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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社会养老重要性和CiteSpace知识图谱方法论的认知，以CNKI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对

1992~2022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的文献量及其年代和外部文献学特征分布，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进行可

视化分析。探析国内社会养老研究的基本态势和演化路径，以期为开展此领域研究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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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ognition on importance of social endowment and methodology of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taking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a visual analysis on the distributions of literature quantities, 
their years and external bibli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ing focus and fronts i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from 1992 to 2022 was carried on with CiteSpace. The basic situa-
tion and evolutionary paths on researches of this field were explored, in order to provide inspira-
tion for this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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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老龄化不断加深[1]，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而

社会养老作为“由国家和社会提供一定的养老资金和生活照料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2]，引发国内学界

的研究。 
CiteSpace 是陈超美教授在 2004 年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工具，通过计算与分析文献数据的有关

信息，绘制并直观地展现知识图谱和信息全景，发掘某一领域或学科中的关键文献信息及研究前沿热点[3]。
自此以来，CiteSpace 已被广泛运用于发掘各种领域或学科关键文献信息及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本研究基于

对社会养老重要性和 CiteSpace 知识图谱方法论的认知，运用 CiteSpace 6.1.R2 对国内社会养老研究的关键

文献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探寻其现状、热点、前沿及其演化脉络，以期为开展此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2. 研究数据 

本研究以 CNKI 为数据源，设置：检索条件为“篇名：社会养老”，“来源类别：核心期刊、CSSCI、
CSCD”，“时间跨度：不限”。下载截至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共检索到有关文献 1315 篇(最早出

现于 1992 年)，剔除无效数据，以 1303 篇文献作为研究的最终数据源。以 CiteSpace 6.1.R2 为研究工具，

制作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 

某时段某领域研究的文献量及其年代分布反映了其规模和动态变化。依据 CNKI 数据统计，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量及其年代分布见图 1。 
 

 
Figure 1. The quantities and year distribution in 1992~2022 literatures o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图 1.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的文献量及其年代分布 

 

图 1 所示：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量的年代分布为：1992 年~2003 年为初始期，文献量并不

高，呈波动上升趋势。2004 年~2011 年为发展期，文献量快速上升，2003 年为 29 篇，2011 年飙升至 117 篇。

2012 年~2022 年为调整期，文献量逐渐回落。究其原因：初始期的中国，人口结构正逐渐老龄化，老龄化社

会不可逆转的到来了。于是，为数不多的学者敏锐地洞察到老龄化社会中的社会养老问题并着手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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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限。发展期的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问题自然成为许多学者们所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文献

量较大。调整期的中国，许多社会养老问题研究已趋于成熟，而新的研究前沿正在酝酿，导致文献量下降。 

3.2. 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的外部文献学特征分布 

期刊、学科、作者和机构属于研究文献的外部文献学特征，探析这些特征，可以知晓其对研究文献

发表的贡献。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 Top10 的期刊、学科、作者和机构分布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op 10 journals, subject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in 1992~2022 literatures o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表 1.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 Top10 的期刊、学科、作者和机构分布 

排序 期刊 学科 作者 机构 

1 人口与经济 
(35) 

保险 
(830) 

薛惠元 
(17)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48) 

2 农业经济 
(34) 

社会 
(532) 

张士斌 
(11)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12) 

3 农村经济 
(33) 

农业经济 
(344) 

李伟 
(11)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9) 

4 西北人口 
(31) 

数量经济 
(55) 

封铁英 
(9)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 

5 安徽农业科学 
(30) 

公共管理 
(49) 

周卉 
(9)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8) 

6 经济研究参考 
(28) 

区域经济 
(31) 

吴玉峰 
(8)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 

7 中国劳动 
(25) 

财政 
(29) 

高君 
(7)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 

8 统计与决策 
(25) 

法学 
(23) 

卢海元 
(7)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 
(7) 

9 特区经济 
(22) 

金融 
(15) 

刘昌平 
(6) 

中南大学岭南学院 
(6) 

10 中国财政 
(21) 

商业经济 
(14) 

宋宝安 
(6)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6) 

10  政治 
(14) 

刘妮娜 
(6)  

注：括号中的数字代表文献量(篇)。 
 

CNKI 数据统计显示：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主要发表在涉农经济类和人口类等期刊上，

主要涉及保险和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 
将数据源导入 CiteSpace 6.1.R2，得出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的作者和机构分布。① 就作者而言，知

识图谱显示：N = 739、E = 237、D = 0.0009，这表明：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的作者 739 人，作

者间的合作 237 次，合作网络密度 0.0009。尽管 Top10 的作者，尤其是薛惠元、张士斌和李伟的发文量较

大，薛惠元与邓大松、张川川与周广肃分别在早期和近期有过合作，但核心作者群不显著，作者群呈现整

体离散，局部粘合的态势。② 就机构而言，知识图谱显示：N = 585、E = 161、D = 0.0009，这表明：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所属的机构 585 个，机构间的合作 161 次，合作网络密度 0.0009。Top10 的

机构多分布于华中和东南沿海地区，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一枝独秀，

并先后与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过合作，但是，机构间的合作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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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内社会养老的研究热点分析 

3.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学术论文研究主题的高度浓缩，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

点[4]。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2，共现频

次 Top20 的关键词见表 2。 
 

 
Figure 2. The map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in 1992~2022 literatures o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图 2.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2. Top 20 co-occurrence keywords in 1992~2022 literatures o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表 2.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文献中共现频次 Top20 的关键词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养老保险 118 0.29 12 农民 17 0.02 

2 农村 82 0.09 13 财政补贴 17 0.00 

3 新农保 72 0.12 14 制度 15 0.01 

4 社会养老 55 0.20 15 农保基金 15 0.04 

5 社会保障 47 0.08 16 替代率 15 0.00 

6 农民工 39 0.09 17 城乡统筹 14 0.01 

7 个人帐户 34 0.10 18 养老服务 14 0.03 

8 家庭养老 29 0.07 19 问题 14 0.01 

9 对策 24 0.02 20 民政部门 13 0.05 

10 养老保障 21 0.03 20 老龄化 13 0.04 

11 影响因素 21 0.01 20 参保意愿 1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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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和表 2 显示：Top20 的关键词中共现频次较高是养老保险、农村、新农保、社会养老、社会保障、农

民工和个人账户等，其中的 4 个关键词，即养老保险、社会养老、新农保和个人账户，不仅共现频次高且中介

中心性 ≥ 0.1，分别结成 4 个较为紧密的共现关系网络结构，成为 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最主要的热点。 

3.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 具备自动聚类和自动提取功能，所得到的“聚类标签词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网络的内

容”[5]。探寻与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关键词聚类，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此领域研究热点的认知。将数

据导入 CiteSpace，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 Top10 的关键词聚类见表 3，相应的 Top10 关

键词聚类的时线图见图 3。 
 
Table 3. Top 10 keywords clustering in 1992~2022 literatures o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表 3.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 Top10 的关键词聚类 

聚类号 聚类标签 节点数 轮廓值 标签词(LLR 算法) 

#0 养老保险 59 0.934 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商业保险；社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制度 

#1 新农保 57 0.881 新农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参保意愿；再分配效应 

#2 社会养老 52 0.902 社会养老；养老模式；养老需求；养老意愿；老年供养 

#3 农民工 42 0.813 农民工；农保基金；征地农民；务农农民；农村老年人口 

#4 社会保障 32 0.874 社会保障；社会养老；制度体系；互助养老；体制改革 

#5 社会统筹 30 0.895 社会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基金；农垦企业 

#6 民政部门 25 0.970 民政部门；档案人员；养老基金；业务培训；社会保险事业 

#7 养老服务 23 0.958 养老服务；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服务；服务体系；养老需求 

#8 老年人 22 0.951 老年人；农村养老；无形价值；家庭养老；养老功能 

#9 改革 17 0.936 改革；社会养老保险；面板工具量法；社会养老保险关系；公共养老金制度 
 

 
Figure 3. The timeline map of top 10 keywords clustering in 1992~2022 literatures o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图 3.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 Top10 关键词聚类的时线图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1639


杨恺屹 
 

 

DOI: 10.12677/ass.2022.1111639 4680 社会科学前沿 
 

表 3 和图 3 展示了 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 Top10 的关键词聚类状况： 
聚类#0 的聚类标签是养老保险，出现时段为 1992~2021 年，主要涉及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待遇和

缴费、制度供给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研究热点。例如：2020 年，王平达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

迁研究》一文中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传统理念、方式及路径依

赖，明晰了此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聚类#1 的聚类标签是新农保，出现时段为 1998~2021 年，主要涉及财政补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再分配效应等研究热点。例如：2014 年，张川川等在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一文中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策略，明晰了在收入、贫

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方面，新农保给农村老年人，尤其对农村患病老年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聚类#2 的聚类标签是社会养老，出现时段为 1993~2021 年，主要涉及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养老需

求、养老意愿和主观福利等研究热点。例如：2014 年，张川川等在《“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

一文中运用断点回归法探究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对传统“家庭养老”的替代性，指出中国农村“社会

养老”模式的保障水平不足以完全替代“家庭养老”模式。 
聚类#3 的聚类标签是农民工，出现时段为 1995~2019 年，主要涉及农保基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个人缴费、集体补肋和农村老年人口等研究热点。例如：2010 年，姚俊在《农民工参加不同社会养

老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描述了农民工参加不同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其在选择社会养老

保险类别上的差异，分析了影响这种选择的因素。 
聚类#4 的聚类标签是社会保障，出现时段为 1998~2020 年，主要涉及社会保障、社会养老、乡村善

治、互助养老和乡村振兴等研究热点。例如：2020 年，刘妮娜在《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定位、模

式与进路》一文中指出农村互助型养老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和善治社会构建，提出构建圈层化的互助型

社会养老体系和乡村互助共同体的设想。 
聚类#5 的聚类标签是社会统筹，出现时段为 1992~2012 年，主要涉及社会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养

老保险费、养老保险基金和农垦企业等热点研究方向。例如：2011 年，张东敏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的统筹层次研究》一文中指出新农保的县级统筹存在多种问题，提出应建立“统一政策、分级实

施；统一预算、分级调剂；统一考核、属地管理”的新农保全国统筹模式。 
聚类#6 的聚类标签是民政部门，出现时段为 1992~2014 年，主要涉及民政部门、档案人员、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基金、业务培训和社会保险事业等研究热点。例如：2013 年，汪沂在《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

法律规制》一文中剖析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法律法规，提出在明晰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归属民政部门管理

的前提下，民政部门主动作为的方向。 
聚类#7 的聚类标签是养老服务，出现时段为 2000~2020 年，主要涉及养老服务、江苏财政、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文化等研究热点。例如：2015 年，王桂云在《多元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

究》一文中，指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和问题并存，要借鉴英美日等国多元化社会养老的经验，

加快多元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聚类#8 的聚类标签是老年人，出现时段为 1993~2019 年，主要涉及农村养老、养老功能、无形价值、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等热点研究方向。例如：2014 年，田北海等在《城乡老年人社会养

老服务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指出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总体水平较低，医护与精神需求水

平较高。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水平与身体机能、代际数或儿子数等之间关系呈负相关。 
聚类#9 的聚类标签是改革，出现时段为 1997~2021 年，主要涉及社会养老保险、面板工具量法、社

会养老保险关系、养老保险和公共养老金制度等热点研究方向。例如：2005 年，阳义南在《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基金筹资机制改革的若干对策》一文中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措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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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筹措方式、筹措基数和筹措标准三方面对此基金筹资机制进行改革。 

3.4. 国内社会养老的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是科学研究中最先进、最近、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6]，而突变词较高频出

现的关键词更适于研究前沿探测[7]。探析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的突现词及其年代变化，可以知晓该

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突现词及其年代变

化见图 4。 
 

 
Figure 4. The burst terms and their year change in 1992~2022 literatures on researches of 
domestic social endowment 
图 4. 1992~2022 年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的突现词及其年代变化 

 

图 4 显示：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文献中的突现词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意味着此领域的研究

前沿迭现： 
1992~2007 年，国内社会养老的研究前沿集中在民政部、民政部门、养老基金、农保基金、集体补

助、社会统筹、制度。2003 年~2011 年，国内社会养老的研究前沿集中在农村、农民工、养老保险、问

题。2009 年~2014 年，国内社会养老的研究前沿集中在财政补贴、新农保、对策。2012 年~2020 年，国

内社会养老的研究前沿集中在社会养老、家庭养老、老龄化、养老服务、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分布结果，勾勒出 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的演化路径： 
从社会养老制度的萌动和确立，到不断发现社会养老社会问题，再到制定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对策。

此路径反映了作为政府主管养老的机构，民政部以及下属的各级民政部门提出并引领学界探索社会养老

的制度框架，发现的社会养老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确保了国内社会养老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

展。 
从设立农保基金，发展到新农保。此路径着重关注农村社会养老，最大限度地探索国内最大弱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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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社会养老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尽力。 
从养老基金的集体补助和社会统筹，到养老基金的财政补贴。此路径明晰了社会养老经费筹措应趋

于多元化，更需要政府的投入。 
从放眼宏观，到注重微观。此路径意味着在制度和策略确立之后，社会养老的具体服务内容和方式，

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值得探索。 

4. 结论与建议 

30 年来，聚焦“由国家和社会提供”这一社会养老的核心要义，针对社会养老制度的顶层设计、主

管机构民政部门的职责、养老保险经费社会统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新农保、农民工养老保险，

以及社会养老未来的改革方向等问题，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多学科发力，使得国内社会养老

研究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延续 30 年来国内社会养老研究的良好态势，首先应该加强合作。着眼国内，不断加大不同学科、不

同学源学者之间，不同区域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放眼国外，不断扩大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在合作和交

流中开阔研究视野。其次应该厘清研究脉络，夯实研究基础。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是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

应运而生的一道时代命题，牢牢把握 30 年来该领域研究的演化历程，深刻认识其初衷和使命，继续从理

论原创和实践论证两个层面固本强基。再则应该深耕研究热点、延伸研究前沿。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赋予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新的定位。完善国内社会养老统一体系的顶层设计，从制度上确保

该体系的公平和可持续；继续探讨国内特殊和国难人群社会养老问题，深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可操作

的社会养老服务模式，以期从既有的国内社会养老研究热点和新时代对社会养老需求中构筑新的国内社

会养老研究前沿，继续将国内社会养老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信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共生学科服务的路径预设与实现策略研究”(项目

编号：16BTQ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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