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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搜索文献



l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称“国研网”）创建于1998年3月，最初为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为更好地为中央提供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决策咨询建议，

利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所筹建的宏观经济网络信息平台。

l平台有大量文献、资讯，拥有一些其他平台不具有的特色内容，能为撰写文献综

述提供丰富的材料。

一、为什么选择国研网？——国研中心专家观点+国际报告编译



国研视点包括调研报告、学术论文、专家观点等内容，均为国研中心专家撰写，其中，

调研报告部分为国研网独家所有，其他平台均无法获取，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学

术论文、专家观点等集合了国研中心专家在期刊、报纸等发表的论文或接受的采访，为

用户提供了集中获取国研中心专家学术观点的渠道。

特色内容——国研视点



“世界经济与金融信息平台”是国研网世界经济研究部负责的栏目，该栏目编译了大量来

自IMF等国际组织、麦肯锡等知名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为用户提供中文版本，使用户能

够更加直接地获取国际文献和资讯。同时，该栏目下每一篇文献都提供了原文英文链接，

用户也可以下载原报告。

特色内容——世界经济与金融信息平台



l数据库中的文献与报告，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

l数据库里汇集多种类型的数字资源，具有全面性。

二、为什么选择主流的文献数据库平台？——专业的期刊和高质量论文查询平台



利用数据库检索系统查找文献的方法

进入“期刊”板块，点击“高级检索”，通过关键词、主题、篇名等进行搜索（精确
搜索和模糊搜索）



三、为什么要阅读文献？

l文献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在学习大量已有文献，并结合自身经验等情况下撰写

的，文献是作者智慧的结晶，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学习到作者的思维方法、分析

问题的方式、计量方法等。

l文献的时效性虽不及新闻，但部分期刊十分重视选题的前瞻性和前沿性，每一期

都会结合期刊特点和相关领域政策动态等精心选题，为读者提供优质文章。通过

阅读这类文献，可以学习到作者对新动态、新形势的判断，同时也可以学习到，

如何选题才能紧跟政策导向，甚至走在政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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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相关的优质文献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1.在“主题”中进行搜索，可以用“政府”+“数据开放”主题精确搜

索，也可以在“关键词”中进行类似操作，前者的搜索结果一般要比后

者多。

通过主题，初步
了解该领域包含
哪些关注点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2.对期刊范围进行设定，缩小搜索范围。核心期刊为北京大学核心期刊，CSSCI为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南京大学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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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文献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1 .如果对“政府数据开放”不太了解，可先选择经典论文进行阅读，如根据引用量和下载量对1240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排序。排在前10名的文章一般都会对
相关概念、发展背景、发展现状、影响因素、国际镜鉴等最为基础和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可对该领域的概况有初步了解，同时也可以掌握
核心概念，这是进行后续研究工作的基础。

l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概念”对于研究一个科学问题的重要性。概念（Idea；Not i on；Concep t）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是自我认知意识的一种表达，形成概念式思维惯性。在人类所认知的思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筑单位。

l 概念是构建研究体系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查找文献，确定“主题”、“关键词”的基础。通过阅读文献，会发现该领域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数据资源”、
“数据治理”、“电子政务”等等。

l 左图是根据引用量进行排序的。
相比下载这个操作而言，引用
对于作者来说更加重要，标准
也更严格，只有领域内重要的
且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才
能被引用。

l 《电子政务》、《中国行政管
理》这两个期刊值得关注；作
者郑磊在该领域具有知名度。

l 文献搜索本身是一个获取信息
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尽量挖
掘更多信息。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2.在对“政府数据开放”有一定了解后，可对其中某个小领域进行研究，如“地方

政府数据开放”，搜索结果有128条，这些文献即为这个小领域里的重要文献。

可以看出，一旦设
定更多范围，从大
领域缩小到小领域，
文献的数量会减少
很多。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问题一：如何从大领域缩小到小领域？

l 工作需求角度：在对基本概念等有了了解之后，可结合工作需要，细化搜索的词汇。

l 学术研究角度：第一，此时在大领域里阅读更多文献，才能把握该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别人已

经研究过什么，尚未研究过什么；第二，还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学习，把握政策导向。结合这两点，

可以缩小到小领域。

问题二：小领域应该是什么样的？

l 工作需求角度：小领域应和工作需求紧密结合，根据工作目标确定。（目的性）

l 学术研究角度：小领域可以有两种，一是全新的小领域，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前人尚未研究过该小领

域，这种情况下，搜索到的文献可能是相关的，但尚未对该小领域进行过系统研究；二是在前人基础

上加以突破和创新的小领域，这种情况下，搜索到的文献相关性较大。（创新性）

结论：小领域都应该是具有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的。从工作角度出发，对于同样的任务，也可以采用更

新的方法去完成；从研究角度出发，可以通过阅读文献来发现新问题，提高研究能力。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3.文献阅读方法：精读和略读相结合，逐步缩小文献范围，逐渐确定所需文献；深度和广度相结合，全

面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对一个领域的深入了解，需要阅读50篇以上的文献。

l第一步：精读（大领域）——了解基础知识

在对研究领域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应该先选择经典文献进行精读。数量在10篇左右。（在政府数

据开放领域，复旦大学的郑磊教授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他的文章就可以作为经典文献重点进行阅读）

l第二步：精读（大领域）——关注热点难点

有了初步了解后，可有重点的选择部分文献继续进行精读。此时，应选择可能会是热点、难点的领

域进行文献阅读，增加自己对大领域的了解。数量在10篇左右。

l第三步：精读（小领域）——挖掘创新点，为写文章做铺垫，注重深度

确定了小领域后，要对该小领域中重要文献进行阅读，数量在20-50篇。

l第四步：略读（小领域）——拓展对小领域的了解，注重广度

对于研究内容或研究方法类似的文献，可选择一篇进行精读，另一篇略读即可。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阅读文献时需要注意几点：

l对文献进行归类：通过题目和摘要，基本可以判断文献的研究重点，将相似的或者关联

性较强的文献放入同一个文件夹中。例如，可将研究影响因素的文献归为一类，可将对

概念进行探讨和辨析的文献归为另一类。

l带着问题去读：边看边发现问题，这里的问题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献里研究的问题，

二是文献里提到的其他文献研究的问题。

l发现热点和难点：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1）关注热点：总结文献的共性和特性，大家

都在关注什么；（2）关注难点：目前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被解决；（3）关注争议点：哪

些问题还存在争议。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文献阅读笔记：在阅读文献时，一定要做记录，至少包括文献名称和文献重点语句

（可截图粘贴在word中）两项，此外，如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感悟，也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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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撰写文献综述



一篇论文里为什么要写文献综述

l为自己厘清研究脉络：一项研究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一定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之

上进行的。通过阅读领域内经典文献，充分掌握已有研究情况，才能了解其他研

究者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尚未做哪些工作；

l向读者展示研究基础：研究者进行论文写作的目的，不仅仅是记录自己的研究成

果，更是为了让更多研究者看到自己的研究进展，在此过程中，必须展示自己是

基于哪些研究者的工作，来开展自己这项新工作的；

l为写论文的创新点做铺垫：论文必须要有创新，如何突出论文的创新点，就必须

先对其他研究者的工作进行总结，然后陈述自己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怎样的创新。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1.总结已经阅读过的文献，挑选撰写文献综述所需要文献。主要有三类：

l该领域里最为基础和经典的论文，如对概念进行界定、对领域进行划分、提供了最经典

的模型等的文献。在“政府数据开放”中，如对“数据开放”、“政府数据开放”、

“数据共享”等概念进行深入研究的经典论文。（对基础概念的辨析不一定放在文献综

述中，也可以放在引言或者背景中，但这也是文献综述的另一种方式）

l在大领域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几类文献，例如，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几大流

派、几大方法、几大热点等。在“政府数据开放”中，按照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

“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政府数据开放影响因素”、

“政府数据开放评价指标体系”等类型。

l通过对前两类文献进行梳理后，引出我们要研究的小领域文献。在“政府数据开放”中，

重点关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这一小领域，挑选相关经典论文。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2.根据文章写作目的，对文献进一步进行分类和梳理。原则为：相关性+重要性

l相关性：在上一页的3类相关文献中，进一步挑选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最

为相关的文献。

l重要性：对于内容类似的文献，选择最重要的那一篇。例如，如果有两篇文献对

“政府数据开放”作了类似定义，那就选择期刊影响因子更高或者文献下载量、

引用量更高的文献，作为文献综述写作的参考文献。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3.参考文献引用方式

l明引：不同期刊要求不同，可以标注文献发布时间，部分也可以不标注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l暗引：体现在参考文献中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4.案例分析：有重点，有观点，有总结三原则的实践

文章：《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发展模式研究 ——以广东、山东和贵州省为例》

经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我发现尚未有研究对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发展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同时，以

往文献在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将省级平台和市级平台进行对比，如将山东省建设的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和济南市建设的平台进行对比。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对于济南市而言，在建设平台

时，首先就要考虑山东省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其次才是考虑济南市政府颁布的政策，受到双重因素

影响，也就是说，山东省的政策，同时对省级平台和市级平台的建设产生影响，在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时，不能将两者进行对比。

文献综述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并提出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既要“站在前
人的肩膀上”，又要“抛砖引玉”，引出自己的研究内容，这两点同样重要，前者可以证明我们的总结

和归纳能力，说明我的研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理有据，有根基，有历史的，后者可以证明我们

的创新能力，说明我的研究不是”旧话重提“，而是新颖的，可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的。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有重点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以“政府数据开放”这一主题为例

有观点

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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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撰写文献综述十六字要诀

ü 字字珠玑：文献综述，重在“综述”，要想好写什么（内容），怎么写（结构）。

ü 惜字如金：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复述别人的话，要简明扼要，同时要有自己的逻辑

去撰写，体现自己文章的中心观点。

ü 环环相扣：写文献综述要有一个核心，始终不要脱离自己文章的主题，文章的结构

要合理，叙述要紧凑，一环扣一环，做到“引人入胜”。不要主观带入，认为别人

看到自己的文章一定明白写得是什么，而要“置身事外”，从读者角度去思考，怎

么写才能易懂，切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ü 百炼成钢：文献综述的写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写好的，一方面，要学习别人的思考

方式、写作方式、逻辑方式，善于总结，最终将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另一

方面，要从不同的观点中发现矛盾点，发现现有研究领域的缺失之处，不人云亦云，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来进行锻炼。



为什么要阅读文献，撰写文献综述？——再次思考这一问题

l这是学习他人观点的过程。听取百家之言，才能对一个领域的研究现状有所了解。

l这是思考的过程。别人是怎么研究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研究的结果

带给我们哪些启发。研究的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阅读文献可以帮助我

们找到新的研究点，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研究陷入困境时突破瓶颈。

l这是自我提升的过程。梳理思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撰写综述，提高自己的

创新能力和写作能力。

l这是为自己“增值”的过程。会看文献、写文献综述是一种能力，能把传统问题用

新方法进行研究，能在旧问题中发现新问题，这些也都是能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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