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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公共部门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如何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进行管理便尤

为重要。本文运用CiteSpace对国内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分别对国内外近

些年的文献数量、关键词对比与聚类和研究趋势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阐明局限性和预测

未来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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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ublic sector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its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nage human 
resources in the public sector.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to conduct a visualized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at home and abroa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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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ocuments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ari-
son and clustering of keywords, and the research trends. On this basis, it summarizes the limita-
tions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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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公共管理以来，公共部门人学习和借鉴私营部门的做法，旨在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效益，而人

力资源管理也囊括其中。公共部门以追求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其工作效率与社会发展质量密切相关。

因此，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些年来，国内学者郝玉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战略目标，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务员管理创新的政策建议[1]；徐辉基于大数据及其应用技术特点，

针对目前公共部门人员绩效及管理面临的动态、静态和情态等多维困境，针对性提出大数据背景下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建议[2]。国外学者 Dirzyte 和 Patapas 运用实证分析在探索公共和私营部门员工

的积极组织实践、心理资本和生活满意度，认为积极的组织实践和心理资本对员工的生活满意度至关重

要[3]。Monteiro 和 Dias 运用案例分析研究，利用调查表和访谈收集整理的数据，并认为数字政法在工作

组织、变革管理和雇员估值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4]。 
本文采用文献可视化方法对相关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发掘现有研究热点及其内在逻辑，阐明未来研

究趋势。本文选取文献的时间跨度为：从 2000 至 2022 年，关键词选取依据：“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是关于公共组织中的人如何进行科学管理的学问，它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大同

小异[5]。选择此关键词几乎包括所有有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相关。在 WOS 中以“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tor”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文献类型为“article”，检索获得 SSCI 英文

文献 317 篇，通过阅读论文摘要，删除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性低的文献，剔除“影响因

子”“引用率”低的文献，最终筛选出 102 篇文献；国内研究方面，在 CSSCI 高级检索模式下，设置“关

键词”检索，共检索到 CSSCI 中文文献 206 篇，并根据以上步骤筛选出 199 篇文献。因此，本文将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中的有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文献，进行筛选和整理，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

可视化分析，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2. 国内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可视化比较分析 

2.1. 研究文献发表数量对比分析 

为了更好地把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文献数量变化及其时序规律，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

时序数量对比(见图 1)。从图表上来看，国内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数量波动均呈现上升趋势。国

内在 2008 年文献发文量达到峰值，为 24 篇，随后波动下降，这说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依旧是热点

性问题。国外发文量在 2015 年达到峰值，为 15 篇左右，随后也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总体上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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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关研究保持在 5~10 篇/年左右的发文数量。 
 

 
Figure 1. Trends of CNKI and WOS publications. Data source: CNKI and WOS 
图 1. CNKI 和 WOS 发文趋势。数据来源：CNKI 和 WOS 

 
但从文献总量上看，国内文献数量远超国外发文数量。由于科学研究对社会需求以及政策支持的敏

感度高[6]，本文认为国内文献高于国外文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国外公共管理研究开展较早，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有着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国内自改革开放以后，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开始迈入新轨，文献研究伴随社会实践和政策的变化呈现增长态势。其二，我国政治

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回应性威权(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特征[7]，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行政指令学术研

究具有一定的号召和推动作用。2022 年 3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布《“十四五”国家信息

化规划》，提出以“大平台”为支撑，打牢数字化基础，夯实服务根基：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基础软硬件支撑平台资源“云化”拓展，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持续发展提供方便易用的充足“算

力”。第三，受 WOS 检索资格限制。只能检索 2006~2022 的文献内容。 

2.2. 关键词对比分析 

运行 CiteSpace，设置节点类型为关键词，时间范围为 2000~2022 年，分别导入 CSSCI、SSCI 数据

库中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数据，对同义关键词合并处理，得到国内外公共部门研究关键词词频

及中心度示意表(表 1 和表 2)和关键词贡献图表(图 2)。根据文献关键词词频分布表发现，国内外研究热

点既各有侧重又存在一定的共性。 
 

Table 1. Keywor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literature included in CNKI 
表 1. CNKI 收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文献关键词词频分布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公共部门 51 0.48 激励机制 3 0.02 

组织承诺 4 0.15 程序公平 4 0.02 

企业绩效 10 0.14 绩效评估 5 0.01 

元分析 2 0.14 任务绩效 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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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织绩效 8 0.13 内容结构 2 0.01 

人力资源 9 0.11 创新 2 0.01 

心理资本 9 0.11 发展趋势 2 0.01 

知识共享 3 0.09 情绪劳动 2 0.01 

创新绩效 4 0.08 成就动机 3 0.01 

工作绩效 6 0.05 政府 2 0.01 

作用机制 3 0.04 就业精神 2 0.01 

组织认同 2 0.04 结构方程 2 0.01 

公务员 3 0.02 绩效管理 6 0.01 

创新行为 3 0.02 胜任力 2 0.01 

案例研究 2 0.02 不同点 1 0 

注：该表选取词频出现率较高和中心度高的展示。 

 
Table 2. Keywor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literature included in WOS 
表 2. WOS 收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文献关键词词频分布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人力资源管理 37 0.51 组织承诺 3 0.03 

公共部门 36 0.32 新公共管理 5 0.03 

管理 9 0.25 信息系统 2 0.03 

影响 7 0.18 卫生人力资源 2 0.03 

绩效 9 0.15 情感认同 2 0.01 

工作满意 5 0.11 公务员 3 0.03 

改革 2 0.08 人才管理 2 0.02 

雇员 2 0.07 公共管理者 2 0.02 

公务员 4 0.07 公共行政 4 0.02 

公共组织 2 0.06 中介效应 2 0.02 

心灵资本 2 0.06 治理 2 0.02 

私营部门 3 0.04 系统 4 0.01 

知识管理 4 0.04 绩效评估 4 0.01 

信息技术 3 0.04 组织绩效 3 0.01 

工作 4 0.03 激励 2 0.01 

公共管理 2 0.03 地方政府 2 0.01 

绩效管理 5 0.03 领导力 2 0.01 

人力资本 2 0.01 知识 2 0.01 

文化 2 0.01 承诺 2 0.01 

关心 2 0.01 信任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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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WOS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2. WOS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国内模块化 Q 值分别为 0.82 和 0.7，轮廓值(MS 值)分别为 0.88 和 0.91，模块化 Q 值均大于 0.3，轮

廓值(MS 值)均大于 0.7。据 Citespace 操作手册，一般认为 S > 0.5 聚类就是合理的，S > 0.7 意味着聚类

是令人信服的。从图 1 可以较为直观地观察到共现图谱聚类效果。 
通过观察表 1 和表 2。国内外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相似性有以下方面：首先，在公共部

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公共部门是主要研究对象，国内外有关公共部门的中心度都比较高，紧紧围绕公共

部门展开；其次，国内外都比较重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产出衡量即绩效管理，围绕着“绩效”“创新

绩效”“工作绩效”“组织绩效展开；最后，国内外都比较重视公共部门人力资精神层面和激励作用，

以“心理资本”“就业精神”“情感认同”等方面展开研究。 
通过表 1 和表 2，国内外有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同样存在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国外学者注重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进行分析，微观层面重视技术管理的作

用，如“技术”“管理”等，中观层面重视公共组织，宏观层面注重“新公共管理”“政府”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有更深入、更宏观的把握，包括“影响”，中介条件包

括“激励因素”，行动包括“承诺”“关心”等；同时，国外学者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方法

也有更加深刻的研究与认识，包括“案例研究”“元分析”等。 

2.3. 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更清晰认识国内外平台治理的热点主题分布情况，深化研究主题共现关系，在关键词共现图谱基

础上进行聚类。设置并运行 CiteSpace，得到研究主题聚类，国内外研究均共有 4 个主要聚类，对比如表

3 所示。通过表 4 可知，国内外研究有类似主题聚类，例如#1 心理资本和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中均

包括组织承诺、employee commitment 和敬业精神等。但更多的是有所区别的主题聚类，以下将分别从国

内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聚类关键词(见表 4)、时间线视图(见图 3、图 4)，深入分析其主题聚类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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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NKI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3. CNKI 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3. Cluster comparison of domestic keywords 
表 3. 国内关键词聚类对比 

聚类 国内 国外 

#0 公共部门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心理资本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2 企业绩效 Human resource for health 

#3 人力资源 Public sector 

#4 对策 Knowledge 

 
#0 研究方向是公共部门，以“人力开发”、“激励”和“胜任力”为核心，主要关注公共部门人力

资源开发。如何激励公务员的积极性和提升公共部门的胜任力等问题。尤其在数字化的加速发展下，数

字化时代对公共部门管理职能与技术的有机融合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8]。 

#1 聚焦心理资本，以“组织承诺”和“成就动机”为核心。国内学者主要从实证分析或者案例分析

角度，探索组织承诺与组织绩效、员工积极性的关系等。从提高情感承诺、理想承诺、持续承诺、规范

承诺四个维度提高公共部门员工的组织承诺水平，使其向组织期望的方向和高度发展，提高组织效能[9]。 
#2 聚焦企业绩效，以“学习战略”和“作用机制”为核心。国内学者主要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公

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异同对比，从中学习企业管理的有效作用，借鉴到公共部门，以推动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为公共部门的改革者，要积极解放思想，本着充分利用人才、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的原则引导改革[10]。 

#3 聚焦人力资源，以“创新”和“战略目标”为核心，致力于研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创

新，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提升人员绩效及管理实效。认为政府部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是创新的

强大动力和创新基本的投入，同时建构创新的环境——基本机制[11]。 
#4 聚焦对策，以“问题”和“对策”为核心，致力于研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面临的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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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策，帮助公共部门解决在人力资源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目前国内以问题为导向的相关研究较为丰

富。 

 
Table 4. Clustering comparison of foreign keywords 
表 4. 国外关键词聚类对比 

聚类 国内关键词 聚类 国外关键词 

#0 人力开发 #0 Civil service 

#0 激励 #0 Public organization 

#0 胜任力 #0 Public sector 

#0 外包 #0 Reform 

#0 大数据 #0 Public manager 

#1 组织承诺 #1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1 成就动机 #1 Job satisfaction 

#1 敬业精神 #1 Behavior 

#1 权力距离 #1 Psychometric property 

#1 工作绩效 #1 Employee commitment 

#2 学习战略 #2 Human resource for health 

#2 作用机制 #2 Commitment 

#2 结构方程 #2 System 

#2 创新战略 #3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2 内容结构 #3 Network relationship 

#3 创新 #3 Human capital 

#3 战略目标 #3 E-human resource 

#3 薪酬管理 #4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3 工作倦怠 #4 Knowledge 

#3 离职倾向 #4 Leadership 

#4 问题 #4 Ability 

#4 激励机制 #4 Care 

#4 人才管理   

#4 对策   

#4 绩效管理   

 
#0 聚类公共行政，以“公务员服务”和“公共组织”为核心。Santhiapillai，FP 等学者从如何使用职

能优先评估(FPA)和职能故障风险(FFR)评估来支持和优化公共部门组织中的人力资源分配(HRA)管理

[12]。Dal Mas，F 认为人力资本在帮助组织以更以知识为导向的角度工作和行动方面发挥着相关作用。

强烈建议进行所谓的“社会知识管理”，以确保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能够改变他/她的行为，从知识共享的

角度工作[13]。 
#1 聚类“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组织承诺)”，以“job satisfaction (工作矛盾)”和“behavior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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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核心。Dirzyte，A 和 Patapas，A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旨在探索公共和私营部门员工的积极组织实

践、心理资本和生活满意度。该调查应用了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心理资本问卷-PCQ-24，在立陶宛

人群中验证(Lith-PCQ-21)和积极组织实践问卷[3]。Asif 等人，在探讨道德领导力(EL)、情感承诺(AC)、
工作敬业度(WE)和员工创造力(EC)之间的关系，使用验证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建模(SEM)来分析数

据。该论文发现 EL 和 WE 之间以及与 EL 和 EC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4]。 
#2 聚类“human resource for health(卫生人力资源)”，以“commitment”和“system”为核心。Hassan

认为公共服务动机与组织承诺呈正相关，但与工作满意度无关。此外，减薪对 PSM 与两项工作成果之间

的关系没有显示出任何明显的调节作用。然而，减薪与工作满意度显着且负相关[15]。 
#3聚类“public sector (公共部门)”，以“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和“network 

relationship”为核心。Liu，HC 在调查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的网络关系对公共部门组织绩效的影响，以

了解公共和私营部门在政策促进方面的相互作用，并讨论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合作[16]。 
#4 聚类“knowledge”，以“leadership (领导力)”和“ability (能力)”为核心。Ilies 探讨如何在公共

实体中塑造未来的专业领导者，以及如何在当今困难时期展示自己的专业表现等问题[17]。Prabawati, I
等人研究认为能力包括附加到个人的许多属性，这些属性是知识、技能和行为的组合，可用作提高绩效

的手段。关注应具备知识、技能或能力的人力资源需求，有必要在公共组织中开发人力资源，进行基于

能力的培训(CBT) [18]。 

2.4. 关键词时间趋势对比分析 

通过观察图可以发现国内研究趋势的变化：#0 公共部门最早是在 2006~200 年间展开，聚类节点最

大的是“政府”和“绩效测评”，整个聚类走势受其影响；#1 心理资本早于 2006 年之前便已经出现，

在近二十年间都有应用，分别。焦“职业倦怠”，“情绪劳动”等词展开，对应的时间节点是相应心理

学的发展。#2 企业绩效在 2010 年左右开始至今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展开，聚类节点最大的

是“编制管理”和“流程再造”，这个时间节点主要探讨企业管理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差异，

并向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3 人力资源时间范围从 2010 到 2015，聚类最大的节点是“组织承诺”和“成

就动机”，主张从组织和个人层面激励公务员，以激发其积极性，从而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4 是对策

时间范围大致是 2013~2018，聚类的最大节点是“人力资源管理。” 
 

 
Figure 4. Timeline of domestic keyword clustering 
图 4. 国内关键词聚类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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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imeline of foreign keyword clustering 
图 5. 国外关键词聚类时间轴 

 
通过观察国外研究趋势变化(见图 5)：#0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行政)时间节点是 2007 年至今，最

大的聚类节点是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从研究范式视角分析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变化，从中分析其成

就和不足。#1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研究时间范围 2027 年至今，说明组织承诺在国外受到了持续

性的关注。聚类较为明显的节点是“公务员服务”和“服务”，国外主要探讨组织承诺和公务员服务的

关系，多以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进行。#2 卫生人力资源，研究时间从 2006 年至 2019 年，聚类最

大的时间节点是“人力资源”和“工作满意”。国外大多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卫生部门的卫生人力资源

的欠缺，以问题导向进行研究探索。#3 knowledge 时间范围 2009 至 2021，聚类最大的节点“管理效率”

和“信息交流与技术”，国外学者旨在从知识交流和互动角度，克服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效率低下，提升

公共部门的管理效率。#4 public sector 时间范围是 2006 至 2020，聚类最大的时间节点是“人力资源管理”

和“组织绩效”，国外学者主要从绩效角度入手，探索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 

3. 国内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再次运行 CiteSpace，点击突现进行突现率检测，根据词频的变动趋势分

析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19]。按照突现的频率对国内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进行关键词突现排序，依据

排序选择前四个关键词进行说明。 
据图 6 显示，国内突现率关键词按照排序次序选择“企业绩效”、“工作绩效”、“公共部门”和

“创新绩效”。首先，“企业绩效”突现强度最高，突现强度为 3.11，时段为 2010~2015。其次是“工

作绩效”，突现强度为 2.64，时间段为 2016~2022。再次是“公共部门”，突现强度为 1.79，时间段为

2003~2006；最后是“创新绩效”，突现强度为 1.7 时间段为 2018~2020。这说明企业绩效为该领域最大

的前沿研究热点。公共部门领域受私营部门管理领域的改革理论和措施影响，研究企业绩效目的是提升

公共部门绩效，从而优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系统开发及全面管理的关键环节，进一步提升人员绩效及管

理实效[2]。 
研究关键词的变化反应出公共部门在研究和实践领域关注绩效，背后反映出公共管理改革以来的价

值取向之一，即追求效率。效率是由不同的部门绩效和个人的工作绩效组成，因而受到学界的关注。此

外，关键词反映出研究与现实关联密切。创新是我国公共部门和公共政策多次强调的，“创新绩效”在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66


周佳慧 
 

 

DOI: 10.12677/ass.2024.131066 479 社会科学前沿 
 

2018~2020 突现频率高得到了佐证。 
 

 
Figure 6. Emergent value of domestic keywords 
图 6. 国内关键词突现值图 

 
依据图 7，国外关键词突现频率前四位的依次是：首先突现强度最高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突现

强度为 1.83，时间段为 2016~2017；其次是组织绩效，突现强度 1.72，时间段 2011~2012；再次是公务员，

突现显强度 1.57，时间段 2010~2014；最后是绩效，突现强度 1.38，时间段 2018~2020。这说明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紧密相连，如何提升公务员的绩效进而提升组织绩效是国外关注的问题。 
国外关键词频率的变化与我国基本一致，均较为关注绩效。国外较为关注公务员个体和人力资源管

理，说明国外研究较为重视个人对组织的影响。同时，受到公共管理效率取向的影响，国外研究也较为

关注公共部门绩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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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Emergent value of foreign keywords 
图 7. 国外关键词突现值图 

4. 研究结论和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基于 WOS 及 CNKI 来源文献，对 2000~2022 年国内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

管理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国外文献由于购买资格问题文献时间跨度为 2006~2022)，探究国内外公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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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发展趋势，对比国内外研究差异，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第一，研究术语多样化。国内外有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大致经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到现在的数字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上则面临不

同的问题和挑战，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应该顺应时代变化不断优化，从而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满足

社会发展需求。因此，不同背景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第二，研究理论多样化。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学向现代管理学、心理学和计量分析学转变，

包括心理资本、新公共管理和资源管理理论等多元化视角进行研究。研究理论多样的化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行政学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公共部门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和人力资源人的能动性，从多元化理论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因此，需要重

视其他交叉学科的理论学习、迁移，以推进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的发展。 
第三，国内外研究主题和层次差异较大。国外研究既聚焦于微观——具体的公共部门面临的人力资

源问题，又关注于宏观层面——不同国家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范式研究，致力于将其经验和不足加以

推广(例如美国、欧洲国家、中国和印度等，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欠发达国家)。而国内学者更注重从情

境研究(数字时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问题研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经验借鉴(学
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及理论研究(将系统理论和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从中对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问题进行深刻的探讨。 
第四，国内相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缺乏国际性视野，缺乏全球性、系统性的研究。目前，我

国相关文献研究更多关注是公共部门公务员、组织绩效、胜任力研究和激励等问题，鲜有从全球化的角

度和国际视野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行梳理、归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加强。 

4.2. 局限与展望 

4.2.1. 局限性 
首先，文献收集篇幅和种类有限。中文期刊在 CNKI 收集从 2000~2022 的文献，由于收集是 CSSCI

的文献，文献数量经过筛选后缩减。其次，使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抽取文献集中的切片(slice)包含的

是高被引文献，可能还有些被引率较低，但是也有价值的文献未涉及。 

4.2.2. 未来展望 
首先，重视知识型公共部门人力资管理研究。所谓知识型组织，就是知识密集型组织，公共部门之

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型员工的竞争，对于高素质员工的管理就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20]。国外同样

也在关注知识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国内学者应加深在该领域的耕耘，对知识型人力资源的工

作特性和类别特性加以研究。 
其次，加强数字时代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迄今为止，我国的数字经济、数据平台在加

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公共部门同样包括在内。新的工作平台、工作形式和内

容对该领域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公共部门应该如何优化管理提升效率，是今后该领域需要关注的问题。 
最后，重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国际化。我国正在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研究也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化思维，积极交流学习。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更加全面对国际

和国内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探讨，取长补短，提升我国公共部门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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