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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范围

2023 年春季学期至 2023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

课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

材料；

（二）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三）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

想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

理的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四）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

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如有引文，

须注明出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

电子版。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

式参加附件 2。

《财会月刊》刊文计量研究

——与普通类、理论类、国贸类文本对比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管理科学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财会月刊》刊文研

究成果丰硕。源于既有的学者研究思路，采用文献计量学、对比研究和相关性

分析的方法，探究《财会月刊》和普通类、理论类、国贸类文本的词频结构，

并对相关性分析筛选后关键词作对比研究；进行语料数据语言网络构建与语言

网络分析的探索尝试，从语言网络视角辅助分析。最终得出《财会月刊》有关

热点主题、反映先进理论和研究倾向方面的结论，并总结经验反思不足，明确

未来进一步探究切实可行的思维指向。

【关键词】

财会月刊 文献计量学 对比研究 语料分析 数据可视化

【正文】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背景概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强调要用中

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贡献。

随着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发展，各领域重点期刊的刊文计量研究广受关注，

有关学术热点问题的研究势头正盛。刊文计量研究以语言学为工具，各领域刊

文为研究对象，将文献计量学与刊文代表的学科相结合，跨学科研究学术问题，

研究成果丰硕。

《财会月刊》作为我国地位举足轻重的财会刊物，具有丰富的语料研究价

值。关于《财会月刊》的刊文研究，利于从语言学角度理解我国财会领域理论

和实务发展成果，为广大财会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更好地把握《财会月刊》载文

的热点主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语料数据来源和数据量

本文涉及的语料数据来源有四，分别是：《财会月刊》、《人民日报》、人民

日报理论版、《国际贸易》。其中，《人民日报》代表普通类语料，人民日报理论

版代表理论类语料，《国际贸易》代表国贸类语料。《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理

论版语料数据来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财会月刊》和《国际贸易》语料数据

来自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

《财会月刊》作为我国重要的财会刊物，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和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具有非常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信赖，

可以作为财会类文献计量学研究材料。



《人民日报》于 1946 年创刊并持续发行至今,具备高度的权威性与广泛的

影响力,作为现代汉语新闻文体的典型代表,可以为语言研究研究提供长期稳定

的文本材料。

在《人民日报》各版面中，人民日报理论版是人民日报最具重量的版面，

是人民日报的优势版面，也是当前学者，党政工作人员的谏言献策窗口。该版

面密切关注思想动态、理论前沿、舆论热点，积极宣传阐释党的理论、路线、

方略，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时代色彩鲜明、

思想视野宏阔、立足社会现实、主题重要重大等特点。该版面可以为先进理论

语料研究提供丰富材料。

《国际贸易》创刊于 1982 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管，中国商务

出版社主办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期刊，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可以作为可靠

的语料对比研究材料。

图 1 图 2 语料数据量和数据结构可视化

从语料数据量看，《财会月刊》导入 2023 年 16 期到 22 期的所有刊文内容，

以字符为单位，数据量级 66 万。《人民日报》导入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9

日共 70 天的内容，以字符为单位，数据量级 200 万，其中剔除产经、财经、消

费、经济、广告版面；剔除广告、图片报道、致读者报眼；剔除地点信息内容

（剔除原因和依据见“四、结论思考”部分）。人民日报理论版导入 2023 年全

年的所有内容，以字符为单位，数据量级 96 万。《国际贸易》导入 2015 年至

2023 年期刊语料数据，以字符为单位，数据量级 80 万。

从语料数据结构看，《财会月刊》和《国际贸易》占比相近，人民日报理论

版占比高于《财会月刊》，《人民日报》占比接近总语料数据的一半。此数据结

构和本文将《财会月刊》与国贸类、普通类、理论类相对比的研究思路相契合，

具体会在“四、结论思考”部分作出分析。

二、研究目的

利用 Emeditor、Excel 宏代码和 Python 进行数据收集与处理，通过文献

计量和对比研究方法，深挖语料数据，对比多类文本，实现对《财会月刊》热

点主题和《财会月刊》对于先进理论反映程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语料



数据的语言网络构建与语言网络分析的探索尝试，从语言网络视角辅助分析探

究。通过实践检验课堂学习成果，用探究形式反映个人素养提升效果，展示探

究拓展能力。

三、过程记录

由于本报告四类语料数据的收集、处理过程几乎无区别，此部分以语料数

据量最大的《人民日报》语料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为主，其余三类语料数据收集

处理过程为辅，展示全过程记录。

（一）数据收集

1.原始语料数据采集

进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在所研究时间范围内，以人工筛选方式剔除产

经、财经、消费、经济、广告版面，剔除广告、图片报道、致读者报眼，将符

合要求的所有文本数据导入 Emeditor。

进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将研究范围内各期刊文，以 PDF 格式下载，

利用 Python 代码将 PDF 格式转为 TXT 格式，导入 Emeditor。

图 3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网页截图 图 4 PDF 格式转 TXT 格式代码

2.分词和数据预处理

首先利用 Emeditor 查找、替换功能，应用正则表达式将文本转换为一句一

行形式。

图 5 图 6 文本一句一行形式和运用的正则表达式

使用 jieba 分词，将一句一行文本转换为分词形式的文本。对分词后的文

本应用正则表达式，删去空白行、标点、英文字母，按词性筛选出名词、动词

和形容词，实现数据预处理。



图 7 分词代码 图 8 分词和数据预处理后的文本

（二）数据处理、改进与探索

1.制作词云图和频度表

使用 Python 代码，将分词和数据预处理的结果制成词云图。

图 9 词云图代码

图 10 词云图一览（从左上到右下依次为《财会月刊》《人民日报》《国际贸易》和人民日

报理论版）

将分词和数据预处理后的语料导入 Excel，利用简单的 if 函数，结合筛选

和排序功能，制成频度表。统计得出单词、词频和词频占比数据。



图 11 频度表形成过程（以《人民日报》文本为例）

2.数据改进

利用 Excel 宏代码，将《财会月刊》频度表数据和《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理论版、《国际贸易》对比，自动计算统计单词的词频占比差值，利用相关性分

析的原理，在两语料数据词频占比大于等于 0.2%的词中，将词频占比差值大于

等于 1%的词作为关键词筛选出来，进行数据对比分析。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文本数据量过大，Excel 宏代码运行速度过慢，处

理过程卡顿，并没有使用 Excel 宏代码完成相关性分析的操作，取而代之的是

更为高效的 Python 代码。

图 12 对比分析宏代码示例



图 13 对比分析 Python 代码

表 1 《财会月刊》与普通类文本关键词对比结果

3.尝试构建语言网络

制作出词云图、频度表和对比数据后，进一步尝试探索制作语言网络。最

终利用 Python 和频度表数据，制作出了简单语言网络。但是这一简单语言网络

并不属于真正的语义网络，只是对于语言网络构建的尝试，可以辅助数据分析

与结论得出，并不能作为主要的分析依据。

图 13 语言网络代码 图 14 语言网络尝试（以人民日报理论版为基础）

由图 13 所示代码制成的图 14 语言网络并没有实际的研究价值，因为此语

言网络既不能反映词频也不能反映词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对语言网络代

码进行进一步改进（图 16），最终得到图 15 的语言网络，此图蓝色节点的大小

与该节点表示单词词频正相关，边的疏密程度与语料复杂程度正相关。该语言

网络可以作为辅助数据结果，参与研究问题的分析。但受限于时间、资源，此



语言网络与真正的语义网络仍有差距。此语言网络边的绘制是根据节点数量和

random 函数随机生成的，其疏密程度只能一定程度上反应语料的复杂程度，并

不能反映各节点所代表的词义的真正联系。

图 15 语言网络尝试改进（以人民日报理论版为基础）

图 16 改进后的语言网络代码（以人民日报理论版为基础）

四、结论思考

（一）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1.《财会月刊》语料数据分析

《财会月刊》研究的主体集中在“企业”，围绕此主体，产生的主题有业财

一体化与新兴技术（“数字化”“信息”“转型”“创新”“ChatGPT”）、审计（“审

计”“成本”“审计师”）、宏观环境研究（“环境”“经济”“政策”“政府”）、生

态与经济（“生态”“金融”“经济”“环境”“绿色”“A 股”“ESG”）、会计业务

（“财务”“绩效”“董事”“资产”“成本”“审计”）等等，主题范畴广，内容多，

涉及财会领域各大重点热点问题。

前 20 词中，“审计”“转型”居于前列，反映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



质量发展对财会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审计重要性和转型意识的提升；“数字化”

“信息”“创新”均居于前 10 位，反映出业财一体化的热点话题；“政策”“政

府”“治理”反映出对政府管理的学术反馈；“碳”居于第 20 位，反映出双碳目

标下财会领域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务研究势头正盛。

图 17 《财会月刊》词频结构 图 18 《财会月刊》前 20 词

表 2 《财会月刊》前 20 词

2.《财会月刊》与普通类文本：《人民日报》的对比分析

从词频结构看，普通类文本《人民日报》的词频结构与《财会月刊》最大

的区别在于，前者词频占比总体低于后者，前者单词种类数量远大于后者，这

体现出报纸和学术期刊在语言丰富程度上的差别。从前 20 词看，《财会月刊》

聚焦专业领域主题研究，以企业为突出主体，《人民日报》涉及主体主题广泛全

面，突出中国特色。

从文本关键词词频占比对比分析看，《财会月刊》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

和“研究”的学术性质，更多倾向于经济研究、治理问题、政策解读、风险解

析等主题；《人民日报》突出“中国”主体，倾向于“发展”相关的主题。



图 19 《人民日报》词频结构 图 20 《人民日报》前 20 词

表 3 《财会月刊》与《人民日报》文本关键词词频占比对比结果

3.《财会月刊》与理论类文本：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对比分析

从词频结构看，人民日报理论版和《人民日报》基本一致，均表现出词频

占比平均低于《财会月刊》，词频种类数量远远大于《财会月刊》的特点。从前

20 词看，人民日报理论版突出“文化”“理论”“思想”等理论类特征性主题。

从文本关键词词频占比对比分析看，和普通类相比，人民日报理论版与

《财会月刊》在关键词“企业”“中国”上的词频占比差值增大，表现出《财会

月刊》的学术性质和人民日报理论版具有时代色彩鲜明、思想视野宏阔、立足

社会现实、主题重要重大等特点。和普通类结果相比，无论是从词频占比差异

较大词的数量角度，还是从词频占比差值角度，《财会月刊》与理论类的差异均

显著减少，证明《财会月刊》紧跟理论步伐，将理论思想转化为财会领域学术

理论与实务。

辅助以语言网络来分析，从语言网络各节点边的疏密程度看，人民日报理

论版明显密集于《财会月刊》，说明前者语言比后者丰富。



图 21 人民日报理论版词频结构 图 22 人民日报理论版前 20 词

表 4 《财会月刊》与人民日报理论版文本关键词词频占比对比结果

图 23 《财会月刊》语言网络 图 24 人民日报理论版语言网络

4.《财会月刊》与国贸类文本：《国际贸易》的对比分析

从词频结构看，《国际贸易》单词种类数和平均词频占比均低于《财会月

刊》，不过这与《国际贸易》每期刊文数量少、期间间隔长有关。从前 20 词看，

《国际贸易》更多倾向于国际贸易、中美、WTO 等话题，和《财会月刊》有明

显差异，表现专业学术性质。

从文本关键词词频占比对比分析看，二者在“企业”一词的差异较小，在

“投资”“中国”的差异较大，反映出两期刊研究倾向的显著差异。但二者词频

占比有明显差异的关键词数量较少，体现出两期刊都属于商科范畴，语言和研

究对象趋于一致。

图 25 《国际贸易》词频结构 图 26 《国际贸易》前 20 词



表 5 《财会月刊》与《国际贸易》文本关键词词频占比对比结果

（二）结论

《财会月刊》侧重于以企业为主体，财会领域当下突出热点问题研究，专

业性和学术性强，兼顾理论与实务。《财会月刊》充分应用和反馈党中央的先进

思想理论，将先进思想深入财会，使先进理论落实落地，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科

学发展。

（三）总结与反思

由于学期时间和知识积累有限，本报告并不能更加深入专业地理解认识所

探究问题，为了一定程度上弥补深度不足的缺陷，本报告收集了大量语料数据，

并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多角度探究问题，力求构建完整地逻辑链条，科学地实

现分析探究。

细节操作上，将课堂和二课学习交流的成果运用于问题探究过程中，用

Excel 的宏代码和函数结合 Emeditor 替换功能实现大量级数据的处理，用

Python 解决全流程各种复杂问题。但也存在受时间、资源限制，没能制得真正

意义上语义网络的问题。

在此报告基础上，未来可以通过继续探究语义网络的构建，深挖各类语料

数据尤其是《财会月刊》的潜在研究价值。

最后由衷地感谢先后由李文平老师、李金满老师、孟雅萱老师、李健老师

和郭鸿杰老师带来的精彩而具有启发意义的课堂，特别要感谢李文平老师对我

个人的启发指导——充实有趣的课堂和广泛拓展的二课指引我走出了研究尝试

和技术学习的第一步！学无止境，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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