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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 的财经新闻外文文献计量分析（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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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中国知网 2021 至 2025 年收录的财经新闻外文文献摘要为分析文本，通过 CiteSpace 工具绘制其研究主题

词突现图谱与聚类图谱，揭示该领域技术驱动下研究主题的动态演进路径。研究发现：主题聚类呈现“技术驱动”与“场景聚焦”

的双重特征，涵盖“股票市场预测”“LSTM 模型创新”；技术方法从机器学习的初步引入（2021-2022）逐步深化至 LSTM

等深度学习模型的应用（2023-2025），股票价格预测成为核心场景；未来研究可向多模态数据融合方向转向。本研究采用可

视化手段揭示 4 年来财经新闻外文文献研究热点及其演进特征，旨在为该领域学术与实践研究提供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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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财经新闻是经济信息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1]。作为金

融市场核心信息的传播媒介，对投资决策、政策解读与风险

管理具有重要影响。金融领域和计算机领域的众多研究者

关注股票预测问题 [2], 随着数据规模的激增和市场复杂性的

提升，结合自然语言处理（NLP）与机器学习（ML）等技

术，研究财经新闻已成为揭示市场动态与提升预测精度的关

键途径，研究者通过文本挖掘技术提取财经网站信息，结合

百度指数的搜索热度与算法模型，分析市场关键词对投资策

略与收益率的影响 [3]。通过 CiteSpace 工具绘制研究主题词

知识图谱工具，用可视化手段呈现该领域研究主题的演变趋

势，厘清领域内研究主题聚类特征，揭示财经新闻对金融市

场的深远影响，还为未来的跨学科创新研究提供了方向性指

导。本研究聚焦 2021-2025 年中国知网收录的财经新闻英文

文献，通过关键词突现及聚类分析系统探索财经新闻研究热

点及其技术方法维度的演变，并进一步预判潜在的未来研究

热点与创新机遇，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系统性指导。

2. 研究设计

在数据来源与筛选方面，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外文数

据库为数据源，将时间跨度设定为 2021-2025 年，以“financial 

news”为检索词进行全库关键词，共检索词 112 篇英文文献

（截止 2025 年 3 月 3 日）。

在分析工具与参数设置方面，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6.1

版本进行计量分析，该软件分析出来的图形称为“科学知

识图谱”，为科学计量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有效路径 [4]。主

题词聚类分析和突现时间切片参数设置为 2021-2025 年，

切 片 长 度 4 年。 路 径 裁 剪 阈 值（LRF=2.5, LBY=5）， 保

留高频关键词与强关联节点。聚类算法为 LLR，模块性

（Modularity=0.0561）验证聚类合理性。

在分析方法方面，突现分析是通过突现强度（Burst 

Strength）识别特定时间段内研究热点；聚类分析是结合模

块性（Q>0.3 为显著聚类）与轮廓值（Silhouette>0.7 为高一

致性），提取核心主题簇，揭示核心研究主题；网络结构分

析是通过密度（Density=0.0231）与节点中心性（Centrality）

来评估研究主题此词间的关联强度。

3. 主题词聚类分析

通过 LLR 算法生成 22 个聚类，筛选出 6 个高显著性聚

类（Silhouette>0.9），其内容与特征如下：

技术驱动型聚类主题词为 #2 lstm-based novel model，关

键词包括 LSTM, attention mechanism, hybrid model，聚焦改进

型 LSTM 框架，如结合注意力机制以增强时序特征提取能力。

典型案例包括利用 LSTM-ATT 模型预测加密货币价格（Wang 

et al., 2023）。此外，主题聚类词 #4 stock price prediction，

关键词包括 machine learning, volatility, time series，涵盖从传

统 ARIMA 到深度学习的多模型比较，强调特征工程（如波

动率指标、新闻情感得分）对预测精度的提升。

场景导向型聚类 #3 stock market index return，关键词包

括 index tracking, risk premium, macroeconomic factors，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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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市场指数回报的驱动因素，如美联储政策变动对 S&P 500

指数的影响（Baker et al., 2022）。主题聚类词 #5 financial 

information，关键词包括 text mining, event extraction, earnings 

call，主要涉及非结构化文本（如财报电话会议记录）的情

感分析与事件信号挖掘，用于企业财务风险预警。

方 法 论 对 比 聚 类 #3 comparative study， 关 键 词 包 括

LSTM vs. GRU, model robustness, overfitting，对比不同深度学

习架构（如 LSTM 与 GRU）在相同数据集下的表现，探讨

模型过拟合与泛化能力。

聚类演进趋势呈现出技术深化和数据融合特征。从早期

通用机器学习（2021-2022）转向特定模型优化（2023-2025），

如 LSTM 与 Transformer 的混合架构，体现出技术深化特征；

2023 年 后，“#5 financial information” 聚 类 中“multimodal 

data”关键词频次增加，表明多源数据整合成为新趋势，体

现出数据融合特征。

图 1 财经新闻研究主题词聚类图谱

图 2 财经新闻研究主题词突现图谱

4. 主题词突现分析

如图 2 所示，研究主题词突现图谱从技术方法维度解

释了该领域研究热点的阶段性转移特征。

2021 年为技术工具的初步引入和探索阶段，研究主题

以传统金融分析为主，如：主题突现强度最强的主题词为

“financial markets”（突现强度 2.39）和“economic news”（突

现强度 1.12），表明该时期的财经新闻研究以基础性财经市

场分析为核心。此外，突现词“deep learning”（突现强度

0.97）和“sentiment analysis”（突现强度 0.93）表明，财经

新闻研究领域开始尝试引入深度学习和情感分析等技术方

法开展研究，如通过情感分析辅助解读经济新闻对市场的影

响，此时技术应用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系统性框架。

2022 年 为 机 器 学 习 主 导 阶 段，“machine learning”

（突现强度 1.22）突现强度高于其他主题词而成为年度核心

关键词，这表明该领域研究重心向数据驱动的技术方法转

移。此外，进一步分析“financial news report”（突现强度

0.95）、“multiple perspectives”（突现强度 0.87）、“leaning 

method”（突现强度 0.87）可见，该阶段财经新闻报道更关

注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探究多源数据的整合（如新闻文本、社

交媒体、市场交易数据）、跨学科视角的融合，如：通过机

器学习模型分析不同渠道的财经新闻对市场波动的差异化

影响。

2023 年为深度学习与模型深化阶段，“long short-term 

memory”（突现强度 0.91）、“textual data”（突现强度 0.91）

和“machine learning model”（突现强度 0.91）等突现词的

出现表明，该阶段研究的技术应用进一步得到了细化。此外，

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技术引用说明研究重点转向了提

升时序数据处理能力，尤其适用于股票价格等具有时间依赖

性的预测场景。主题词“textual data”与“news sentiment”

的同步突现且强度相同，揭示了非结构化文本数据（如财经

新闻）的价值挖掘趋势，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文本

进行情感分析，通过提取和分析情感倾向来预测市场情绪。

2023 年，关键词“stock price prediction”（突现强度 1.36-1.83）

和“prediction model”（突现强度 0.91）成为焦点，突显研

究向金融预测的精准化转型。例如，结合 LSTM 模型与新闻

情感分析，构建动态股票价格预测框架。此外，“incorporating 

financial news”（突现强度 0.91）表明，研究者意识到单一

数据源的局限性，开始探索多模态数据融合（如新闻文本 +

历史交易数据 + 宏观经济指标）以提升预测精度。

2024-2025 年为预测模型进一步优化阶段，“stock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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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突现强度达 1.65，同时“sentiment analysis”重

现突现（突现强度 0.93），反映情感分析与市场预测的长期

协同效应，如通过实时新闻情感监测动态调整预测参数。此

外，关键词“superior performance”（突现强度 0.91）的出现，

可能指向模型在回测或实际应用中表现出的显著优势，推动

研究向技术落地的纵深发展。

5. 结语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知网外文数据库收录的英文财经新闻文献

进行聚类与突现分析，本研究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主题的

技术方法维度的演化特征。近 4 年来，研究重点逐步从基

础金融分析转向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核心的技术驱动

方法应用研究，其中 LSTM、情感分析、新闻文本挖掘等

创新方法在市场预测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多模态数据的融

合及实时性分析逐步成为了关注重点，以应对金融市场的

动态复杂性。

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在应对复杂国际形势中不断变

革、融合创新，并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 [5]。未来财经新闻研

究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维度：持续关注技术创新，探索多模

态数据融合，整合新闻文本、历史交易数据和宏观经济因素，

以提升金融市场预测的精准度；关注跨学科协作，通过金融、

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领域的合作，构建更智能

化的财经新闻分析框架；关注实用性提升，聚焦模型的实际

应用场景，增强模型性能实时性、稳健性和可解释性，为财

经领域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提供决策支持工具。

综上可见，财经新闻领域呈现出从技术优化向实际应

用落地的转型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变分

析对启示未来财经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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