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科学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5年（第17卷）  第4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ug.2015,Vol.17,No.4 

 

60. 

国内ERP研究现状 
——基于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 

□朱宗乾  文  静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  710054] 
 
[摘  要]  对《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2000～2014年间3362篇与ERP

相关的学位论文进行统计，从论文年代分布、机构分布、导师分布等方面对国内ERP现状进行分析。运
用文献计量学中的词频分析方法，对ERP相关学位论文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学位论文的研究热
点。研究发现，国内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研究热点较突出，主要集中在管理领域研究；管理领域主要集
中在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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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简称ERP）是一种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的典型的
企业级管理信息系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ERP在企业的应用，硕博士学位论文关于ERP的研究
也不断增多，对ERP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位论文选
题的一大热点。 
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内容都经学者的

深思熟虑才确定，其具有专业性强、内容新颖、研

究价值高等特点，因而学位论文被用来衡量科研机

构研究人员的贡献和成就[1]。国内一些研究者已经

开始通过文献计量学描述知识管理、微博、档案学、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利学等学科领域的学位论文

的研究状况[2~6]。国内学者关于ERP系统设计、项目
投资、项目实施等方面的研究屡见不鲜，但缺乏对

ERP相关研究进行计量分析，仅在2012年，李珊珊等
人通过文献计量的词频分析法揭示了近五年ERP系
统的研究热点，预测了ERP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7]。

而目前还没有学者对国内ERP相关硕博士学位论文
进行过计量分析的研究。相对于分析CNKI数据库中
的所有文献，尽管分析ERP相关硕博士学位论文的
范围相对较小，但硕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了高校学者

的研究状况。因此，本文主要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

法对ERP研究学位论文的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以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所收录的学位

论文为依据，分析学位论文的ERP研究现状。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词频分析方法，对

2000～2014年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进行分析，分
别从论文年代分布、机构分布、导师分布和关键词

分布的维度进行分析，通过关键词词频分析法描述

该学科学术研究状况，进而揭示ERP的研究热点。 

一、数据源确定及处理方法选择 

《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了从1999年以来全国305个博士培养单位的优
秀硕博士学位论文，是国内目前资源完整、质量高、

数据连续更新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全文数据库[8]。

因此本文选择中国知网《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提供的免费题录数据库，于2014
年12月17日，以“题名”和“关键词”作为检索途
径，以“ERP”、“企业资源计划”、“企业资源规划”
作为检索词，检索途径和检索词的关系分别取“或

者”，共检索到2000～2014年3764篇ERP相关论文的
数据。剔除非企业资源计划概念的学位论文，如事

件相关电位、脑机制研究、心理学研究得出3362篇。 
对检索结果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数据处理主

要利用excel和access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利用access
将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将分类结果导入excel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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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xcel的数据透视表功能对汇总的数据进行处理，
并使用图像自动生成功能对结果进行可视化表示。 

二、研究趋势及结构分析 

（一）学位论文年代分布及趋势分析 
ERP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可以通过ERP相关

学位论文的数量及年代变化趋势整体反映出来。本

文共检索出ERP相关学位论文3362篇，表1反映出
2000～2014年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年代分布，
图1是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年度变化趋势。 

表1  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年度分布（篇） 

学位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数量 4 26 102 169 180 249 335 294

学位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数量 320 302 358 378 333 249 63  

 

 
图1  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图1反映出2000年以来国内ERP相关学位论文
的数量变化趋势，经过分析可以得出，2000年以来
我国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数量总体上呈稳步上升
趋势，但近年来有所下降。根据其发展变化，可分

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快速增长期（2000年～
2006年），此阶段学位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状态，占
学位论文总数的31.68%，这说明关注ERP研究的高
校师生越来越多，硕博士关于ERP的研究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成熟稳定期（2007年～2009
年），此阶段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数量稳定，说明
2007年至2009年关于ERP的研究处于成熟稳定阶
段，学位论文占总数的27.25%。第三阶段：回升和
波动期，此阶段学位论文占总数的41.07%。从2010
年起论文数量开始回升，但2012年的学位论文数量
相比于2011年来说数量有所减少，出现波动，2013

年与2014年论文数量也有所减少，由于CNKI数据库
收录论文时具有滞后性，检索时还有部分高校的学

位论文尚未收录，如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

因此2014年的学位论文数量只有63篇。 
（二）学位论文重点研究机构分析 
对硕博士所在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国内哪些高校或研究机构关于ERP的研
究比较深入，本文对3362篇学位论文的发表机构进
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国内共有211所高校或科
研机构的硕博士发表了ERP相关的学位论文。表2反
映出学位论文数量在40篇以上的研究机构。 

表2  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主要研究机构 

机构 论文数量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电子科技大学 223 6.63% 6.63% 

天津大学 175 5.21% 11.84% 

吉林大学 173 5.15% 16.98% 

山东大学 116 3.45% 20.43% 

上海交通大学 102 3.03% 23.47% 

武汉理工大学 94 2.80% 26.26% 

大连理工大学 88 2.62% 28.88% 

华中科技大学 86 2.56% 31.44% 

南京理工大学 83 2.47% 33.91% 

北京邮电大学 76 2.26% 36.17% 

复旦大学 63 1.87% 38.04% 

西南财经大学 59 1.75% 39.80% 

昆明理工大学 58 1.73% 41.52% 

北京交通大学 56 1.67% 43.19% 

重庆大学 54 1.61% 44.79% 

西南交通大学 51 1.52% 46.31% 

中国海洋大学 49 1.46% 47.77% 

华南理工大学 48 1.43% 49.20% 

暨南大学 47 1.40% 50.59% 

兰州大学 46 1.37% 51.96% 

四川大学 46 1.37% 53.33% 

湖南大学 46 1.37% 54.70% 

西安理工大学 45 1.34% 56.04% 

华东师范大学 41 1.22% 57.26% 

浙江大学 40 1.19% 58.45%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从2000年至2014年，发

表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最多的机构是电子科技大
学，共计223篇，其次是天津大学和吉林大学。占所
有机构11.85%的25家机构发表论文数量高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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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占总学位论文数量的58.45%。这些机构可以看
作是ERP研究的主要机构。 

ERP学位论文的变化趋势分为三个阶段，分析
三个阶段排名前列的研究机构可以了解在ERP发展
的不同阶段哪些机构对ERP的研究做出较大贡献，
研究机构排名前十位的相关数据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天津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一直

位列前十。天津大学在三个阶段的排名均在前列，

且论文数量变动不大，可见在不同阶段天津大学都

对ERP的研究做出突出的贡献；电子科技大学在不
同阶段学位论文数量变动较大，呈快速增长趋势，

可见电子科技大学对ERP的研究越来越多，从2010
到2014年其位列第一位，论文数量占所有大学的
10.28%，是ERP研究的最主要机构。 

表3  ERP相关学位论文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快速增长期（2000～2006） 成熟稳定期（2007～2009） 回升波动期（2010～2014） 

机构 论文数量 累计百分比 机构 论文数量 累计百分比 机构 论文数量 累计百分比

天津大学 57 5.35% 天津大学 63 6.88% 电子科技大学 142 10.28% 

武汉理工大学 54 10.42% 电子科技大学 45 11.79% 吉林大学 102 17.67% 

大连理工大学 51 15.21% 上海交通大学 42 16.38% 山东大学 61 21.65% 

四川大学 45 19.44% 山东大学 37 20.41% 上海交通大学 56 25.71% 

华中科技大学 37 22.91% 复旦大学 34 24.13% 天津大学 55 30.12% 

吉林大学 37 26.38% 吉林大学 34 27.84% 华南理工大学 46 33.45% 

电子科技大学 36 29.77% 北京邮电大学 29 31.00% 北京邮电大学 45 36.71% 

南京理工大学 35 33.05% 西南财经大学 25 33.73% 兰州大学 37 38.81% 

重庆大学 34 36.24% 北京交通大学 24 36.35% 华中科技大学 30 40.98% 

昆明理工大学 30 39.06% 东北大学 22 38.76% 复旦大学 29 43.66% 

   暨南大学 22 41.16%    

 
（三）学位论文的重要指导教师分析 
由于优秀的硕博士学位论文都是经过高校导师

精心指导而成，所以，通过对ERP相关学位论文指
导老师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由此可以确定

出研究ERP相关方向的高校权威学者。因此，本文
利用excel对3362篇ERP相关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进
行统计分析，排列出指导的ERP相关学位论文数量
多于10篇的高校导师，指导ERP相关学位论文的导
师分布如表4所示。 

通过分析表4可以得出：在2000年～2014年期
间，共有15位导师指导的ERP相关学位论文的数量
大于10篇。这些导师在研究ERP方面有较多的成果，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是学科发展的权威学者。其

中，南京理工大学的薛恒新教授和黄慧君教授两位

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数量超过10篇，薛恒新教授位
列第一，共指导了27篇ERP相关学位论文，他的主
要学科研究方向是管理信息系统、现代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和企业信息化理论与应用，为我国ERP的研
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表4  ERP相关学位论文的导师分布 

序号 导师 导师所在机构 指导论文数量 

1 薛恒新 南京理工大学 27 

2 朱宗乾 西安理工大学 21 

3 王惠芬 暨南大学 20 

4 戚桂杰 山东大学 19 

5 颜安 西南财经大学 18 

6 戴跃洪 西华大学 16 

7 郭顺生 武汉理工大学 16 

8 刘晓冰 大连理工大学 16 

9 黄慧君 南京理工大学 13 

10 夏远强 电子科技大学 12 

11 张洪伟 四川大学 12 

12 齐二石 天津大学 11 

13 毕新华 吉林大学 10 

14 蔡鸿明 上海交通大学 10 

15 余开朝 昆明理工大学 10 

由上述分析可知，ERP学位论文的变化趋势分
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指导导师排名前十

位的相关数据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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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可以看出，朱宗乾、戴跃洪两位导师一直
位于前十位。每个阶段排名前十位的导师指导的论

文数量都大于5篇。在快速增长阶段，南京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大学和昆明理工大

学各有两位导师指导论文数量都大于5篇，说明在快
速增长期这几所大学有较强的ERP相关专业的实
力，此阶段这些导师对ERP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

用。在成熟稳定期，王惠芬位列第一，朱宗乾位列

第二，蔡鸿明位列第三，王惠芬为暨南大学管理学

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从事现代生产运作管理、ERP/ERPII与企业信息化应
用研究。在回升和波动期，戚桂杰位列第一，指导

了10篇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研究领域为信息系
统分析与设计和企业信息管理。 

表5  ERP相关学位论文三个阶段的主要指导导师分布 

快速增长期（2000～2006） 成熟稳定期（2007～2009） 回升和波动期（2010～2014） 

导师 机构 论文数量 导师 机构 论文数量 导师 机构 论文数量 

薛恒新 南京理工大学 19 王惠芬 暨南大学 11 戚桂杰 山东大学 10 

刘晓冰 大连理工大学 13 朱宗乾 西安理工大学 10 王东 上海交通大学 7 

郭顺生 武汉理工大学 12 蔡鸿明 上海交通大学 8 黄慧君 南京理工大学 6 

张洪伟 四川大学 12 戴跃洪 西华大学 6 唐东平 华南理工大学 6 

颜安 西南财经大学 10 孙传运 电子科技大学 6 毕新华 吉林大学 5 

李从东 天津大学 7 窦延平 上海交通大学 5 戴跃洪 西华大学 5 

齐二石 天津大学 7 刘乃琦 电子科技大学 5 郭文明 北京邮电大学 5 

余开朝 昆明理工大学 7 戚桂杰 山东大学 5 李敏波 复旦大学 5 

朱宗乾 西安理工大学 6 薛恒新 南京理工大学 5 刘红军 成都理工大学 5 

戴跃洪 西华大学 5 颜安 西南财经大学 5 赵道致 天津大学 5 

侯开虎 昆明理工大学 5 张涛 兰州大学 5 朱宗乾 西安理工大学 5 

黄慧君 南京理工大学 5       

石为人 重庆大学 5       

王惠芬 暨南大学 5       

王丽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5       

夏远强 电子科技大学 5       

杨明忠 武汉理工大学 5       

庄成三 四川大学 5       

 

三、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一）关键词数量分析 
学位论文关键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提炼。一个

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期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关

键词的集合，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内容特征、

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

发展方向[9]。学位论文关键词的标引数量能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论文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一般一

篇论文关键词的合理数量为3到5个，关键词数量为1
到2个，说明使用较少的关键词就可以全面概括文献
内容，可见其研究内容较为紧密，而关键词数量为6
个以上，说明需要多个关键词才能概括文献内容，

可见其研究内容较为宽泛，或选择关键词的概括能

力较弱。关键词数量与论文的关系见表6。 

表6  关键词数量与论文的关系 

关键词数量/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论文数量/篇 0 12 827 1329 822 218 84 37 12 12 3 

关键词数量/个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总计

论文数量/篇 3 1 0 0 1 0 0 0 0 1 3362

由表6可知，关键词标引数量在1～2个的论文共
12篇，占论文总数的0.37%；标引数量在3～5个的论
文共2978篇，占论文总数的88.58%；标引数量6个以
上的论文共372篇，占论文总数的11.06%。用excel
对3362篇ERP相关学位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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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部有效关键词的总频次为14467个，关键词总频
次与论文篇数的比值约为4（14467/3362），即平均
每篇学位论文标引了4个关键词，符合国内外科技期
刊关于每篇论文应该标引出3~8个关键词的要求，由
此可以说明本文所统计出的关键词可供进行下一步

分析。 
（二）关键词词频分析 
本文运用词频分析法研究ERP相关学位论文。

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

关键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

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由

于一篇文献的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

炼，因此，如果某一关键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

反复出现，则可反映出该关键词或主题词所表征的

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10]。 
当统计学位论文的关键词时，发现不同论文对

相同含义的关键词有不同方式的表达，所以，必须

首先对关键词进行规范[11]。对关键词规范的方法有

两种：一是统一，即对具有相同含义的关键词进行

统一，例：将“ERP”、“企业资源计划”、“企业资
源规划”统一为“ERP”；将“物料清单”、“BOM”
统一为“物料清单”等。二是归类，即将同一类别

下的关键词统一归到该大类下。根据纪蔚蔚基于词

频分析的“我国2004年科学发展动向研究关于归类
的方法”[12]，将“项目管理”、“供应链管理”、“客

户关系管理”、“产品数据管理”等统一归到“管理”

下；将“企业应用集成”、“数据集成”、“信息集成”

统一规整为“集成”一词等。 
对关键词进行规范后，再用excel软件进行分类

汇总，根据1973年由Donohue提出的高频低频词界分
公式[13]:   

)811(
2
1

1IT ++−=         （1） 

计算得出的T值为81，即出现次数为81次及以上
的关键词被认为是高频关键词。高频词统计结果如

表7所示。 
通过分析表7可以得出：“管理”、“系统”、“流

程”、“管理系统”、“企业”、“实施”、“信息化”、“方

法”、“技术”、“模式”、“控制”、“集成”、“数据”、

“模型”等是2000年～2014年国内与ERP相关的硕
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 

表7  ERP研究高频关键词词频分布情况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1 管理 1617 15 产业 165 

2 系统 499 16 计算机语言 164 

3 流程 478 17 公司 157 

4 管理系统 422 18 软件 134 

5 企业 412 19 SAP 120 

6 实施 405 20 评价 108 

7 信息化 358 21 数据库 95 

8 方法 301 22 Web 94 

9 技术 287 23 电子商务 93 

10 模式 240 24 物料清单 89 

11 控制 236 24 风险 89 

12 数据 226 26 会计 88 

13 集成 209 27 .net 87 

14 模型 182    

（三）ERP相关学位论文研究热点分析 
1．有关“管理”主题的研究热点分析  
由表7可见，管理一词在学位论文中出现了1617

次，排在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的第一位。这显示出

管理的研究是ERP相关学位论文研究的第一大热
点，在对管理的研究中，供应链管理最受重视，出

现的频次为215次。表8为排在前20位的与管理组配
的关键词。 

表8  与“管理”组配的关键词词频分布情况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1 供应链管理(SCM) 215 11 生产管理 32 

2 项目管理(PM) 140 12 设备管理 29 

3 客户关系管理(CRM) 99 13 企业管理 27 

4 财务管理 62 14 物料管理 26 

5 产品数据管理(PDM) 59 15 质量管理 24 

6 风险管理 57 16 管理 21 

7 成本管理 55 17 人力资源管理(HRM) 17 

8 库存管理 50 17 销售管理 17 

9 采购管理 47 19 全面预算管理 16 

10 供应商管理 39 20 作业成本管理 14 

 
由表8可以看出，除供应链管理外，项目管理

（140）、客户关系管理（99）、财务管理（62）、产
品数据管理（59）、风险管理（57）、成本管理（55）、
库存管理（50）、采购管理（47）、供应商管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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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是管理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这也体现出ERP
与管理紧密结合的思想。以企业管理理念为核心，

分析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可以发现，管理一词出
现的频率最高，管理领域的研究非常广泛，这也表

明ERP是为管理服务的。 
2．有关“系统、管理系统”主题的研究热点分析 
系统一词在我国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关键词

中出现499次，位于表7高频关键词排名第二位。本
文将与“系统”组配的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表9
列出排名于前20位的关键词词频分布情况。 

表9  与“系统”组配的关键词词频分布情况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1 制造执行系统(MES) 72 12 物流系统 8 

2 系统设计 20 14 系统规划 7 

3 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 18 14 系统架构 7 

3 决策支持系统(DSS) 18 16 生产计划系统 6 

5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 
17 16 系统实现 6 

6 办公自动化系统(OA) 15 18 信息化系统 5 

7 财务系统 14 18 系统动力学 5 

8 系统 13 20 
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

（SCADA） 
4 

9 多Agent系统 9 20 系统选型 4 

9 系统分析 9 20 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4 

9 系统整合 9 20 分布式系统 4 

12 系统开发 8    

 
由表9可以看出，制造执行系统出现72次，位于

第一位。从系统类型来说，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决策支持系统(DSS)、
办公自动化系统(OA)、财务系统、多Agent系统、物
流系统、生产计划系统、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生

产制造执行系统、分布式系统是系统领域的研究热

点。从系统本身来说，系统设计出现20次，位于表9
第二位，是系统领域的又一研究热点。其次，系统、

系统分析、系统整合、系统规划等也是系统领域的

研究热点。 
管理系统位于表7的第四位，与管理系统组配的

关键词中，管理信息系统(MIS)、信息系统、管理系
统分别出现了94次、56次、34次。在管理系统类型
中，财务管理系统出现35次，生产管理系统出现20
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HRMS)出现18次，数据库管
理系统出现16次，工作流管理系统出现10次。可见

国内对管理系统类型的研究中，财务系统是一大研

究热点。 
3．有关“流程”主题的研究热点分析 
表7中流程出现478次，位居表7高频关键词第三

位，是我国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第二大重要的
研究领域。本文将与“流程”组配的关键词词频进

行统计，列出排名于前20位的关键词词频分布情况，
见表10。 

表10  与“流程”组配的关键词词频分布情况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1 业务流程重组(BPR) 207 10 会计流程再造 5 

2 业务流程 105 12 工艺流程 4 

3 业务流程优化 20 12 会计业务流程 4 

4 流程 19 12 流程工业 4 

5 业务流程管理(BPM) 16 12 业务流程设计 4 

6 流程分析 8 16 流程梳理 3 

7 会计业务流程重组 7 17 服务流程 2 

7 流程设计 7 17 流程改进 2 

7 采购流程 7 17 业务流程改善 2 

10 业务流程建模 5 17 流程规划 2 

 
从表10可以看出，业务流程重组出现207次，是

流程领域第一大研究热点，业务流程出现105次，是
流程领域的第二大研究热点。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有关业务流程优化、流程、业务流程管理、会计业

务流程重组、流程分析、流程设计、采购流程等都

是流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ERP是以优化的管理
业务流程为对象，分析我国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
关键词中完整出现“业务流程优化”一词有20次，
位于表10第三位，可见业务流程优化也是ERP研究
的热点问题。 

4．有关“技术”主题的研究热点分析 
由表7可见，技术一词在学位论文关键词中出现

了287次，居高频关键词第九位，技术是我国ERP学
位论文的一大研究热点。表11为频次在2次以上的与
技术组配的关键词。 
由表11得出，J2EE技术、信息技术、ASP技术、

AJAX技术、组件技术、通信技术、工作流技术、数
据库技术等都是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可以看

出，ERP相关学位论文关于技术的研究比较广泛，
也说明ERP系统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化建设中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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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技术研究领域关键词词频分布情况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1 J2EE 92 12 技术 4 

2 信息技术 40 12 JSP 4 

3 ASP 31 14 条码技术 3 

4 AJAX技术 8 14 Web技术 3 

5 组件技术 7 16 移动通信技术 2 

5 通信技术 7 16 面向对象技术 2 

7 工作流技术 6 16 加密技术 2 

8 数据库技术 5 16 分布式技术 2 

8 构件技术 5 16 多层架构技术 2 

8 关键技术 5 16 成组技术 2 

8 建模技术 5    

 
5．其他研究热点分析 
信息化一词在我国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关键

词中出现358次，位于高频关键词的第七位，是我国
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信息化词频分
布中，信息化出现159次，企业信息化出现87次，信
息化建设出现26次，会计信息化出现16次。 
模式一词在我国ERP学位论文关键词中出现了

240次，其中B/S出现65次，C/S出现32次，MVC模
式出现29次，管理模式出现26次，设计模式出现13
次，这些都是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 
控制一词在我国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关键词

中出现了236次，其中学者对内部控制的关注最多，
再次是对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探讨较多，基于角

色的访问控制(RBAC)、基于任务的访问控制、库存
控制、生产控制、预算控制、质量控制也都受到学

者的重视。 
随着Internet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

形势即网络经济，而电子商务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进

行的商务活动。因而电子商务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

点问题，国内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中，电子商务
一词出现了93次，其中对B2B电子商务，全程电子
商务，企业级电子商务都有所关注。 

四、结论 

本文对与ERP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统
计，进而分析出国内ERP的研究现状。从数据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ERP相关学位论文

数量逐年增多，关于ERP的研究引起了高校师生的
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关键词分析的角度对2000
年以来我国与ER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进行
统计分析，揭示出2000年～2014年与ERP相关的硕
博士学位论文的高频关键词，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

析得出，ERP研究热点突出，主要集中在管理领域
的供应链管理。ERP的研究与企业息息相关，并且
ERP系统不止应用于制造业，而是渗透到各行各业，
涉及范围将越来越广，研究深度也将越来越深。鉴

于本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与ERP相关的硕博士学位
论文整体研究，而未涉及期刊和会议论文，因此，

获取到更齐全的与ERP相关的文献，对我国ERP现状
进行全面研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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