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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梳理与凝练1983~2020年国内外地方认同1564篇文献，从研究热点、研

究历程、研究方法、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及基金项目资助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国外地方认同研究

经历了起步–提升–拓展–成熟的四阶段，而国内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国内外均重视地方认同与旅游、

教育及文化的相互影响研究，国内对地方认同与国家、城市建设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有关地方认同的建

构模式尚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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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we sorted out and condensed 1564 documents of 
local identity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1983 to 2020, and compared them in terms of research 
hotspots, research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funded 
projec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foreign local identity research had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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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on, promotion, expansion, and maturity, while the domestic research was still in the pre-
liminary exploration stage.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rie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re-
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identity and tourism, education and culture. Domestic re-
search on lo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and urban construction was insuffici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local identity had not yet been 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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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对地方认同的诠释经历了“心理学视角–人文地理学视角”的转变。20 世纪末国外学者主要从

心理学视角提出地方认同的定义；进入 21 世纪，国外学者多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视角阐述地方认同的内

涵。地方认同属于特定“地方”，不仅仅是情感依恋，更是对“地”(地方)感知的集合。地方认同反映了

人对地方的情感依恋，是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特定地方的感知及情感认同。国内对地方认同的概念界定甚

少，系统的理论研究尚不足，阻碍了我国地方认同的系统化与深化研究。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法，梳理与凝练国内外地方认同 1564 篇文献(1983~2020 年)，通过计量分析与可

视化，比较国内外地方认同研究热点、研究历程、研究方法、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及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地方认同的研究具有地理空间复杂格局、时间复杂过程和时空的复杂特征，掌握地方认同在不同尺度的

空间分布变化规律与时间顺序变化规律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与趋势，为未来中国特色的地方认同研究拓

展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地方与地方认同 

地方(Place)是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创造出的意义，不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还有人文、社会心理的

内涵。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最早是环境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由 Prohansky 率先提出，强调地方认同是

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即人或群体通过与地方的互动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地

方认同”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诠释(见表 1)。Marco Lalli 以个体对地方的熟悉程度和归属感划分地方

认同的判断标准，提出关于都市地方认同特性与衡量五维度：评估、熟悉、依恋、连续和承诺[1]。Breakwell
强调自我概念与实体环境的呈现方式，认为地方认同可分为 4 个衡量纬度：连续性、自尊、独特性、自

我效能[2]。地方认同反映了主体对地方的情感依恋，不仅对居民满意度和游客忠诚度产生影响，还能影

响主体的环境行为。 
20 世纪末国外学者主要从心理学视角提出地方认同的定义，Schreyer [3]、Williams [4]等认为地方认同

是人们透过心理层面对地方的情感；Korpela 则从环境心理学视角提出地方认同是人们对环境进行调节的产

物[5]；Said 提出了地方认同的动态性特征，认为地方认同是在时间过程中不稳定建构的过程[6]。进入 21 世

纪，国外学者多从地理学“人地关系”视角阐述地方认同的内涵，例如 Bricker、Hernández、Marzano 等强

调“人”与“地”(地方)的相互作用[7] [8] [9]。国内对地方认同的概念界定者较少，唐文跃、赵宏杰、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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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等认为地方认同是个体对地方的感知及情感偏好(依恋感和归属感) [10] [11] [12]。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概念

提出，笔者认为地方认同反映了主体对地方的情感依恋，是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特定地方的感知及情感认同。 

2.2. 地方感与地方认同辨析 

地方感思想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之一”[13]，也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话题之

一。地方感最早由段义孚于 1974 年提出，他将人对地方的爱恋之情归纳为“恋地情结”。地方感表征的

是个体情感与地方间的深度联结，是一种经过社会与文化特征改造的特殊人地关系[14]。关于地方感与地

方认同的区别，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段义孚认为地方感是一个可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情感联系，

是一维概念；Jorgensen B. S.认为地方感是由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 3 个维度构成[15]；朱竑认

为地方感是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包括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 2 个维度[16]。因此，地方认

同是地方感的一个维度，且与其他维度，如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恐惧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地

方感的运用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旅游者的地方认同特征对旅游地的影响。 

3. 数据来源与文献分析 

3.1. 数据来源 

外文文献数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文

献检索数据库，语种限定为“所有语言”，检索时间范围为“所有年份”(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以“local identit*”为主题检索词对外文文献进行检索，文献类型为“Article”，共获得外文文献(1983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31 日) 1061 篇。国内有关“地方认同”的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全

文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类型，以“主题”为检索项，“地方认同”为检索词，期刊来源类型限定为“全

部期刊”与“硕博论文”，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删除报纸、书评、会议论文等无关内容的文

献，共获取 199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国内相关学术期刊论文 439 篇、硕博士论文 64 篇(见图 1)，共甄

选得到国内外“地方认同”相关文献 1564 篇(1983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31 日)。 
 

 
Figure 1.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图 1. 年度载文数量 

3.2. 地方认同的研究历程 

比较国内外地方认同载文量，可洞悉国内外学界研究地方认同的历程。总体而言，国外学界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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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关注度高于国内，呈现起步早、总载文量较多、阶段性稳步增长特征，国内表现出起步晚、载文

量较少、分布不均特征。具体可将国内外地方认同研究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 起步阶段(国外：1983~1996 年；国内：1999~2006 年)：国内外开始关注地方认同，文献表现为零

星发表。 
2) 提升阶段(国外：1997~2006 年)、过渡阶段(国内：2007~2010 年)：此阶段发文数量小幅增加，国

外学者对地方认同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国内对地方认同的关注度渐增，发文数量逐步提升，国内学者

开始重视对地方认同的研究。 
3) 拓展阶段(国外：2007~2014 年)、提升阶段(国内：2011 年至今)：国外学者对地方认同的关注度

倍增，发文量成倍数增长，较稳定，表现为研究区与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国内自 2011 年以来发文量稳步

增长，在 2019 年达到发文高峰 67 篇/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地方认同的相关研究。相较于国外，国内

载文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较滞后，我国对地方认同的研究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4) 成熟阶段(国外：2015 年至今)：发文量激增，在 2018 年实现“百”的突破，表现为研究主题的

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的丰富性，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体系。 

3.3. 国内外研究方法比较 

国内外学者对地方认同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见图 2)，大部分中国学者采用传统的定性方法，例

如文献分析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部分运用定量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的学者鲜见；而国外

学者的研究方法多样化，且注重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Figure 2. Main research methods of local identity at home and abroad 
图 2. 国内外地方认同的主要研究方法 

3.4. 研究者与研究机构 

比较国内外发文量名列前茅的作者得知(见图 3)，研究地方认同的国外学者多于国内，中文文献中

作者共 269 位，而外文文献中作者高达 1756 位，绝大部分作者的发文篇数在 1~2 篇，发文超过 2 篇的

共 26 位。就发文单位情况而言，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与南京大学为主要研究高校(平均发文量为

21 篇)，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伦敦大学、中国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安徽师范

大学、北京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莫纳什大学等高校/研究院较重视对地方认同的研究，发文数量在 9
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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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stribution map of authors for local identity research (amount of articles published > 2) 
图 3. 地方认同研究作者分布图(发文量 > 2 篇) 

3.5. 国内外基金项目资助 

比较与分析国内外地方认同研究所获得的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可洞悉各国与地区对地方认同研究的

重视程度。从国内外基金项目资助总体态势而言，外文文献受资助的基金项目类型共 275 种，占国外发

文总量的 81.81%，其中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6 篇，排名第 3，占 1.80%；

国内文献受资助的基金项目类型共 222 种，共资助 319 篇，占国内发文总量的 63.42% (见表 1)。因此，

相较于国内，国外更重视对地方认同研究的基金项目资助。 
 
Table 1. Th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funds supported TOP6 
表 1. 国内外基金资助数量 TOP6 

国外基金资助名称 占比 国内基金资助名称 占比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2.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2.92% 

European Union (EU) 1.8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6.93% 

Economic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1.5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2.85% 

National Science Centre Poland 1.50%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3.76%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SSHRC) 1.5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82% 

European Social Fund (ESF) 1.20%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2.51% 

The Others 90.1% 其他 28.21% 

 
对于国内基金资助状况，国家级资助项目为主要类型，共资助 240 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UNESCO)项目资助 1 篇，省级资助发文 225 篇，高等院校校级项目资助 63 篇，其中衡阳师范学院校级

资助项目最多，为 4 项。据各省基金项目资助数目进行聚类分析，最终分为 I~V 区，各区中各省对地方

认同的基金项目资助数量递减(见图 4)，可知 I 区中浙江、安徽、江苏、广东四省对地方认同的重视度较

高，II 区(福建省与湖南省)次之，V 区——上海、新疆、辽宁及黑龙江的重视程度较低，而吉林、宁夏、

港澳台等地的资助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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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nter-provincial clustering diagram of Chinese fund funding 
图 4. 中国基金资助省际聚类图 

4. 国内外地方认同研究热点 

4.1. 国外研究热点 

4.1.1. 地方认同对教育、体育的影响研究 
教育与体育密不可分，部分学者研究了地方认同对教育与体育的影响，全球化时代中体育对国家、

地方认同更新具有重要意义[17]，体育运动[18] [19]、社区档案教育[20]、大学城高等教育机构[21]对地方

认同的影响不同。2020 年探讨了日本海米教育的认同与非认同的关系[22]，及对比分析了利比里亚、加

纳和科特迪瓦三国教育与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的差异[23]。 

4.1.2. 地方认同与种族、移民及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高度关注移民、种族、民族文化与地方认同的相互作用，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特征，以案

例研究为主，案例地分布十分广泛。部分学者探讨了种族、移民与地方认同的相关性。民族形象不仅对

地方认同的建构意义重大[24]，民族文化景观、适应机制与地方认同之间还存在相互联系[25]。教会传教

对地方认同具有强化作用[26]，Snoussi T.以阿拉伯家庭为对象，探索了多元文化中的地方认同[27]。此外，

种族主义与地方认同、当地好客与难民地方认同的关系亦是研究内容之一，Ruiz J.R.等发现新居民对居住

地的依恋和认同存在显著差异[28]。 
节日文化为地方认同的建构添砖加瓦，国外相关研究主题不断拓展，探索宗教节日与历史记忆、地方

认同的关系[29]、不同节日促进地方认同建构的作用、及节日表演与地方认同的关联度分析。特别是瑞典

学者 Ekman A.K.分析了瑞典节日庆祝活动对地方认同的强化作用[30]；Hartley-Moore J.提出瑞士节日的多

元民族主义往往基于地方认同和实践[31]。此外，地方认同随不同国家或地区特色民族文化的演变，特有

民俗能促进地方认同的构建[32]，爱国主义与地方认同的关系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33]。 
国外学者还注重对媒体、文学、艺术、语言等多元文化与地方认同的相关研究，较为关注新闻播报

中的地方认同；巴厘岛舞蹈、民谣表演、文化运动、文明、全球化品牌与地方认同的联系；音乐全球化、

语言文化迁移与地方认同变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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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地方认同推动国家与城市建设的研究 
地方认同为国家、城市建设注入情感上的推动力量，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在预测当地环境威胁感知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4]，地方认同与文化和政治、国家认同、城市设计与发展的联系密切[35]。国外学者

注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地方认同三者的关系辨析，探讨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建设的结合方式[36]，
识别拉脱维亚边境地区地方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特征[37]，剖析德国发展与地方认同的演变[38]，
国家文化对认同的建构[39]，城市空间对地方认同、社会互动的影响[40]，提出城市压力、地方认同和可

持续世界观有利于预测城市环保行为。 

4.1.4. 地方认同对旅游的影响研究 
旅游活动以旅游者为主体，涉及当地居民、服务人员等诸多利益相关者，旅游活动中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地方认同变化较复杂。国外学者基于旅游地理学的理论基础，结合案例剖析，从旅游业类型、旅游

活动的不同群体、利益相关者等多角度探究旅游与地方认同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从旅游业相关利益群

体出发，研究旅游地居民及游客地方认同的构建过程[41]、乡村景观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与地方认同的联

系等内容。另一方面，以不同旅游类型为主的案例研究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旅游产品与地方认同的关

系[42]、旅游导向对城市权与地方认同的影响作用[43]、旅游业发展变化对地方认同概念的重塑[44]等。 

4.2. 国内地方认同研究热点 

4.2.1. 地方认同与教育、文化的影响研究 
国内有关教育与地方认同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专业认同、校园文化认同及职业认同三方面，而教

育与地方认同的融合研究鲜见，部分学者对学生群体及校园认同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内容包括：大

学生异地求学的地方认同建构[45]、城市认同对创业意愿的影响[46]、大学生地方认同维度与结构特征

[47]、校园地方文化认同建设[48]、研学旅行与地方认同的相互作用[49]等。我国学者不仅关注地方认同

与大学生职业决策的关系[50]，探讨了西部边疆大学生的去留意向、风险知觉与地方认同的关系[51]；还

重视不同学生群体的地方认同特征研究，比较了农村青少年地方认同、自尊与生活满意[52]，以及高职大

学生的地方认同[5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与地方认同是国内研究的热点之一，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

地方认同的关系研究，辨析了年文化、芦苞宗族、民间传说、民族文化重构、文化发展、江南乡镇志编

修、蜀学与地方认同的联系，还从地方认同视角剖析了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态度[54]、社会

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55]。从不同人群出发，分析了传统节庆的地方认同意义[56]、文化生态保护

区居民的地方文化认同[57]、文化消费者对秦腔剧院的认同差异[58]；从地方认同的形成机制出发，析解

了景德镇陶瓷文化背景下的地方认同形成路径[59]、青岛啤酒对当地居民地方认同的影响[60]、以及国内

外饮食文化的地方认同差异[61]。 
国内学者还探讨了中国宗教文化、丧俗文化与地方认同的关系，宗教文化遗产推动了地方认同建构，

较具代表性的是：郑衡泌从祠神视角分析了地方认同的结构框架[62]；李祥林分析了女娲神话在羌区的地

方认同[63]；刘目斌考察了青海二郎神祭典仪式中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64]。 

4.2.2. 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研究 
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感等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机制尚未形成定论，朱竑、刘博

最早辨析了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的概念[16]，众多学者就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及机制进行了探讨。

地方认同在学校依恋与根植意愿[65]、抗疫音乐视频的认知、情感意象与行为意愿[66]、地方形象与居民

获得感[67]、现实评价、未来愿景与遗产保护意愿[68]间存在明显的中介作用。曲颖等运用扎根理论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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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分析法，将旅游地依恋拓展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情感、地方好奇、地方印刻、地方象征

六维结构，且遵循“动机性卷入→认知性投入→情感性忠守”的逻辑[69]。 

4.2.3. 地方认同对旅游与景观的影响研究 
旅游与景观紧密联系，国内学者常结合景观与旅游开展实证研究，对旅游与地方认同的研究最丰富，

囊括文化旅游、家庭旅游、美食旅游、遗产旅游、草原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在旅游、景观与地方认同

的影响研究中，论证了旅游景观、民居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关系[70]，并分析了景观基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

作用[71]。 
多样化旅游活动形式与地方认同的结合彰显旅游地理与情感研究特色，剖析不同旅游类型、当地居

民与旅游者的地方认同特征，主要研究内容有：1) 博览会、大陆赴台自由行、草原旅游地游客的地方认

同特征；2) 遗产旅游地、家庭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3) 民族村寨旅游体验、文化创意旅游与地方

认同的联系。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梳理与凝练国内外地方认同相关文献，从研究热点、研究历程、研究

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国外地方认同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成果较丰富，经历了起步–提升–拓展–成熟四个阶段；而国

内学界对地方认同研究起步较晚，相关成果略显不足。 
2) 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是直接获取一手数据的最佳调查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情感

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模糊数学评价法等方法可助推地方认同的量化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是研究地方认同最佳的方法。 
3) 国内外地方认同研究热点均集中于地方认同与教育、地方认同与文化、地方认同与旅游相互影响

研究，国内外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影响下的地方认同变化研究甚少。国内外地方认同研究的差异性在于：

相较于国外，国内对地方认同与国家及城市建设的关联研究鲜见，地方认同研究应立足于为城市建设及

国家发展服务。 

5.2. 讨论 

中国已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应强调人性化的服务概念，重视对国家或城市发展的地方认同研究，加

大基金项目资助力度，关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的不同人群地方认同变化。未来中国地方认同研究应拓

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甄选研究热点，为安心态、稳情绪及促进地方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推动心理学、地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后续研究，为中国特色文化与体制的地方认同

理论体系研究添砖加瓦。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61109，41561031)、云南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0X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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