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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 的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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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 CNKI 与 CSSCI 两个数据库中的卫生人力资源为主题的论文为样本,运用 CiteSpace 计量可视

化软件,从关键词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共现及文献共被引等方面,分析国内学界有关公共卫生人力资源

问题的研究现状,发现相关研究均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且都逐步从宏观的卫生人力资源的规划与分布过渡到

微观的卫生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卫生人力短缺、区域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及卫生人力资源

管理三个方面,研究的领域与内容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得到扩展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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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卫生人力资源(Health Human Resource)
关系到大众健康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为了加强

对公共卫生人力的管理,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学者

们基于不同方法,对公共卫生人力资源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对于公共

卫生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综述较少,并且主要是

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尚没有通过计量可视化的角

度进行研究,因而不能很好地把握公共卫生领域

的研究主题与发展路径。
本文采用 CiteSpace 计量可视化软件,基于文

献共被引分析,发现公共卫生人力管理领域的核

心文献,从发文量趋势、关键词突变、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共现、文献共引等多个维度,对学界发表的

卫生人力资源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公共

卫生人力相关研究的演进脉络,藉此以透视学界

关于卫生人力资源总体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

势,以更好地把握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主题与发

展路径,为后继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 究 数 据 所 使 用 文 献 来 自 中 国 知 网

(CNKI)与中国社会科学索引(CSSCI)两个数据

库。 通过 CNKI 的高级检索功能,输入关键词为

卫生人才、卫生人力、卫生人力资源,将学科领域

限定为管理学,检索得到 1600 多条数据。 由于

CNKI 的数据无法显示参考文献数据,因此无法

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 通过 CSSCI 的高级检索功

能,输入关键词为卫生人力,检索筛选后得到 496
条数据。 由于 CSSCI 数据库文献质量更有保障,
所以利用 CNKI 进行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分

析等工作,利用 CSSCI 弥补 CNKI 数据库的不足

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
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

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 co-cita-
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可计量特定

领域文献,以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

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形成对学科演

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
通过该软件生成的知识图谱,能够将一个知识领

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上,
并把图谱上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

所表征的研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1]。
本研究从卫生人力资源相关的关键词突变、

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共现及文献共被引等角度,对
数据源进行文献共引和聚类的可视化分析,从而

揭示该领域研究发展的现状。

　 　 二、研究发展阶段

依据前文所述的检索标准,本部分通过发文

量趋势图和关键词突变图谱,分析学界关于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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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研究的发展阶段,并按出版年份确定论

文发文量趋势,如图 1 所示。
依据发文量趋势图与关键词突变时段图相结

合的方法,分析卫生人力资源研究发展趋势关键

词突变状况,可以展示出部分突现值达到一定强

度(Strength)的关键词及其更替的演变过程,下列

关键词是不同时段公共卫生人力领域出现的研究

热点,如图 2 所示。

图 1　 发文量趋势图

图 2　 关键词突变时段图

　 　 从整体趋势上看,卫生人力研究的发文量变

化主要受到时事变化的影响,每当国内或国际上

出现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便会出现发文量激

增的现象。 研究发展情况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
第一阶段为 1990—2002 年,在该阶段发文量

平缓上升,且没有较大波动,研究重点从卫生资源

精确到其中的卫生人力资源,通过研究发现,此阶

段开始重视卫生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基层卫生人

力资源规划。
第二阶段为 2003—2014 年,主要研究作为卫

生资源一部分的卫生人力资源如何实现保障公平

配置的问题,开始更多关注卫生人力资源管理,并
强调城乡平等地享有卫生资源的理念。 其中,
2003—2009 年为国内卫生人力资源研究发文量

激增的第一阶段,其主要原因是国内非典爆发;

2010—2014 年,由于甲型 H1N1 流感的全球爆

发,该阶段为发文量激增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为 2015—2020 年,这一时间段没有

发生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热度开始冷却,
但是随着新冠肺炎影响的不断加深,2020 年开始

出现发文量激增的现象。 本阶段呈现出了新的特

征,比如更加重视微观研究,侧重从公共卫生经费

支出的角度分析卫生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

题,同时研究视角也开始从工作满意度角度进一

步转向卫生人力激励政策的制定。

　 　 三、研究主题与热点

分析发文量趋势图和关键词突变图谱,对于

了解相关研究的现状至关重要。 在此,可以通过

文献聚类分析,梳理文献群,将大量的研究划分为

可管理的单元,然后通过客观地推断出每个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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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展示相关研究的主题。 与此同时,通过分

析高频关键词,来确定某一时期某一研究领域的

热点。
(一)研究主题

聚类分析是一种用于分析和识别重要主题、
内容和相互关系的探索性数据挖掘技术。 研究一

个文献群可以有助于将大量的研究划分为可管理

的单元,然后客观地推断出每个组的信息。 紧密

度代表聚类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数值越高代表

聚类成员间的相似程度越高;LLR(Log-likelihood
rate)越大的词越具有对这个聚类的代表性,具体

情况见表 1。
表 1　 文献聚类群分析

聚类号 紧密度 LLR 对数似然值最大的三个聚类标签词

#0 0. 927 农村卫生人力资源(11. 27);医技人员(11. 27);配置标准(11. 27)

#1 0. 94 卫生总费用(14. 76);医院床位(10. 44);问题(9. 82)

#2 0. 936 全科医生(41. 71);全民健康覆盖(29. 57);基本卫生服务(24. 26)

#3 0. 933 人才结构(11. 35);中专毕业生(11. 35);卫生技术人员(5. 91)

#4 1 继续医学教育(13. 74);继续教育(10. 48);人事部(10. 48)

#5 0. 971 卫生行政部门(23. 79);wto(9. 9);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9. 44)

#6 0. 929 市场经济(9. 55);农村卫生工作(5. 92);乡(镇)卫生院(5. 92)

#7 1 人力资源(33. 5);西藏(12. 82);疾病预防控制(6. 38)

#8 0. 955 卫生技术人才(11. 32);黑龙江(10. 41);微观集成法(10. 41)

#9 1 公平性(23. 12);泰尔指数(20. 04);基尼系数(20. 04)

#10 0. 979 卫生院(14. 91);医院分级管理(14. 76);初级卫生保健(10. 44)

#11 1 绩效(24. 74);团队(24. 74);社区卫生服务(22. 69)

#12 1 护理管理研究(29. 57);卫生人力(24. 65);横断面研究(17. 61)

#13 0. 95 公共卫生(13. 34);新冠肺炎疫情(11. 19);医学院校(11. 19)

#14 0. 897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8. 67);编制床位(22. 7);非营利性医疗机构(22. 7)

　 　 在公共卫生人力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中,
Q=0. 835>0. 3,S = 0. 857>0. 5,说明此聚类视图

是显著且合理的,关于公共卫生人力的研究主要

围绕这些聚类展开。 从表 1 来看,最大簇数为#
14,最小簇数为#3,共形成了 15 个聚类群:#0 农

村卫生人力资源、#1 卫生总费用、#2 全科医生、#3
人力结构、#4 继续医学教育、#5 卫生行政部门、#6
市场经济、#7 人力资源、#8 卫生技术人员、#9 公

平性、#10 卫生院、#11 绩效、#12 卫生院、#13 公共

卫生、#14 卫生技术专员。 通过整理聚类群信息

和结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公共卫生人力研

究主题聚焦于解决城乡卫生人力资源配置问

题[2-3]以及培养问题[4-5]。
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卫生人力的短缺与区

域分布差距、资源配置失衡通常进行综合考

量[6],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政策法规[7]、国家公
共卫生支出[8]、政府条块分割与部门壁垒[5] 等方

面。 研究认为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但仍存在国家政策法规不完善、对公共

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公共卫生人力流

失、区域卫生人力差距大、人员素质低下等现象依

然存在。
当前学界对于卫生人力资源培养的研究也还

比较零散,但依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对于卫

生技术人员,强调要高度重视其继续教育,并加强

急诊工作者培训[4];对于专业研究人员,要培养

复合型专业人才,以解决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5],同时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新知识、掌握

新理念,提高自身素质[9];有学者提出对学校教

育进行改革,完善公共卫生专业的课程体系;开设

社会人文和跨学科课程,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优
化学生知识结构[10]。

(二)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是一段时间内某一研究领域内的研

究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通过该领域研究成

果体现出来,而该类研究成果的涌现主要表现为

有关研究内容的关键词出现的频度。
本研究将 CNKI 数据库中与公共卫生人力相

关文献数据导入到 CiteSpace 软件中,运行后生成

公共卫生人力研究热点领域知识图谱,数据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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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键词共现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314 0. 08 1992 卫生技术人员

162 0. 04 1992 卫生人力资源

134 0. 24 2000 人力资源

110 0. 57 1997 社区卫生服务

54 0. 33 1992 卫生资源

41 0. 09 1996 卫生资源配置

29 0. 26 1996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8 0 2000 人才培养

　 　 通过表 2 发现,国内代表研究热点的高频关

键词有卫生人力资源、卫生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
就高频关键词在所有关键词中的地位而言,关系

最为紧密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性为 0. 57,基
本上与其他关键词都具有共现关系。 表明公共卫

生人力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为基层卫生人力资

源[11-12]和卫生人力资源作为卫生资源的一部分

在城乡之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13-14]。
缓解卫生人力资源短缺与资源均衡配置不仅

是某一单个环节的问题,还需要在招聘、留用、离
职、退休等涉及员工流动的各个领域实现平衡互

通。
对于如何缓解卫生人力资源的短缺与实现资

源配置均衡也需要将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结

合起来考量,大量研究偏向于怎样激励卫生工作

人员留在基层。 基层卫生人力资源的招聘很大程

度上要求必须对医学生就业意愿选择进行研

究[11]。 研究认为,抛开专业限制,国内大学生毕

业的择业都有地区选择上的偏好,不过医学领域

更为突出[15-16]。 还有研究表明乡镇卫生院年轻

骨干员工流失问题严重[17-19]。 除此之外,研究者

们还试图从国际经验和国际研究中找到解决基层

和农村卫生人力稳定性的答案[20]。

　 　 四、核心文献

受数据性质影响, CNKI 数据无法完成文献

共被引分析,故通过 CSSCI 高级检索功能筛选出

496 篇文献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 依据文献共引

网络,对被引前 8 位的文章进行进一步分析说明。
根据导出的文献共引网络,表 3 列出了被引

前 8 位的文章。
表 3　 核心文献

被引频次 作者及年份 文献

19 安体富,2007 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问题与对策

10 安体富,2008 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地区差别视角的量化分析

7 中国财政学会,2007 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6 刘成奎,2011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研究

4 龚锋,2013 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实证研究

4 刘永涛,2008 我国省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3 董兰,2010 潍坊市精神卫生机构建设及服务现况调查

2 成昌慧,2015 分级诊疗制度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

　 　 安体富阐释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理论,
并分析了当前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的现状和问题,
认为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服务[21]。 安体

富[22]、刘成奎[23] 将卫生人力资源纳入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 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上存在着供给不足、投入比重

小的问题,农村出现的问题尤为突出[14]。 龚锋通

过实证分析说明东部地区含卫生人力资源在内的

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24]。
杨宜勇等人着眼于省际公共卫生服务之间的

差距,认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医务人

员培养[13]。 葛茂宏从地方医疗服务机构入手,认
为当地相关卫生服务机构人力资源不足且专业人

员缺乏[25]。 张慧林等人[12] 分析了分级诊疗制度

的现状,指出当前存在着卫生人力资源向大医院

流动的情况,基层医疗卫生人力短缺且激励动力

不足,导致分级诊疗中的“基层首诊”政策形同虚

设,对此,应长期加强人力资源培养完善人事薪酬

制度。
8 篇文章中有 7 篇从宏观角度入手,着眼于

卫生人力资源分布均衡问题;1 篇将宏观与微观

相结合,主要研究卫生人力资源的短缺与激励机

制的建立。 无论其研究的具体领域如何,总结所

有 8 篇核心论文,均认为卫生人力资源涉及国家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高低,对降低医疗费用、公众

健康保护至关重要。

　 　 五、结论与未来方向

卫生人力资源直接影响到大众健康、社会福

祉和社会稳定与发展。 为了解决卫生人力资源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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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分布不均和人力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世界各地

进行着各项研究与实践。 自 1990 年以来,越来越

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卫生人力资源,相关研

究正在逐步展开。
通过对 1600 多篇 CNKI 文章与 496 篇 CSSCI

文章的科学计量分析,本文梳理了 1990 年以来学

界对于卫生人力资源问题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

表明,这些研究在发展阶段与研究趋势、研究主题

与热点、核心文献研究侧重点等方面存在共通点,
但同时也存在差异。

在研究发展阶段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较

为依赖于时事变化,若无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发文量就会相应稳定或降低;研究方向从卫生人

力资源培养、基层卫生人力资源规划过渡到卫生

人力资源分布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在研究主题与热点方面:公共卫生人力研究

主题主要聚焦于城乡卫生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卫
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其主要的热点领域包括两个

方面:基层卫生人力资源的管理、卫生人力资源配

置的公平性。
在基础性核心文献方面:研究往往从宏观入

手,涉及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省际差距等方面,以
期解决卫生人力资源方面短缺与良莠不齐等问

题。
基于对卫生人力资源研究的回顾与梳理,笔

者认为卫生人力资源领域未来研究方向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第一,需要更清晰准确地界定相关概念。 对

于卫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人力资源的内涵,研究

成果尚缺少清晰且系统的阐释,使得研究不能围

绕核心展开。 因此,对于公共卫生人力资源与公

共卫生人力资源的概念尤其需要重点关注,以便

于整合后续研究,从而推进卫生人力资源研究领

域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与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存

在潜在联系的整体。
第二,对于卫生人力的激励机制与绩效考核,

研究成果应偏向于如何构建农村和偏远地区卫生

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以利于吸引医学生到基层工

作,并要注重基层卫生人力资源的保留。 由于理

论分析和科学设计的实证研究相对国际前沿仍有

一定差距,因而对于政策激励研究也比较少。 对

于绩效考核的研究更多的是涉及组织层面的绩效

考核,并没有落实到个人。 关于薪酬、晋升的公共

卫生人力资源研究,以及工作满意度是否会影响

员工绩效的研究也比较少。 未来可以更多关注如

何构建高层次卫生人力资源的绩效考核、激励与

晋升机制等研究方向。
第三,对于如何应对卫生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学界一直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在遭遇

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卫生专家培养滞后以至会

出现在应急状态下难以应付的情况[26]。 与此同

时,国家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

创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出台了推进医疗服

务共同体建设等政策。 我国未来对于卫生人力资

源的研究可以在进一步探寻高校与医疗机构以及

医疗机构之间如何实现卫生人力资源共享问题方

面发力,以解决该领域人力不足与良莠不齐的问

题。
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仅从 CNKI、CSSCI 数据

库中检索,已经涵盖的数据库被认为是大多数出

版物最权威的数据来源,可能忽略了其他数据库

中包含的一些次要文献。 此外,由于现有的关于

卫生人力资源的研究较少且相对分散,因此本研

究没有涉及关键词频次统计和作者共引网络。 未

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考虑其他类型的数据库和文章

来扩展这项研究的边界,从而为卫生人力资源研

究工作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数据图谱,为后续的

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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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Human Resources Based on CiteSpace

DING Anqi, ZHANG Zhao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50, China)

Abstract: By use of the samples of the papers with the subject of health human resources in CNKI and
CSSCI, and metering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problems
about public health human resources 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from such aspects as keyword mutation,
keyword cluster,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literature co-cit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related
study has undergon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it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macroscopic plan and dis-
tribution of health human resources to the microscopic health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present re-
search hotspot mainly focuses on health workforce shortage, regional health human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health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field and content of research continue to be expanded and deepened
with the advance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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