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比较分析

张夏恒1,2

（1. 西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2. 西北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122）

摘    要：自 2021 年以来，元宇宙在学界被瞬间引爆，国内外研究成果快速涌现。本文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分析

“Ei Compendex Web”“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元宇宙主题论文，厘清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状态。研究发

现：元宇宙在国内外的研究虽有重叠但差异较大；元宇宙在国内外均处于研究初期，成果及高产作者少，核心作者群

及稳定合作团队均未出现，期刊、基金都少关注元宇宙研究；国外研究早于国内且持续性更久，但国内热度高于国

外，国内期刊接受度也高于国外；研究领域与研究热点内容国内外有所不同，国外更偏好自然科学及工科应用领域，

尤其是计算机学科，而国内偏好传播学，国内学科集中度高于国外。为推动我国元宇宙研究，提升我国元宇宙研究

的国际影响力，应实施一系列举措鼓励与引导元宇宙研究，包括培育研究团队、增设基金项目尤其是企业基金、鼓励

期刊选稿用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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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出现虽近 30 年，但一直不温不火，尤其在国内较少被提及。自 2021 年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

内，元宇宙被再次点燃，成为业界炙手可热的话题，被众多大型科技企业、券商、投行热捧，也被我国多地政

府关注并写入政府规划方案。所以，元宇宙需要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以 2022 年 10 月 27 日为节点，通过百

度搜索引擎查询“元宇宙”关键词，出现约 74700000 个网页结果；再以百度指数为例，元宇宙在全部时间段

的搜索指数整体日均值为 1613，近半年的搜索指数整体日均值为 12455。由此可见，国内对元宇宙话题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然而，与社会及业界对元宇宙的热捧有所不同，国内外学界对元宇宙的研究呈现出较大

反差。通过检索中国知网、“Ei Compendex Web”和“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这些国内外主流学术

成果数据库，笔者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元宇宙主题研究成果仍不多，一直到 2021 年才呈现出快速增长

趋势，但是国内学界对元宇宙研究的热度要高于国外；此外，国内外元宇宙研究存在较多不同。随着元宇宙

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评价。有学者对国外元宇宙研究进行 了梳

理。张夏恒和李想[1] 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库元宇宙成果为样本，分析了国外元宇宙领域的研究状况。魏

开宏和苏媛[2] 以谷歌趋势、谷歌学术、Web of Science、Elsevier、IEEE 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元宇宙研究成果

为样本，分析了国外元宇宙研究状态。有学者对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张夏恒[3] 采用计

量方法与统计方法对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发表的元宇宙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也有学者对国内外

元宇宙研究成果同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赵星等[4] 通过文献梳理，对国内外元宇宙研究及其应用情况进行

了评价。周鑫等[5] 对 CSSCI 数据库的中文文献、Web of Science 核心库的外文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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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状态。但是，已有研究或者聚焦国外研究成果，或者聚焦国内研究成果，即便有对国内

外研究成果同时进行分析的，也缺乏比较研究 。由于元宇宙在国内外学界均已成为研究热点，因此不仅有

必要对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的表征进行详细梳理与分析，更有必要通过对比分析找出研究差异，进而为我国

元宇宙研究提供思路。

 一、研究思路

 （一）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使用 CiteSpace、SPSS、Excel 等软件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国外与国内关于

元宇宙主题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学科、作者、期刊、基金、关键词等维度进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以

厘清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客观分析全球学界元宇宙研究动态。

 （二） 数据来源

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取自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期刊库，以“元宇宙”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检索时间截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共获取有效样本 96 篇。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取自“Ei Compendex Web”和“Web of Sci-

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具体包括 SSCI、AHCI、SCIE、ESCI、EI 及 CPCI 检索文献，采用篇名检索“Meta-

verse”关键词，检索时间截至 2022年 1月 14日，共获取国外样本 77篇。

 二、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现状分析

 （一） 研究成果数量及年份分析

按上述口径，本文对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共计 173 篇进行梳理分析，年度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由于

2001 年、2004 年和 2005 年国内外均无研究成果，故表 1 未列示）。其中，国内研究成果为 96 篇，占比为

55.49%；国外研究成果为 77 篇，占比为 44.51%。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始于 2000 年，除上述三年外，2002 年

没有研究成果，其他年份均有成果发表，且一直持续到 2022 年。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始于 2002 年，但在

2003—2015 年持续未有成果出现，一直到 2021 年才有较多研究成果涌现。由此可见，国外元宇宙研究不仅

早于国内，且研究持续性也优于国内。在 2000—2020 年期间，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数量均多于国内，尤其在

2008—2012 年阶段国外元宇宙研究出现一个持续小高峰。2021 年，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均出现快速增长，

在所有年份中居于峰值。因 2022 年统计时间短，本文暂不做分析。整体上看，国外元宇宙研究要早于国内，

研究的持续性要优于国内；但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要多于国外，且近两年元宇宙的研究热度也高于

国外。

表 1    国内外成果数量及年份分布情况

年度 国内数量（篇） 国外数量（篇） 年度 国内数量（篇） 国外数量（篇）

2000 0 1 2013 0 2

2002 3 0 2014 0 3

2003 0 1 2015 0 3

2006 0 2 2016 2 2

2007 0 2 017 0 2

2008 0 8 2018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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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成果来源分析

从国外研究成果看，有 22 篇发表在期刊上，占比为 28.57%，其余研究成果均为会议论文形式，占比为

71.43%。在 SSCI、AHCI、SCIE、ESCI、EI 及 CPCI 检索类型中，期刊论文的评价要高于会议论文[6]，可见国

外元宇宙高质量研究成果偏少。从国内研究成果看，96 篇研究成果中有 57 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占比为

59.38%。本文将北大核心、CSSCI 及 CSCD 期刊统计为核心期刊，在国内核心期刊认可度要高于非核心期

刊，可见国内元宇宙高质量研究成果较多，其占比远高于国外。

从成果发表的期刊分布情况看，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发表在 22 个期刊上，每个期刊仅刊发了 1 篇；国内

元宇宙研究成果发表在 68 个期刊上，其中，有 3 个期刊发表了 5 篇，2 个期刊发表了 4 篇，10 个期刊发表了

2 篇，53 个期刊发表了 1 篇。这说明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刊发期刊的集中度高于国外，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

外，元宇宙研究尚未得到期刊界的充分重视。

 （三） 作者分析

 1. 高产作者分析

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的作者共有 185 位，因通讯作者认可度更高，仅统计通讯作者则有 68 位；国内元宇

宙研究成果共涉及 178 位作者，因第一作者认可度更高，仅统计第一作者则有 89 位，如表 2 所示。从国外元

宇宙研究成果看，Ayiter Elif 发表了 5 篇，是国外元宇宙研究最高产者，此外，还有 1 人发表了 3 篇元宇宙研

究成果，有 3 人各发表了 2 篇，其余 63 人均仅发表了 1 篇元宇宙研究成果。从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看，韩民

青发表了 3 篇元宇宙研究成果，但时隔很久；陈鹏、胡泳、华子荀、姜宇辉、喻国明各发文 2 篇，可并列为国内

元宇宙研究最高产作者；其他 83人各自发表了 1篇元宇宙研究成果。
 
 

表 2    作者分布

篇数
国外成果 国内成果

人数 人数占比 发文量占比 人数 人数占比 发文量占比

5 1 1.47% 6.49% 0 0 0

3 1 1.47% 3.90% 1 1.12% 3.13%

2 3 4.41% 7.79% 5 5.62% 10.42%

1 63 92.65% 81.82% 83 93.26% 86.45%

合计 68 100.00% 100.00% 89 100.00% 100.00%
 
 

依据洛卡特定律来判定是否出现核心作者群[7]。国外元宇宙成果数为 1 篇的作者所占比率高达 92.65%，

国内元宇宙成果数为 1 篇的作者所占比例 93.26%。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数据均远超出 60% 这个数值，这代

表国外还是国内元宇宙研究核心作者群都尚未形成。再依据普赖斯定律计算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8]，国外元

表 1 (续)

年度 国内数量（篇） 国外数量（篇） 年度 国内数量（篇） 国外数量（篇）

2009 0 9 2019 1 3

2010 0 8 2020 3 4

2011 0 6 2021 64 10

2012 0 6 2022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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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研究核心作者最低发文 2 篇，核心作者累计发文量为 14 篇，占总发文量的 18.18%；国内元宇宙研究核心

作者最低发文 2 篇，核心作者累计发文数为 13 篇，占总发文量的 13.55%。但是国外与国内核心作者发文量

占比的数值都远小于 50%。所以，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元宇宙研究仍在发展初期，无论是高产作者还是

核心作者群都尚属缺位。

 2. 作者合作情况

本文在分析元宇宙研究的作者合作情况时，采用合作度与合作率指标[9]。经过测算本文得出，国外元宇

宙研究成果合作度=2.935，合作率=0.688；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合作度=1.980，合作率=0.489。这说明，国外元

宇宙研究合作情况要优于国内，这与国外研究偏好合作完成有一定关系，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元宇宙研

究方面的整体合作规模都不大。

在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中，24 篇成果的作者是一位，其占比为 31.17%，独著的情况是最多的；在合作完

成的成果中，有 12篇的作者是 2位，该数据在合作成果中占比最高；合作人数最多的是 10位作者。在合作稳

定性方面，国外元宇宙研究有两个合作团队，分别为以 Fukumural Yoshimi 和 Kanematsu Hideyuki 为核心的

团队以及 Siyaev Aziz 和 Jo Geun-Sik 的合作团队。其中，Fukumural Yoshimi 和 Kanematsu Hideyuki 合作了

5 次，该团队还有 Barry Dana M、Kanematsu Hideyuki、Fukumural Yoshimi、Kobayashi Toshiro、Ogawa Nobuy-

uki、Nakahira Katsuko、Taguchi Ryosuke、Dharmawansa Asanka、Shirai Tatsuya、Yajima Kuniaki 等成员，多人

彼此间存在多次合作。Siyaev Aziz 和 Jo Geun-Sik 合作完成了 2 篇成果。在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中，49 篇研

究成果的作者是一位，其占比为 51.04%，独著的情况也是最多的；在合作完成的成果中，有 25 篇的作者是

2 位，该数据在合作成果中占比最高；合作人数最多的是 6 位作者。从合作稳定性看，国内只有胡泳和刘纯懿

合作团队，合作成果为 2篇。由此可见，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缺少元宇宙研究团队及稳定的合作群体，但国

外合作团队及稳定性的整体情况要优于国内。

 （四） 基金项目分析

在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中有 7 篇获得基金项目资助，占比为 9.09%，其中，国家资助项目 6 个，企业资助

项目 6 个，学校资助项目 3 个，地方政府资助项目 1 个。在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中有 48 篇获得基金项目资

助，占比为 50.00%，其中，国家资助项目 40 个，省部级项目 15 个，校级项目 9 个，厅局级项目 8 个，企业资助

项目 2 个。整体上看，国内元宇宙研究获得的资助程度要高于国外，但国外研究成果比国内研究成果获得了

更多的企业基金项目资助。笔者梳理国内外元宇宙研究基金信息后发现，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的基金匹配度

较高，而国内研究成果的基金信息与元宇宙的关联度较低。这说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元宇宙研究都需基金

项目的扶持，国内尤其要鼓励企业的关注与资助。

 （五） 学科领域分析

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最集中的学科是“Computer Software, Data Handling and Applications”，共有 46 篇研

究成果属于该学科领域，其占比为 59.74%；排名第二的学科是“Computer Applications”，共有 23 篇研究成果

属于该学科领域，其占比为 29.87%。此外，国外元宇宙研究还涉及到更多学科分类，包括社会学、建筑、艺术

与人文、商业与经济、管理、教育、法律、医学、环境等。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最集中的学科是传播学，有

23 篇研究成果属于该学科，其占比为 23.96%；排名第二的学科是计算机，有 22 篇成果属于该学科，其占比为

22.93%；排名第三的学科是经济学，有 17 篇成果属于该学科，其占比为 17.71%。此外，国内元宇宙研究还涉

及教育学、艺术学、天文学、电工技术及哲学等。由此可见，国外与国内元宇宙研究存在较大的学科差异，国

内成果涉及学科较集中，覆盖范围较窄；国内外元宇宙研究关注领域差异较大，国外更多关注计算机领域，而

国内更多关注传播学领域。整体上，元宇宙研究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少数学科领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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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更多的学科仍未关注元宇宙研究。

 （六） 研究热点分析

 1. 高频关键词分析

本文采用词频 g 指数作为计算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成果高频关键词的方法[10]，结果详见表 3。表 3 显示，

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的 g=10，加之第 9 至 12 个关键词词频相同，故取词频前 12 个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

表 3 还显示，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的 g=10，因第 9 至 11 个关键词的词频相同，故取词频前 11 个关键词为高

频关键词。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的高频关键词总词频为 116 次，占比为 31.61%；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的高频

关键词总词频为 112 次，占比为 27.52%。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高频关键词最早始于 2007 年，最晚出现在

2019 年，其他关键词分别出现在 2008、2010、2012 和 2014 年；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高频关键词最早始于

2016 年，最晚出现在 2021 年，且有 2 个关键词始于 2016 年，其他关键词均出现在 2021 年。由此可见，在高

频关键词方面，国内外研究成果差异显著，且国内研究成果的高频关键词出现得更晚。这些高频关键词分别

代表了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的关注度，揭示了国内外研究关注点的差异。
 
 

表 3    高频关键词及其词频统计

序号
国外研究成果 国内研究成果

关键词 频次 初始年 关键词 频次 起始年

1 Metaverse 35 2007 元宇宙 53 2016

2 Second life 20 2008 区块链 11 2021

3 Virtual world 18 2008 虚拟现实 10 2021

4 3D 12 2008 NFT 7 2021

5 Augmented reality 5 2008 数字孪生 7 2021

6 E-learning 5 2010 多元宇宙优化算法 6 2016

7 Virtual reality 5 2010 教育元宇宙 5 2021

8 Avatar 4 2014 虚拟世界 4 2021

9 Collaboration 3 2012 VR 3 2021

10 Cyber space 3 2010 互联网 3 2021

11 Server machine 3 2010 虚实融合 3 2021

12 Social networks 3 2019 - - -
 
 

 2. 词云图分析

本文分别编制了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关键词词云图，如图 1与图 2所示，其中，图 1为国外成果的词云图，图 2

为国内成果的词云图。通过对比研究成果词云图，笔者发现，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关注元宇宙本体内容及其

应用，但具体的研究关注点存在差异。从国外情况看，元宇宙研究聚焦在虚拟世界、第二人生、虚拟现实、网

络空间等元宇宙本体层面，也较多关注服务器、区块链、开放式模拟器、3D 技术等技术层面；元宇宙应用研

究多集中在线学习、社交网络、教育、伦理、社会化媒体、跨文化交流、网络赌博等领域。从国内情况看，元

宇宙研究聚焦在数字孪生、区块链、多元宇宙优化算法、虚实融合、NFT 等元宇宙本体及技术层面，也涉及到

教育元宇宙、智慧图书馆等应用领域；此外，国内元宇宙研究还关注到沉浸式体验、数字交往、数字货币、未

来媒介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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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研究热点话题分析

（1）元宇宙本体研究，多集中在元宇宙概念、结构、技术等方面。①在概念方面，Wright 等[11] 认为元宇宙

是一类通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众多节点的接触与重叠而构成的、新的增强现实交互空间；黄欣荣和曹贤平[12]

将元宇宙界定为自然宇宙和虚拟宇宙融合形成的更广大的宇宙空间。②在结构方面，Sébastien[13] 提出基于世

界生成的一般过程、需求的元宇宙结构的不同模型，并使用了沉浸式虚拟世界的三维来代表元宇宙；吴江等[14]

从五个层面提出了元宇宙框架，即内容生产、虚实交互、确权认证、数据处理和网络连接。③在技术方面，国

外研究关注元宇宙诸多支撑及关联技术，如定位服务技术[15]、Oculus VR 技术[16]、基于 3D 多用户虚拟世界收

集内容的系统[17] 和 Sirikata 服务器[18] 等。国内研究同样关注元宇宙的技术层面，如区块链[19]、交互技术[20] 和

 

图 1    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词云图
 

 

图 2    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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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技术[21] 等。

（2）元宇宙应用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元宇宙应用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发现元宇宙应用领域较广，不过国内

外关于元宇宙应用领域的研究也存在差异，这反映了元宇宙在国内与国外的应用领域有所不同。①国外元宇

宙应用研究较多关注教育领域、游戏与电影领域、社会领域、商务领域，此外也涉及医疗、设计、建筑、博物

馆及飞机维修等领域。在教育领域，国外成果多涉及教学方法[22]、教育理念[23] 和多语言教学[24] 等方面。在游

戏与电影领域，国外关注元宇宙在游戏中的应用[25] 与元宇宙对游戏的影响[26]，也关注元宇宙在电影中应用[27]

及其对电影的影响[28]，且以游戏领域的研究居多。在社会领域，国外关注元宇宙在社会多领域的研究，如隐私

信息[29]、伦理道德[30]、神学[31]、文化交流[32] 和社会福利[33] 等。在商务领域，国外较多关注元宇宙在电子商务

领域的应用[34]，也包括支付[35] 及企业并购领域[36] 等。在其他领域，国外研究涉及了元宇宙在医疗领域[37]、设

计领域[38]、建筑领域[39]、博物馆领域[40]、飞机维修领域[41] 等的应用。②国内元宇宙应用研究较多关注教育领

域、传媒领域、图书馆领域和经济领域。在教育领域，国内研究认为元宇宙是未来教学的发展方向[42]，也是在

线教育的发展方向[43]，此外，更多成果提出教育元宇宙概念并对其展开研究[44]。在传播及传媒领域，国内认为

元宇宙是典型的具身传播[45]，是“元传播”的过程[46]，推动了传媒产业数字化转型[47]。在图书馆领域，国内研究

者认为元宇宙对图书馆服务体系带来全新的影响[48]，提出了图书馆元宇宙架构[49]。在经济领域，元宇宙研究

关注对通证经济的影响[50]，也是一种新型数字经济[51]，并依托经济体系与逻辑[52]。此外，国内研究还涉及了元

宇宙在社会领域[53]、出版领域[54]、电影领域[55]、艺术领域[56]、游戏领域[57]、保险领域[58]、航空领域[59]、汽车领

域[60]、煤矿领域[61] 等领域的应用。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通过比较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成果的现状、关键词、词云图及研究热点内容，本文对国内外研究的相似点

及差异点进行了归纳。从时间维度看，国内外元宇宙研究均处于初级阶段，国外研究要早于国内，持续性优于

国内，但近期热度低于国内。从作者维度看，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缺乏高产作者与稳定合作团队，核心作者群体

均未形成，但国外合作状态优于国内；中国在全球元宇宙研究中并未处于领先地位，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对元宇宙研究的关注度及产出成果均显著高于中国。从基金维度看，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基金资助比

例不高，国内成果政府资助率高于国外，但国外企业基金资助数量多于国内；国内成果看似基金项目资助较

多，但项目内容与元宇宙的匹配度极低，这就降低了国内成果实际的基金项目资助比例。从学科维度看，元宇

宙成果有限导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成果学科覆盖面不大，这说明元宇宙在国内外仍未被较多学科领域所关

注。从期刊维度看，国内外元宇宙研究成果存在期刊差异，且期刊对元宇宙研究缺少关注，国内刊发期刊集中

度略高于国外，且国内元宇宙研究成果质量略高于国外。从研究关注维度看，国内外元宇宙研究关注点虽有

一些重叠，但仍存在差异，且国外元宇宙应用研究关注领域要广于国内。      

 （二） 我国元宇宙研究建议

为适应国内外元宇宙快速发展趋势，积极引导我国元宇宙的研究和实践，提升我国元宇宙研究的国际影

响力，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 强化对元宇宙研究的重视度

元宇宙被业界高度关注，成为科技公司、券商、风投及政府热捧话题，这就要求学界应更加重视元宇宙的

相关研究。学界通过强化对元宇宙研究的重视度，产出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进而反哺业界，指导元宇宙实

践领域的发展。目前，学界对元宇宙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研究现状无法匹配元宇宙发展所需，因此，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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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元宇宙研究的关注度与重视度势在必行。

 2. 培养领军人才与稳定作者

元宇宙研究不仅需要高产作者来引领，更需要尽早形成核心作者群体与稳定的合作研究团队。目前，我

国元宇宙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高产作者与核心作者群体，还是稳定的合作团队，都远未形成，这势必

影响我国元宇宙研究的开展。因此，学界必须加快培育元宇宙研究的领军人物与稳定的研究团队，提升我国

元宇宙研究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评价。

 3. 获取基金扶持尤其是企业资金

元宇宙是一个新兴事物，学界关于元宇宙的研究多是自发行为。新事物的研究更需要各级政府及企业等

主体通过设立基金项目等方式予以资助与扶持。但本文的研究显示，目前元宇宙研究缺少相应的基金扶持，

尤其缺乏元宇宙主题的项目立项。因此，相关各方应加快出台系列元宇宙主题基金，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项目

扶持。此外，元宇宙与产业及企业关联度较高，企业扶持资金的投入有利于元宇宙研究成果的转化，极大地提

升元宇宙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4. 扩大元宇宙研究的学科领域

元宇宙将会是下一代互联网应用场景，这将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诸多影响。目前，国内元宇宙研究涉及

学科较少，领域较窄，从而存在元宇宙研究与现实领域不相匹配的风险。因此，学界不仅要立足元宇宙研究的

现有学科领域，还要努力吸引更多学科领域的学者展开元宇宙研究，尽可能地扩大元宇宙研究的学科领域及

范围，从而适应元宇宙发展的现实所需。

 5. 鼓励期刊界引导元宇宙研究

期刊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元宇宙研究尚未得到期刊界的重视，从而降低了元宇宙

研究的关注度，影响了相应的成果产出。为推动我国元宇宙研究，吸引更多学者投入元宇宙研究领域，期刊界

应充分发挥积极导向作用，采用多种形式如专题、专栏、专刊、固定栏目等，增加元宇宙研究成果的刊发范围

与刊发数量，从期刊的角度给元宇宙研究以充分的重视。

 6. 顺应元宇宙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学术研究要服务于元宇宙发展，学界应围绕元宇宙研究热点与趋势开展研究。首先，学界要厘清国内外

元宇宙研究差异，借鉴国外元宇宙研究成果与优势，认真识别当下国内元宇宙研究的问题与短板。其次，学界

应充分研判元宇宙发展趋势以及行业应用趋势，展开元宇宙系列主题研究。最后，学界还应结合元宇宙相关

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革新性技术，推动元宇宙的前瞻性、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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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taverse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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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averse  has  gained  explosive  popularity  in  academic  circles  since  2021,  leading  to  a  rapid  emer-

gence of research result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is article employ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ana-

lyze metaverse-related papers from “Ei Compendex Web”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nd CNKI to see th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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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 of the metaverse research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study find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hina and

abroad, despite some overlap. Research on the metaverse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with a few high-productivity authors but

no  core  author  groups  or  research  teams.  Journals  and  fund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metaverse  research.  Research

abroad began earlier and has continued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an in China, but domestic scholar maintain a higher re-

search interest  and domestic  journals  have a higher acceptance rate  than foreign journals.  Research fields and hot  topics

also  differ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overseas  journals  focusing  more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especially

computer  science,  while  domestic  journals  favors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disciplines  in

China than abroad. To promote metaverse research in China and improv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encourage and guide metaverse research, including cultivating research teams, increasing funding projects,

especially corporate funds, and encouraging journal submission and acceptance.

Keywords: Metaverse；research status；research hotspots；research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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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reducing costs and increasing profits for all part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economic value of app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depends  on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the  cost  investment  of  each  entity,  the  cost-sharing  coefficient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investment cost. Only when the cost-sharing coeffici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aches a crit-

ical condition can it increase the profits of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while attracting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block-

chain quality traceability.

Keywords: food supply chain；food safety；blockchain；food quality traceability；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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