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课 LESSON2

科研论文的选题与文献综述
（刘佳妮, joeyliu199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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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课的计划

8-2: 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科研论文的结构）

8-6: 如何选择研究课题、写好文献综述？

8-9: 科研论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一）

8-15: 科研论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二）

8-20: 如何写好学术论文的每个部分、论文的投稿、修改和发表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一：你感兴趣的！

本科生“大创”最常见的关键词：农村、电商、互联网、扶贫、.....

它们可能重要、可能容易发表，但不一定是你感兴趣的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一：你感兴趣的！

林业碳汇 VS 品牌针对LGBT群体展开的营销活动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一：你感兴趣的！

- 商科研究的周期与流程...... 非常长

Q：请大家猜一猜，一篇商科研究从提出想法到发表，需要经历多久

的时间？

因此，兴趣往往是支持你持续探索这一话题的基础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一：你感兴趣的！

- 商科研究的周期与流程...... 非常长

- 搜集文献资料和数据、

-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 撰写文稿、

- 修改稿件、投稿与回复审稿意见等，

- 需要耗费的时间往往至少两年

因此，兴趣往往是支持你持续探索这一话题的基础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二：足够新！

- 关注新的商业实践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短视频、直播带货、线上社交、社群营销、二手物品交易、外卖送货、

消费点评、音视频流媒体消费平台、电商 ...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二：足够新！

- 关注新的商业实践

- 提出现有理论没有回答过、难以解释的问题，或者根本无法解释的问

题



Kickstarter: Smile Big or Not?

(Wang et al. 2017; JCR)

大笑提高了温暖、亲和的感知，但是弱化能力感知，
所以筹集的资金更少

（筹集资金：10179（大笑）vs 21560（微笑））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Q：
大家觉得，这一基
于众筹数据得出的
结论，可以应用在
“直播”的情景中吗？

为什么？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三：问题具体、内容丰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 小而精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三：问题具体、内容丰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一篇研究应该仅围绕着一个清晰且具体的问题展开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三：问题具体、内容丰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 小而精

- 一个研究选题的构成要素？

分类 要素 例子

基本要素
（是什么？）

解释变量：X 1. 众筹项目中，发起者照片的笑容强度、当前已筹款金额、是否录制
了视频、视频的长度等等

2. 电影评论中剧透的程度
3. 直播中的主播与观众的互动程度

被解释变量：Y 1. 项目筹款成功的概率
2. 电影票房
3. 直播打赏的金额

X与Y之间的关系 1. 相关（可用于预测）：如：啤酒尿不湿、冰淇淋销量和海滩事故量
2. 提升、降低、非线性等等

进阶要素 为什么？ 让人感觉到亲切、感觉到风险更低、提高预期进而更容易失望等等

怎么做？ 何种条件下人们会感到更加亲切？更在乎风险？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冰淇淋销量与海滩事故量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2021

通过分析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内容，研究者发现，
人称代词和描述认知过程的内容的增加、以及客观
分析型内容的减少，可以提前3个月预测分手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网红带货提升销量 负面评论损害票房
非线性：
人们喜欢从众地去购买一些流
行的产品，但如果太流行，
则会想要避免、不希望自己
“随大流”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四：足够有趣 = 反直觉、有洞察（Simple but Sweet）！

- Q1：请问大家，如果你使用一款网恋软件，你希望它的功能是隐身访问还

是无法隐藏访客记录？为什么？

微信的隐身访问 QQ空间会展示访客记录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四：足够有趣 = 反直觉、有洞察（Simple but Sweet）！

Management Science, 2016

隐身访问的社交平台使得用户不能通过“隐身访问”发送“弱信号”，进而
使得配对率变低。而平台不仅可以多多收取会费，也可以为这一项看似有利
于消费者的设计收取额外的费用（如：QQ黄钻）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四：足够有趣 = 反直觉、有洞察（Simple but Sweet）！

- Q1：请问大家觉得，盗版产品会对正版产品造成哪些影响？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四：足够有趣 = 反直觉、有洞察（Simple but Sweet）！

- Q1：请问大家觉得，盗版产品会对正版产品造成哪些影响？

Management Science, 2014；假货：是敌是友？
取决于产品本身的质量！对于低端商品，假货会抢走客源；但对于高端商品、市场
不熟悉的产品而言，假货反而有利于扩大品牌知名度、进而提高真品的销量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四：足够有趣 = 反直觉、有洞察（Simple but Sweet）！

- Q1：请问大家觉得，如果此刻你正在排队做核酸，天气很热，什么因素会

决定你是否还愿意继续排队？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四：足够有趣 = 反直觉、有洞察（Simple but Swe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3



好的“研究选题”有哪些标准？

标准一：你感兴趣的！

标准二：足够新！

1. 何为“新”？

标准三：问题具体、内容丰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1. 一个研究选题的构成要素？

标准四：足够有趣 = 反直觉、有洞察（Simple but Sweet）！



如何积累和挖掘研究选题？

1. 生活中的观察

例：“讳疾忌医”

Management Science, 2021



如何积累和挖掘研究选题？

1. 生活中的观察

2. 学术大牛们的方向

3. 新闻政策、报纸、杂志、业界观察和播客等

- https://hbr.org/

- https://www.nytimes.com/

- https://www.economist.com/

- http://www.qdaily.com/categories/18.html

- https://www.bloomberg.com/asia

- https://www.forbes.com/

4. 建立自己的“想法罐头”，收集平时的观察与思考，日积月累！

https://hbr.org/
https://www.nytimes.com/
https://www.economist.com/
http://www.qdaily.com/categories/18.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asia
https://www.forbes.com/


如何积累和挖掘研究选题？



文献综述

1. 文献综述与研究之间的关系

文献：看待
问题的视角

逻辑推理 预测可能的效应
与解释

获取数据：
一手：做实验
二手数据：观察
定性访谈、问卷
调研

分析数据
得出结论
验证结论

文献

研究



文献综述

2. 如何阅读文献？

- 文献阅读的重要性：

- 了解学术工作的范式、了解学科脉络、新研究想法的来源、研究

计划专业性的主要考核依据

- 文献阅读的三个阶段：

- 初阶：逐句读懂

- 中阶：有目的性地阅读文章各部分（精读+略读）、积累文章的

优点、创新点、对自己之后研究的启发

- 高阶：批判性思考文章的不足、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 读哪些文章

- 读新、读经典、读大牛、读相关（课题、导师、课题组相关）



文献综述

3. 如何搜集文献？

- 确定关键词（论文主题、领域、作者、年份、期刊等等）

- 使用学术搜索引擎：

- 谷歌学术：https://scholar.google.com/

- 谷歌学术镜像： http://ac.scmor.com/

- 知网（中文）：https://www.cnki.net/

- 使用学术期刊官网或者订阅RSS推送：

-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rj

- 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journal/mksc

- 其他来源：

- 文献后列示的参考文献、老师的个人主页、微信公众号、播客等

https://scholar.google.com/
http://ac.scmor.com/
https://www.cnki.net/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rj
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journal/mksc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4. 如何撰写文献综述？

- 先从文献笔记开始

- 文章的内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提出的效应、证明的方法、理

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 文章的推导逻辑

- 文章与自己的关联：哪些结论、方法、例子、推导逻辑可以为我所用？

- 文章的不足以及可能的改进

- 阅读时我的困惑

- 同类、同话题的文章还有哪些？

......

- 有“述”有“评” ；从写第一篇开始，不断模仿与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