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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研究述评*

□储节旺 
 

杜秀秀

  摘要 梳理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其理论和实践应

用提供参考。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方法,并借助VOSviewer软件从知识生产与

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影响与变革、治理路径等四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

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现状。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

展,但未来还需要深入探索并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研知识生产的影响因素、赋能科研知识生

产全流程、科研知识生产的治理路径,以及拓展与丰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研究方

法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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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时代,以GPT技术为代表的大语言模

型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加速驱

动各行各业的变革与创新发展。OpenAI的新 AI
模型Q-Star(或称GPT-5)可能具有自主学习、自我

改进、自主决策的能力,它可以更准确地捕捉人类语

言中的情感、隐喻等元素,并用更加自然的方式表达

出来,是通用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比 GPT-4和

ChatGPT-4o更强大
 [1]。这意味着未来人类将很快

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人类与大模型合作将成为常

态化,人机协作将可能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
以GPT技术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将助力科研工作

全流程,加速推动科学研究从手工方式到半自动化

到全自动化的转型,驱动科学研究范式从经验范式、
理论范式、计算范式、数据密集型范式到第五范式即

人工智能范式的转变。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大

大提高了科学发现的效率和速度,推动了整个人类

文明的进步。但与此同时,鉴于当前GPT技术会带

来知识产权、版权、歧视偏见、数据安全等风险,我国

和英美相继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2]、《促进创新的人工智能监管办法》[3]、《人工

智能风险管理框架》[4]等相关管理文件,来监管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确保人们科学合理地使用大语

言模型。国内外出版机构也纷纷出台了生成式 AI
的学术政策。综上,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

生产具有双面性,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
为系统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

研究的进展,弥补当前该主题综述研究的空白,本文

采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方法,对国内外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

分析并进行述评,挖掘研究热点与趋势,最后得出结

论与展望,期望对后续研究和科学实践提供借鉴和

启发。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

与内容分析的方法。首先,通过VOSviewer软件对

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现

状进行主题分析,绘制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可视化知

识图谱,发现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

生产的研究热点。其次,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检

索到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反复研读,归纳总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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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

主题。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源检索时间是2024年4月25日,中
文数据源主要选择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

刊,检索式为:主题=((知识生产+科研+科学研究+科
研人员+学术写作)*GPT

 

OR(知识生产+科研+科学研

究+科研人员+学术写作)*ChatGPT
 

OR(知识生产+科
研+科学研究+科研人员+学术写作)*AIGC);英文数

据源选择 Web
 

of
 

Science核心集,检索式为:TS=
(((Knowledge

 

production*
 

or
 

research*
 

or
 

scientific
 

re-
search*

 

or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r
 

academic*
 

writ-
ing)and

 

GPT)or(Knowledge
 

production*
 

or
 

research*
 

or
 

scientific
 

research*
 

or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r
 

aca-
demic*

 

writing)and
 

ChatGPT)or((Knowledge
 

production
*

 

or
 

research*
 

or
 

scientific
 

research*
 

or
 

scientific
 

inves-
tigation*

 

or
 

academic*
 

writing)and
 

AIGC
 

)),文献类型

限制为“article
 

and
 

article
 

review”,限定研究领域为图书

馆学情报学、商学管理学,人工剔除相关度较低与无关

的文献,共获得中文文献103篇,外文文献87篇。之后

对检索到的中外文献数据进行去重后,再导入到VOS-
viewer软件中进行处理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

操作是先对外文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

析,之后是对中文文献数据进行同样操作。通过对国

内外相关文献的聚类分析对比,得出国内外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主题。

3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热点

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提炼和总结,
频次高的关键词通常被用来确定为一个研究领域的

热点问题。首先,运用VOSviewer软件对国外相关

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得到国外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见
图1)。图1中每一个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

的次数,节点越大,关键词次数越高,节点之间的连

线越粗表明关键词共现的频次越高,不同颜色的节

点代表不同的聚类主题。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频
次最高的关键词包括: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

能、知识生产、学术生产、人机交互、知识传播、知识

共享、治理、学术诚信、社会影响等。同时,根据图1

的关键词聚类结果,归纳总结国外的研究热点主要

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影响与变革、治理

路径、知识生产与传播。其次,再对国内相关文献进

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国内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

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见图2)。在国

内的相关研究中,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包括:生成式人

工智能、ChatGPT、AIGC、人工智能、知识生产、知识

传播、大语言模型、学术伦理、人机协同、研究范式、
社会变革等。同时,根据图2的聚类结果,归纳总结

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知
识生产与传播、社会影响与变革。

图1 国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

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图2 国内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

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对比发现,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

识生产的研究热点,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
都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的理论与实践应

用、科研知识生产与传播、对科研知识生产的影响与

变革。而国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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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路径也是研究热点。通过研读国内相关文献发

现,国内学者更倾向将治理路径和社会影响放在一

起,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研知识生产带来的风

险与治理对策。基于此,本研究在国内研究热点的

基础上,补充国外治理路径这一研究热点,将生成式

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研究主题概括总结

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影

响与变革、治理路径。

3.1 知识生产与传播

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与传播

的已有研究中,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人机协作、人机

交互、知识共享等是聚焦点。经研读该主题相关文

献发现,国内侧重于从知识传播、人机协作,多从传

播、知识生产的形态、知识创造、人机关系等视角切

入,而国外则侧重于人机交互、知识共享等视角探索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与传播。

ChatGPT类人工智能工具被称为“传播新媒

介”[5];也被称为“新常人”,推动着新闻传播领域的

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6]。并且“人—ChatGPT”共生

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使得人与机器共同参与了知

识生产[7]。科研人员借助大语言模型,可以更容易

获取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实现跨领域知识整合,也
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合作和交流,提高知识传播的效

率[8]。同时,大语言模型的使用,也使得人机协作成

为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显著提供知识生产的效率。
未来,人机深度融合的知识发现将成为知识生产的

新趋势,可以实现人机双向赋能[9]。
在知识生产的形态上,不少学者探讨了 Chat

GPT生成的知识是否具有创造性。肖峰认为生成

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三阶知识,是一种“有中生

有”的知识生产过程,虽然也可能有创新,但不是一

阶知识的创新,即“无中生有”[10]。ChatGPT的本质

就是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搜索、归纳、重组和再利

用[11],是一种“类知识”,比信息稍有系统化的、由整

理加工过的信息构成的“初级形态的知识”[12]。简

而言之,ChatGPT在创造性方面更多的是根据模型

推测生成内容,而非灵感,ChatGPT要实现知识创

新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13]。但科研人员依旧可以

将ChatGPT作为辅助工具,借以快速、准确地分析

大量数据,激发更多创新的想法[14]。
 

也有学者从人机交互角度,认为让用户能够根

据个人偏好和情境的相关性定制AI聊天机器人的

响应至关重要[15]。在与ChatGPT交互的过程中,
人们与ChatGPT的知识能力各有所长,形成了一种

知识共创模式,推动知识内容的创新[16]。在高等教

育中知识共享不仅加速了学生对ChatGPT的使用,
也促进了合作学习和知识共创[17]。

3.2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

3.2.1 科研工作流程

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工作流程的相

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从文献研究、科学实验、数据

分析、论文写作、学术出版等科研工作流程的各个环

节进行总结归纳。研究发现,国内外对于该主题的

研究聚焦在科研工作流程的某一环节或几个环节,
而从全流程切入深入研究较少。相关研究采用的研

究方法以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主,尤其是国外。
比如,有学者对比了ChatGPT生成的摘要与真实摘

要[18]、ChatGPT与人类生成的学术写作文本[19]、不
同主流AI工具赋能科研工作流程的差异[20];并以

情报学为例,重点分析了ChatGPT生成的学术内

容[21]。也有 学 者 从 物 理 学 教 育[22]、电 信 政 策 教

育[23]、牙科教育[24]等视角,通过实验测试,由教授或

学生评估ChatGPT生成的语言质量、论文质量。
(1)协助文献研究。ChatGPT可以辅助科研人

员生成研究想法、摘要[25],分析文献、提出研究问题

和假设[26],但在系统性综述方面还存在局限性[27]。
巴斯蒂安·布格尔等重点分析了ChatGPT用于实

际系统文献综述的案例[28]。ChatGPT也能够通过

分析元数据、使用引文信息、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

习算法来分析文章,从而辅助科研人员找到相关性

强和权威性强的文章[29]。
(2)设计科学实验方案。大模型能帮助研究者

进行研究设计,生成访谈提纲与实验方案[30]。比

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研发的Chem-GPT,能够针

对使用者提出的化学学科相关问题,给出初步的实

验方案[31]。ChatGPT可以促进自主化学实验,从研

究方案的设计阶段到实验仿真验证阶段都能自动化

执行[32]。
(3)帮助进行数据分析。ChatGPT可以帮助分

析实验数据、绘制图表[33],完成数据建模[34],也可以

帮助生物信息学家进行数据分析、编码和解释[35];
也能进行文献翻译,促进科研交流[36],协助非母语

的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37],辅助教育者语言学习和

教学研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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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论文写作速度。ChatGPT可以辅助生

成论文的大纲框架[39],更好地服务科研创新活动全

流程[40]。ChatGPT在教育科研的应用,不仅可以提

升研究者科研效率与质量,还可以拓展教育科学研

究叙事尺度[41];而且不管是对于论文写作新手、还
是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来说,合理使用大语言模型都

会提高其论文水平[42]。
(5)加快学术出版。ChatGPT既可以是内容、

语言和风格的润色者,也可以是文本内容乃至生态

构建者,甚至是学术研究的合作者[43];ChatGPT能

够识别科学同行评审中存在问题的领域[44];也可以

帮助期刊编辑校正语法错误、简化语言表述、规范学

术语言[45]。但现阶段仍然无法取代图书编辑的

角色[46]。
以上研究,涉及到学术生产的全流程,体现出

GPT技术开始广泛渗透到学术研究的全过程中。
当然,目前的渗透还不够深入,其可靠性、质量水平

在部分领域表现不尽人意。

3.2.2 领域实践应用

ChatGPT的大放异彩,促进了各领域人员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积极布局规划,也加速推动了生成

式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当前关于生成式

人工智能赋能领域科研知识生产的应用研究主要集

中在出版、新闻传播、教育等领域。
在出版领域,虚拟数字人和有声书对学术出版

物的辅助应用日益广泛[47]。相关学者主要从两种

视角去探索 AIGC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场景。
(1)整体视角。比如,ChatGPT在选题组稿、内容写

作、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环节具有广阔的应用场

景[48];可以辅助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创新、多元,推进

学术期刊数字化进程[49]。(2)学术出版流程视角。
从出版生产、选题策划、稿件评审、学术传播等探究

ChatGPT在科技期刊出版中具备的应用潜力[50]。
在新闻传播领域,ChatGPT不仅在撰写广告、

脚本及解说词、插画绘制等方面具有惊人的表现,还
在数据分析与处理、宣传策划等方面具有强大的潜

力,ChatGPT提升了内容的传播效果,使得对舆情

的分析更加容易[6]。ChatGPT也可以应用于新闻

信息采集、处理、内容写作、广告的创建,以及一些拓

展性的新闻业务环节[51];据一项实证研究显示,西
班牙技术公司开发了适用于新闻业的AI系统,将新

闻服务和功能流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整体上新闻内

容的自动化生产阶段提供的服务有限,这主要是由

于媒体行业对AI使用缺乏信任[52]。
在教育领域,ChatGPT正在成为一种关键的教

育工具,为教育者和学生提供助力[53]。ChatGPT不

仅能够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促进动态、互动式学习

环境的形成,也可以赋能教师学习、编码、分析和写

作,以及协助教学、评估[54]。ChatGPT在教育科研

管理要素、方式、服务与生态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应

用前景[55]。
此外,也有学者探索了ChatGPT在金融领域科

研工作中的应用[56]。

3.3 社会影响与变革

在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研知识生产的影

响和变革研究中,科研范式、社会变革、学术诚信、科研

诚信、潜在风险等是聚焦点。其中,国内侧重于科研

范式的变革与转型、潜在风险,国外侧重于学术诚信。
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Jim

 

Gary)将近代以来

的科学研究划分为:经验范式、理论范式、计算范式

和数据密集型范式[57]。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

发展,人工智能应用于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逐
渐脱离数据范式,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其独立出来作

为新的范式,即科学研究第五范式[58]。而像Chat
GPT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加速了科研范式由数据

驱动向大模型驱动的第五范式的转型。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主要特点包括:基于

模型的预测与优化、机器辅助的科学发现、自动化实

验设计和执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应用[59]。科

研工作者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科研工作效率

得到极大提升,更专注于产出原创性的创新内容,实
现科研生产力质的飞跃。据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
人工智能让知识工作者效率提高25.1%,质量提高

40%[60]。未来,根据AI技术的发展趋势,可以从算

法、模型、数据、知识、人的因素等探究 AI
 

for
 

Sci-
ence的新范式[61]。也有部分学者从知识构建[62]、
知识创新[63]、创新评价[64]、基础科学研究[65]、人文

社会科学[66]等视角展开研究。
尽管ChatGPT在科研研究中具有巨大的应用

前景,可以提高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推动着

人工智能驱 动 的 科 研 范 式 的 变 革 与 到 来。但 是

ChatGPT给科研知识生产带来的学术伦理、科研诚信

等其他风险问题亦不容小觑。学者认为ChatGPT在

科学研究中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并能激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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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但对ChatGPT在学术界引

发的伦理问题,如抄袭、虚假信息等表示担忧[67]。
在围绕ChatGPT与科学研究的讨论中,学术诚信和

存在的抄袭问题一直是个持续性的话题[68]。也存

在数据伪造[69]、学术伦理、版权风险、歧视偏见[70]、
知识产权风险[71]、信任危机、隐私安全[72]等问题。
也不乏学者从人文性、科学性、原创性、批判性、依赖

性等几个方面阐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研究

的风险[73]。迪克·林德鲍姆等人认为ChatGPT削

弱了研究人员的思辨能力和科学责任,带来学术诚

信问题,研究人员需要具有反思性,放慢使用Chat-
GPT进行学术研究的速度[74]。

3.4 治理路径

随着GPT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科研人员运用

大语言模型进行科学研究已经是大势所趋,而鉴于

GPT技术的局限性以及科研人员的不当使用会给

科研知识生产带来学术伦理、版权风险等方面的问

题,因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治

理路径研究变得迫在眉睫。通过研读该主题的文

献,发现国外学者多从学术诚信切入,尤其是针对抄

袭、版权、伦理等风险,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

研知识生产的治理策略,而从整体上提出相应的治

理路径研究较少。而国内学者更侧重于在研究生成

式人工智能对某个学科领域科研知识生产的影响中

提及存在的各种风险问题,并提出治理路径。经高

度概括,本文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

的治理路径研究提炼总结为四个方面,主要包括:构
建ChatGPT学术使用规范、完善ChatGPT监管问

责机制、开发开源透明的人工智能系统、强化科研人

员科研诚信教育(见图3)。

3.4.1 构建ChatGPT学术使用规范

构建ChatGPT学术使用规范是科研人员科学

透明使用ChatGPT的重要保障。学界主要从三个

视角来探讨构建ChatGPT学术使用规范。
(1)法律、制度视角。政府、法律机构可以从执

法、司法、出版行业层面完善相关规范机制[34];比
如,明确在《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的必要性[75];
将生成式AI应该包括检测机制作为公开发布的条

件这一规定纳入立法中[76]。
(2)出版行业内部软法视角。期刊要加大审稿

力度,严格审核科研人员的学术论文[77];也应明确

论文 包 含 AIGC 的 限 度,明 确 AIGC 剽 窃 的 界

限[78];构 建 合 理 的 人 机 交 互 作 品 独 创 性 认 定 机

制[79];同时期刊界要制定 AI在同行评审中的明确

指南[80];作为科研人员要主动承担内容审查义务和

创新性说明任务[81]。

图3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治理路径研究

  (3)技术视角。人工智能公司要加快研发 AI
检测技术[82],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对AI生成的

内容进行管理[79],将学术不端的治理标准融入大

语言模型的数据训练中[83]。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应

该通力合作,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职责,共同参与构

建ChatGPT学术使用规范,而非仅仅依靠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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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完善ChatGPT监管问责机制

目前市场上的人工智能检测器(如 GPTZero、

CrossRe、Turnitin等)很难完全准确地检测出AI生

成的内容,甚至是区分人类与 AI生成内容。据一

项研究显示,专家评审只鉴别出68%的摘要为 AI
工具撰写,而32%的摘要顺利通过了同行评议[18]。
这也从侧面反映当前的AI规范和监管机制落后于

AI技术发展的速度。而出版机构作为学术的守门

人,在论文审核的事前、事后阶段要确保对学术知

识生产质量的高度把控[34];审核内容应溯源至实

验阶段的原始数据[84];采用 AI检测辅助人工验

证[78]。与此同时,政府也有必要对AI技术的研发

者、设计者等进行监管,建立并完善相应的问责机

制,监管和验证AI公司或平台用于训练语言模型

的信息及输出内容。比如,建立ChatGPT伦理审

查机制[85];也可以从作品客体入手,即所有生成式

AI创作物需要标注机器身份并在一定范围内公

开,使内容行业对机器创作物的身份溯源不再成为

难题[79]。

3.4.3 开发开源透明的人工智能系统

随着 GPT 技 术 的 更 新 迭 代,未 来 可 能 出 现

GPT-5或GPT-6,但从 GPT技术的研发去解决当

前大语言模型存在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的关键举

措。政府可联合研发企业、科研机构、出版机构等多

元主体,共同研发高质量、开源、透明的人工智能系

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偏见、剽窃、版权侵权等问

题[78]。在设计研发过程中要注意:必须以可透明、
可解释、可负责的方式进行,包括训练模型的数

据[78];使用经过验证、准确、与上下文相关的数据

集[86],要打破数据孤岛,开放高质量的科研数据库,
重视各语言的层级分布占比,要有中文表达,要涉及

全方位的知识生产而非只有学术领域[87]。这有助

于开发更具先进性、公平性、透明性的 AI技术[88]。
同时,为了推动算法透明,政府等多元主体应考虑在

AIGC的算法中加入人工审核,从而遏制不符合学

术伦理的内容传播[89]。

3.4.4 强化科研人员科研诚信教育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治理需

要双管齐下,既需要“硬约束”,也需要“软约束”,
即强化科研人员科研诚信教育。这就要求图书馆、
高校、学术组织、出版商、信息服务企业共同合作

开展科研诚信教育,结合当下ChatGPT等人工智

能技术对科研诚信带来的影响,利用数据智能优

势,开展跨学科研究支撑科研诚信教育[90]。图书

馆等多元主体也要对使用ChatGPT的科研人员设

置透明度义务,约束科研人员自觉并负责任地履

行[91]。而透明度义务的核心内容是履行“归认来

源”义务,即归认作者使用ChatGPT的具体情况、
作者启发

 

ChatGPT“思考”的具体情况、ChatGPT
生成的内容在学术论文中的具体贡献情况、作者对

ChatGPT生成的内容进行合理利用或改编的情

况[92]。以此增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信任,避
免信任危机。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知识生产与传

播、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影响与变革、治理路

径等四个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
整体上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未来还需要加强以下

四个方面的研究。
(1)深入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

产全流程研究

现有成果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

生产流程的文献研究、科学实验、数据分析、论文写

作、学术出版等环节,也有部分学者进一步分析了不

同AI工具在科研知识生产全流程的区别和使用,以
及ChatGPT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全流程。但整体

而言,国内外学者更倾向于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

能科研知识生产的某个环节或某几个环节,从整体

科研知识生产流程入手较少。未来应加强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全流程的研究。可从多

维度、多视角、多层次构建完整系统的科研知识生产

流程框架体系,如基于科研生命周期、数据生命周期

等,在此基础上,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赋能科研

知识生产全流程,以及相关的科研知识服务。比如,

ChatGPT类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服务,用户人工

智能素养培训等。
(2)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研知识生产的影

响因素研究

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从科研范式、潜在风

险、学术诚信等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

识生产的影响与变革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但还

不够全面和细化。就科研范式而言,从宏观视角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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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较多,也有部分学者探索了GPT技术对人文社会

科学、基础科学等科研范式的变革,但对于当前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于科学研究的大背景下,缺乏对大

模型驱动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运行机制、发展趋

势等方面的研究。就潜在风险而言,学者较多围绕

学术诚信、伦理等相关风险,而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

科研知识生产带来的风险这一整体视角切入进行研

究较少。今后应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研知识生

产的影响因素研究,全方位剖析影响科研人员使用

大模型进行科学研究的多个因素,也可从不同视角

探讨不同科研情境下、不同应用领域下科研过程中

知识生产的影响因素。
(3)拓展与丰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

生产的研究方法

已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相关

热点研究,尤其是国内,理论研究居多,实证和案例

研究缺乏。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

产与传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探索ChatGPT在科学

研究中的使用,使得人机协作成为常态,这对于知识

传播、知识生产方式、知识创新等带来的效果,更多

的是理论探讨,而非从具体学科领域人机协作的案

例、实验测试、网络调研等出发,深入挖掘生成式人

工智能对科研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显著影响。关于生

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领域的实践应用,国内学者侧重

于结合具体领域的现状,展望ChatGPT在具体领

域的科研知识生产应用,而国外则倾向于实证研

究,通过网络调研、实验测试、机器学习等来研究

ChatGPT在具体领域科研知识生产的应用情况。
因此,国内需要拓展与丰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

研知识 生 产 的 研 究 方 法,增 加 实 证 研 究 与 案 例

研究。
(4)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

治理路径研究

当前,国内外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

识生产的治理路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整体

而言,还缺乏从全局视角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

科研知识生产的治理路径研究。国内学者更多围绕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具体领域科研知识生产的影响来

探讨对应的治理策略,国外则侧重于科研诚信,思考

对应的治理策略。未来,可以引入协同理论、生态系

统理论等,从系统、全局思考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科研知识生产的治理要素,进而提出治理路径,形成

比较完善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的治

理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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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represented
 

by
 

Generative
 

Pre-
trained

 

Transformer
 

 GPT 
 

is
 

penetrat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motivating
 

innovations
 

in
 

various
 

secto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generative
 

AI-enabled
 

scientific
 

research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bridge
 

the
 

gaps
 

in
 

current
 

review
 

research
 

on
 

this
 

topic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GenAI 
 

in
 

scientific
 

research
 

knowledge
 

production
 

based
 

on
 

103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and
 

87
 

in
 

other
 

countries
 

obtained
 

from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WoS  
 

With
 

the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and
 

keywords
 

cluster
 

analysis 
 

it
 

mapped
 

the
 

research
 

trends
 

with
 

the
 

VOSviewer
 

by
 

co-word
 

analysis
 

based
 

on
 

keywords 
 

statistically
 

outlined
 

the
 

relationship
 

of
 

each
 

research
 

topic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hotspots
 

by
 

further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revealed
 

several
 

research
 

themes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enAI
 

in
 

scientific
 

research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produce
 

and
 

disseminate
 

of
 

knowledge 
 

the
 

impact
 

of
 

GenAI
 

o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and
 

the
 

regulation
 

of
 

GenAI-enabled
 

innovation 
 

By
 

comparison 
 

researches
 

in
 

China
 

emphasized
 

more
 

on
 

the
 

importance
 

of
 

AI
 

ethics
 

as
 

well
 

as
 

proper
 

regulations
 

to
 

scrutinize
 

GenAI 
 

Research
 

review
 

of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focus
 

of
 

recent
 

research
 

including 
 

 1 The
 

impact
 

of
 

GenAI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2 GenAI
 

as
 

a
 

supportive
 

tool
 

to
 

innovat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such
 

as
 

to
 

assist
 

literature
 

review 
 

to
 

help
 

with
 

research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plan 
 

to
 

conduct
 

data
 

analysis
 

and
 

to
 

facilitate
 

scientific
 

writing
 

and
 

accelerate
 

academic
 

publishing 
 

 3 The
 

transformative
 

changes
 

in
 

scientific
 

paradigms
 

and
 

innovation
 

in
 

other
 

sectors
 

led
 

by
 

GenAI
 

along
 

with
 

the
 

concern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research
 

integrity
 

and
 

other
 

risks
 

addressing
 

AI
 

ethics 
 

 4 The
 

call
 

for
 

proper
 

regulations
 

such
 

as
 

to
 

enact
 

GenAI
 

scholarship
 

standa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makers 
 

press
 

sectors
 

and
 

technological
 

methods 
 

to
 

improve
 

regulatory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towards
 

GenAI-generated
 

contents 
 

to
 

upgrade
 

GTP
 

with
 

high-quality
 

and
 

open-source
 

techniques
 

to
 

minimize
 

the
 

possibilities
 

of
 

biased
 

analysis 
 

plagiarism
 

an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future
 

outlook 
 

this
 

paper
 

proposes
 

further
 

studies
 

in
 

the
 

following
 

spheres
 

include
 

to
 

conduct
 

research
 

of
 

GenAI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ife
 

circle
 

covering
 

the
 

full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
 

and
 

underlying
 

risks
 

of
 

GenAI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
 

different
 

contexts 
 

to
 

broade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nAI
 

with
 

more
 

case
 

studies
 

and
 

to
 

develop
 

a
 

proper
 

regulatory
 

framework
 

towards
 

GenAI
 

to
 

regulate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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