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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更细化，且关注信息的人本理念；国内该领域研究较晚，研究机构之间缺少联系，研究内容较

分散，侧重信息设计的技术和方法研究。结论 国内信息设计领域研究应回归元认知的人本理念，从信

息本体出发，建立探求人类需求的研究链条，同时推进信息智能化传播研究，用创新思维重构更复杂的

信息问题，最后通过更细化的交叉性研究，建立丰富的信息设计语境逻辑，满足用户更具体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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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Based on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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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arry out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information design field in China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databases,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foreign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design were obtained as data resources, and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were used to draw knowledge maps 

combined with the visualization functions of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ree aspects of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hot topic distribution and time zone evolution to reflec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is 

field. The foreig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as earlier,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was more detailed, focusing on the human-oriented concept of information. The Chines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as 

relatively late, there was a lack of connection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was relatively 

scattered, focusing on the technology and method research of information design. The Chines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design should return to the human-oriented concept of metacognition and establish a research chain from the 

information ontology to explore human n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needs to be promoted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should be adopted to reconstruct more complex information problems. At 

last, more detailed cross-cutting research can be applied to establish rich information design context logic, to meet the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needs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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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设计的研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得到迅速

发展，时至今日已进入为复杂问题构建多元化解决策

略的信息时代，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关于信息设计

领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然而，国内信息设计领域的

研究多以技术、方法、实践为主，很多研究无法从更

高视野透析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特点，尤其缺少对国

内外信息设计研究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梳

理国内外信息设计发展态势有助于在差异化中寻找

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促进国内信息设计理论和方

法的研究范式、思维方式的突破与创新。采用文献计

量法对国内外信息设计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

化分析，以期对未来信息设计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

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选取 Web of Science（简称 WoS）和中国知网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简称 CNKI）数据库（分别是

国 际 和 国 内 最 具 影 响 力 和 权 威 性 的 学 术 期 刊 数 据

库），检索时间范围截至到检索日期：2022 年 5 月 30

日。为全面搜集所有文献数据，分别运用专业术语“信

息设计”和“information design”作为主题词进行检

索，以 CNKI“全部期刊”作为来源，共得到中文文

献 2 614 篇，以 WoS 的核心集，引文索引模式为“All”

作为英文数据来源，共得到外文文献 1 062 篇，文献

均删除书评、会议摘要及其他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 

1.2  研究方法 

为更加系统地对国内外信息设计研究的差异和

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利用如图 1 所示的方法

体系框架，从多个角度和维度分析该领域研究所处的

合作网络分布、热点主题分布和学科演进情况。 
 

 
 

图 1  信息设计研究方法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chart of information design research method 

 
首先，根据研究主题对 WoS 和 CNKI 数据库“信

息设计”的误检文献进行人工排除，通过 Thomson 

Data Analyzer 挖掘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包括合并不一

致关键词、机构名称、重复关键词、整合国家等，得

到规范化的数据可视化分析资料；其次，基于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从国家和机构两个维度比较国内外信息

设计研究合作网络的差异；再次，利用共词分析方法，

绘制信息设计研究热点主题图谱，并通过内容分析法

对信息设计的热点主题进行深入归纳和剖析；最后，

通过时区分析绘制领域研究发展图谱，了解信息设计

的演进情况和未来趋势。 

2  合作网络分布 

合作网络分布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国内外信

息设计研究的国家和机构进行分析，展现国家及发文

机构在该领域的合作情况。因此，国家和发文机构的

研 究 水 平 可 以 通 过 合 作 网 络 分 布 进 行 分 析 。 运 用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软件进行合作网络分析，节

点大小分别与发文国家、机构发文量成正比，节点连

线粗细分别为国家、机构合作强度。节点越大代表发

文量越大，连线越粗代表合作程度越高。从可视化分

析中可以得出信息设计领域发文的主要国家和机构，

而节点之间的连线可以得出发文国家、机构的合作

程度。 

2.1  国外研究现状 

对 1 062 篇国外信息设计领域发文国家进行可视

化分析（见图 2），该领域研究主要分布在世界上 31 个

国家，并对各国家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见图 3），

国外信息设计研究机构集中于综合类、理工科类和人

文社科类院校，欧美国家联系强度高于其他地区。 
 

 
 

图 2  国外信息设计研究国家合作网络图谱 
Fig.2 National Cooperative Network Atlas of  

foreign information design research 
 

将发文数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排序（见表 1），美

国是国际期刊中发表信息设计领域研究成果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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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外信息设计发文机构共现图谱 
Fig.3 Co-occurrence map of foreign informatio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国家，发文总数 353 篇，约占全网该领域发文总数的

33%，约占发文排名前 10 的国家发文总数的 39%，

足以证明美国研究机构对信息设计的高度重视。其中

俄亥俄州立大学通过对信息学与通信学的交叉研究，

依托信息交互设计准则优化通信领域中编码和解码

的数据偏离问题[1]。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帕克分校的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依托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式设计”，从设计范式进行具有挑战性的研

究[2]，最终通过信息设计关联人类社交和生活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发文机构排名前十国家中

文章被引频次最高的 3 篇论文进行文献学习，能够较

明确地梳理出 5 个研究主题：“意识互联”（Awareness 

Connection）、“环境资源优化”（Optimization of En-

vironmental Resources）、“医疗系统设计”（Medical 

System Design）、“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老龄

化社会”（Age of a Society）、“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表 1  排名前 10 名的国外信息设计研究主要力量 
Tab.1 Top 10 foreign information design research forces 

序号 国家 论文总数 核心机构 

1 美国 353 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帕克分校、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2 中国 151 成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3 英国 113 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制造研究所、约克大学 

4 加拿大 60 多伦多大学、康考迪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阿尔伯塔大学 

5 德国 51 波恩大学、慕尼黑理工大学、萨尔布吕肯大学、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 

6 日本 47 东洋大学、东京大学、爱滋大学、奈良科技学院、公立函馆未来大学 

7 澳大利亚 39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 

8 巴西 36 巴拉那联邦理工大学、圣保罗州立大学 

9 西班牙 27 塞维利亚大学、瓦伦西亚政治大学、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马拉加大学 

10 法国 26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南希大学、欧洲商学院 

 
“意识互联”，日本札幌医科大学针对“通信溢

出”（Communication Overflow）问题试图提供一个增
强连通性意识的沟通环境，构建一种良性、直观的信
息交互机制[3]。环境资源优化，智利奥斯特拉尔大学
基于对气候、能源、成本、可再生问题建立以控制成
本和可靠性为目标的信息设计模型[4]。该方向的发文
机构不是研究方法的关联而是研究目标的关联，都专
注于信息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医疗系统设计，美国密
西根大学发现患者并不完全相信数据反映的“客观事
实”，进而尝试通过文字、象形文字、图形、符号测
试来证明代表思想的图形可以减少经验对治疗选择
的不当影响[5]。该方向研究普遍基于视觉的创造力解
决信息传递问题。社交媒体，中国深圳大学和香港理
工大学指出，现如今迫切需要通过知识系统构建社交
媒体对工作效率的影响[6]，是传播视野下信息提高工
作效率的研究路径。老龄化社会，荷兰阿姆斯特丹自
由大学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鉴于老年人口的预
期增长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削减，通过分析“信息可访
问性”“家庭设计”“地域可达性”三个因素找出有效

方法维持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缩减社会服务成
本[7]，用设计服务社会。研究方法，日本东京大学和
公立函馆未来大学基于信息交互增加信息在设计层
面的创造性原则，尝试解决 4 个问题[8]：信息外化影
响设计师决策；信息形式表达与交互关系；外化表达
解释信息内涵；从表达层面修正信息意义。 

2.2  国内发文机构研究现状  

在 CiteSpace 软件中针对“发文机构”（Institution）

设置阈值系数为 2，如图 4 所示，共有 761 个节点，

198 条连线，密度仅为 0.000 7，说明国内机构相互合

作较少，研究者更倾向于独立研究或本机构内合作的

方式。 

国内信息设计领域发文机构的研究方向，并没有

形成较明显的方向类别。如表 2 所示，排在第一位的

清华大学，其艺术与科技（信息艺术设计）是我国最

早设立的研究新技术条件下的艺术设计创新专业。其

主要研究方向一方面从人文角度理解人机交互技术，

面向未来的交互产品或新媒体艺术作品[9]：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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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内信息设计发文机构共现图谱 
Fig.4 Co-occurrence map of Chinese informatio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从“系统思维”角度尝试设计合理的信息架构、搭建

无力数字环境，在设计学科交叉融合方面开展了创新

实践[10]。排在第二位的是武汉理工大学，主要研究方

向是信息交互设计、数字媒体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认知心理学等。尤其对交互机理在信息艺术设计中的

未来应用、数字化信息设计的方法探索及信息系统的

框架策略[11]等展开了较多元化的讨论。排在第三位的

同济大学，其研究方向更多基于全球经济向数字化、

低碳化转型的背景，系统地构建面向视觉艺术、信息

设计中的符号学、传播学、媒介理论等专业知识体系[12]，

聚焦叙事结构，并从信息本体出发探讨设计方法和创

新实践路径。这 3 所机构的发文量占前 20，总发文

量的 30%左右，具有较高影响力。 
 

表 2  国内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核心研究机构情况 
Tab.2 Top 10 Chinese co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篇 

1 清华大学 45 

2 武汉理工大学 32 

3 同济大学 24 

4 中国矿业大学 19 

5 华中科技大学 17 

6 湖北工业大学 17 

7 华中师范大学 17 

8 中南大学 16 

9 北京交通大学 15 

10 上海交通大学 14 

 

综上所述，国内外信息设计研究的主体机构均以

高校为主，主要分为两大类院校：理工科综合类高校，

一般以理工大学、工程学院、职业技术学院为主；艺

术设计类院校，一般以美术学院、艺术学院、艺术与

设计学院为主。国外机构之间的合作程度明显高于国

内，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可以较清晰地归纳出五大主

题方向，这与接下来关键词共现分析情况相似，说明

国外已经形成较稳定的研究态势。相比之下，国内信

息设计发文机构合作关系较弱，没有形成较明确的研

究集群，研究机构之间在面向国内、国际的合作与交

流方面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3  基于共词分析的学科研究主题分布 

共词分析是科学计量学中常用的内容分析方法，

通过关键词共现挖掘论文的研究核心主题，可以总结

该领域研究热点和特征，对分析总结该领域发展沿革

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价值。在 VOSviewer 的关键词

共现分析中圆节点越大，字体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

的频次越多，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热点；节点连线

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连接强度关系，线越粗表明二者在

同一篇论文中共现频次越多；节点颜色代表聚类类

别，即该领域的不同研究方向。 

3.1  国外信息设计热点研究现状 

在 VOSviewer 中，Type of analysis 选择“Co-occu-

rrence”，Unit of analysis 选择“All keywords”，Counting 

method 选择“Full counting”，选择频次≥3 的 397 个

关 键 词 绘 制 共 现 网 络 知 识 图 谱 ， 见 图 4 。 去 掉

“information design”“information”“design”3 个共

性词汇（共性，确认，只是本身跟“information design”

属于同属类词，这类词本身共现频次高，是因为属于

“information design”名词的一部分），排列频次前

10 的高频关键词（见表 3），“communication”“bayesian 

persuasion”“model”“usability”“impact”“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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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外信息设计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5 Co-occurrence map of key words in foreign information design 

 
“knowledge”“quality”“visualization”“health”都
是频次≥18 的关键词。 

 

表 3  国外信息设计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Tab.3 Statistics of highly-cited key words in  

foreign information design 

热点词 频次 关联强度 

communication 39 166 

bayesian persuasion 34 103 

model 31 83 

usability 27 126 

impact 24 107 

disclosure 24 92 

knowledge 22 93 

quality 21 75 

visualization 19 53 

health 18 75 
 

在图 5 所示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通过内容分

析法将国外信息设计研究聚类为四大主题，构成国外

信息设计领域的重要科学研究方向。 

1）用户体验与信息行为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

驱动研究者关注信息行为（Information Behavior）和

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对信息设计的深远影响，

研究者从知识（Knowledge）和技术（Technology）

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知识层面聚焦信息行为，关联“用

户需求”和“用户行为”，其中，Wilson[13]将“信息

行为”定义为与信息来源和渠道有关的用户行为总

和，其核心是信息搜索（information seeking），泛指

有目的性的信息寻求，如“通过鼠标点击链接查找咨

询”等。Pettigrew 等[14]指出信息搜索也涉及与情感

问题相关的新研究领域，强调信息行为的情感范式，

主要包括可用性（usability）[15]、信息架构（information 

architecture）[16]、认知（cognition）[17]、适应性（adap-

tation）[18]、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CD: user-centered 

design）[19]等。技术层面，信息设计研究以用户体验

为重点，正如 Hassenzahl 和 Tractinsky[20]所指出：从

20 世纪末至今，“用户体验”成为人机交互和信息交

互设计的热词，用户体验的信息行为研究能够带给用

户多维的信息感知，这方面研究主要包括交互设计

（interaction design）[21]、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22]、

视觉感知（visual perception） [23]、互操性（ intero-

perability）[24]等。 

2）数字化的可视化研究。国外更多的信息研究

关注数字界面传播信息的可能性，其中，Albers 等[25]

指出：信息需求的多样化反馈让用户访问数字化信息

的能力，包括定义信息、理解信息、建立模型、记忆

信息等信息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视化在分析与表

达两个层面呈现出数字化趋势。分析层面，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26]、

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27]、满意度（sati-

sfaction）[28]、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29]等。表

达层面与设计学较密切的关键词出现频率很高，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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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方法论角度探讨可视化的范式表达，Moys[30]

认为研究者正在寻求对海量数据展现与表达的方法，

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的设计方法研究可以体现

出“大数据就是没有先入为主的探索”理念。Moys[30]

还提到 Margolin V 从另一个角度探索视觉修辞对信

息 传 播 的意识 形 态 和行动 关 系 ，最终 确 定 数据的

“民主色彩”属性。此方向研究主要包括数字媒体

（digital media）[31]、数字策展（digital curation）[32]、

美学（aesthetics）[33]、信息展现（information present-

ation）[34]等。 

3）基于“贝叶斯劝说”的跨学科分析。贝叶斯

劝说（Bayesian Persuasion）是以交流方式为目的的

交叉研究，Kamenica 和 Gentzkow[35]于 2011 年提出

了“贝叶斯劝说”模型，它被看作是信息理论的重要

突破之一，也代表了经济学、计算科学与设计学交叉

研究的前沿方向。该模型强调的是两个博弈主体（信

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平衡问题。与“贝叶斯劝说”

相关的研究很多[36-38]，主要聚焦信息揭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39]、平衡（equilibrium） [40]、自我揭露

（self-disclosure）[41]、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42]

等。同时以该模型为基础的信息设计和其他学科的交

叉研究还包括决策制定（decision-making）[43]、风险

沟通（risk communication）[44]、可读性（readability）[45]、

理解力（comprehension）[46]等。 

4）健康数据的医疗信息研究。国外健康信息设

计的研究热度大约始于 2015 年，并持续至今，该聚类

反映了信息设计的社会责任意识，从“大健康”出发，

针对用户交流过程中所获取的健康和医疗类数据进

行分析研究。健康信息设计（health information design）

主要是从健康信息寻求行为（HISB）和医院信息系

统（HIS）两个方向进行研究。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方

面，Lambert[47]调研了约 100 篇已发表的论文和 5 份 

关于该领域的报告，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文献都记载了

个人健康信息的研究，这对疾病在心理、社会层面创

新服务的策略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Haux[48]强

调尽管“医院信息系统”总体上对医疗保健领域的

发展具有明显且积极影响，但相关数据研发还是加快

了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国外该领域研究主要包括健

康计算（health numeracy） [49]、人类因素（human 

factors）[50]、健康识能（health literacy）[51]、药物信

息（medication information）[52]、患者教育（patient 

education）[53]等。 

3.2  国内信息设计领域热点研究现状 

在 VOSviewer 中对国内信息设计研究进行关键

词共现分析，去掉“信息设计”“信息”“设计”3 个

共性词汇，排列频次前 10 的高频关键词（见表 4），

“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平台”“系统设

计”“数据库”“信息艺术设计”“交互设计”“信息可

视化”都是频次≥30 的关键词，它们构成了国内信

息设计领域的基础框架。如图 6 所示，通过内容分析

法对国内信息设计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分析归纳，得

出 4 个研究方向，构成国内信息设计领域的重要科学

研究方向。 

1）信息系统化研究。信息系统化是关于人机协

同的研究主题，是整合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通信

技术等的协同创新，并包括用户及道德规范的内容[54]。

国内信息系统化研究结合学科较多，还未形成“以焦

点辐射周边”的态势。其中，宋关福等[55]从天文学、

地球科学角度出发阐述地理信息系统概念和技术基

础，探讨地理信息系统未来设计的可能性。李文斌[56]

强调未来电力信息系统应重点对互联电力信息安全

和系统管理设计的研究趋势，这与宋关福的研究在观

念上是有联系的，继承信息系统交叉融合的特征。这 

 
 

图 6  国内信息设计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6 Co-occurrence map of key words in Chinese inform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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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内信息设计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Tab.4 Statistics of highly-cited key words in  

Chinese information design 

热点词 频次 关联强度 

信息系统 350 585 

管理信息系统 173 265 

信息平台 104 221 

系统设计 101 161 

数据库 76 146 

信息艺术设计 38 47 

交互设计 36 84 

信息可视化 31 56 

视觉传达设计 28 53 

物联网 26 80 

 
部分的共现关键词包括架构[57]、数据挖掘 [58]、信息

化[59]、系统设计[60]、物联网[61]、信息共享[62]等。 

2）信息交互设计研究。信息设计的发展赋能了

信息在沟通过程中的交互性变革，这对信息设计领域

的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鲁晓波[63]将信息传递与交互

设计融合分析，强调信息交互设计应准确地满足用户

对复杂信息的特殊需求，交互性的信息“需求”应该

满足数据在转化信息过程中呈现的形式美感和传递

功能。覃京燕[64]基于大数据时代梳理交互信息设计发

展进程、设计方法等总结出“以意义为中心”的生态

可持续大交互设计方法。国内信息交互设计研究多数

以方法的探索为主，共现关键词包括用户体验[65]、交

互设计[66]、可视化 [67]、人工智能[68]、新媒体[69]等。 

3）可视化研究。设计学科下的可视化是将数据、 
 

信息进行可视表达的过程，可视化主要分为数据可视

化、知识可视化、信息可视化、科学可视化。洪文学

等 [70]将可视化定义为是人类与计算机两个信息处理

端口的链条。杨彦波等[71]则强调可视化对数据效果起

到视觉化增强的作用，其目的是让用户以直观方式观

察和获取数据，并强调从“直观化、关联化、艺术化、

交互化”层面对数据逻辑产生认知。洪文学等的研究

相对宏观，但杨彦波则是从视觉感知角度切入可视化

分析，对信息的设计研究更具针对性。这部分的共现

关键词包括框架[72]、地图[73]、传播[74]、信息可视化设

计[75]、信息艺术设计[76]、美术学院[77]、导视系统[78]等。 

4）医疗信息设计研究。随着“智慧医院”建设

的重点逐渐转向“医疗数字化”，面向医疗本体的信

息系统创新研究越来越重要，医疗信息系统的设计与

系统稳定性搭建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医疗卫生

资源，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质量。唐凯等[79]通过

科学的信息技术尝试解决医疗数字化过程中的“区域

医疗数据转换问题”。段会龙等[80]通过分析数字化医

疗信息系统的发展现状，最终对未来数字化医院的形

态提出“可视化医疗”的愿景。唐凯和段会龙的研究

都是从医疗数据资源出发，为健康信息的数字化档案

建设提供重要基础。这部分的共现关键词包括设计原则
[81]、管理信息系统[82]、云计算[83]、架构设计[84]、医

院信息化[85]、医疗质量[86]、数据库[87]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信息设计研究热点内容有相似

之处，呈现交集的特点。但相比国外研究所呈现出的

更聚焦、更细化的研究特点，国内该领域研究则较为

分散，见图 7。 

 
 

图 7  国内外信息设计领域研究热点关系图 
Fig.7 Relationship map of research hot spo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design in China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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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方面，国内研究建立信息与计算机科学、

天文学、物理学、通信学等“开放互联”的研究模式，

学科交叉情况复杂；国外则主要立足于“贝叶斯劝说”

模型，跨界范围较小。“贝叶斯劝说”在 2019 年突显

强度很高，说明该理论对国外信息设计领域的数据网

络稳定性起支撑作用，形成“以焦点辐射全局”之势。

可视化方面，国内研究基于计算机图形和图像处理技

术，将理论、方法和技术作用于数据的描述性、关联

性、艺术性、策略性思维；国外可视化研究则强调数

字化应用，思考大数据建立数字终端和用户信息行为

之间链条的可能性。医疗健康方面，国内研究是针对

广义医疗领域的信息质量、成本及稳定性、可靠性的

研究；而国外则从信息和人两个维度分析信息对“健

康”的长期影响因素，探讨医疗信息在患者需求过程

中所呈现出的治愈性结果，重新定义健康在未来的趋

势。信息体验方面，国内研究是设计学内交互与信息 

设计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结果，涵盖对用户需求和信
息传递两个维度的分析；国外是通过传播学、心理学、
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与设计学交叉研究的信息用户
体验和信息行为研究，这再次证明国外信息设计与其
他学科强有力的交叉研究特征，而跨学科的研究模式
细化了信息交互设计的研究范围，目标和结果更明确。 

4  基于时区图的演化路径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信息设计关键词进
行时区图可视化分析，能够展现出该领域关键词在不
同时间区域的分布和演化情况，这是通过生命周期理
论将研究方向划分为不同时期，从时间维度把握研究
领域热点及其发展趋势[88]。图 8—9 分别展现了国外
和国内信息设计研究领域的时区图，通过内容分析法
对国内外信息设计领域演化路径进行梳理，得到如图
10 所示的基于时区图谱的演化路径分析。 

 

 
 

图 8  国外信息设计关键词热点时区图谱 
Fig.8 Time zone map of key words in foreign information design 

 

 
 

图 9  国内信息设计关键词热点时区图谱 
Fig.9 Time zone map of key words in Chinese inform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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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基于时区图谱的国内外信息设计演化路径分析图 
Fig.10 Analysis chart of evolution path of information design in China and abroad based on time zone map 

 

4.1  国外演化路径分析 

如图 10 所示，观察 1991—2022 年信息设计领域

研究文献关键词的时区图，国外信息设计研究过程大

致经历了探索–过度–聚焦–转型 4 个阶段。 

1）探索阶段，1991—2001 年，该时期是侧重“信

息体验”的综合性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国外进入

信息社会，劳动力结构出现根本变化，计算机、自动

化技术逐渐成熟，生活模式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作用

下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大

幅度增加，这导致国外信息设计在开始阶段凸显热词

是“信息焦虑”，是信息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面对的

信息本体问题，Peter Bangoz 就曾于 1994 年提出了信

息设计应该是驱动信息被转化为适合特定群体理解

和接受的表达形式[89]。 

2）过渡阶段，2004—2010 年。该时期体现出明

显的以满足“用户特殊需求”为核心的研究，具体来

看，2004—2007 年，主要针对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如

何对人的“”交流”“行为”“满意度”“接受度”等

问题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法；2010 年，由 Baer 等[90]所

著 的 《 信 息 设 计 工 作 薄 》（ <Information Design 

Workbook>）将信息设计定义为“有效沟通是信息设

计核心本质和本质”，这也表明国外研究者开始聚焦

为人类提供高效率的信息沟通方法。 

3）聚焦阶段，2014—2016 年。该时期持续时间

较短，以“影响”为凸显热词的研究方向也激活了“健

康”“策略”等关键词在信息设计领域中的研究热度。

该时期出现了很多与量化、算法分析相对抗的研究内

容，Nake[91]就意识到计算生成的信息美学模型是激

进的方式，这种看似“至高无上”的数学公式在变

化莫测的社会中即将走到尽头；Filonik 和 Baur[92]

也强调信息访问者的量化指标捕捉到用户体验的所

有方面。 

4）拓展阶段，2019—2022 年。2019 年，是国外

信息设计研究较为重要的一年，“贝叶斯劝说”模型

及与模型关系最密切的信息“公开”关键词，成为最

大的热词在文献数据库中凸显，从可视化分析中也能

看出其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现的状态；2020—2022 年，

出现的“反馈”“机制”“感知”等，也说明国外信息

设计领域已经注重信息与人的研究，并更多地聚焦于

信息在机制、策略方面的“元初”研究。Ware[93]基

于感知和视觉科学总结出提高清晰度、实用性和说服

力的可视化效果的信息感知理论。 

4.2  国内演化路径分析 

如图 10 所示，观察 1995—2022 年信息设计领域

研究文献关键词的时区图，国内信息设计研究过程大

致经历了探索–发展–突破 3 个阶段。 

1）探索时期。在数据库中有记录的国内信息设

计领域研究始于 1995 年，这比国外的 1991 年要稍晚

一些。探索时期持续时间较短，1995—1998 年，关

键词凸显主要是基于“数据库”下的“论证方法”，

也会涉及“系统设计”“信息共享”等分别从信息本

体和设计方法出发的基本研究探索。 

2）发展时期。2002—2008 年间是国内信息设计

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尤其在 2006 年，第 60 届联合

国大会决议每年 5 月 17 日为“世界信息社会日”，这

标志着信息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2006 年 5 月，国家相关部门印发《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信息化发展作出了全面

部署，大力推进国内信息化进程。该领域研究也从侧

重于设计学科的“界面设计”“传达设计”等，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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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信息平台”“数据共享”方向。需要指出

的是在 2008 年，与凸显热词“信息平台”密切相关

的“信息艺术”“美术学院”关键词的出现，表明设

计学与其他学科在此阶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交叉融

合研究特征。 

3）突破时期。2012—2022 年，国内信息设计领

域的研究开始由传统范式的转译向更具挑战、未来

感、未知性的智能化传播范式进行转变。国内研究人

员意识到信息设计在社会中的价值，因此从经典的

“视觉传达”方向迅速转向更贴近用户本身的“用户

体验”研究，并注重交互设计以及“物联网”的影响。

需要关注的是，2020 年，“人工智能”首次出现在信

息设计领域的关键词共现中，说明信息传播界限已被

打破，智能化传播的研究热度将持续升温，并在未来

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势。 

从时间维度分析，国内外信息设计研究领域发展

路径有一定重合，但也有明显区别。国外信息设计发

展早于国内，且四个发展周期也多于国内三个发展周

期，2004—2008 年及 2014—2020 年这两个时间段是

国内外信息设计同时迅速发展时期，大量关键词出自

于该两段时期，但是从关键词来看，国外的“交流”

“行为”“满意度”“公开”“隐私”“健康”“影响”

等关键词是从“人”作为信息主体角度出发，具有较

强的“人本关怀”色彩，体现出信息设计的社会价值；

国内的“界面设计”“信息化”“信息平台”“大数据”

“交互设计”等关键词尚停留在以科学技术、设计方

法为主的研究模式。 

5  结论 

本文基于 WOS 和 CNKI 数据库，利用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从发文国家、

合作网络、主题关系、发展进程等四个维度对比分析

了国内外信息设计研究。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美

国在信息设计研究的发文量、研究广度等具有绝对优

势，中国次之，但发文量约是美国发文量的 1/2，侧

面说明国内该领域研究在未来还有一定的研究潜力；

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密度明显高于国内，国内则多以

小团队或独立方式开展研究工作，院校之间和国际视

野的合作模式没有得到更好的拓展；信息设计研究中

的跨学科研究、可视化、医疗健康、交互是国内外学

者共同关注的主题，但国外的研究内容更细化，这也

使国外该领域研究的主题方向更丰富，目的更明确，

国内研究则较为宏观，研究内容较分散；国外信息设

计研究早于国内，且在时间划分上分为 4 个阶段，探

索时期研究热度较高，从过渡时期开始，体现出明显

的“人本”和“人文”特征，国内分为三个时期，发

展时期和突破时期研究热度较高，目前集中于智能传

播路径的研究方向。 

针对上述结论，结合国内外信息设计研究现状，

对我国信息设计研究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5.1  回归元认知的人本理念 

国内信息设计领域研究未来需要加强各院校、团

队、个人，以及国际化的跨学科整合研究路径，这是

信息设计本身所具有的交叉融合属性所决定的，这种

属性也赋能了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可能性。同时，国内

应回归新思考，注重信息本体和人本的研究，这并不

是“复古”，而是基于信息本体交叉哲学、语义学、

认知心理学、传媒学等跨学科领域，真正做到以信息

“传授者”的视角思考知识结构的更新，聚焦信息在

经济、社会、科技领域的影响因素，这是信息人本主

义在系统层面的探索，实现更大信息的效益和价值。

科学技术对于信息设计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再多的技

术也应该回归人类本身，这主要体现在技术在人类对

信息感知过程中的适应强度，过多的技术迭代研究只

能削弱信息对不确定性事物消除的效率，而针对“信

息本态”“语义共振”“信息文化”“认知突显”等围

绕“人”的信息行为研究才是在“元”基础上深度链

接信息设计的创新。 

5.2  推进信息智能化传播研究 

将与设计学关系紧密的信息设计共现关键词按

中心系数（见表 5）排列，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交

互设计”“用户体验”等关键词在国内信息设计研究

中出现，“人工智能”在时区图中研究热度持续至今，

将作为未来的研究趋势；另一方面，中心度系数高的

关键词拐点基本在 0.1 以上（即 Centrality>0.1），大

于此系数的高频词普遍被认可在该领域具有较大影

响力[94]，而“人工智能”中心度系数仅为 0.01，说明

目前尚未形成规模性的研究热度，仍有非常大的补充

可能性。 
 

表 5  国内信息设计中心性系数关键词统计表 
Tab.5 Statistics of key words of centrality coefficient  

in Chinese information design 

热点词 中心系数 频次 

信息系统 0.38 298 

网络设计 0.19 3 

信息设计 0.16 243 

网络视听 0.16 4 

数据库 0.13 64 

设计 0.10 110 

系统设计 0.08 68 

用户体验 0.05 14 

交互设计 0.03 28 

人工智能 0.01 28 

 
因此，强调感官交互体验的信息智能化创新将成

为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智能技术对信息设计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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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强的驱动力作用。国外该方向研究强调“满足多

样化需求”的传播创新，依托科学技术和智能传播的

可行性，强调解决人类在体验信息过程中更复杂、未

知的问题。国内该领域研究还局限于信息主动传递、

用户被动接受的范式，停留在引导用户随内容设定而

进行信息读取的传递路径。未来的国内“智能化”研

究趋势将打破信息传统、线性的叙事路径，借助算法

和算力及技术的加持，实现“全感官”的传播创新，

改变传统研究范式，完成信息传播迭代的可能性，以

系统化方法帮助人类适应信息时代，优化沟通方式，

将静态思维转化为动态思维，用信息设计重构定义不

清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5.3  更细化的交叉性研究 

国内信息设计研究需要围绕更聚焦、更有针对性
的问题进行。在广义信息设计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
同时，也应该进行学科内深度融合的协同研究。信息
设计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表面上是在设计学范畴下增
加某个较为具体的“修饰语”，缩小研究范围，实则
是增加信息设计在其他领域的可能性、多元性，丰富
研究内容，满足人类更精细、具体的沟通需求，实现
信息价值在社会中的最大化。 

比如，我国近几年受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
学者也开始关注数字文化领域，但是目前国内“文化”
类信息设计研究普遍宏观的叙事体系特征，导致可视
化研究呈现出“同质化”结果，如果可以缩小范围，
协同其他学科创新文化领域的研究，将突破信息设计
从文化视野“服务社会”的瓶颈。另一方面，国外可
视化研究更聚焦“数字化”情景，Lupi[95]的“数字人
文主义”曾提出信息设计应更细心于对微观事物的传
递，在数据诠释中强化叙事表达中的上下文语境分析，
只有缩小研究范围，才更容易建立“情景”逻辑。因
此，缩小主题的研究范围定义了信息设计应该是对结
果呈现多样化的可能，并非是孤立的结果，“跨学科—
缩小范围—细化主题—扩大价值”的研究路径其实就
是链接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情景，建立更缜密、细腻的
逻辑，帮助人们通过被设计的信息改造世界，认知世界。 

6  结语 

最后，本文存在一定研究局限：以文献资料为基
础的学术研究可以代表一定程度的信息设计领域研
究成果，但信息设计的项目实践、科研实践也应该是
信息设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能结合信息设计的
具体案例分析，尤其是未借助于实际案例中的数据分
析探索信息设计领域的发展趋势，这可作为该领域在
以后的研究方向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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