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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可视化分析

刘光同,崔龙浩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239篇文献为数据源,运用科学文献计量的知识图谱CiteSpace软件,对我

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研究结果认为: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探索发

展、完善发展和改革发展3个阶段;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体育管理、体育彩票机构、职业体育、
体育社团、体育用品企业、体育组织等方面进行;从法学、经济学、传播学等视角全方位研究体育企业社会责任治理,
将推动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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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世纪末的企业社会责任经过国外学者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社会责任理论体系.国内对企

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时间较短.在体育领域,假球、兴奋剂问题、非法博彩、体育

用品企业品牌纠纷等社会责任失范事件严重影响体育行业的社会声誉和整体形象,制约体育产业的繁荣发

展,迫切需要理论性研究来指导和推动社会责任实践的发展.基于此,运用科学文献计量的知识图谱

CiteSpace软件[1],对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关键词、核心作者以及研究机构进行共

现网络绘制,对时区图、时间线图、突现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主题词为“体育”并含“企业社会责任”,检索日期为

2020-03-10,共检索到相关文献497篇,再将关键词设置为“体育社会责任”二次检索进行文献查漏补缺.通过

文献筛查,剔除与体育领域社会责任研究相关性较低的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239篇.
1.2 研究方法操作流程

本研究的操作流程共分为3步.1)将 CNKI保存的239篇文献信息以download_XXX命名,通过

Citespace将数据进行转化,并重新命名执行操作,建立数据库.2)在TimeSlicing中设置时间切片,鉴于成像

效果将其设置为2,在Pruning一栏中,裁剪方式选择为Pathfinder和ShowtheMergedNetwork,其他阈值

设置均为默认.最后在NodeTypes,依次选择Keyword,Institution,Author,分别生成关键词、合作机构、作
者的共现网络图谱.点击Export的子选项NetworkSummaryTable生成图谱节点的具体信息,并以Excel
的形式导出矩阵.3)在控制面板界面点击Burstness,选择合适的阈值进行突发性检验得出突现关键词.点击

Layout,将可视化方式选择为TimelineView和TimezoneView,生成关键词时区图和关键词时间线图.

2 我国体育领域社会责任研究热点分析

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概括文章主题的词或词组,是最核心的词汇,也是论文中心思想的高度凝练.对关键词的分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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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方向.将CiteSpace主控界面节点类型设置为Keyword(关键词),2年设置为

YearsPerSlice(时间切片),绘制出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和高频、高中心性

关键词列表,共计算出225个节点和330条连线.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则出现频次越高,节
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2].

由图1分析可知,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分别为社会责任(146次)、企业社会责任(26次)、利益相关者

(18次)、体育产业(12次)、体育彩票(12次)、职业体育俱乐部(12次)、体育明星(8次)、体育用品企业

(7次).这表明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体育产业、体育彩票、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明星

等.而这些研究多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研究基础.研究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归为:1)有关体育企业社会责任内

容探索的研究[3-4];2)有关体育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构建的研究[5-7];3)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

系的研究[8-9];4)有关社会责任治理方面的研究[10-11].
中介中心性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具有高的中介中心性的文献通常是连接不同领域

的关键枢纽[12].具有较中心性的关键词有企业社会责任(0.56)、体育产业(0.5)、社会责任(0.45)、研究

(0.39)、体育(0.28)、职业体育俱乐部(0.21).关键词的频次与中心性都代表了该词在图谱中的重要程度,但
两者并不等同.体育产业虽然出现的次数不是最高(12次),但其中心性(0.5)高居第二,仅次于企业社会责

任.这说明体育产业在该研究领域内与其他研究内容关联度较高,体育产业是连接其他研究内容的关键枢纽.
2.2 热点时区分析

将CiteSpace可视化布局调整至TimezoneView绘制我国体育领域社会责任研究热点时区图(图2).横
坐标为时间轴,节点代表各年份出现的关键词,节点间的连线代表该关键词不同时间的研究演进路径.

由图2可知,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呈现2个特点: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内容逐步深化.
2003-2009年是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探索发展阶段.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是社会责任理论、企
业社会责任理论、SA8000标准、利益相关者、金字塔模型、可持续竞争力等.2010—2015年是我国体育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的完善发展阶段.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ISO26000社会责任标准指南》,将社会责任理

论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各类社会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和推广.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体育用品企业、职业体育组织、体育上市企业、体育明星、体育媒体、体育彩票、实
证研究等成为高频关键词.研究框架逐步完善.研究内容也由理论性研究拓展到实证研究.2016-2019年是

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改革发展阶段.2015年,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社会责任指

南》《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这为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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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明确了方向.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体育企业社

会责任的研究也开始转向与体育治理相结合,协同治理、体育治理、元治理、多元主体治理等成为这一时期新

的高频关键词.

2.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是指某一个关键词在一段时期内出现频次骤增的现象,从而直观展现该领域研究的聚焦点.
利用CiteSpace的突发性检验(Burstdetection)得出3个突现词,分别为治理、中超联赛、职业体育俱乐部,突
现时间为2017-2019年.

中超联赛是我国级别最高的职业体育赛事,也是我国职业化最早的赛事.1992年红山口会议确定足球

为职业体育改革的排头兵.中超联赛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城市形象的提升等方面确实做出了积极贡献,然
而,假球、欠薪等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国家足球队竞技水平停滞不前,确实令国人大失所望.据权威媒体报

道,辽宁足球俱乐部仅2018年和2019年欠薪7000万元,严重影响球队的正常运转.2020年3月,天津天海

足球俱乐部做出以0元转让俱乐部100%股权的决定.负面事件的出现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足球的职业化进程

和中超联赛的未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也为中超联赛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中超联赛和职

业体育俱乐部的社会责任治理也因此成了近几年研究的热点问题.
2.4 文献聚类分析

CiteSpace软件通过算法将关系紧密的关键词进行聚类,每个聚类下的关键词具有高度相关性.节点类

型依然采用Keyword,对关键词共现图谱聚类并采用对数似然比LLR方法对聚类进行标记,得出8个有意

义的聚类标签,并采用TimelineView的可视化方式生成关键词时间线图(图3),图谱的聚类模块值(Modu-
larity,Q)为0.8721,聚类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S)为0.5321.其中Q 是网络模块化的评价指标.一般认为

Q>0.3以上就意味着所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 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其值在0.5以上,可
以认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1].由分析结果可得,Q 和S 均符合要求,聚类的结果比较合理,生成的8个聚类标

签分别为体育管理、体育彩票机构、职业体育、体育社团、企业社会责任、体育、体育组织、体育用品企业.

3 体育领域社会责任研究的作者与发文机构可视化分析

3.1 核心作者共现网络分析

核心作者是研究的中坚力量,对学科发展演进起着关键作用,是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前行的动力.
运用CiteSpace软件,将主控界面节点设置为Author(作者),设置算法为Pathfinder(关键路径),以1年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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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切片长度绘制作者合作共线网络(图4).共计算出节点数N 为282,连线数E 为181,网络密度Density为

0.0046,节点的大小代表该作者发文量多少,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节点与连线的颜色与图谱横轴

相对应,代表发文年限与合作时间,共有282位作者从事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说明该领域已经得到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聚集了一定的科研力量,但网络密度较小说明作者数量、发文数量及合作关系并不密切.通
过图4可知,目前已有的研究形成了5个较大的合作团队:以李海、吴殷为核心的合作团队;以柳鸣毅为核心

的合作团体;以张森、王家宏为核心的合作团体;以宋冰、刘光同、耿瑞楠、张廷安为核心的合作团体;以陈锡

尧、韦梅、庞徐薇为核心的合作团体;此外还有不少独立的研究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节点相

对分散,连线较少,作者合作密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依据普赖斯定律公式,M 为高产作者最低发文量,Nmax为最多发文量.在本研究中 Nmax为10;M 为

2.36,取整数为3.将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定为核心作者,经统计共有19位(见表1).
表1 核心作者分布一览表

Tab.1 Distributionofcoreauthors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起始研究年份

1 10 李海 2011

2 6 宋冰 2016

3 5 陈锡尧 2007

4 4 柳鸣毅 2011

5 4 王家宏 2015

6 4 张森 2013

7 4 张廷安 2016

8 3 吴殷 2011

9 3 黄亚玲 2011

10 3 刘光同 2017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起始研究年份

11 3 庞徐薇 2011

12 3 耿瑞楠 2017

13 3 康妮芝 2012

14 3 郝家春 2008

15 3 兰健 2008

16 3 韦梅 2011

17 3 李保存 2012

18 3 冯杰 2011

19 3 张朋 2014

  发文量最多的上海体育学院李海教授团队,发表时间集中在2012—2016年,其主要研究有关体育彩票

的社会责任;滁州学院宋冰研究团队近年主要研究有关中超联赛和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社会责任;上海体育学

院陈锡尧教授研究团队主要研究有关体育赛事的社会责任;以河南大学张森博士和苏州大学王家宏教授合

作团体的研究方向与体育消费结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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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分析

将CiteSpace软件的

节 点 设 置 为 Institution
(机 构),设 置 算 法 为

Pathfinder(关 键 路 径),
以1年为时间切片,绘制

出我国体育企业社会责

任的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研究机构分布图如图5
所示.

图5共生成203个

节点,节点代表研究机构.
节点越大,发文量越多.连
线代表机构间的合作,连
线的粗细对应机构间合

作研究的程度[13].由图5
可知,目前的研究形成以

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

育学院为核心,以河南师

范大学、滁州学院、集美

大学为主要成员的合作

网络;以上海体育学院体

育赛事研究中心为核心,
以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同济大学体育部

和河南大学体育部为主

要成员的合作网络;以苏

州大学和河南大学为核

心的合作网络.目前研究

成果分布是以上海体育

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的体育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相配合的局面.从104条

网络连线来看,科研机构之间合作还不够密切.

4 结 论

随着体育职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体育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体育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学者们关注和

重视,研究的视角逐步向法学、经济学、传播学等领域拓展.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经历了探索发展和完善

发展阶段,目前已经进入改革发展阶段,从不同的视角全方位研究体育企业社会责任,将极大的推动社会责

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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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sualanalysisoncorporativesocialresponsibilityofsportsinChina

LiuGuangtong,CuiLonghao

(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Taking239literaturescollectedbyCNKIasdatasource,bymeansofCitespacesoftware,thispaperreviewed
andsortedtheresearchoncorporativesocialresponsibilityofsportsinChina.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searchoncorpora-
tivesocialresponsibilityofsportsinChinahasgonethroughthreestages: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improvementandde-
velopment,reformanddevelopment.TheresearchcontentsofcorporativesocialresponsibilityofsportsinChinamainlyfocuses
onsportsmanagement,sportslotteryinstitutions,professionalsports,sportsassociations,sportsproductcorporation,sports
organizationsetc.Thecomprehensivestudyoncorporativesocialresponsibilitygovernanceofsportsfromtheperspectiveof
law,economicsandcommunicationwillpromotethedevelopmentofsocialresponsibilitytheoryand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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