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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知网数据库 2000-2021年收录的 567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

分析并构建知识图谱，挖掘了该领域研究前沿和演进趋势，指出了水利工程项目评价的发展前景，旨在为学者们

提供后续研究的思路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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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逐渐发展，对水利工程的要求

也在不断更新，为满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

的要求，水利工程项目评价已成为促进新时代经济的

必要措施 [1]。有效的水利工程项目评价机制能够确保

项目发挥作用和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陈守煜等人 [2]针对水利工程经济后评

价等问题进行了详述。李上潮等 [3]利用 BP神经网络进

行项目评价，从总体把握项目评价。钟云等 [4]在 PPP

模式下探索水利工程决策评价模式。

随着政府对水利工程项目评价的推进，相关研究

各方面成果丰硕 ，但缺少系统的统计，前沿研究方向

模糊，故本文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构建国

内水利工程项目评价研究领域各类知识图谱，分析该

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揭示水利工程项目评价研究热

点和进展趋势。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文献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文献来源，由于水利工

程有多种表述词，所以以“水利工程”“水电工程”“水

电站”和“建设项目评价”等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

时间范围为 2000-2021年，共检索有效文献 567篇。

1.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法，借助 CiteSpace软件，构建发

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以及主题词的知识图谱，

可视化分析国内该领域研究的进展与现状，揭示该领

域国内发展规律。其主要分析内容如下：

（1）发文量时序分布，分析研究热度变化，揭示

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2）提取文献作者分析，共

现发文作者以及作者间交叉合作关系；（3）机构分析，

统计发文机构在该研究领域的贡献以及影响力；（4）

研究热点分析，提取文献关键词，构建关键词共现聚

类图谱；（5）研究主题分析，提取研究领域主题词，

明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

2 结果分析

2.1 发文量时序分布

建立发文量时序分布图，分析该研究领域内每年

发文量变化，可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及发展程

度，该领域研究的历程经历较大破折，如图 1。

2007年前属于研究探索期，总体上年发文量不断

攀升，说明专家学者的关注度不断升高。此阶段出现大

量经典文献，为后期研究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2008-

2013年属于爆发期，发文量总体趋势呈大幅增长。2014-

2021年属于退潮期，前期成熟的研究成果实践应用逐

渐增多，导致后期研究关注度降低。

2.2 发文作者分析

分析水利工程项目评价研究检索结果，运用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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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构建作者聚类共现知识图谱，共现研究领域内

高产作者及合作关系，分析作者的贡献，找出推动研

究发展的关键因素。

通过分析核心作者群体共现频次，抽取作者合作

关系与合作强度，组成作者群与合作网络的研究团队

知识图谱 [5]。从共现频次来看，夏志海、张志勇等出

现次数较多。依据普莱斯定律 [6]发表论文 4篇以上的

作者共 7位，共计 112篇，占样本数的 19.75%，说明

该领域研究的已形成一定规模，高产作者正逐步形成。

目前，研究团队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状态，说

明现阶段已形成以高产作者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合作

团队发文数量较多且交流较频繁。由于各合作团队研

究点及研究内容不同，导致团队内部合作强度较大，

但大部分作者呈现独自研究态势，反映出研究机构之

间联系不够紧密。

2.3 发文机构分析

提取文献发文机构，构建该研究领域发文机构聚

类知识图谱，分析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学术团队和机构 [7]，

统计研究机构在研究领域内贡献及影响力。

从此可知，发文机构集中在高校、政府部门以及

企业。其中最高发文量高校是河海大学（26篇），政

府部门中出现频次最高为长江水利委员会（22篇），

企业中贡献力量较大的属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7篇）。

其中前十发文机构中高校占 5个，说明高校是该

领域研究的主体力量。但高校发文机构二级学院较分

散，包括商学院、水利与环境学院等，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跨学科交叉发展。但研究力量分散

不利于水利工程项目评价形成系统研究。发文量前十

的机构工发表 89篇，占样本容量的 15.70%，根据布

拉德富定律 [8]，核心区域包括的相关文献不足总量的

1/3，说明高水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水平还需要

进一步提升。

 2.4 关键词共现分析

提取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析，构建关键词研究

热点聚类知识图谱，形象直观分析水利工程项目评价

的研究进程以及研究现状。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中发现， “水利工程”居于知

识图谱中心，与“后评价”“经济评级”“层次分析法”

几个关键词联系紧密，说明“后评价”等关键词处在

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区域，是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后

评价”与“环境影响”“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等聚类

连线较多，表明在较多文献中同时出现次数较多。“水

利工程”“综合评价”等是一个聚类，表明水利工程

项目评价大部分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风

险评价”“经济评价”“国民经济评价”聚类情况较明显，

说明水利建设项目评价设计到经济评价、国民经济评

价、风险评价等。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的知识连通

性较好，研究热点突出。

2.5 主题词共现分析

通过水利工程项目评价领域具有上下位关系的主

题词来形成该领域描述框架，揭示当时正在兴起、并

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价值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并

挖掘潜在、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提取主题词，构建主

题词共被引矩阵，进行因子分析 [9]，如表 1。

主题词共现矩阵（64×64）下 R型因子分析，提

图 1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研究发文量时序分布图

60

50

40

30

20

10

0

发
文
量
（
篇
）

2
00
0

2
00
1

2
00
2

2
00
3

2
00
4

2
00
5

2
00
6

2
00
7

2
00
8

2
00
9

2
01
0

2
01
1

2
01
2

2
01
3

2
01
4

2
01
5

2
01
6

2
01
7

2
01
8

2
01
9

2
02
0

2
02
1



111

科 教 文 化总第 542期 2023年 9期 (上 )

取到 17个因子。累计贡献率约为 77.44%，说明主题词

共被引矩阵降维到 14，能中表达整体信息的 77.44%。

前 9个主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62.59%且特征值均大于 1，

所以可从 10-17个方面分析该领域研究的现状与热点，

为后面的聚类分析提供参考。

根据因子分析以及系统聚类结果，可以对该研究

的领域进行分支。分支情况如下：水利工程综合评价

研究、水电建设项目探讨研究、项目管理可持续发展

研究、环境影响后评价研究、项目经济评价研究、水

利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水利水电项目监测、水力发电

工程效益评价、项目评价方法及指标分析及建设项目

后评价。

3 结论 

1.从发文量来看，总体上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态

势，可分为三个研究阶段，前期为水利工程项目评价

实际应用奠定基础，后期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成为该

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导致发文量呈现下降趋势。

2.从作者来看，国内水利工程项目评价研究领域

正在逐步形成以夏志海等为代表的高产作者，并且形

成以高产作者为核心的合作团队，但研究团队间呈现

小集体、大分散的现象，团队之间交流较少，应增加

核心团队合作交流频率，促进国内水利工程项目评价

研究的大发展。

3.从机构来看，发文机构主要包括高校、企业以

及政府部门，其中高校为该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力量，

但高校发文学院较为分散，不利于形成系统的研究，

并且该研究领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水

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4.通过关键词共现可知，根据关键词聚类知识图

谱可分为 6类，其中“水利工程”居于整个知识图谱

的中心，与“后评价”“经济评级”“层次分析法”

几个关键词联系紧密，说明“后评价”等关键词处在水

利工程项目评价研究的核心区域，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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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利工程项目评价演技主题词因子分析

成分
提取载荷平方和

成分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11.90 18.60 18.60 10 1.84 2.88 62.59

2 7.02 10.97 29.57 11 1.81 2.83 65.42

3 4.02 6.28 35.85 12 1.56 2.44 67.86

4 3.36 5.25 41.11 13 1.37 2.14 67.00

5 2.82 4.40 45.51 14 1.28 1.99 71.99

6 2.58 4.04 49.54 15 1.24 1.94 73.93

7 2.43 3.79 53.33 16 1.16 1.82 75.75

8 2.16 3.37 56.70 17 1.09 1.67 77.44

9 1.93 3.01 5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