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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建设对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08年~2020年中国

知网(CNKI)索引论文为文献检索来源，采用CiteSpace对435篇文献做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1) 文
献发表呈现出一个先增后减的趋势；2) 研究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少；3) 研究领域宽泛，期刊类

别多样；4) 学者们紧紧围绕鄱阳湖、生态保护、发展、低碳经济等方面进行热点研究。根据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研究分析的基本情况，结合具体的文献研究对阳湖生态经济区研究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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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angxi. This paper takes 
the index papers of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NKI) from 2008 to 2020 as the source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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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eval, and uses CiteSpace to mak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435 artic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ture shows a trend of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2) There is less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schola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3) The research field is broad and 
the journal categories are diverse; 4) Scholars closely focus o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low-carbon economy and other aspect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re-
search and analysis of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a prospect for the research of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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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8 年，江西省 25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支持江西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建

议》的提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两会热门话题[1]。2009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成为当时研究的热

门话题。 
鄱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是著名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全球著名的候鸟越冬地，以及是全国最

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还是江西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是人与自然的交错区。对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对江西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都具有重大意义[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肩负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生态建设使命，也承担着促进环潘阳湖

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的重要功能[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至今，已有十几年的发展，众多研究人员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这一规

划，在生态、环境、经济、农业、林业、渔业，生态旅游、低碳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做出巨大贡献。在当

时国内也起到了重大反响。也促进了该区域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发展，经济发展也稳中有进，可持续性，

韧性越来越强。江西省政府对当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和建设做出了详细计划。但是随着多年项目推

进，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对鄱阳湖经济区在项目文献和研究变化趋势，热点等鲜有报道。因此，本研

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文变化、作者、研究机构、发表期刊和关键词等进行分

析，对重要文献进行深入解读，为了了解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近些年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变化趋势，为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的今后发展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也为类似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区”、“鄱

阳湖 and 生态 or 经济”作为主题词对 2008 年至 2020 年 12 月所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再通过细节

筛选确认是否文章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畴，最终在 EI、北大核心和 CSCI 期刊共检索到学术期刊相

关文献共 43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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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分析 

文献计量是一种对于科学研究的定量评价方法，旨在评价特定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5]。目前，

文献计量分析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动物[6]、植物[7]，微生物[8]；教育[9]、经济[10]、
医疗[11]等各研究领域，以提取各类信息，分析主题动态变化，对相关研究进展具有积极动作。本研究

将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结合起来，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研究性成果进行深刻全面分析。通过文献

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两者结合，以形象、客观、立体的描述、评价其现状和趋势，将整个项目体系化、

系统化[12]。CiteSpace 是由美国学者陈超美开发的一种文献数据可视化软件[13] [14]，可探索某一研究

领域的进展情况、核心机构、核研究热点等问题[15]。本文运用 Excel 进行图表制作；应用 CiteSpace 5.83R
对从 CNKI 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作者、关键词、机构、期刊等分析，此外，再精读相关重要文献进行

补充。 

3. 结果 

3.1. 年发文量分析 

自 2008 年截至到 2020 年 12 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发文 435 篇。由图 1 可知，从 2008 年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和 2009 年获得国务院批复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到 2011 年发表相关文

献数量呈现出迅速增长趋势；2010~2014 年文献发表数量较多，占总论文 73.1%；而从 2012~2020 年，文

献发表数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从历年发文数量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献发表总体呈现出先增

后减的趋势。 
 

 
Figure 1. Annual literature change map from 2008 to 2020 
图 1. 2008~2020 年年度文献变化图 

3.2. 文献作者及其合作关系 

435 篇论文共检索到 1396 位作者，每篇作者平均人数为 3.21 位，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为江西省

社会科学院的孔凡斌，共发文 10 篇(表 1)。所有论文发表量最多的前 10 位作者共发文 76 篇，其论文发

表量占总论文发表量的 17.51%。通过(图 2)论文作者关系网和每篇作者平均数量，可以看出作者之间合

作交流少，离散程度高，没有特别突出的领头人。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2087


胡芳敏 

 

 

DOI: 10.12677/sd.2023.132087 840 可持续发展 
 

Table 1. Top 10 authors of published documents of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from 2008 to 2020 
表 1. 2008~2020 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献发表量 Top 10 作者 

序号 作者 中文论文篇数 占中文论文数量百分比 

1 孔凡斌 10 2.30% 

2 刘良源 9 2.10% 

3 孙冬英 6 1.38% 

3 涂晓玲 6 1.38% 

5 席鹭军 5 1.15% 

6 钟业喜 4 0.92% 

6 戴天放 4 0.92% 

6 廖文梅 4 0.92% 

6 吕添贵 4 0.92% 

6 史术光 4 0.92% 

6 刘满凤 4 0.92% 

6 潘丹 4 0.92% 

6 吴磊 4 0.92% 

6 翁贞林 4 0.92% 

6 余敦 4 0.92% 

 

 
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literature authors and thei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bout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图 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献作者及其合作关系网络图 

3.3. 研究机构的关系 

435 篇文献来自 80 个机构。由表 2 可知，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为九江学院，共发表论文 33 篇，

占发文总量的7.59%；其次为东华理工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分别发表论文30篇和23篇，占发文总量的6.90%
和 5.29%。所有论文发表量最多的前 10 所研究机构共发文 184 篇，其论文发表量占总论文发表量的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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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研究机构是江西省内，且环鄱阳湖周边高校尤其是南昌市内几所高校占主导。 
 
Table 2. Top10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papers published about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from 2008 to 2020 
表 2. 2008~2020 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论文发表量 Top 10 研究机构 

序号 论文研究机构 数量 占论文百分比 

1 九江学院 33 7.59% 

2 东华理工大学 30 6.90% 

3 江西财经大学 23 5.29% 

4 江西农业大学 19 4.37% 

5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17 3.91% 

6 江西师范大学 15 3.45% 

7 南昌大学 13 3.00% 

8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12 2.76% 

9 九江职业大学 11 2.53% 

9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11 2.53% 

3.4. 文献来源期刊 

435 篇文献分布在 184 种期刊中。由表 3 可知，文献出版量前 10 位期刊的文献数量为 133 篇，占总

文献数的 30.57%，出版文献数量较多的期刊为《企业经济》《老区建设》和《鄱阳湖学刊》等。虽然前

10 位期刊占有一定数量，但是所有文献比重来看，更多的是其他部分期刊，但主要还是生态、环境、经

济三大领域。其中社会科学类多于自然科学类的期刊。 
 
Table 3. Top10 journals of papers published about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from 2008 to 2020 
表 3. 2008~2020 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论文发表量 Top 10 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 占文章总百分比 

1 企业经济 20 4.60% 

2 老区建设 17 3.90% 

2 鄱阳湖学刊 17 3.90% 

4 九江学院学报 14 3.22% 

5 江西科学 13 2.99% 

6 科技广场 12 2.76% 

7 安徽农业科学 11 2.53% 

8 江西社会科学 10 2.30% 

8 求实 10 2.30% 

10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9 2.07% 

3.5. 关键词演变 

应用 CiteSpace 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数据集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和聚类分析。通过图 3 可以看出关键词之

间连接比较紧密，其中鄱阳湖、低碳经济、低碳旅游、生态环境、发展、对策等关键词是所有关键词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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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是所有文献中的重中之重。通过比较聚类的大小及其同质性强弱，可以了解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

研究的方向。CiteSpace 提供了模块值(Modularity) (简称 Q 值)和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 (简称 S 值)；当聚类

集群中 S 值在 0.5 以上时，聚类结果即具有合理性。在对数据集进行分析时发现，本研究中 Q 值为 0.7744，
平均 S 值为 0.9322 (图 4)，说明本文分析聚类有效且聚类成员间一致性较高。图 4 列出了主要的 9 个聚类

类型，按聚类大小排序，分别为：#0 鄱阳湖、#1 低碳旅游、#2 发展、#3 产业布局、#4 生态保护、#5 对策、

#6 低碳产业、#7 县域经济、#8 古村落旅游。总体来看，研究领域的涉及方向较为多样，聚类中存在相互

交叉现象，由单纯理论研究不断向应用型经济研究发展，更加贴近实际，由理论意义向实际效能转化。 
 

 
Figure 3. Document keyword relation network diagram (Note: The larger the node, the larger the font,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in which the word is used as a key word) 
图 3. 文献关键词关系网络图(注：节点越大，字体越大，代表该词被应用在文献中做关键词的文献数量越多) 

 

 
Figure 4. Clustering analysis chart of literature keywords 
图 4. 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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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文献发表量的变化 

文献是科研活动主要成果产出形式，某研究领域发文量的年际动态可表征该领域的发展速度和研究

规模变化[1]。由 CNKI 中的发文量变化，上述结果表明，2008~2011 年，由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刚开被

提出和政策的支持有关，所以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2010~2014 年文章数量较多，其主要原因是受前

期设立的 10 大研究课题的影响；而从 2012~2020，期刊发文数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主要是项目课题接

近完结，后期学者没有进行持续性研究等原因。整体上，从发文趋势上看出一个项目由诞生到结题。 

4.2. 文献作者及其合作分析 

文献作者是科研活动的从事者，作者的数量和聚集程度可表明该领域目前研究所处的现状。综合结

果表明，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的研究人员众多，但是由合作关系(图 2)和平均每篇作者人数也可以

看出，鄱阳生态经济区项目众多，研究方向也广泛，所以呈现出作者之间离散程度高，联系不紧密，合

作少，各行其是。也导致项目后期持续性研究不足，文献产量下降。 

4.3. 研究机构分析 

从文献参与研究机构数量来看，参与机构众多，且机构类型较杂，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涉及

到的研究方向宽泛。从研究机构所处区域来看，绝大部分文献研究机构自江西，且集中在南昌，主要是

省属高校占研究机构数量主导，地方高校文献参与相对分散。其余的都是涉及环鄱阳湖周边研究机构。

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鄱阳湖周边研究机构有天然的地缘优势，但是大部分项目集中在少数研究

机构。总体而言，研究机构众多，但分布不均，主要是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在起主导作用。 

4.4. 文献来源期刊分析 

从文献来源的期刊上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献载体来源非常广泛，虽然前 10 的期刊占有一定比例，

但与其他期刊相比较，在种类上还是非常少的。期刊种类繁多，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生态，环境和

经济三大领域上，又分为很多个小方向。而且从期刊类型上看，社会科学多于自然科学类，说明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在当时情况下，更加侧重于社会科学类，或者是从生态的角度解释社会科学类问题。 

4.5. 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由关键词时间变化(图 5)可知，从 2008 年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到至今的发展历

程。分析发现，一直是围绕着环鄱阳湖周边地域，鄱阳湖是此战略的立身之本，不可动摇。结合关键

词突现(图 6)分析可知，每一个研究热点都非常短暂，研究热点的迅速变化，主要受到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飞速发展经济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区域内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预测在未来区域内的研究热

点，首先是坚持鄱阳湖区域不动摇；坚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坚持符合区域内实际情况，在不断变化

中，与时俱进，主要还是协调好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应用 CiteSpace 和 Excel 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内的 2008 年~2020
年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的生态、环境、经济这三大领域内的中文文献数量、作者、机构、期刊和关键

词以及研究热点等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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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ime variation diagram of literature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图 5. 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时间变化图 
 

 
Figure 6. Time chart of keyword emergence 
图 6. 关键词突现时间变化图 
 

1) 2008~2020 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表明此研究项目由兴起走向项

目结题，但这些年的研究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经济有着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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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研究参与者众多，来自各个研究方向，但是缺乏较为强大的研究团队和项目研究领头人，而

且各作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 
3) 研究机构也非常众多，受地缘因素影响，绝大部分都是江西的研究机构，而且主要是南昌市和环

鄱阳湖周边机构。分布不均，且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薄弱。缺乏机构之间合作。应该是当时提升为国家

战略后，在项目突然剧增中，又有很多小课题分多个领域和方向。导致各自机构拿到小课题，自行研究，

联系少。 
4) 从期刊角度上看，虽然是在生态、环境、经济三大领域内，但期刊种类依然非常多，表明对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的研究是全方位多方向的。也表明在这个项目中，研究成果丰硕，在国内也是有一定的影

响力。 
5) 从关键词和研究态势上看，主要是以鄱阳湖、低碳经济、低碳旅游、生态环境、发展、对策等关

键词为节点。总体来看，研究领域的涉及方向较为多样，聚类中存在相互交叉现象。态势上，全是围绕

鄱阳湖为出发点。在生态、环境、经济领域，热点变化迅速，但与时俱进，趋向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主题发展，着重协调好生态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这一专业术语很少有人提及，但是作为当年的国家发展战略。经过 10 余年

的研究，这一项目已经深入这一区域的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现在以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方方面面的

发展。对之前的研究做一个总结分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今后的研究提供基础

数据。在此研究中虽然收获颇丰，但是存在以下几点问题，在今后研究可以避免。首先，在做研究上尚

未形成核心作者团体和团队；其次，各研究机构间合作少；研究机构地区分布极其不均；研究领域自然

科学落后于社会科学。 

5.2. 展望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之路”[2]。结合以上分析，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提出建议和展望：后期加强不同研究机构和研

究者之间的合作，促使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研究更全面、更具体；加强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相关

交叉学科的融合性研究，注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其他细分领域之间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注重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研究发展。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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