）聚类算法对该相

似性矩阵进行自适应聚类，以每个簇中心代表对应簇

核心主题，再结合关键词综合权重，客观归纳总结相

关学科研究热点。本文具体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学科领域
文献数据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权重

相似性矩阵核心主题研究热点

数据处理
关键词顺序
词频分析

近邻传播
AP聚类

主题分析
关键词权重

共词分析
Ochiai系数

图1 研究思路

1.2 关键词重要性
关键词可以清晰、直观地表达文献论述的主题，

是文献主题描述的重要参考。一篇文献的主题会用

多个关键词来共同描述，而这些关键词对这一篇文

献主题描述的程度也不是相同的，并且同一个关键

词在不同的文献中同样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因此，

需要对关键词在每一篇文献中的重要性分别进行度

量。李海林，等[8]结合关键词在文献中的不同顺序计

算了关键词的权重，然而其在计算权重过程中，可能

存在部分学者并不按文献主题的相关程度给出关键

词的问题，因此容易受到作者主观意识行为的影响，

导致所计算出来的权重偏离实际。词频表示一个词

在文中出现的频率，通常我们认为一个词若是频繁

地出现，就可能是文献的核心词，对文献主题描述的

贡献程度就越高。标题、摘要是一篇文献的重要组

成部分，概括了整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出现

在标题、摘要中的关键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

将基于关键词排列顺序和其在标题和摘要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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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综合计算关键词在不同文献中的重要性程度，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关键词顺序权重。设文献p中作者给出

了X个关键词来描述主题，根据先后顺序形成关键

词集合 Keyp* ={ }keyp1,keyp2 , ...,keypX ，根据文献[8]可

知，文献p中的第k个关键词的顺序权重为：

w1keypk =
X - k + 1
∑
k = 1

X

k
（1）

（2）计算关键词频率权重。设文献p中第k个关

键词在标题和摘要中出现的频次为 ck ，则文献p中的

第k个关键词的频率权重为：

w2keypk =
ck

∑
k = 1

X

ck

（2）

（3）计算关键词综合权重。综合考察关键词排

列顺序和其在标题摘要出现的频次，以式（1）和式

（2）计算出的权重平均值来代表文献p中第k个关键

词的综合权重：

wkeypk =
w1keypk + w2keypk

2 （3）

（4）关键词重要性。根据式（3）计算每个关键词

在每篇文献中的综合权重，将不重复关键词的综合

权重平方和作为对应关键词在文献集中的重要性，

即文献数据中第i个关键词的重要性为：

w( )i = ∑
i∈wkeyp*

N

wkey 2
pi' （4）

其中N表示文献数量，i ∈ keyp* 表示第i个关键

词出现在第p篇文献关键词集 keyp* 中，wkeypi' 表示

第i个关键词在第p篇文献中对应相同关键词i'的权

重，若其出现在相应文献中，则其对应权重由式（3）

给出；否则，记为0。

1.3 关键词相似性
传统方法中，衡量不同关键词之间的相似性经

常采用Ochiai系数，但Ochiai系数只是考虑了关键词

共同出现的频次，不能体现关键词对不同文献主题

描述的贡献程度大小。为了使相似性度量能够体现

关键词的重要程度，在Ochiai系数的基础上加入权

重，带权重的相似性计算公式为：

Sw( )i, j =
∑

i,j∈Keyp*

N

wkeypi'∗wkeypj'

∑
i∈Keyp*

N

wkey 2
pi' ∑

j∈Keyp*

N

wkey 2
pj'

（5）

其中N为文献集合中总文献数量，wkeypi'∗wkeypj'

表示关键词i和j共同出现在第p篇文献关键词集中

keyp∗ 的权重，wkeypi' 和 wkeypj' 的定义类似公式(4)提

供的定义。显然，关键词i和j之间的相似性在0到1

之间，相似性越高的两个关键词，计算出来的值就会

越大。

1.4 近邻传播聚类
传统聚类算法，如Kmeans算法对起始中心点的

选择具有随机性，且容易造成局部最优解情况。为

避免这个问题，Frey，等[9]提出了近邻传播（Affinity

Propagation，AP）聚类方法。该算法是把所有数据点

当作网络的节点，根据每一条边的消息传递得出数

据集的聚类中心。聚类过程中，吸引度和归属度会

在每个节点之间传递，并在迭代过程中不断更新每

一个点的吸引度和归属度值，一直到有一定数量的

高质量聚类中心为止，最后把所有的数据点划分到

对应的聚类中。与传统聚类算法相比，该算法不需

要设定聚类中心数量，不需要人为选择或者概括聚

类中心，同时对相似性矩阵无对称性要求，在处理数

据时运行速度较快，性能较好[10-13]。因此，本文将借

助该聚类算法对学科文献主题进行自适应提取与分

析。

设任意两个数据点i和k之间的信息量为吸引度

r( )i,k 和归属度 a( )i,k ，其中 r( )i,k 说明点i作为点k

的类代表点的支持程度，a( )i,k 说明点k选择点i作

为其类代表的适合程度。AP算法的具体实现步骤如

下：

近邻传播聚类 C=AP( )S 。

输入：数据之间的相似性矩阵S。

输出：数据点的代表对象集合C。

S1：更新信息传递中的 r( )i,k 、a( )i,k 和 a( )k,k 。

r( )i,k = s( )i,k - max
k′≠k { }a( )i,k′ + s( )i,k′ （6）

a( )i,k =minìí
î

ü
ý
þ

0,r( )k,k +∑
i′ ∉ ( )i,k

max{ }0,r( )i′,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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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k =∑
i′ ∉ ( )i,k

max{ }0,r( )i′,k （8）

S2：引入阻尼系数 λ，降低可能出现的震荡。

{rnew(i,k)=λ × rold(i,k)- (1 -λ)× r(i,k)
anew(i,k)=λ × aold(i,k)- (1 -λ)× a(i,k) （9）

S3：确定数据点i的代表点。

Ci = argmax
k

{a(i,k)+ r(i,k)} （10）

S4：当聚类结果趋于稳定或达到设置的迭代次

数后停止算法，输出数据点代表对象集合C；否则，执

行步骤S1至步骤S3。

AP聚类算法通过更新和传递吸引度 r( )i,k 和归

属度 a( )i,k ，使得数据在不同的替代次数下数据点 Zi

存在具有吸引度和归属度信息量最大的点 Zk 作为 Zi

的代表对象，记为Oi ，直到达到结束条件为止。

2 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下

面将以物流学科领域文献为例开展主题分析。

2.1 数据来源
以CSSCI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检

索“篇名”或“关键词”中含有“物流”一词，并且时间

范围为2015年1月-2019年12月的期刊文献，最终获

得物流相关研究文献1 271篇，剔除无关键词文献，

合并文献中共同关键词，最后可得到有效文献1 269

篇和3 081个不重复关键词。

2.2 关键词重要性
根据关键词重要性计算公式（4），提取重要性在

排名前50的关键词，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重要性排名前四位的关键词

分别为物流业、物流产业、物流和物流企业，其重要

性均超过5，它们是物流领域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的

概念。重要性排在第五位至第八位的关键词分别是

区域物流、冷链物流、绿色物流和农产品物流，是近

五年物流领域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前五十个重要关

键词中，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物

流产业集聚、京津冀、区域经济等与区域物流息息相

关；与绿色物流关系较大的有碳排放、逆向物流等；

与农产品物流相关的有农产品、农村物流、生鲜农产

品等。供应链、物流成本、物流效率、智慧物流、跨境

电商等方面也是物流领域研究的重要方面。

2.3 物流核心主题提取
考虑到AP聚类算法在迭代过程中可以进行更

好的簇划分，并且聚类后得到的每个簇中心代表关

键词与同一簇中其它关键词最为相关，因此可借助

AP聚类算法实现物流核心主题提取。

以表1中50个重要关键词为基础，通过式（5）构

建50*50关键词相似性矩阵，借助AP聚类算法对其

进行自适应聚类。当迭代次数达到154次时，可以得

到13个稳定的主题簇，簇中心分别为一带一路、丝绸

之路经济带、众包物流、供给侧改革、农产品、农产品

物流、区域物流、物流、物流业、物联网、电子商务、跨

境电商、长江经济带等。AP聚类具体结果见表2。

2.4 物流学科主题分析
2.4.1 物流学科主题簇内涵分析。从簇内成员数量

来看，与核心主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属一个主题

簇的成员数量最多，一共有8个成员与之存在联系，

而核心主题“跨境电商”与“长江经济带”包含的成员

数量次之，一共有5个成员。其它核心主题包含的成

表1 2015-2019年物流领域前50个重要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关键词
物流业

物流产业

物流
物流企业

区域物流

冷链物流

绿色物流

农产品
物流

碳排放

物流服务
供应链

跨境电商

长江
经济带

丝绸之路
经济带

第三方
物流

现代物流

逆向物流

物流成本

重要性
19.999
6.074
5.954
5.542
4.518

4.517

3.478

3.280
3.071
3.022
2.717
2.712

2.695

2.387

2.289

2.261
2.232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关键词
智慧物流

制造业

物流园区
一带一路

电子商务

大数据

物流产业
集聚

供应链

农村物流

众包物流

物流绩效

物流效率

物联网

京津冀

生鲜
农产品

第四方
物流

物流集群

重要性
2.142
1.981
1.966
1.834
1.818

1.735

1.734

1.716
1.612
1.607
1.589
1.575

1.551

1.514

1.416

1.378
1.375

序号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关键词
农产品

供给侧
改革

物流信息
物流需求

物流产业
效率

跨境电子
商务

区域经济

物流业
效率

电商物流

物流网络

跨境物流

物流服务

物流管理

物流发展

港口物流

效率

重要性
1.268
1.227
1.185
1.171
1.145

1.097

1.080

1.066
1.056
1.050
1.022
1.017

0.988

0.984

0.980

0.949

张丽萍，等：自适应聚类视角下学科领域主题分析——以物流学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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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在4个以内。特别地，核心主题“众包物流”“区

域物流”周边没有任何主题成员，表明与“众包物流”

和“区域物流”有关联的研究尚属空白。

从簇内成员相互关系来看，核心主题与同一簇

内成员关系紧密，或相似或高度相关，其具体关系如

下：

（1）核心主题“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地域和国家

物流业态多元，涉及范围广，关系到众多国家和地区

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大数据的应用就显得格外重要。面对一带一路

上多元文化信息繁多，亟需完善大数据体系建设。

（2）核心主题“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以

及相关政策与战略的实施给中国物流业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会。近5年物流领域从多个方面对丝绸之路

经济带进行了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物流发展应

以点带面，从线到网，形成区域物流网络。实现沿线

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经

济带内贸易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物流业效

率提升，促进物流发展。

（3）核心主题“供给侧改革”对农村物流的发展

是一次巨大挑战，农业发展矛盾不再以生产矛盾为

主，而以流通矛盾为主，亟需进行农产品供给侧改

革。同时，物流业供给侧改革需要不断创新，首先是

服务创新，物流服务应该更加专业化、多元化，改变

物流产业的内容和结构；其次是物流技术创新，以信

息技术为核心，结合管理手段、商业模式以及供应链

整合；最后是物流组织创新，物流组织形式在向大型

化、集群化、平台化方向转变，促进了第四方物流发

展。

（4）核心主题“农产品”和“农产品物流”主要内

容都是关于农产品的流通。农产品是农村经济发展

重要的一环，农产品物流缺乏效率将导致农产品无

法顺畅流通，有些农产品需要很高的时效性且对保

鲜具有高要求，否则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国家积极

出台农产品流通扶持政策，出台冷链标准。同时随

着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农产品绿色物流也

持续受到关注。农产品绿色物流一是强调流通过程

中农产品质量的保持，减少产品的破损和变质；二是

强调流通过程中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农产品物流园

区是农产品物流向着规模化、功能化、集约化发展的

关键，农产品配送效率的提高、损耗率和流通成本的

降低都要依赖农产品物流园区的发展。

（5）核心主题“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相

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应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可持续

发展。现代物流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区域

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6）核心主题“物流”涵盖内容广泛。京津冀区

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当地区域物流的发展，京津冀地

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物流体系的发展。供应链

的相关研究也是物流领域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7）核心主题“物流业”与制造业联系密切，物流

业为制造业提供服务，二者相互促进与制约。我国

物流业碳排放量比较高，且处于比较快增长的趋势，

推进物流业向低碳物流转型十分必要，也是政府、企

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8）核心主题“物联网”在物流业中使用广泛，主

要用于物流信息的传递、转换和处理。物联网的应

用对物流业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有很大的

提升，有助于智慧物流的发展。利用物联网技术可

以有效解决生鲜物流配送、逆向物流中数据采集效

率低下、实时调度性差等问题，实现实时监控。

（9）核心主题“第三方物流”是由中间商来承担

物流业务的一种模式，其以买卖之外第三方的身份

提供物流服务，可以提高物流资源利用率，从而降低

物流成本，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表2 物流核心主题及簇内成员

核心主题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

众包物流

供给侧改革

农产品

农产品物流

区域物流

物流

物流业

物联网

第三方物流

跨境电商

长江经济带

同一主题簇内成员

大数据

港口物流、物流业效率、物流发展、物流服务供应链、物流
管理、物流绩效、物流网络、物流需求

农村物流、物流服务、物流集群、第四方物流

冷链物流、绿色物流

物流园区、效率

京津冀、供应链、跨境电子商务

制造业、碳排放

智慧物流、物流信息、生鲜农产品、逆向物流

电子商务

物流企业、物流成本、现代物流、电商物流、跨境物流

物流产业、物流产业效率、物流产业集聚、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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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随着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核心主题“跨

境电商”已成为电商发展的趋势，物流企业的经营模

式和理念发生了巨大变革。物流企业想要保持并提

高企业的竞争力就要注重物流成本的管理。同时，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物流企业优化和整合资源的

能力，促进了现代物流的发展。

（11）核心主题“长江经济带”区域物流产业集聚

现象越来越明显，物流产业集聚有助于物流发展向

集约化、规模化、效益化转变，对各区域的物流运行

质量和经济竞争力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显然，能够

进一步提升物流产业效率和物流效率。

2.4.2 物流学科热点主题分析。图2为关键词重要

性及聚类结果，图中柱形图高度代表关键词重要性，

从左至右，每一个簇的第一个柱形图表示主题簇的

核心主题，并且各个主题簇之间空一格。

由图2可知，具有高重要性的关键词不一定是核

心主题，核心主题与同簇内其它成员关键词最为密

切，重要性高的关键词表示自身受到的关注程度高，

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结合物流学科领域核心主

题与关键词重要性，可以归纳出以下七个物流学科

研究热点：

（1）降本增效。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一

直都是物流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物流学科理论研

究的重要话题。其中“物流成本”“物流效率”“物流

产业效率”“物流业效率”“效率”在关键词重要性中

分别排在第17、29、39、42、50位，相关的核心主题包

括跨境物流、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产品

物流。我国物流运营效率低，物流成本很高，特别是

生鲜农产品物流。从政府角度来看，物流业降本增

效有助于国民经济发展，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意见》，对物流相关工作进行部署，为物流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企业角度来看，物流被看作是

第三利润源，是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要做到降低物流费用的同时保证物流服务水

平，只有通过新的维度、新的模式去实现物流的降本

增效。因此，物流降本增效相关理论和创新也一直

持续受到关注。

（2）区域物流一体化。区域物流一体化指在一

定的经济区域范围内,对区域物流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和一体化运作而形成的区域性物流综合体系。区域

物流作为核心主题，包括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两个

成员，区域物流重要性排名第五，自身受到的关注程

度高，并且其中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

一路、京津冀都属于区域性物流。全球经济一体化

是大势所趋，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与区

域物流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物流业

发展具有区域性特点。区域物流的发展有利于优化

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改善投资环境，提升物流效

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物流一体化研究建立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基础上，所以近几年区域

物流以及区域物流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多是从京津

图2 关键词重要性及聚类结果

张丽萍，等：自适应聚类视角下学科领域主题分析——以物流学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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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经济圈的角度进

行研究。

（3）现代物流技术研究与创新。现代物流发展

需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物联网的应

用大大提高了物流过程的优化与整合。全社会物流

需求量剧增，同时要求物流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现代

物流业必须采用更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需要不断

加强仓储、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技术创新，这就促进

了物流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以往物流技术更注重于

产品运输的效益，后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促进

了电商物流的发展，如今物流行业逐渐向“数智化”

转变。近几年，智慧物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4）物流体制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物流

体制改革要求建立完善的物流管理体制；搭建完备

的物流网络；建设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开发物流技

术。深化物流体制改革，需要不断推进物流供给侧

改革，推广供应链管理模式，发展第三方、第四方物

流，促进物流业转型升级。对此，物流相关理论研究

也在加强对物流体制改革、建立物流综合管理体制、

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探讨。

（5）农村物流与农产品物流。国家对“三农”问题

十分重视，着力农村物流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发

展。相关的核心主题包括农产品、农产品物流以及供

给侧改革，相关关键词中冷链物流、绿色物流、农产品

物流的重要性很高，说明本身关注程度很高。在农村

物流的相关研究中，农产品物流受到很大的关注。农

产品物流对保鲜、时效具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有高效

率的流通模式和物流体系，对冷链物流、绿色物流要求

严格。农产品物流园区可以借助园区物流基础设施，

优化农产品配送模式，所以对于农产品物流园区的探

索也是农村物流的重要内容。农产品物流问题已成为

当下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通过研究农村物流、农

产品物流，可以促进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立，有效

解决农村物流中货流不畅的问题。

（6）电子商务与跨境电商。全球经济一体化促

进贸易一体化发展，进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

展。互联网技术、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第三方物流

的发展为电子商务中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实现提

供了必要条件，国际物流发展促进电子商务向跨境

电商延伸。电商物流、跨境物流也成为了研究者关

注的重点。

（7）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受

到人们的关注，绿色物流、碳排放是其在物流领域的

重要体现，是物流理论研究的重点。绿色物流、碳排

放在关键词重要性中分别排在第7位、第9位，涉及

到农产品、物流业两个重要性同样很高的核心主题，

可见近几年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多的。虽然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物流研究中受到特别关注，但要

真正落实好并取得成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进

一步发展绿色物流，提倡绿色运输、绿色包装、开发

绿色技术、制定绿色法规等，减少物流活动中碳排放

量，减少能源消耗，注重效率与效益的统一，将可持

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际物流发展相结合。

3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学科领域文献主题分析方法，

结合关键词排列顺序和其在标题和摘要中出现的频

率对关键词重要性进行了定量综合计算，借助近邻

传播AP聚类算法对高频关键词相似性矩阵进行了

主题自适应聚类，以物流学科领域文献为例，验证了

主题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

（1）重要性程度更高的关键词不一定是核心主题，核

心主题是与其它主题成员关系更为密切的关键词。

（2）近五年，物流学科存在“降本增效”“区域物流一

体化”“现代物流技术研究与创新”“物流体制改革与

产业转型升级”“农村物流与农产品物流”“电子商务

与跨境电商”“可持续发展理念”等七大热点主题。

本文改进了过去单独以词频或者排列顺序度量关键

词重要性的方式，提升了关键词在主题分析过程中

的质量，同时也避免了人为设定聚类数目及尺度大

小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不仅丰富补充了数据挖掘技

术在主题分析上的应用，也为高校相关科研人员的

研究方向选择提供了参考。

本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在

获取关键词在标题和摘要中的频次时，容易忽略“同

义不同形”关键词对关键词权重计算的影响。同时，

在借助AP聚类算法自适应获取核心（下转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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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从生产到回收形成一套完整的机制，真正让纸

类产品实现经济循环。此外，针对冷链生鲜运输的

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调配物流资源的配送规划技

术等都是当前实现低碳物流必须重视的研发技术。

只有重视低碳物流技术研发和应用，才能从真正意

义上为实现低碳物流提供技术保障。

2.6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引领低碳物流

市场需求
低碳创新能力是物流企业发展绿色物流的核心

竞争力。增强物流企业自主低碳创新能力，不仅能

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还可以引领低碳市场发展，

从而获得超额的低碳市场利润。低碳创新能力的培

养不仅需要物流企业投入额外的研发成本，还需要

企业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物流企业应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创新模式和切入点，采用“走

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模式，完善企业的创新管

理机制，拓展企业的创新融资渠道，提高低碳人才的

创新能动作用，从而为低碳管理和建设能力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力。

3 结语

低碳视角下发展绿色物流是未来物流企业走向

经济、环保、高效的必经之路。加强政府低碳管理能

力，协同区域间物流发展，推动低碳物流项目合作，

转化低碳物流研究成果，提高物流企业员工的低碳

意识和实践能力，提升物流业整体信息化水平等，都

是大力发展绿色物流的重要举措，能够推动绿色物

流整体运行水平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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