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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9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提出 [1]，到 2020 年，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交通建设任务和“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各项任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到 21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人民

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2021 年发布的《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到都市圈、城市群

中轨道交通间的衔接协调，城市内部充分利用城市轨道交

通地下空间、优化客流疏散的公共交通系统运营。轨道交

通建设也已成为中国交通强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

是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化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命脉。

轨道交通是运营车辆在特定轨道上行驶的一类交通工

具或运输系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中国轨道

交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数据显示 [2]， 

2020 年末，中国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为 7969.7km。截

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运行线路长度增长至 8553.4km。

2021 年前三年季度共新增线路 21 条，新增运营线路长度为

588.7km。行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激发了企业家的投资热情，

同时也为行业内的学者专家提供“产学研政”相结合的研

究依据。

目前，学术界对于轨道交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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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轨道交通行业自2001年来，迅猛发展。据近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显示，至21世纪中叶，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建设将在交通强国
建设中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为明确轨道交通行业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进而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论文采用数据挖掘
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中主题词为“轨道交通”、相关度前3000的中文核心文献为研究对象进行目标的研究与分析。
结论显示，2002年至今，学者们对于“轨道交通”的研究整体呈增长态势；在与“轨道交通”相关度前3000篇的中文核心
文献数据中，《城市轨道交通研究》与《都市快轨交通》是发文量最多的期刊；近年，研究热度最高的话题是交通工程、
土地利用、信号系统等；相关研究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是遗传算法、统计分析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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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划、安全、信号等多个方面。现有对轨道交通规划方

面的研究，主要从技术 [3]、政策 [4]、运营管理 [5]、发展理念 [6]

等多角度出发研究阐述规划对于城市、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为明确轨道交通行业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进而了

解行业的发展趋势，论文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对目标问题

进行分析。论文首先在中国知网采集与“轨道交通”主题相

关度前 3000 篇的核心期刊中文文献的数据，数据包括文章

的题名、摘 要、发表期刊及发表年份。然后，分别研究分

析轨道交通行业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在研究现状部分，

论文从年度、期刊两个角度出发，运用 EXCEL 进行相应的

统计分析；在研究热点部分，论文运用 ROST 软件对采集

得到的数据进行分词统计，进而依据词频得出热点关键词。

最后，总结得到轨道交通行业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相关的

结论。

2 数据来源

2.1 数据爬虫
数据爬虫是一种自动化的程序，通过根据某些特定的

设定，实现循环打开网页、选取数据、收集数据，完成自动

采集所需数据的目标。

论文在中国知网中，以“轨道交通”为主题，“核心

期刊”“排序：相关度”为约束条件，采集得到的相关度

前 3000 篇中文期刊文献为数据研究基础。每条数据包括文

章题名、摘 要、发表期刊及发表年份。经分析统计，该相

关度前 3000 篇的中文核心期刊文献，时间跨度为 2002 年至

2021 年，共来源于 304 个期刊。

2.2 数据预处理
在采集得到的相关度前 3000 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中，

部分文献属于期刊发布的新闻，缺少关键词，如《都市快轨

交通》中题名为《南京全国首个“5G+ 智慧轨道交通项目”

实验成功》的文章等。经统计，此类文献数据共计 123 条，

不属于论文的研究范围，剔除该部分数据。筛选后，共计得

到论文相关有效分析数据 2877 条。建立在该 2877 条数据的

基础上，论文展开轨道交通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的研究。

3 研究现状分析 

论文在进行研究现状分析时，从年度文献数据分析、

期刊文献数据分析这两个角度出发。年度文献数据分析时，

将 2877 条有效数据按年份归类统计，根据每年的文献数量

进行年度分析；期刊文献数据分析时，将所有有效数据按期

刊进行分类，从不同期刊发表的文章角度分析“轨道交通”

类文章的现状。

3.1 年度文献数据分析
论文将采集获得的所有数据导入 Excel 进行数据处理。

经分类、计算、统计，得到如表 1 所示的文献年份分布。

2002 年至今，学者专家对于“轨道交通”的研究整体呈增

长态势。其中，学者们在 2002 年至 2007 年期间的研究处于

平稳发展阶段，2007 年至 2013 年为逐渐发展阶段，2013 年

至今则发展为迅猛阶段。

表 1 相关度前 3000 有效文献数据年份—频次—占比表

年份 频次 占比 年份 频次 占比
2002 6 0.21% 2012 81 2.82%
2003 6 0.21% 2013 100 3.48%
2004 8 0.28% 2014 157 5.46%
2005 9 0.31% 2015 211 7.33%
2006 6 0.21% 2016 190 6.60%
2007 14 0.49% 2017 216 7.51%
2008 27 0.94% 2018 249 8.65%
2009 49 1.70% 2019 296 10.29%
2010 52 1.81% 2020 516 17.94%
2011 67 2.33% 2021 617 21.45%

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轨道交通飞速发展，更多的

学者专家将精力投入于“轨道交通”的研究。技术的飞速进

步，促使轨道交通的发展日新月异，进一步使得轨道交通相

关的技术越发成熟、先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形成良性

发展循环。这将促进轨道交通行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为中国

实现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提

供坚实的支撑。

3.2 期刊文献数据分析
论文将 2877 条相关有效数据，按期刊合并同类项，得

到相关度前 3000 条有效文献数据中，频次最高的前 6 个期

刊，该 6 个期刊统称为“高度相关期刊”。经统计比较，高

度相关期刊分别是《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都市快轨交通》

《铁道运输与经济》《铁道设计标准》《交通运输系统工程

与信息》及《铁道学报》。详细分布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高度相关期刊频次及总文献数占比

期刊名称 频次 占比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763 26.52%

都市快轨交通 389 13.52%

铁道运输与经济 127 4.41%

铁道标准设计 123 4.28%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98 3.41%

铁道学报 67 2.33%

如表 2 所示，相关度前 3000 的有效文献数据频次高于

60 的期刊仅有 6 个，分别占比 26.52%、13.52%、4.41%、

4.28%、3.41%、2.33%。该 6 个期刊有效文献数据在所有高

度相关期刊的占比中，《城市轨道交通研究》发表数量高达

49%，其他依次为《都市快轨交通》《铁道运输与经济》《铁

道设计标准》《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及《铁道学报》，

占比分别为 25%、8%、8%、6% 及 4%。由此可见，相关度

前 3000 篇的有效文献数据中，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城市

轨道交通研究》，其次是《都市快轨交通》。

4 研究热点分析

论文在研究热点分析时，以分词词频数据作为辅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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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即词频高，则其被研究的热度就高；相反，词频越低，

则意味着该方面的研究热度越低。

在进行词频分析前，将采集得到数据的文献题名及关

键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 ROST 软件进行数据算法的分词

及词频统计。数据处理完毕后，进行 20 年数据的分词总词

频分析。在分词总词频统计分析时，论文剔除“城市轨道交

通”“轨道交通”“城市交通”“地铁”等与主题词“轨道

交通”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并选取词频频次前 20 的分词进

行排序。

如表 3 所示，与“轨道交通”相关度前 3000 篇的中文

核心文献中，分词词频最高的是交通工程，其次是土地利用、

信号系统等。常被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交通工程、土地利

用、信号系统、复杂网络等；研究轨道交通相关问题的常用

方法为遗传算法、统计分析、仿真、特征价格模型、大数据

及层次分析法。

表 3 词频前 20 分词表

分词 频次 分词 频次

交通工程 46 安全性 21

土地利用 39 客流特征 21

信号系统 37 仿真 21

复杂网络 36 客流 20

客流预测 31 大数据 20

遗传算法 26 特征价格模型 19

全自动运行 26 运营管理 19

互联互通 24 层次分析法 18

统计分析 22 可靠性 18

网络化运营 21 规划 17

在互联网时代，实体经济依旧是不容小觑的一环，交

通工程、土地利用等实体的规划、运营管理，无不彰显着一

个行业的能力。与时代共同进步，也是行业能力的一大衡量

标准。信号系统、复杂网络、全自动运行、互联互通、网络

化运营、大数据等，这些被贴上时代标签的词汇，也正是“轨

道交通”这个行业与时俱进的诠释。遗传算法、统计分析、

层次分析法，用科学量化的数学方法研究问题亦是行业未来

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从热点看未来趋势，轨道交通行业的发

展也必将安全、可靠。

5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轨

道交通行业也迎来了高速发展。论文通过对“轨道交通”相

关度前 3000 篇的有效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年度、期刊两

个角度的统计分析，并依据计算机分词技术得到词频统计数

据，进而识别出轨道交通行业内的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近

20 年，学者们对于“轨道交通”的研究整体呈增长态势；

研究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交通工程、土地利用、信号系统等

方面。此外，该领域内的研究方法多采用遗传算法、统计分

析、仿真等方法。论文对轨道交通行业的研究现状与热点进

行深入探讨，有利于学者们更好地明确学术界对轨道交通行

业的认识，并为后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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