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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内容产业研究的主题知识图谱分析
*

摘 要: 借助现代文献管理工具与软件，对 2000—2010 年间我国数字内容产业方面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及关键词进

行搜集、整理、调研和分析，并进行相关的词频、聚类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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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modern document management tool and software，this article collects，arranges，investigates and ana-

lyzes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s and relevant keywords in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0，and conducts relevant

word frequency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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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

究”子课题“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

号: 10zd＆021。

数字内容产业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多个产业融合形

成的新兴产业，是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文

化产业变革的必然趋势。数字内容核心产业包括电影、电

视、广播、音乐、动画、游戏、工艺、时尚设计、广告、

建筑、视觉艺术、互动休闲软件、表演艺术、出版、软

件、信息服务等。在我国 2006 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数字内容

产业在国家文件中正式出现，此后“数字内容产业”频

繁出现在国家的各类发展规划中。在 2011 年出台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数字内

容产业”仍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在国外，1995 年，

西方七国信息会议首次提出“内容产业”( Content Indus-

try) 概念，作为产业统计的一个正式门类则于 1997 年

首次出现在 《北美产业分类系统》 ( NAICS) 内。1999

年，欧盟的 “Info2000 计 划”才 真 正 对 内 容 产 业 进 行

了界定 : 那些制 造、开 发、包 装、销 售 信 息 产 品 和 服

务的企业
［1］。

在学术研究领域，2000 年，《当代韩国》 ( 2000 年夏

季号) 上发布一则消息，“韩国将制定新法以促进数字内

容产业发展”，此为国内较早明确提及数字内容产业
［2］。

随后，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对数字内容产业的概念、内涵、

分类等进行全方位地研究。鉴于相关研究基本始于 2000

年，因此笔者对 2000—2010 年间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已发

表的相关论文及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并对我国数字内容

产业学术研究的知识图谱予以绘制。

1 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材料来源

笔者用“数字* 内容”、“数字* 产业”、“内容* 产

业”3 个关键词经布尔逻辑“与”组合后，通过中国知网

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增刊) 4 个库进行跨库题名 ( 精

确) 检索，年代为 2000—2010 年间共检索到文献 1 660

篇，筛除重复文献 162 篇、无关文献 245 篇，实际纳入统

计的文献 1 253 篇。见表 1。

表 1 2000—2010 年间数字内容产业相关文献统计分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小计

初始文献 27 52 52 79 121 188 199 228 175 244 295 1660

重复文献 2 3 1 2 5 21 26 11 18 30 43 162

不相关 6 15 12 19 11 37 34 42 10 33 26 245

纳入统计 19 34 39 58 105 130 139 175 147 181 226 1253

图 1 2000—2010 年间数字内容产业相关文献增长趋势

从检索情况上看，2000 年至 2010 年间，相关文献数

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 见图 1) 。这反映出进入 21 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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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字内容产业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方兴未艾，正得到日

益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同时，根据图 1 中的文献增长曲

线，预计未来文献数量还将进一步增长。

1. 2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计量法、数学统计

法、共词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多维尺度分析法。Pajek

是大型复杂网络分析工具，也是用于研究目前所存在的各

种复杂非线性网络的有力工具。共词分析是统计两个关键

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采用自编软件的方式对文

献数据进行预处理 与 词 频 统 计。同 时，还 借 助 NoteEx-

press，Microsoft Excel 2003 和 SPSS19. 0 进行数据统计和相

关分析。

表 2 2000—2010 年数字内容产业领域高频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产业发展 124

2 产业链 122

3 数字电视产业 120

4 数字电视 85

5 出版产业 59

6 数字化 54

7 内容产业 51

8 数字内容 51

9 机顶盒 46

10 数字 44

11 有线数字电视 42

12 数字技术 40

13 信息产业部 37

14 数字内容产业 34

15 中国数字 34

16 产业化 30

17 数字娱乐 29

18 产业 28

19 信息产业 28

20 地面数字电视 27

21 网络游戏 27

22 互联网 24

23 数字媒体 24

24 数字时代 24

25 产业基地 23

26 产业联盟 22

27 解决方案 22

28 数字出版 22

29 有线电视 22

30 行业协会 21

31 三网融合 20

32 数字家庭 20

33 文化产业 20

34 运营商 19

35 传统出版业 18

36 数字机顶盒 18

37 有线电视网络 18

38 数字图书馆 17

39 产业集群 15

40 出版业 15

41 传统出版 15

42 论坛 15

43 媒体产业 15

44 数字娱乐产业 15

45 文化创意 15

46 新闻出版 15

47 信息技术 15

48 增值业务 15

49 中国电子 15

50 北京市 13

2 研究及结果

研究主要通过 4 个步骤予以实现: ①确定数字内容产

业领域的高频关键词。②建立共词矩阵、相似矩阵和相异

矩阵。③基于共词矩阵选取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绘制

数字内 容 产 业 领 域 知 识 图 谱。④对 所 得 结 果 予 以 深 度

分析。

2. 1 关键词词频分析

通过人工及文献管理工具 NoteExpress 提取所有数字

内容产业相关文献中的关键词，并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

行汇总、统计和排序。在纳入统计的 1 253 篇文献中，共

包含关键词 9 699 个，出现 10 次及以上的有 115 个; 出现

20 次及以上的有 33 个，为了计算方便，抽取前 50 个词汇

为高频关键词，见表 2。

2. 2 建立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相似矩阵、相异矩阵

对全体文献进行关键词的统计，通过编程统计它们在

论文中同时出现的频率，将总频次前 50 位关键词的共现

关系总结成为一个 50 × 50 的关键词共词矩阵 ( 见表 3) 。

表 3 表征数字内容产业研究方向的

关键词共词矩阵 ( 部分)

产业
发展

产业
链

数字电
视产业

数字
电视

出版
产业

数字
化

内容
产业

产业发展 124 26 20 12 22 11 12

产业链 26 122 29 11 13 10 6

数字电视产业 20 29 120 1 0 4 2

数字电视 12 11 1 85 1 3 7

出版产业 22 13 0 1 59 16 1

数字化 11 10 4 3 16 54 8

内容产业 12 6 2 7 1 8 51

共词矩阵是一个相关矩阵，对角线上的数据为该词出

现的频次，如关键词“产业发展”共出现了 124 次，它与

“产业链”同时在 26 篇论文中出现，也就是说，有 26 篇

论文的关键词中同时含有上述两个关键词。

由于将要运用的多元统计方法对矩阵的数据结构有不

同的要求，为了统计分析方便，笔者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

似和相异矩阵，以适应不同的多元统计方法对数据的要

求，因 此 用 Ochiia 系 数
［3］

将 共 词 矩 阵 转 换 成 相 似 矩 阵

( 见表 4) 。

相似矩阵中的数字为相似数据，数字的大小表明相应

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远近，由于相似矩阵中，0 值过

多，统计时容易造成误差过大，为了进一步进行系统聚类

与多维尺度分析，用 1 与全部相似矩阵上的数据相减，得

到表示两词间相异程度的相异矩阵 ( 见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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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表征数字内容产业研究方向的关键词相似矩阵 ( 部分)

产业发展 产业链 数字电视产业 数字电视 出版产业 数字化 内容产业

产业发展 1 0. 211389 0. 163956 0. 116886 0. 257209 0. 134427 0. 150899

产业链 0. 211389 1 0. 239678 0. 10802 0. 153228 0. 123204 0. 076065

数字电视产业 0. 163956 0. 239678 1 0. 009901 0 0. 04969 0. 025565

数字电视 0. 116886 0. 10802 0. 009901 1 0. 014121 0. 044281 0. 106317

出版产业 0. 257209 0. 153228 0 0. 014121 1 0. 283463 0. 01823

数字化 0. 134427 0. 123204 0. 04969 0. 044281 0. 283463 1 0. 152443

内容产业 0. 150899 0. 076065 0. 025565 0. 106317 0. 01823 0. 152443 1

表 5 表征数字内容产业研究方向的关键词相异矩阵 ( 部分)

产业发展 产业链 数字电视产业 数字电视 出版产业 数字化 内容产业

产业发展 0 0. 788611 0. 836044 0. 883114 0. 742791 0. 865573 0. 849101

产业链 0. 788611 0 0. 760322 0. 89198 0. 846772 0. 876796 0. 923935

数字电视产业 0. 836044 0. 760322 0 0. 990099 1 0. 95031 0. 974435

数字电视 0. 883114 0. 89198 0. 990099 0 0. 985879 0. 955719 0. 893683

出版产业 0. 742791 0. 846772 1 0. 985879 0 0. 716537 0. 98177

数字化 0. 865573 0. 876796 0. 95031 0. 955719 0. 716537 0 0. 847557

内容产业 0. 849101 0. 923935 0. 974435 0. 893683 0. 98177 0. 847557 0

相异矩阵中的数据为不相似数据，数值越大则表明关

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差; 反之则表明关键词之

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大。利用相关的多元统计方法，可

以分析出关键词之间的聚类关系，这些类别可以表明数字

内容产业的学科结构，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多元统计方法进

行学科图谱的分析。

2. 3 高频关键词间共现关系

笔者选取前 50 个高频关键词，主要进行关键词共现

网络分析与数据挖掘，经过 Pajek 软件分析得到共现关系

图，其中面积较大的节点表示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现

频率较高，见图 2。从图 2 中可以明显看出: “产业发

展”、“数字电视”和“产业链”等节点的面积较大，说

明这些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现关系最强，亦说明我国对

于数字内容产业的学术研究目前主要围绕数字电视、产业

链为代表的创业实践以及相关的机构、外围环境等予以

开展。

2. 4 聚类分析

利用统计工具 SPSS19. 0 将 50 个高频关键词分到不同

的类中 ( 见图 3) 。聚类结果可以反映出这些词之间的亲

疏关系，能够反映出数字内容产业学术研究活动的热点。

如其中理论性强、研究方向相似以及研究热点领域会形成

较大的类。从图 3 可以明显看出，表面上不甚相关的关键

图 2 2000—2010 年数字内容产业领域关键词共现关系

词之间的 欧 几 里 得 距 离 却 较 近，比 如 “行 业 协 会”和

“中国电子”，从所查阅的文献统计上看，很多与数字内

容产业相关的学术会议都是由行业组织筹办，这些组织包

括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中国电子商会等，并且行业协

会常常冠以“中国电子”之名。

2. 5 知识图谱分析

多维尺度法是一种将多维空间的研究对象 ( 样本或

变量) 简化到低维空间进行定位、分析和归类，同时又保

留对象间原始关系的数据分析方法。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中，被分析的对象以点状分布，每个点的位置显示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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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0 数字内容产业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

象之间的相似性，有高度相似性的对象聚集在一起，形成

一个类别
［4］。本文的做法是通过 SPSS19. 0 统计软件 Scale

功能中的多维尺度分析功能 ( ALSCAL) ，选取平面对称

的图形描述数字内容产业关键词的数据结构，用序数数值

作为数据测度水平的指标，对数字内容产业关键词的相异

矩阵进行二维尺度分析，见图 4。

2. 5. 1 主题域 1———参与机构研究 在主题域 1 中，信息

产业部、产业联盟、行业协会、中国电子、论坛等高频关

键词包含在该子领域当中，共有 5 个关键词，说明该子领

域的研究主要围绕数字内容产业相关参与机构进行。

其中，信 息 产 业 部 ( 现 已 变 更 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作为政府监管部门，肩负着维护行业秩序，制定相

关政策的重任，先后出台了电子行业标准
［5］、数字集群体

制标准
［6］、通信行业标准

［7］、数字音频行业标准
［8］

等一

图 4 2000—2010 年数字内容产业学术研究知识图谱

系列标准，为数字内容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行业

协会”作为一种民间性组织，它是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

带，如中 国 电 子 视 像 行 业 协 会
［9］， 中 国 电 子 商 会

( CECC) ［10］
等，并且这类行业协会常冠以 “中国电子”

的前缀，因此 导 致 后 者 也 成 为 热 门 关 键 词。产 业 联 盟

( Industry Alliance) 是企业间结成的互相协作和资源整合

的一种合作模式。数字内容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要快

速和良性地发展必须遵照一个科学的发展模式，而以产业

联盟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11］

受到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作

为思想交流和理论宣导的平台，各种数字内容产业 “论

坛”相继出现，如数字技术应用高峰论坛
［12］，数字电视

产业高峰论坛
［13］，数字知识产权论坛

［14］
等。

2. 5. 2 主题域 2———区域内容产业实践研究 在主题域 2

中，产业集群、数字出版、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数字娱

乐、数字媒体、北京市等高频关键词包含在这个领域中，

共有 11 个关键词，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该子领域的

研究主要围绕区域内容产业实践主题。随着数字技术的不

断升级与发展，数字内容与创新文化、创智生活的结合愈

加紧密，再加上国家宏观政策的导向和支持，数字创业实

践得到了愈加快速的发展，所以从产业基地、文化创意、

文化产业、产业集群等关键词可以充分表现数字创业方面

的学术研究日趋得到重视。在数字内容产业研究的关键词

中，北京、上海、深圳等作为地区性名词屡次被提出来，

其中“北京市”更是成为了高频词，表明北京在区域产

业实践中的特殊地位和优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众媒体

产业特别是数字出版和数字娱乐产业成为国家重要的区域

数字内容产业集聚区，这些区域依托北京雄厚的人才、文

化及中关村技术优势，在引领全国现代产业发展方面起到

很好的先导作用。据统计，2006 年北京市互联网科学技

术出版市场规模大约为 3. 4 亿元，占全国 90%以上的市场

份额。北京市也拥有众多的数字内容产业集聚区，这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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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提供了实践基础。

2. 5. 3 主题域 3———数字电视研究 在主题域 3 中，数字

电视产业、数字电视、机顶盒、有线数字电视、产业化、

地面数字电视、解决方案、有线电视、数字家庭、三网融

合等高频关键词包含在该领域中，共有 11 个关键词，从

该子领域包含的高频关键词中可以看出，研究主要围绕数

字电视及其产业进行。各高频关键词聚集现象明显，说明

这个领域中研究主题关系密切，是我国数字内容产业研究

中相对成熟且重要的研究领域。

其中，数字电视产业、数字电视、增值业务、产业化

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2001 年，我国政府发布 《广播

影视技术科技十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规划》，对数字电视

发展作 了 明 确 规 划: 2010 年 全 面 实 现 数 字 广 播 电 视;

2015 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
［15］。目前数字电视已成

为我国普及程度最高的数字内容产业形式，国内相关的研

究包括数字内容产业的特征与优势分析、产业模式研究、

运营商产业角色研究、政府规制分析等
［16］。数字机顶盒

是该子领域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国内学术界对数字

机顶盒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众多通信、计算机

领域的学者从技术角度研究数字机顶盒的研发、制造等;

另一方面，主要研究媒体、数字产业的专家学者则从数字

机顶盒的应用模式、产业形态、市场前景等方向研究，着

重突出了数字机顶盒在整个数字电视产业中相对独立存在

这一特征，主要应用产业经济学、传播学等理论与方法展

开研究
［17］。相关的研究主题还包括数字机顶盒解决方案、

应用模式、市场等。其中还包括有线电视网络、地面数字

电视等方面的研究，这个主题与一般有关媒体的学术研究

最为接近。国内有许多学者运用传播学理论及方法重点研

究数字电视的传播学特征、媒介性质、在大众传播中的应

用等。研究热点包括数字电视网络的传播学性质分析、数

字电视网络的建设与应用等，着重强调数字电视网络的具

体应用及出现的问题。

随着 IPTV 试点推广力度的加强、数字电视整体平移

提速、宽带日益普及、无线技术等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

互通的电子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数字家庭的理念被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接受。数字家庭离不开三张网———通信网、电

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则是完整数字家庭的基础
［18］，

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

2. 5. 4 主题域 4———产业核心问题研究 在主题域 4 中，

主要关键词大约有 20 个左右，基本围绕产业为核心展开

的，主要包括数字技术 ( 数字化、数字时代、信息技术、

数字图书馆、互联网、中国数字等) 、数字出版 ( 新闻出

版、出版业、出版产业、传统出版、传统出版业等) 、文

化产业 ( 文化创意、内容产业、数字内容产业、信息产

业、产业发展、产业链) 等。

首先，和传统的内容产业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内容产

业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数字化，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围

绕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数字时代等关键词成为研究频次

较高的内容，并成为分析数字内容产业的基本限定语，同

时，相关主题的密集度反映了这一产业的技术与内容双重

属性。新兴的数字技术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物质支撑，

构成了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打造以数字技术为核

心的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迈向高端产业的必然趋势。

其次，从这些关键主题词中可以发现，数字内容产业

是一个大的产业集群，这其中除了主题域 3 中数字电视等

媒体的数字内容建设外，数字出版及相关主题词也较为集

中和突出，这反映了新闻出版领域面对网络数字媒体激烈

竞争及融合转化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产业成为数字内容产业

的一个重要领域，新闻出版产业不仅包括图书、报纸、期

刊等纸介质媒体产业，也包括音像、电子、动漫、游戏以

及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兴出版产业，印刷、复制

产业，新闻出版流通、物流产业，新闻出版产品对外贸

易、版权输出、合作出版等领域。据统计，2009 年，我

国数字出版总产出已达到 799. 4 亿元，总体经济规模超过

图书出版，初步形成了北京、上海、广东等数字出版产业

集聚区，在数字出版内部，手机出版的营业收入已超过传

统的网络游戏，占数字出版全部营业收入的 24. 2%，位

居首位。这表明像数字出版产业这一大众传媒产业作为内

容的核心来源，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过程中，从注重信息产业

的全面发展到信息资源如数字图书馆产业的开发利用。进

入 21 世纪，文化内容与创意内容成为研究主题新热点，

反映了内容产业发展的一个特有轨迹与趋势，其中起决定

性的三要素是数字技术、数字设备和数字内容，在内容产

业发展中，原创内容是核心，信息内容向文化内容的转化

反映了文化产业借助信息技术的媒介和平台迎来了一个真

正的内容为王的新世纪，原创作为数字内容产品的核心价

值，创造力是将内容和信息区分的重要标准，也是数字内

容产品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

数字内容产业是文化产业中内容创造和生产环节规模

化后形成的新产业，其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是缺乏数

字内容产业发展的良性机制，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产业

链也没有完全形成，未来数字内容产业应更强调内容，内

容部分从媒介中独立出来，形成大规模的内容产品生产，

并且通过更为广泛的传输渠道和信息终端，进行更大规模

的交易，数字化的大众传媒内容产品将会融入数字内容产

业。因此，在大量研究文献中，集中探讨了如何发展数字

内容产业，如何构建成熟有效的产业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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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关键词涉及文化产业、文化创意、内容产业、数

字内容产业、信息产业等主题词，在文献中也有很多学者

分析这些概念的含义与相互关系，反映目前数字内容产业

战略周期尚处于从概念向产业转化的萌芽时期，尽管概念

表述有些差异，如在澳大利亚就将其称为“创意性内容

产业” ( Creative Content Industry) ，也有学者认为“信息

内容”概念提法不妥，很容易让人理解成广义上的信息

资源及信息内容产业
［19］。无论如何，在实质上都认同其

为以内容为核心，信息或数字为纽带，强调内容与其他行

业的交叉和融合，是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领域，从文献不

断增加的趋势来看，它是一个文化产业未来 5 ～ 10 年发展

战略中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战略产业。

3 结束语

此研究成果鸟瞰了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学术研究的嬗变

轨迹和研究范畴，勾勒出学者们 10 年来相关研究的重点

和热点，用知识图谱法较为形象地揭示了数字内容产业的

整体框架和内部结构，并对未来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向

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内容产业日渐

成为学术界最为关注的课题。

此研究成果应用共词分析法，借助聚类分析和多维尺

度分析勾画了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学术研究的主题知识图

谱，但目前只是一次初步的尝试性分析，其结果也难免有

所不足。比如中国知网 ( CNKI) 对文献的标注上仍存在

着一定的主观性，有些期刊上发表的会议信息，本无关键

词，但也被人工添加标注了关键词，这些难免会对研究结

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 《首届“中国北京数字内容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成功举行》一文
［20］，被人工添加了 10

个关键词，分别为数字媒体、创新发展、北京市、内容产

业、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产业化、信息服务业、数字内

容、产业发展、论坛。同时，对图 4 所示的知识图谱主题

域的范畴确定也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也存在一些与研究

常理出现偏差的节点，如主题域 2 中“产业”和“产业

集群”本应该和主题域 4 中的“产业链”关系更为紧密，

但图谱上却相离甚远，所以此研究只是从较为宏观的层

面，较为详细直观地反映出目前的学术研究主题知识图

谱，但仍存在需要逐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另外，本文只

统计了前 50 个高频关键词，还不能全面反映关键词的一

个全面系统的图谱。鉴于还有其他和数字内容产业类似或

相近的概念，如信息内容产业、信息文化产业、数字文化

产业、数字娱乐业、新媒体产业、网络文化产业，等等，

更有很多涉及数字内容产业的具体产业内容，如文化产业

新业态、手机内容、动漫、网络社区 SNS 等主题词等，这

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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