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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日本学研究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社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为例

刘岩，王晓梅，余俊鹏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中国知网（ＣＮＫＩ）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收录的５０７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社科类博士学
位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２０年间日本学研究领域的博士论文文献总量呈稳中有升趋势，以吉林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等高校为代表。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线，以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启示”“产业”“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等

议题为主流热点，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战后”“伪满洲国”“军国主义”“传播—影响”等议题也受到较多关

注。未来研究须进一步追踪国内日本学研究成果，从跨学科知识流动、学缘流派的时空演变等角度拓展日本学研究的学

术视野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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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学位论文可以反映出一定时期青年学者
在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状况，开展关于博士论文

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各学科的发展现状与研究趋

势，而且在学科建设与未来研究方向上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经过近３０年的努力，我国已逐步建
立起中国特色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和质量保障

体系，基本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

略目标，然而，也存在不同单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存在差异、在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与世界高

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一些差距等问题［１］。近年

来，陈超美及其团队研发的文献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受到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广泛认可，
该软件不仅在学科发展进程、学科研究热点、学科

研究前沿等方面的研究中颇有建树，还被各学科

研究人员广泛运用到知识域研究并取得丰硕成

果。王琪［２］、王坦［３］、龙晓翔［４］、彭金玉［５］等学者

分别对体育学博士论文、国内外研究生教育论文、

ＭＴＩ教育研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等进行了知

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比较而言，以“日本”为研究

主题的博士论文鲜受关注。中国博士论文日本学

研究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主要围绕哪些领域展

开？其热点和发展趋势又如何？厘清这些问题，

对今后的日本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基于此，本文以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中国知网收
录的以“日本”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为考

察对象，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从发文量、关键词共
现、关键词突现、关键词聚类等方面勾勒出中国博

士论文日本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脉络，为我国日本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可行性参考。

１　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库，以“日

本”为主题，将时间段设置为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进行检索，以“社科”和“博士
学位论文”为条件进行筛选，最终得到有效博士

学位论文５０７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检索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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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７篇博士学位论文包括外国留学生的中国博士
学位论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应用 Ｊａｖａ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
可视化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网络寻径算法

等，对特定领域的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

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和知识拐点，并通过一

系列可视化图谱绘制来完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

机制的分析和对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６］。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陈超美及其团队开发，通过文献可视化

分析探索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核心机构、核

心期刊、研究热点、发展前沿等。本文主要运用词

频统计法、聚类分析法和计量统计法进行分析研

究，通过 ＣＮＫＩ数据库导出样本文献 Ｒｅｗｏｒｋｓ格
式，经过数据格式转换，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５０７篇文献进行图谱绘制和可视化
处理，进而对高频关键词、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

类和关键词突现进行分析，总结日本学研究的热

点、趋势和演变过程。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发文量分析

图１展示了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２０年日本学研究领
域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年度发表情况，根据年度数

量变化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该阶段发文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６篇
逐年增加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８篇，年均发文量为１０．４
篇。尽管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但总体呈

现上升趋势，属于研究发展良好阶段。第二阶段

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这一时期年均发文量为 ３１．２
篇，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并趋于平稳的态势。

２００９年发文量高达３９篇，此后发文量开始下降，
但总体上保持稳定。与第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研

究成果显著增加，并出现一次研究高潮，表明学界

对日本学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研究处于良性

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该阶段
年均发文量为 ３２．２篇，其中 ２０１３年发文量增至
４６篇，为该阶段最高值，此后发文数量逐步下降。
第四阶段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尽管该阶段年均发
文量高于２０年平均水平，但受中日关系影响，该
阶段发文量仍存在波动。这一时期平均发文量为

２７．６篇，２０１６年处于近１０年的最低点，研究成果
较少。２０１６年后，随着中日关系趋于缓和，发文
数量回升并出现峰值。自２０１７年起，研究逐渐过
渡到平稳阶段，年均发文量 ３０篇左右。总体而
言，２０年间国内日本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产出呈现
“稳步上升—快速发展—高位调整—波动趋稳”

的演进轨迹，反映出该领域研究从萌芽到成熟的

发展历程。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日本学研究领域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年度发文量

２．２　研究机构
学位授予机构和研究机构是考查博士学位论

文研究水平的重要维度。根据文献计量统计，隶

属高校和研究院的研究机构共计８１所。经过数

据筛选，发文量１０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统计情况
如图２所示。从图２可以看出，吉林大学的发文
量位居第一，共发表１０７篇，占总量的２１．１％。其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涵盖经济、政治、法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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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学等领域，其中经济领域发文最多，达 ５４
篇，占该校博士学位论文总数的 ５０．５％。东北师
范大学位居第二，发文量为 ４９篇，占总量的
９．７％。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广泛，涉及历史、
文学、教育、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领域。其

中，历史领域论文数量达２０篇，占该校博士学位
论文总数的４０．８％。南开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并
列第三，发文量均为２３篇，各占总量的４．５％。南
开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历史、经济、教

育等领域，历史学是该校的重点研究方向。华东

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涉及经济、教育、历

史、政治、法学、心理学、文学等多个领域。辽宁大

学和复旦大学的发文量分别为２２篇和２１篇，分
别占总量的４．３％和４．１％。辽宁大学的日本学研
究聚焦于经济领域，涵盖经济体制改革、贸易经

济、企业经济等。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集中在日

本经济、文学和政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发文量为２０篇，研究集中在日本历史、经济
和政治领域。山东大学发文量为１７篇，占总量的
３．４％，其研究涉及日本文化、法学、文学、哲学、历
史、政治等多个方面，其中关于日本动漫和日本文

化的研究表现突出。武汉大学、河北大学和北京

外国语大学的发文量均为１１篇。武汉大学的研
究涉及日本经济、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河北大

学主要围绕日本教育展开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

则聚焦日本经济、政治、文学等。外交学院发文量

为１０篇，占发文总量的 ２．０％。该校专注于日本
对外关系和政治战略研究。综上所述，各研究机

构在日本学研究领域各有侧重，形成了多领域、多

方向的研究格局。其中，经济、历史和政治三大传

统学科是核心研究方向。与此同时，文学、教育、

文化等领域的专题研究也蓬勃发展，形成了基础

扎实、多元并进的研究格局。

２．３　学科分类
利用中国知网的专题分类功能，结合文献计

量方法整理数据，得到日本学研究领域博士学位

论文专题分布情况（见图３）。如图 ３所示，世界
历史占比 １４．４０％，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占比
１３．２１％，世界文学占比９．２７％，经济体制改革占比
８．０９％。此外，法理、法史、企业经济、中国文学等
领域的发文量差距较小，占比均在 ５％左右。这
表明，２０年间，社科类博士的日本学研究涉及领
域十分广泛，涵盖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法

学、教育学等主要学科。经过分析发现，东北师范

大学和吉林大学是开展日本学研究的主要机构，

其在经济、历史和文学领域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

丰硕。与此同时，不同高校在博士培养方面也展

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

图２　主要发文机构论文数量统计

图３　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学研究领域分布

３　知识图景
图４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日本学研究领域博士

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图中包含２６６个关键
词节点（Ｎ）和 １５１条连接线（Ｅ），Ｑ值为０．９４４９
（Ｑ＞０．３），Ｓ值为０．９７１４（Ｓ＞０．３），表明关键词共
现的可信度较高。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将时间范
围设定为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并将时间切片设置为
２年，进一步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５）。图５
显示，关键词主要形成了７个聚类：＃０中日关系、
＃１启示、＃２产业结构、＃３军国主义、＃４中国、＃５
伪满洲国和＃６《诗经》。聚类序号与聚类大小成
反比，其中，＃０聚类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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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５　关键词聚类图谱

从图４可以看出，样本文献的可视化关键词
节点和网络密度较为集中，共词现象明显，且关键

词相互联系形成了聚类。综合分析图 ４与图 ５，
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关键词的主要聚类。（１）“＃０
中日关系”聚类是研究的核心部分，主要围绕“中

日关系—特点—历史—启示”“中日关系—影

响—创新”“中日关系—东南亚—美国—比较研

究”等国际政治主题展开，并通过“中日关系—安

倍政府—安全政策—日美同盟”的政治聚类与

“＃１启示”聚类相关联。（２）“＃１启示”聚类以“经
济产业”为核心，涉及“中日关系—启示—经济增

长—日本经济—日本文化”等内容，并通过“启

示—中小企业—中国—东亚—产业转移”的聚类

与“＃４中国”相关联。（３）“＃２产业结构”聚类以
“产业”为中心，形成“产业—企业—制造业—战

后”的聚类，该聚类相对独立，主要聚焦于日本的

产业发展及其历史脉络。（４）“＃３军国主义”聚
类以“军国主义”为核心，形成“军国主义—天皇

制—国家主义”的聚类，这一聚类独立性较强，主

要关注日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及相关问题。（５）
“＃５伪满洲国”聚类以“伪满洲国”为中心，形成
“伪满洲国—掠夺—影响—文化—日本认识”的

聚类，该聚类同样相对独立，主要研究伪满洲国时

期的相关历史问题。（６）“＃６《诗经》”聚类以“传
播”为中心，形成“传播—接受—《诗经》—江户时

代”的文学聚类，主要关注《诗经》在日本的传播

与接受情况。

综合来看，“＃０中日关系”和“＃１启示”聚类
相互关联，构成日本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其主要研

究领域是经济和国际政治。其中，“中日关系”具

有最高的中心度，与“产业”“战后”“日本经济”

“经济增长”等关键词形成紧密关联网络，成为最

具影响力的研究主线。除主体研究集群外，还形

成了若干特色研究群组，如以“军国主义”为代表

的历史研究、以“传播”为重点的文化研究、“产

业”相关的经济研究等，展现出研究视角的多元

化趋势。

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分析整理出现频次超过
２次的关键词（见表１）。从关键词频次来看，“中
日关系”频次最高，达到 １３次。这表明，２１世纪
以来，“中日关系”一直是日本学研究的核心热

点，涉及政治、经济、产业等多个领域。“产业”和

“战后”的频次分别为９次和 ７次。以“产业”为
中心，“战后”“企业”“制造业”等关键词频繁共

现，反映了学界对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

转型的高度关注。“启示”和“中国”的频次均为

６次，二者与“中小企业”“日本经济”“经济增长”
等关键词密切相关。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经济进
入高速发展期。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与产业结构

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和

历史教训成为学界重点研究对象，为中国经济转

型提供了关键性实践参照。“伪满洲国”和“传

播”的频次均为 ５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
和文学领域，受“中日关系”影响较小，形成了较

为固定的研究领域，是日本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外，“日本动漫”频次为４次，“制度”“天皇
制”“上海”“优势”“东亚”等关键词频次均为 ３
次，这些也是博士研究的热点。综合来看，日本学

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线，同时形成了多个固定

的研究领域。博士学位论文的日本学研究与中日

历史、时政、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既关注国际变局

中的重大问题，也聚焦日本社会经济的具体经验，

体现了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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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频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中日关系 １３ ８ 经济增长 ５ １５ 制度 ３
２ 产业 ９ ９ 传播 ５ １６ 天皇制 ３
３ 战后 ７ １０ 日本经济 ５ １７ 企业 ３
４ 启示 ６ １１ 东南亚 ４ １８ 上海 ３
５ 中国 ６ １２ 中小企业 ４ １９ 优势 ３
６ 研究 ５ １３ 冷战后 ４ ２０ 东亚 ３
７ 伪满洲国 ５ １４ 日本动漫 ４ ２１ 军国主义 ３

４　知识演变
４．１　关键词突变

本节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突发性检测功能，对样
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关键词突变情况

视图（见图６）。如图 ６所示，突变强度排名前 ５
位的关键词为“启示”“日本动漫”“中日关系”

“产业”和“研究”，突变强度分别为 ３．４９、２．３６、
２．２４、１．８８和 １．４９。其余关键词的突变强度大多
保持在１．２左右，表明相关研究热点的变化较为
明显。为系统分析２０年间研究热点的演变，本节
将根据关键词突变趋势分阶段进行论述。

图６　关键词突变图谱（前２５位）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关键词“产业”的突变
强度最为突出，达到 １．８８，突变时间段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该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产业”“创新”
和“资源节约”展开。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军国主
义”研究短暂兴起，聚焦对外关系、军国主义教育

等领域。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
“形成”“翻案”“影响”等关键词在历史、文学、国

际关系等领域同步出现，虽未形成单一热点，却展

现了研究视野的拓展。

（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突变明
显的关键词有“启示”和“日本动漫”。这一阶段

出现了两次研究热点突变。“启示”的突变时间

段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突变强度为３．４９，相关研究
主要探讨世界经济危机遗留问题。“日本动漫”

的突变强度为 ２．３６，突变时间段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日本动漫产业发达，其政府对动漫产业的大

力支持极大地推动了该产业的发展。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日本动漫在全球市场占有份额超过 ７０％，
对世界各国的动漫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

这一阶段文学领域的“《诗经》”“民国时期”等成

为热点。

（３）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研究热点，其突变强度最高且

持续时间最长（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以
１．４８的突变强度位居第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表明
经济研究仍占据重要地位。从时间上看，研究主

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研究
聚焦“影响因素”和“掠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研究
转向“历史”“日本教育”“安倍政府”等议题。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关键词均围绕“中日关系”展

开，且突变时间相对集中，充分印证了中日关系波

动对日本学研究的显著影响，凸显出两国政治外

交关系与学术研究热点紧密关联。

４．２　关键词时区
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关键词共现与突变分析，本研

究绘制了关键词时区图谱（图 ７）和时间线图谱
（图８）。图谱以２年为时间切片单位，节点大小
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连接线粗细反映共现强

度［７］。分析显示，博士学位论文中日本学研究的

发展可分为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为探索阶段，研究主题初步形成；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为发展阶段，研究领域快速拓展；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为平稳阶段，研究体系渐趋成熟。时区图谱中关

键词节点的时序分布完整连贯，各阶段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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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持延续性又呈现明显的演进特征。下文将结

合图谱可视化结果与时代背景，深入剖析这三个

阶段的研究特征与发展轨迹。

图７　关键词时区图谱

图８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探索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该阶段的研究
集中在“战后”“产业”“研究”等领域，重点关注

与日本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以及东北亚地区的经

济、政治和历史问题。各类研究多局限于各自领

域，相互之间的关联较弱，仅有“东南亚”“美国”

“比较研究”等关键词形成一定的关联，但其研究

数量较少，并未处于引领地位。这表明，尽管日本

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已初现相互影响的迹象，但尚

未形成规模，未能构建完整的关联与演变体系。

发展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这一阶段的发
文量和聚类关联性显著提高，各研究领域之间的

关联大幅增强。“中日关系”“日本经济”和“经济

增长”成为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该时期的

研究热点，并与其他领域紧密关联，推动了两类主

要研究演变。首先，以“中日关系”为中心的关键

词演变是维系日本学研究的核心。“中日关系—

影响—创新”这一演变最早出现于２００９年，表明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日关系成为学术研究
的热点。其次，以“日本经济—日本文化—特点”

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为主的演变反映出金

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恢复经济成为各

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因此，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研究
重点转向日本经济领域。此外，“中日关系”相关

研究延续至下一阶段。

平稳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经历前期“爆炸
式”发展后，该阶段的研究逐渐走向平稳与成熟，

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并驾齐驱，其他领域的研究

也日益丰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近世”“伪满洲
国”“影响因素”“掠夺”等国际政治和历史领域的

研究成为热点，且各关键词相互关联。主要原因

在于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紧张，经济领域的研究未

能形成规模。２０１７年开始，以“中日关系”为中心
的“中日关系—安倍政府—安全政策—日美同

盟”和“中日关系—历史”研究高潮持续至 ２０２０
年。此外，文学领域的“传播—接受”研究、经济

领域的“制造业”研究和教育研究均取得显著进

展。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实现了从历史考证到政

策分析的研究视角转型，由单纯关注日本侵华史

实转向系统研究日本当代政治经济政策，体现了

学术研究回应现实需求的显著特征。

５　结语
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绘制了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０年以“日本”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关键
词图谱，对这２０年间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学研究
现状、热点和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第一，在发文量与研究机构方面，２００１—
２０２０年年度发文量受中日关系与时事政治等因
素影响呈现波动状态，但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

研究机构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等 ８１所院校为代表，形成了多
学科、系统性、连续性的研究格局，逐步构建起

较为科学的日本学研究体系。第二，在研究知

识网络方面，“中日关系”是核心主线，“启示”

“产业”“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等国际政治和

经济领域的研究成为主流热点，并逐渐形成较

为完善的研究体系。与此同时，“战后”“伪满洲

国”“军国主义”“传播—影响”等历史学和文学

领域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呈现出持续发展

的特点，成为日本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三，在热点演变方面，研究热点受中日关系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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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求的影响较大，呈现出间断性演变特点。

２００６年，研究热点集中在历史领域；自 ２００８年
开始，受金融危机影响，热点转向经济领域；

２０１６年之后，中日关系缓和，研究热点逐渐回归
国际政治领域。总体来看，研究热点的演变受

中日关系、金融危机等国际形势影响较为明显。

本文以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日本
学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为样本，对其年度

发文量、研究机构、研究主题和演变趋势进行分

析，尝试客观勾勒我国日本学研究领域博士人

才培养趋势。研究仍存在完善空间：一是数据

检索以“日本”为主题，未充分涵盖日本作家及

作品、中日民俗比较、日语语言学等细分领域的

数据，未来可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考察日本学

研究领域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及演变；二是研

究重点分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内容及时代

演变特征，却忽略了文本蕴含的时空特征与学

缘流派等。在未来研究中，须加强不同学科间

的精细化数据梳理，以及对跨学科知识流动的

考察，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我国日本学研究提

供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１］陈洪捷，赵世奎，沈文钦，等．中国博士培养质量：成
就、问题与对策［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１（６）：
４０－４５．

［２］王琪，徐成立．知识图谱视野下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
发展路径———基于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关
键词共词网络的可视化分析［Ｊ］．体育学刊，２０１０
（１２）：１１８－１２５．

［３］王坦，许家瑞，胡伟力．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进展、热点
与趋势———基于国内外核心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知

识图谱分析［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１１）：２２９－２４０．

［４］龙晓翔，刘莎．国内 ＭＴＩ教育研究现状与趋势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基于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的科学知
识图谱分析［Ｊ］．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１（５）：
１２８－１３５．

［５］彭金玉，耿有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研究进
展及趋势———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ＷｏＳ核心合集的
可视化分析［Ｊ］．继续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１）：９６－１０３．

［６］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的方法
论功能［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２５３．

［７］陈路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
势———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Ｊ］．
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２１（３）：４５－５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ＮＫＩ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２０

ＬＩＵＹ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ｅｉ，ＹＵＪｕｎｐｅ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５０７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Ｊａｐａｎ”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２０ｉｎＣＮＫＩ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２０ｙｅ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ｉｎ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
“Ｍａｎｃｈｕｋｕ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ｉ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ｌ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ｇｅｎ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责任校对　葛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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