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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变化不仅是当今社会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也是未来人类将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近年来，全球

气候事件频发，对环境、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影响。本文以21世纪以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气候治理相关领域的文献为样本数据，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文献量、发文期刊、发文

作者以及关键词共线等方面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气候治理相关研究领域的基本研究概况、

热点及前沿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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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change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oday’s society, but 
also a huge risk that humanity may face in the future. In recent years, global climate ev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hich have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takes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governance in CNKI database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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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1st century as sample data,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for visual analysis, draws a knowledge 
graph from the aspects of literature volume, journal of publication, author and keyword collinear-
ity for visual analysis, and analyzes the overview of basic research, hot spots and frontier trends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
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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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识。全国一贯高度重视

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

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适应气候变化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控攻坚战的意见》也将“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大力推进低碳和适应气候变

化试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全会精神。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

候变化。同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并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1]。目前，我国关于气候治理

的研究相对较晚，相关研究内容较为缺乏，相关研究成果较为零散，且近些年关于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

文献综述较少，难以把握国内关于气候治理研究领域的整体情况。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

直观反映国内气候治理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概况，并分析国内气候治理相关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以及

展望进行分析。 

2.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以 CiteSpace 软件为分析工具，选取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为保证文献检索能够覆盖气候治理

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首先通过“主题”检索，以“气候变化”“气候政策”“气候治理”作为检索

词，查找新世纪以来(2000~2023 年)所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9 日，其次手工筛

选删除无关数据及相关性不强的主题文献后剩余有效文献数据 664 条。最后使用 CNKI 导出功能，获得

Reworks 格式文件，并以知识图谱软件进行分析。 

3. 研究的基本概况分析 

本研究从气候治理相关研究的年际发文量、发文期刊、核心作者与机构分布四项指标来展示国内气

候治理的基本研究现状。 

3.1. 年际发文量 

由图 1 可知，国内气候治理的文献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这表明气候治理相关领域受到了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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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具体来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第一阶段为起步期(2000~2008 年)，年发文量呈现个位数，文献

总量为 16 篇，仅占总文献量的 2.4%。其次第二阶段对探索期(2009~2015 年)，年发文量均不超过 50 篇，

从阶段文献量为 234 篇，占总文献量的 35.2%，较前一阶段发文量有所上升。最后第三阶段为发展期(2016
年~)，截至 2023 年三月初，此阶段文献总量为 414 篇，占总文献量的 62.3%，由此可预测 2023 年也必

将是研究成果的“丰收年”[2]。 
 

 
Figure 1. Interannual change graph of climate governance literature 
图 1. 气候治理文献的年际变化图 

3.2. 发文期刊 

文献发表的期刊分布可展现研究所涉及的学科类型及不同学科对该选题的关注程度。气候治理相关

研究发文量居前 10 位的期刊统计情况，见表 1。发表期刊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发文量最多的为《气候

变化研究进展》，该杂志创刊于 2005 年，由国家气候中心主办，主管单位是中国气象局，是我国在气候

变化研究领域内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第二，《国际论坛》《世界经济与政

治》《当代世界》等八类期刊探讨国际气候治理的发展研究，这也说明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下，加强

其治理能力是每个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与各方一道，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推动构

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第三，期刊所涉及的主题以生态环境与资源相关领域为主，

在行政管理以及社会治理等方向所涉及领域的期刊文献较少，反映出目前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对其的关

注度不高。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top 10 journals published in climate governance-related research 
表 1. 气候治理相关研究发文量居前十的期刊统计情况 

排名 期刊名称 数量 

1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30 

2 环境保护 28 

3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6 

4 国际论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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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 

6 当代世界 16 

7 欧洲研究 15 

8 国外理论动态 14 

9 现代国际关系 13 

10 太平洋学报 13 

3.3. 发文作者特征描述 

3.3.1. 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是特定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其成果突出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方向，通常情况下，

核心作者需关注以第一作者身份及以独立作者身份发文的作者。参考普赖斯定律[3]，统计分析新世纪以

来气候治理相关文献的作者特征，可知，以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发文的最高发文量 maxN 为 17 篇，则

气候治理相关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量 M 为： 

maxM 0.749 N 0.749 17 3.09= = × =  

普赖斯定律认为，核心作者论文数量占论文总量的比例达到 50%左右，则可认定为形成了核心作者

群[4]。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并取整，设定刊文数量在 3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根据普赖斯定律，664
篇文献数据中满足该定律的作者共计 31 人，发表文献量共计 166 篇，占所选定文献总数的 25%。显然，

还远远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3.3.2. 高产作者及合作网络分布 
作者合作网络图展现气候治理相关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团队合作情况。根据 CNKI 文献数据，运用

CiteSpace 软件得到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如图 2 所示，节点越大说明该作者发文量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

代表合著发文情况，连线粗细代表合著发文量的大小。通过节点半径和节点连线综合排名，考察高产作

者[5]。可知：在所有显示名字的作者中，于宏源(17 篇)、赵斌(16 篇)、李慧明(9 篇)、李昕蕾(8 篇)、谢

来辉(8 篇)等为主要发文作者，是研究该领域的主力军；巢清尘、王谋、张莹、高翔、傅莎等与其他作者

连线较多，且形成小规模的合作网络，表明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合作团队。但就整体图谱来看，这些研

究团队多为星状或点状分布，网状分布依然较少，同时，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基本不在上述合作团队中，

说明气候治理研究中，团队主体之间合作力度还远远不够[6]。 

3.4. 机构分布 

从研究机构类型看，见图 3，我国气候治理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各大高校和研究院所，发文量前五的

机构中，各大高校共发文量 44 篇(占其比 66%)，其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发文 22 篇，北

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发文 11 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发文 11 篇。这反映了中国各大高校在气候

治理相关领域所发挥的引领作用。 
从研究机构合作情况来看，大部分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发文较为明显，不仅体现为校内不同学院之

间的合作，也体现为不同科研院校之间、科研院校和研究院之间的合作。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之间的合作；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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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之间开展的合作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校与研究院开展的合作。反映出当前国内关于气候治理

相关问题研究中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机构内部，而且更多表现出跨院校跨研究所的趋势，但是这也

从另一侧面体现了该领域跨地区的合作交流还不够充分。 
 

 
Figure 2. Distribution and cooperation of core authors in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图 2. 气候治理研究核心作者分布及合作情况图 

 

 
Figure 3.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cooperation of important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图 3. 气候治理研究重要发文机构分布及合作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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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热点和趋势 

4.1. 关键词图谱分析 

利用文献集中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确定相关研究主题之间的情况。通过 CiteSpace 获得关键词共现

网络图谱，共计 464 个网络节点(即关键词)、800 条边数(即关键词间连线)。 
关键词共现网络联系较为紧密，表明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是围绕气候变化、气候政策、全球治理、巴

黎协定、碳中和、气候谈判、中国、欧盟、美国等核心关键词而展开的。从以上这些数量众多的关键词

可以看出，国内气候治理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且各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很强。此外，如图 4 从共现图

及关键词频可发现，中国、欧盟和美国这三国成为了气候治理相关领域的研究主体，同样说明了全球气

候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具有强共通性。笔者发现，除地理科学领域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

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也加入到气候治理研究的队伍当中来，并从多学科角度来

解读气候治理。 
 

 
Figure 4.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气候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而整理出关键词聚类分析表，如表 2。由聚类结

果得到气候变化、气候政策、全球治理、气候治理、中国、碳中和、巴黎协定和风险管理 7 大方面的聚

类主题。 
 

Table 2. Keyword clustering statistics in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表 2. 气候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统计情况 

聚类 关键词数 S 值 平均年份 聚类包含的主要关键词 

0 86 0.962 2014 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可持续性、管理 

1 53 0.946 2014 气候政策、全球变暖、不确定性、减排成本、政策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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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46 0.91 2014 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温室气体、全球化 

3 42 0.897 2015 气候治理、低碳经济、中美关系、气候政治、南南合作 

4 37 0.842 2012 欧盟、中国、美国、影响 

5 29 0.819 2019 碳中和、中国方案、气候风险、低碳转型、生态文明 

6 29 0.88 2015 巴黎协定、气候谈判、低碳发展、联合国、协同治理 

7 11 0.995 2017 风险管理、气候变暖、亚太地区、全球变暖 

注：S 值(Silhouette)是指聚类平均轮廓值，S > 0.5 即聚类是合理的，S > 0.7 即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4.2. 阶段性热点的分析 

CiteSpace 软件的时线图谱功能是通过图表形式展现收录数据的时间段内关键词的演变，通过关键词

落点确定其所属时间段，如图 5。通过时线图谱可帮助研究者以进一步厘清气候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探索气候治理相关研究规律。因此，研究将气候治理相关研究发展共划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2000~2008
年)、积累阶段(2009~2015 年)、发展阶段(2016 年至今)。 

 

 
Figure 5. Keyword timeline distribution of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图 5. 气候治理研究的关键词时线分布图 

 
第一阶段，研究起步阶段，我国气候治理研究包含“气候变化”“气候政策”“中国”“温室气体”

等高频关键词。该阶段是气候治理相关研究的初始阶段，随着《京都协议书》的确定，国内关于全球变

暖的意识开始觉醒，对于气候全球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刻，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气候治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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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受到关注，发文量开始缓慢上升。然而早期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兼顾国际局势以及国内发展的需求[7]。 
第二阶段，研究探索阶段，该阶段包含“全球治理”“全球变暖”“低碳经济”“欧盟”“美

国”“制度建设”等重点关键词，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气候治理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哥本哈根会议的召

开，全球治理呈现出多主题、跨越式的发展[8]。2008 年前后气候变化逐渐从科学辩论课题转向了国际政

治磋商领域，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政策和立场越来越关注。国际气候制度尚未成型，

各国都想从其创建中谋求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把 2009 年定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年

[9]。会议所倡导的“低碳经济”因此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0]。 
第三阶段，研究发展阶段。研究词包括“巴黎协定”“气候合作”“一带一路”“气候政治”“气

候风险”等。2015 年巴黎会议的召开，国内形成了巴黎协定的研究热潮。学者们围绕着《巴黎协定》的

意义及不足开展了系列研究，结合“减缓”与“适应”这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策略开展研究。从哥

本哈根到巴黎的气候谈判，中国的气候影响力已有大幅提升[1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因此围绕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发挥中国引领作用开展路径、机制的研究是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 

4.3. 前沿趋势展望 

气候治理相关热点及趋势研究可利用突现词可视化分析，关键词突现词是指一段时间内领域中较为

突出的关键词，图中加黑线段为该关键词突现强度持续时间，其变化也能反映出该时期学者们研究的热

点，如图 6。 
 

 
Figure 6. Emergence of climate governance research keywords 
图 6. 气候治理研究关键词突现图 

 
参考突现词并结合前文分析，可得出结论，首先在 15 个研究前沿方向中，碳中和的突现强度最大，

其数值达到 13.35，表明碳中和是当前气候治理相关研究领域中最前沿的研究方向，这与我国对国际社会

承诺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现实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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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早期在气候治理机制研究中，学者集中在国际层次上的事实性描述和政策性分析[10]。《巴黎协定》

的达成预示着气候治理进入一个“全新”的治理阶段，即注重实践行动，为气候治理作出总体安排[12]。
最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积极开展气候治理的外交政策，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

定位由争取气候正义到积极引领转变，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3] 
[14]。除此之外，气候治理的研究由各国的博弈互动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15]。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思想，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气候治理研究将会成为大势所趋。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对新世纪以来CNKI数据库中我国气候治理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

其研究现状与发展脉络呈现出以七个方面特征： 
第一，从发表年度趋势看，国内气候治理相关文献总发文量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气候治理领

域研究各个阶段，都与当时国内外相关重大事件的发生息息相关。第二，从发文量居前十位期刊看，《气

候变化研究进展》作为气候治理领域的主力阵地，汇聚了众多核心作者和高质量成果；气候治理相关的

期刊来源大多以生态资源领域为主，而较缺乏公共管理相关学者的关注。第三，从核心作者分布看，气

候治理相关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并且作者研究团队多为星状分布，网状分布较少，缺少跨

领域跨专业的合作。第四，从发文机构分布看，气候治理拥有稳定的研究机构群。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务学院为代表的科研院校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机构高产气候治理

相关领域文献，因此应关注高产研究院校及研究机构所发表的文献。第五，从关键词共现以及聚类可视

化分析可知，“气候变化”“气候治理”“气候政策”显示的节点最大，“全球治理”“碳中和”“巴

黎协定”“协同治理”“气候变暖”作为后起之秀也已成为关键节点。第六，从关键词时线图看，气候

治理领域较大关键词聚类包括“气候变化”“气候政策”“全球治理”“气候治理”“中国”“碳中和”

“巴黎协定”“风险管理”，此外气候治理领域研究经历了起步期、探索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第七，

从关键词突现图看，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协调治理”“碳中和”“碳达峰”“气候风险”“气候政治”

已变为前沿研究和学术追踪的“强热点”。 

5.2. 研究展望 

展望未来，我国的气候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其发展空间与前进路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深化研究理念。国内气候治理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单一的

研究方法影响着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我国需进行深化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理论体系研究

[16]。同时国内气候治理研究的应用性越来越明显，对比而言，学者们应注重理论体系的建构，在气候治

理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治理能力等问题上应尽快达成共识，并推动核心问题的讨论。其次，加快该

领域的研究方法。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成果较少，鲜有将两种方法予以

结合的成果。因此，国内学者加快该领域的国际对话以丰富自身的研究方法，并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获

取一手资料，结合个案研究，为气候治理的实践研究提供参考[17]。 
第二，拓展研究视域。当前气候治理研究多偏重宏观视角，涉及应对气候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关系、全球气候治理的历程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等。未来还需进一步展开多层级、多领域、多主体的研

究。首先在多层级方面，如关注微观地方市区对气候治理在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和适应性建设中的作用。

其次是多领域，如随着公众对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感知增强，气候风险这一领域的研究应逐渐引起广泛

的关注，分析其实际问题和解决方案。最后是多主体方面，相关研究不应再局限于政府、企业主体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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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技术部门等方面，例如从个体出发多关注民众教育、就业和社会公平等民生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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