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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适应中国财政形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知网中 2013-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研究领域
共 2733 篇相关文献，归纳了该领域内文献的发文量、高产作者、高频关键词等有价值的信息，对我国预算绩效
管理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热点进行分析总结，以期为我国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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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种以支出所带来的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
式，重视预算支出的效率和效果，主要用来控制预算

成本，从而提高单位效率，并且要求政府在预算资金

的分配和使用中关注产出与结果。自 21 世纪以来，学

术界以不同视角围绕预算绩效管理为主题进行诸多
探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作为研究工

具，对 2013-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成果进行可
视化分析，以期为研究预算绩效管理提供新的研究思
路和方法，进而为实践提供借鉴与启示。CiteSpace 软

件是由陈超美博士开发，是科学计量领域独具特色且
影响较大的可视化软件，利用了科学计量学领域内的

相关理论与引文、共现分析相结合，通过可视化知识
图谱描述和预测特定研究领域的发展，并且还可以通

过分析作者、机构等信息来比较其贡献[1]。为保证研究

的科学性，所需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利用高
级检索方式，进行篇名和时间限制后，共检索到 3426

篇总库文献。经过数据清理，排除掉报纸、会议记录、

学位论文、科技成果等性质的数据 686 篇，最终获得
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有效文献共 2740 篇。后续利用
CiteSpace 进行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分析阶段，系统

自动提出无效文献后，共筛选出 2733 篇文献作为数

据来源。
二、基于CiteSpace的预算绩效管理研究成果分

析

（一）文献发文量分析
将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导入中国工程院战略智能

支持系统中，得到 2013-2022 年间关于预算绩效管理
研究领域的文献年度发文数量统计图。近 10 年来，关
于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较为活跃，整体呈现上升趋

势，并且发展迅速，在 2013-2017 年间处于平稳发展
状态，自 2017 年后文献数量几乎呈现翻倍增长的状
态，这与我国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政策密切相

关。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

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首先经历以

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试点阶段，而后迈入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的确立阶段。在 2012 年财政部提出预算
绩效管理的总体目标，标志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2014 年，新《预算法》标志我国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

框架基本形成，并为绩效改革奠定法制基础。在图 1
中文献数量在 2017 年之后呈现翻倍增长，得益于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现绩效管理”。次年，出
台的《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这一文件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2022 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现代预算制度”，成为新

时代新征程财政预算工作中的一盏明灯。因此，在新
时代背景下，我国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将顺应图
1发展的趋势，未来将会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势头。

（二）核心作者分析
将 Node types 设置为“Author”，将 Threshold 设定

为 3，筛选出发表 3 篇以上文献的作者，得到节点数

351，连线数 76，密度 0.0012 的高产作者共现知识图
谱。可以看出，图谱内的作者节点分布比较分散，节点

间连线较少，说明作者偏向于独立研究，合作密度不
高，科研合作网络关系较弱，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

了少数核心作者及研究团队，但是尚未形成一批高产

和高影响力的核心作者与研究团队。根据统计可得，

马蔡琛在相关领域内发表的文献数量最多，共有 17
篇。此外，预算绩效管理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还有刘
国永、何文盛、曹堂哲、王泽彩等，通过关注他们所发

表的文献来看，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于评价方

法与评价指标选择与优化以及预算绩效评价的应用
范围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侧重点。根据普莱斯定律的计

算公式（指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最高产作者为

马蔡琛，其发文数量为 17,代入可得，文献样本中高产
作者的阈值约为 3，因此本研究中文献发表数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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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于）3 的作者可看作高产作者。在统计中发现，

文献样本中高产作者总发文量为 158 篇，占比为

5.78%，表明高产作者的发文量相对较少，影响力较
低。

（三）机构分析
将 Node types 设置为“Institution”，将 Threshold

设定为 5，筛选出发表 5 篇以上文献的机构，可以看
出，对预算绩效管理研究的机构较多，机构之间的连

线主要于中央财经大学及其下设学院、财政部门机构

以及上海闻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说明在此范围内形
成了比较紧密的学术合作网络。其余则分布分散，并

且连线较少，说明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中国财政科
学研究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央财经大学”、

“上海闻政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等在该研究领域内发文数量突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

成果，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对预算绩效管理研究覆盖
理论与实践层面。同时也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机构

聚集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较少，表明
核心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不平衡。

三、预算绩效管理研究热点主题及趋势分析

（一）研究热点
在 CiteSpace 软件中将 Node types 选择“Key-

word”，Selection Criteria 选择 Top50,将“Threshold”设

置为 30，得到以下出现频次在 30 次（含 30 次）的关

键词共现图谱。为进一步区分预算绩效管理研究领域
的重要主题，结合出现频次与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

代表其在图谱中的重要程度，一般数值超过 0.1 的节
点称为关键节点，即核心关键词。下面将选取“绩效管

理”、“绩效评价”“预算绩效”和“预算编制”进行详细

描述：一是绩效管理与预算绩效。绩效管理起初源于
企业，目的是通过提高企业内员工的工作业绩和服务
对象的满意程度，从而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对于降本

增效和提升顾客满意度等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预算绩
效就是将绩效管理的理念与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

行、监督的全过程，并实现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的一
种绩效管理模式。当前我们所讲的绩效，是公共部门

现在与过去相比的结果，而不是利益相关者现在及未
来所要求的实现某种期望的状态。真正的绩效，应该

面向未来，利益相关者也不能置身事外，同时是参考

政府与人民群众对未来的分析判断而预期实现的某
种结果[2]。二是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是根据预先设置的
目标，选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标准和方法，对支出

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是

绩效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在绩效评价的过程中，评

价数据的准确性，指标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评价结果
运用的合理性，是绩效评价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三是预算编制。预算编制是在遵守相关原则的前提
下，对预算收支计划的拟定、确定以及组织的过程。作

为预算绩效管理中最基础的一环，出现了与发展目标
不符、编制实践不足等情况，为后续预算执行提供了

错误参考。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围绕提高预算编制

质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主要侧重于前期准备、预算

目标、预算编制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三方面考虑。
（二）研究热点主题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索预

算绩效管理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是否具有共同属
性，本研究通过使用 CiteSpace 软件中“LLR”（对数似

然比）的算法对核心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该聚类图

谱的模块值为 0.6268，大于 0.3，说明聚类结构显著；

平均轮廓值为 0.8753，大于 0.7 也就是说该聚类结果
是令人信服的。本研究利用关键词聚类标签，并通过

分析其所属聚类区域内的其他核心关键词，采用人工

归纳的方式分析出该聚类的研究主题大致分为以下

三个领域：一是预算绩效管理的界定。预算绩效研究
领域内的核心关键词有“绩效”、“绩效管理”、“绩效评

价”、“预算绩效”等，下面将从相关概念提出与辨析的
角度进行分析。“绩效”一词中，“绩”是量的衡量，反映

成绩、业绩，重点强调产出；“效”衡量质，即效益、效
率，重点强调结果。因此，“绩效管理”就是为了达到预

先制定的组织目标，各级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参与的绩

效计划制定、实施、考核评价、结果应用、目标提升的

闭环管理，最终实现持续提升个人与组织绩效水平。

“预算绩效”将过去预算绩效以“资金”为中心的模式

转变到以转移到“目标”为核心，预算模式从过去、现

在为基础转变为以未来导向[3]。“绩效评价”就是按

照最初确定的评价标准，通过使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
法，对评价对象进行考核和评价。二是预算绩效管理

的主体。预算绩效管理主体研究领域包括的关键词有

“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等。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内
涵是让政府负起责任，建立健全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

度与机制，发挥党委、人大、国务院等机构的作用，明

确各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令统

一，行动一致，努力形成党正确领导，政府科学执政，
人大、政协有效监督的良好局面。三是预算绩效管理

研究的视角。预算绩效管理研究视角领域包括的关键

词有“内部控制”、“国家治理”、“大数据”等。内部控制

与预算绩效管理在目标与参与主体上具有一定程度
的关联性，内部控制的实施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预算
绩效管理的执行结果。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新时
代背景下适应中国财政形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4]。预算绩效管理中的绩效
思维在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价值三个维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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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最终实现共治、法治和善治的价值诉求[5]。新时

代对预算绩效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可以通过运

用大数据技术以及其他辅助工具，创新评价方法，提

高绩效评价的效率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全方位提升

预算绩效管理的质量[6]。
（三）研究趋势

为了进一步研究预算绩效管理研究领域核心关
键词在不同年份的变化程度，选择 CiteSpace 软件中

的“Burstness”选项对文献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突现词
监测，绘制出表现最强的 25 个关键词突现图，可以看
出，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热点可分为：第一阶段是

2013 至 2016 年，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2014 年在《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

定》中提出要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规范化。从地方财政上看，部分省份在绩效目标

管理、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做出尝试，积极开展事前

绩效评估，事后绩效评价，其中广东省、湖北省、上海

市等较为突出。第二阶段 2017 至 2020 年，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进入快车道。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
“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

度”，次年，确立“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

责任约束”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从“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三个维度对预算绩效管理进行统筹谋划，预

算绩效管理进入了提质增效的快车道。第三阶段

2021 年至今，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入新发展阶段。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人类在生活生产

过程中产生了大批量数据，人类社会进入了数据驱动

的时代。因此，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领域，需要立足于

海量多元化数据，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升预算绩

效管理的水平，实现预算绩效管理模式的创新。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利用 CiteSpace 对 2013-2022 年中国知网中关于

预算绩效管理的 2733 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与可视化
知识图谱呈现，比较直观地揭示了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领域的现状，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发文

时间来看，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在
前期发展缓慢。其次，在高产作者和核心研究机构方

面，作者之间大多以短暂合作为主，还未形成高产作

者群体，但是一些高产作者的论文影响力很大，他们

的学术研究活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预算绩效管
理的发展趋势。在核心研究机构方面，逐步形成合作

集群，但合作集群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合作不紧密。

再次，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及聚类分析，发现持续

研究热点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和预算绩效，这与预
算绩效管理领域的知识基础是一致的。研究热点通过

聚类后，分析出预算绩效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主体、

视角及概念界定。最后，从研究趋势的角度来看，通过

分析关键词突现图谱，人为地将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研
究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6 年，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正式拉开帷幕；2017-2020 年，预算绩效管
理改革进入快车道；2021 年至今，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进入新发展阶段。
（二）未来研究展望

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预算绩效管理研究采用的
方法相对单一，多以理论探索与主观解读为主，后续
应利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来丰富研究方法，同时，运

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工具，提升预算绩效管理研究的效
率，实现预算绩效管理研究模式的创新。从研究机制

来看，构建学术共同体，提升科研“集群效应”，解决研
究重复的问题，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桥梁。

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着重探讨单层次变量，未来研

究需要深入考察跨层次变量以及之间的交互作用，从

而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和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因

此，未来研究应重视多层次研究，更多关注内部控制、

国家治理等多个角度，为跨层次研究指引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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