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前沿动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主题论文分析 

 

在当前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正在悄然引导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重塑甚至颠覆

数字内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也为各个行业与学科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与挑战。本期

学术前沿动态即以 AIGC 为主题，梳理相关文献发展脉络，探究各国研究主题分布，分析国

内外机构发文表现，以期为相关科研人员提供参考。 

本报告检索用数据库为 Web of Science (WOS) 核心合集（SCIE、SSCI、AHCI、CPCI-

S、CPCI-SSH）和中国知网（CNKI），文献类型包含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含 Early Access

和网络首发论文），文献时间窗为 2019/1/1-2024/5/13，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因本

文论文集未包含预印本文献，故研究热点（特别是技术类）等结论有所滞后。 

 

一、论文发文趋势 

2019 年至今，CNKI 检出 6105 篇（期刊论文 5907 篇、会议论文 198 篇），WOS 检出

AIGC 相关论文 15122 篇，其中 SCI 论文 7261 篇、SSCI 论文 2600 篇、A&HCI 论文 262 篇、

CPCI-S 论文 6300 篇、CPCI-SSH 论文 982 篇。图 1 反映了 2019-2024 年 AIGC 相关论文数

量分布情况，可以看出，CNKI 中 AIGC 相关论文数量在 2019-2022 年间并无显著增长，2023

年发文量则由 2022 年的 335 篇增至 3188 篇，呈现爆发式增长；WOS 论文数显著多于 CNKI

发文量，且呈持续增长趋势，其中自然科学领域论文（SCI 和 CPCI-S）显著多于人文社会与

艺术类论文（SSCI、CPCI-SSH 和 A&HCI），2019-2022 年间 SCI 相关发文增幅始终高于 SSCI

发文增幅，2023 年则呈现相近增幅，考虑到 2022 年 11 月 30 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引发

AIGC 新浪潮，可推测 2023 年中外期刊论文数量激增与此有关。 



 
图 1 2019-2024 年 AIGC 相关论文数量 

注：由于论文来源存在多重收录现象，如某一期刊可能同时被 SCI 和 SSCI 收录，故各库论文数

量加和不等于论文总数。 

 

二、学科领域分布 

图 2 展示了 CNKI 与 WOS 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学科领域及相应论文数量。可知，CNKI

论文中，数量最大的为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两学科发文总数约占全部论

文数量的 70%，其余发文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新闻与传媒、信息经济与邮政经

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计算机科学是 WOS 发文最集中的领域，其次为电子电气工程、

电信等，影像科学和照相技术、语言学等学科亦有较多发文。 

AIGC 相关 SCI 和 SSCI 论文数量排名前 10 的学科领域见图 3。数据显示，SCI 论文中

比重最大的 WOS 学科为电气和电子工程，其次为人工智能、信息系统等计算机科学，电信、

卫生保健科学和服务、医学信息学及应用物理学等排名其后；教育和教学研究是 AIGC 相关

SSCI 发文量最多的学科领域，其次为商业、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学等，卫生保健科学和服

务、医学信息学以及部分计算机科学在 SSCI 发文中同样占据较大比重，管理学、人体工程

学、心理学等学科对 AIGC 亦有较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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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IGC 相关中外文献 Top10 学科 

注：一篇论文可能被同时划分至不同学科领域中，故不同学科论文数量加和不等于论文总数。 

 

 

图 3 AIGC 相关 SCI 和 SSCI 文献 Top10 学科 

 

对 2019-2024 年 AIGC 相关的 CNKI 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图 4）发现：2021 年前

后，国内论文主要聚焦 AIGC 相关基础技术（如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注意力机制等）

以及著作权、知识产权等相关主题；经过 2022 年对人工智能的爆发式讨论后，AIGC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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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2023 年始则重点围绕 ChatGPT 和生成式 AI 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大语言模型、人

机协同、SORA、教育数字化、知识生产、智慧图书馆、编辑出版、伦理风险、技术治理、

法律规制等多个领域。可以看出，国内论文在分析 AIGC 相关应用的同时对其带来的法律与

道德风险予以了较多关注。 

 

 

图 4 AIGC 相关 CNKI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 

 

WOS 相关论文关键词共现如图 5 所示。可知，2020 年以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Conversational Agents（对话代理），2021 年转变为 Chatbot（聊天机器人）；随着 2022 年新

一代人工智能的崛起，ChatGPT、Generative AI（生成式 AI）、Large Language Models（大语

言模型）成为新的研究热潮，与此相关的研究主题除 Transformer、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 Transformer 模型）、prompt engineering（提示词工程）、language 

models（语言模型）等技术讨论外，还有（higher） education（教育/高等教育）、medical education

（医学教育）、diagnosis（诊断）、ethic（伦理）、bias（偏见）、quality（质量）、creativity（创

新性）、challenges（挑战）、security（安全）等。可见，伴随 AIGC 的发展，还引发了大量对

教育变革、医学发展、伦理道德、内容生成质量与安全等相关思考。 

 



 

图 5 AIGC 相关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 

 

三、国家/地区分布 

图 6 为 AIGC 相关 WOS 发文前 10 国家/地区的 Top10 学科分布图。从发文量来看，

WOS 所收录的 AIGC 领域论文中，美国位居第一，中国排名第二，我国也是排名前五的国

家/地区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人工智能等计算机科学子类学科以及电子电气工程是各个国

家发文的重点学科，我国对电信、影像科学和照相技术领域也有较多涉猎。从学科发文相对

全球平均水平的影响力来看，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影响力较高的主要为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

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计算机理论和方法、计算机控制论、人工智能以及我国的计算机理论和方

法领域表现突出；德国在 AIGC 与影像科学和照相技术，放射学、核医学和医学成像，以及

管理学等相关的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卫生保健科学和服务、医学信息学领域论文

影响力则以英国/英格兰见长；英国/英格兰、韩国、印度在 AIGC 与商业的相关研究中表现

较为突出；我国 Top10 学科影响力均超过或接近全球平均水平，在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方

法、人工智能、跨学科应用、控制论以及电信科学领域表现较优，但计算机硬件和体系结构、

影像科学和照相技术领域的学术影响力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 6 WOS 发文前 10 国家/地区 Top10 学科分布图 

注：1. 色调越暖表示发文量越多，色块中标签数字为该国在该学科发文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影响力，数字大于 1 则表明其影响力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图片仅展示 10 个国家发文量前 10 的

学科，无色块与标签数字表明该学科未上榜该国发文量前 10 名。 

2. 数据来源为 InCites数据库，其中英国发文量包含英格兰地区发文量和其他英属地发文量，

图 7 同。 

 

图 7 为 WOS 发文前 10 国家/地区的 Top5 微观研究主题分布图。可以看出，10 个国家/

地区的 AIGC 相关论文 Top5 微观研究主题集中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医

疗保健中的人工智能、西布曲明（一种药品）、用户满意度、语音识别、剽窃等 8 种中，其

中西布曲明主题相关论文主要为聊天机器人等在医疗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治疗）中的应用

研究。我国发文量最多的两大主题是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近五年发文数量分别为 371

篇和 138 篇，其中深度学习领域有 12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而从论文质量和影响力来看，

我国优势领域在于用户满意度主题，被引次数排名前 1%的论文比例为 31.82%，相对于全球

平均水平的影响力高达 6.61，而医疗保健中的人工智能领域论文影响力相比欧美国家仍有

较大差距。 

 



 

图 7 WOS 发文前 10 国家/地区 Top5 微观研究主题分布图 

注：气泡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大，气泡色调越暖表示被引次数排名前 1%的论文比例越大，气泡中

的数字标签为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影响力，数字大于 1 则表明其影响力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无

气泡则表明该研究主题未上榜该国家/地区发文量 Top5 主题。 

 

四、机构分布 

AIGC 相关 WOS 论文数排名前 20 的机构及其论文表现如表 1 所示。由图可知，发文最

多的为中国科学院，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清华大

学、伦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排名前五的机构中我国有三所，其中中国科学院不仅拥

有最高的发文量，高被引论文数量同样排名第一；美国是上榜机构最多的国家（9 所），占前

20 名机构的 45%，我国共有 6 所机构上榜，除排名前五的三所机构外还有浙江大学、北京

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位列第 8 名、第 14 名和第 17 名；微软、斯坦福大学、佛罗里达

州立大学系统和佐治亚大学系统发文量虽未能跻身前五名，但却拥有较高的论文质量和影响

力。 

AIGC 相关 WOS 论文数排名前 20 的国内机构及其论文表现如表 2 所示。数据显示，我

校近五年相关论文数量为 70 篇，位列第 14 名，被引次数排名前 1%的论文占比排名第五

（8.57%），表明发文中高水平论文占比较高。电子科技大学虽仅有 69 篇 AIGC 相关论文，

但被引频次高达 2221 次，在论文质量和影响力方面表现突出。 



图 8 展示了 CNKI 发文量 Top20 机构及其被引情况。图表显示，无论是 CNKI 论文数还

是总被引频次，北京师范大学均有最优表现，陕西师范大学拥有最高的篇均被引次数；我校

相关论文量为 79 篇（第 5 名），总被引 913 次（第 3 名），篇均被引频次为 11.56（第 2 名），

整体表现位于上游水平。 

表 1 WOS 发文量 Top20 机构及其论文表现 

 

注：1. 数据背景颜色越深表示该机构的指标表现越优，表 2 同。 

2. 中国科学院包含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各院所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表 2 同。 



表 2 WOS 发文量 Top20 中国机构及其论文表现 

 

 

 

图 8 CNKI 发文量 Top20 机构及其被引情况 

注：气泡色调越暖表示篇均被引频次越高。 

 



五、高影响力文献 

本部分选取了 2023 年以来部分高影响力中外文献，其中包含计算机科学、医疗、教育、

金融、法律、出版、新闻等多个研究领域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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