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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从上世纪末到2020年间有关社会认同研究的CSSCI来源期

刊的836篇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

“N”字型的发展曲线，形成了“发展”、“瓶颈”、“再突破”的三个阶段，其在团队合作上较为分

散并伴随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社会认同本土化的应用，凸显其政治特征和

文化底色，注重挖掘社会认同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意义，为建设“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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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836 papers from CSSCI 
source journals on social identity research collected by CNKI from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o 
2020.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re than 20 years, the research on so-
cial identity has developed an “N”-shaped development curve, forming three stages of “develop-
ment”, “bottleneck” and “breakthrough”. The cooperation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accompanied 
by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llow-up researc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highlight its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identity in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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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上世纪 70 年代，由 Tajfel 等人正式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的提出对社

会心理学研究的群体行为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步成为该研究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张莹瑞，佐斌，

2006)。自 1967 年起，经过了十多年的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以 Tajfel 为首的专家学者构建了以社会范

畴化、社会比较、认同建构和认同解构/重构为核心的社会认同理论，这种在意识形态水平上或群际水平

上的研究，是最为宏观和最为社会学化的解释水平形式(赵志裕，2011)。这个理论的出现，超越了以往在

北美地区盛行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微观–利益解释路径，选择了基于执行者的多元群体资格来对群

体过程和群际关系进行研究(布朗等，2007; Tajfel, 1970, 1981)。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认为，个体能够通过

社会的分类来对已存在的群体产生出认同，并以此为基础而产生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偏见。Tajfel 和

Turner 在 1986 年的研究中，将认同细分为了社会认同与个体认同，并把社会认同界定为一种社会的共同

认同作用，或者是对一种社会类别中的所有成员的特征描述。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研究中，在社会认同理

论的推动下，群际水平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并深化到了文化认同的文化动态建构论

(dynamic constructivism) (Chiu & Hong, 2013; Hong et al., 2000; Wyer, Chiu, & Hong, 2009)和偏差地图模型

(bias map) (Cuddy et al., 2007; Fiske et al., 2002)中。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社会认同的研究被逐步引入中国。北大学者方文在 2005 年以北京基督新教

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群体符号便捷形成的社会心理过程和机制，以此来检验社会认同理论，成为了中国

内地本土化研究社会认同的开端。香港大学的赵志裕等人(2005)以香港回归中国期间香港人的社会认同历

程为例，阐述了社会认同的基本原理。在当今中国社会，通过研究本土化的社会认同现象进而进一步验

证社会认同理论已经成了心理学本土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转型时期，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等问题都日益凸显(李怀，2020)，在这样的问题中，社会认同理论都能够进行

很好的解释。尤其是在新时代下，全党全国呼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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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认同意识，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认同有一个更加宏观且明晰的认识。因此，从心理

学视角对社会认同的研究工作进行及时的总结和梳理，明确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进展与展望未来进展方

向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国内社会认同领域研究话语体系的阶段性总结，而且对国家未来的政策制

定与学者的研究方向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基于文献计量学相关理论，本文借助 CiteSpace V 软件对内容

CNKI 数据库中社会认同相关的 CSSCI数据库中能够收录的 836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沿着文献数量、

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的基本轨迹，系统地梳理了从 20 世纪末到 2020 年的国内社会认同研究的演化路径、

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归纳研究该领域的动态性特征，提出了未来研究的重点，为理论工作者更深入地

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导，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实践依据。 
本次研究通过知识图谱对近年来国内社会认同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从文献计量学分析、研究发展

脉络两个维度进行探讨，为后疫情时代更好地了解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思路。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 

本文希望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 国内社会认同研究的现状如何？2) 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是什么？3) 该领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 

2.2. 研究工具 

在参考其他研究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发现前人主要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对某一领域的研究

结果进行综合统计、比较与分析(潘珍等，2016；李瑊妮等，2016)。这种研究方法过程繁琐、耗时费力并

且很容易造成结果偏差。在如今的以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可以通过科学的知识图谱来实现信息可视化，

将较抽象的数据转化为 2D 或 3D 的图形呈现出来，使得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和存在的结构关系更为清晰

和直观，从而进一步的揭示科学知识的活动与规律(王喆等，2020)。因此，信息可视化技术越来越受到不

同学科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和青睐(任红娟，张志强，2009)。 
时日至今，国内外已有很的软件可以实现可视化，如 SAS、BDP、CiteSpace、Tableau 等。在众多软

件中，由美国费城 Drexel 大学的陈超美博士主导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被广泛使用，并被公认居于国际

领先的水平，其在信息的分析中颇具特色与影响。CiteSpace 软件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采用共

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探究某一领域的演化关键路径和知识的转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在科学文献

的识别中并能够直观地呈现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与动态。使用这种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手段去呈现科学知识

结构、规律和分布的方法得到的可视化图像，被相关研究者形象地称为“科学知识图谱”(Chen, 2006; 李
杰，陈超美，2016)。 

为了从宏观上把握社会认同研究的脉络，促进社会认同研究新的、更高层次的突破，本文借助国际

先进的 CiteSpace V 文本挖掘及信息可视化软件对社会认同进行定量分析，明确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发展趋

势，从而在方法和技术上对社会认同领域提供比较全面的学术参考和借鉴(杜江红，郝文靓，李永鑫，2013)。 

2.3. 数据收集、描述和处理 

本研究利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以及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对国内社会认同领域进行宏观上

的分析，选择文献数量最多、学科覆盖最全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中文检索数据库，在进行高级

检索时，以“社会认同”作为关键词，以 CSSCI 来源期刊为检索来源进行检索，选取论文的时间片段为

1998 年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将会议报告、报纸、辑刊、外文文献去除之后，一共筛选出论文 836 篇。

将论文从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导出，导出的数据格式均为 txt 格式，并将导出的文献以 download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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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使用 CiteSpace 的数据转换功能将导出文件进行转换，最终将转换后的文件导入 CiteSpace 进行知

识图谱的绘制和分析。 

3. 研究现状  

3.1. 发文量情况 

某一研究方向的文献发文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研究趋势和研究现状。对这

些文献年度的发文情况的知晓有利于我们对社会认同研究的近况和发展动态有一个较宏观的认识。图 1
呈现社会认同的年度发文量的情况。由图可见，在 2000 年之后，社会认同的研究呈现了“N”字型的研

究趋势，从上世纪末开始到 2013 年，社会认同的研究呈现波浪式上升的趋势，总体趋势较为平稳；意外

的是，从 2014 年开始，直至 2018 年，社会认同的研究就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其中在 2015~2018 年的

四年当中，中国知网上可查到的社会认同有关文献连续 4 年为 0，在经查验后发现，这期间北大核心的

论文发表数量也与此基本一致，一般期刊论文对该领域还偶有研究但同样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表明在

此期间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的研究瓶颈或者是社会阻碍，在后面会进行探讨；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可以

看到社会认同的研究又逐渐的恢复正常，并且在 2020 年已经基本恢复到了发展高峰期的水平，由此可见，

社会认同的研究又将再一次地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并将在未来有一定积极的发展态势。 
 

 
Figure 1. The amount of Chinese social recognition of CSSCI source journals in 2000 
图 1. 2000 年来中国社会认同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量 

3.2. 文献作者分布情况  

研究者们对既定主体的兴趣，可以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大量的优质研究。通过使用 CiteSpace 软件

对亲社会行为文献的作者合作网络进行分析，每个点代表 1 位作者，两点之间的联系表示两位作者在同

一文献中出现，即两人存在团队合作，整理数据得到图 2。从图中数据不难发现： 
在社会认同领域的作者分布中，只形成了两只较显著的研究者团队。其中一支是由南开大学社会心

理学系乐国安教授所领衔的研究团队，他们在社会认同理论在集体行动的实践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

的团队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能够通过情绪路径或效能路径影响群体行动参

与，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则只能通过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的参与(乐国安等，2013；薛婷等，2013)；
另外一支是由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周爱保、刘沛汝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他们从高低地位群体的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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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研究偏好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李琼，刘力，2011；周爱保等，2011)。但就整体而言，国内的研究团

队较为分散，研究者之间除了少数作者之间有密切的合作之外，其他的合作之间的联系并不显著，这预

示着社会认同领域还需要加强跨学科、跨机构间的合作，才能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authors 
图 2. 文献作者分布情况 

3.3. 作者机构分布情况  

设定“institution”为节点类型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可以得到社会认同领域的机构合作网络与节点

知识图谱，如图 3。在知识图谱中，节点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件的合作关系强度。从发文数量上来看，如

果将同一研究机构、部门或高校进行整合汇总，则发文量前 5 名的研究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31 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14 篇)、南开大学(12 篇)、华中师范大学(11 篇)、北京师范大学(9 篇)。从合作关系上来

看，联结较强、合作较多的研究机构多处于同一地域或同一高校的不同院系之中，即地域相近的机构之

间的合作特征较为明显，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与湖北省人的

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等。从某种层面上讲，地域的相近带来了合作

的便利，但是也阻碍了一些科研实力较弱城市的研究发展，像中国人民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这种合作需要

被进一步的提倡与鼓励，跨院校、跨越地域的合作研究能够对社会认同领域的发展有着更佳的推动作用。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uthor institutions 
图 3. 作者机构分布情况 

4. 研究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图谱 

研究热点可以看做是在某个领域中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或者多个话题(李杰，陈超美，2017)。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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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间内，学者们共同致力于某个主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功，这些更准确、研究成能够

帮我们更快捷的锁定该领域的热点(刘慧，于林龙，2020)。因此，借助 CiteSpace 对社会认同文献的关键

词进行共现分析，能够较方便的获取到研究热点。 
通过 Citespace 对检索的中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下(图 4)。图中共

有 546 个节点，762 个连接，网络密度为 0.0051，整体结构较为松散。根据关键词频次统计可知，除去

“社会认同”(频次 188)、“认同”(频次 62)这个代表搜索主题的关键词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合计频次 56)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身份认同”(频次 31)位居第二。

“价值认同”(频次 22)、“文化认同”(频次 22)、“大学生”(频次 19)、“国家认同”(频次 19)紧随其后。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social identity keywords 
图 4. 社会认同关键词共现图谱 

4.2.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关键词虽然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但是仅能从表面进行分析，不能发现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为

了进一步探究关键词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 CiteSpace 对 CNKI 检索出的社会认同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

进行了关键词聚类分析，Modularity = 0.7917，聚类效果良好(大于 0.3 时，网络社团结构显著，0.4~0.8
之间较好)。Silhouette = 0.9588 (数值越接近 1 聚类效果越好)，呈现出良好的聚类效果。聚类计算后，我

们绘制出国内关于社会认同的聚类分析的表格(表 1)。 
 
Table 1. Cluster analysis of foreign keywords 
表 1. 关键词聚类分析 

Cluster Size Silhouette Mean year Top terms 

0 86 0.968 2010 社会认同，电视宣讲，意识形态理论，中产阶级， 
社会建设参与，价值感知 

1 45 0.967 20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双重认同，国家治理体系， 
青年知识分子，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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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32 0.951 2012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基督教中国化， 
群族关系，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认同 

3 31 0.931 2007 意识形态，人类基本价值，和谐社会，社会转型， 
群体性事件，跨国文化圈，社会转型 

4 25 0.903 2008 流动儿童，社会通道，信念体系，自我认同， 
信息权利，宣传侧重点 

5 25 0.930 2007 价值认同，核心价值，高等院校，民族地区， 
审美共通感，审美时尚，鉴赏判断 

6 24 0.980 2010 身份认同，非营利组织，自我认同，群组依恋，族群认同， 
社会网络体系，人际依恋 

7 16 0.994 2007 社会记忆，农民身份，社会认同，农村流动人口， 
城乡融合，新生代农民工 

8 14 0.998 2003 个体认同，消费社会学，客观认同，社会学家， 
主观认同，社会分类，分析框架 

9 13 0.918 2011 社会认同理论，社会工作专业，专业认同，从业意愿， 
集体行动，群体情绪，多元认同 

10 12 0.99 2014 人际信任，社会资本，地域认同，组织认同， 
任务互依性，知识共享 

 
表中第一列是聚类 ID，从图表中可以看到，中文文献有 10 个明显的聚类主题。第二列是每一个聚

类主题中包含的文献数量，第三列是 Silhouette 值，表示聚类效果的有效性。该值介于−1 到 1 之间，值

越大表示聚类效果越好。第四列是聚类主题中文献出现的平均年份，第五列是聚类主题中出现较多的关

键词。 
中文文献的聚类主题分别是：聚类#0 社会认同、聚类#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类#2 民族认同、

聚类#3 社会形态、聚类#4 流动儿童、聚类#5 价值认同、聚类#6 身份认同、聚类#7 社会记忆、聚类#8 个

体认同、聚类#9 社会认同理论、聚类#10 人际信任。这 9 大聚类主题的 Silhouette 值均大于 0.5，并接近

1，说明聚类结果可信度高，效果较好。其中，聚类#0、聚类#9 都是指代社会认同的有关术语；聚类#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类#2 民族认同、聚类#3 社会形态、聚类#5 价值认同都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这很直接地指明了我国社会认同的有关研究倾向，即从政治层面去关注、解读和应用社会认同理论；还

需注意的是，聚类#0 社会认同、聚类#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类#4 流动儿童、聚类#7 分别关注了四

类群体：中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流动儿童、农民工。查阅文献了解发现，这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

根据李春玲(2004)的观点，她将客观经济指标与社会阶层相对应，将这些群体都界定为高身份认同的阶层，

因此，在后阶段的研究中更应该对此加强关注。 

5. 讨论 

5.1. 社会认同理论在西方的发展与困扰 

在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者 Tajfel 于 1982 年离世之后，社会认同理论在其学生 Turner 的领导下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并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改进模型，最具代表性的如最优化特异性模型(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主观不确定性降低模型(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model)。其中被学界广泛认可，最具影响

的是他在 1987 年提出的“自我归类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Turner et al., 1987)他在该理论中构造

了元对比原则(meta-contrast principle)，该理论是行为连续体中范畴激活的基本原则。这个理论的观点认

为，群际关系之所以有所凸显，是因为在群体中的成员所具有的特定品质的相似度比差异度更小时，该

群体就会沿着所具有的特定品质或维度分化为了两个不同群体。他的理论存在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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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Tajfel 的人际–群际行为差别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与完善，使之真正转化为人际-群际行为的连

续体，二是切实有效地解决了内群体和群际行为在转化中存在的问题(方文，2010)。 
但是社会认同理论仍然存在很大的理论争议：即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排斥

(outgroup hostility)的难题。在 Turner 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对该问题如何解决进行阐释。直到上世纪末，著

名的社会认知领域的学者 Fiske 从群体认知的视角出发，在刻板印象的内容模型上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在偏差地图中把刻板印象(群际认知)、偏见(群际情感)和歧视(群际行为)合为一体。在之后的研究中，

恐惧管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 (张阳阳，佐斌，2006；Greenberg et al., 1997)以及社会支配理

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 (Sidanius & Pratto, 2001)被相关学者相继提出，用来尝试替代解释群际现象，

这展现出社会认同在北美社会强大的影响力。 

5.2. 社会认同理论在中国的演进阶段 

结合我国的研究发现，发展我国在社会认同的研究方面与国外差异较大，更多地是利用社会认同理

论来解释、预测和控制社会现象，尤其是一些涉及国家方略的政治因素，如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感以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等，可以说，中国社会认同的发展与国家的政策和方略是密不可分的。运

用 CiteSpace 软件提取出不同时间段内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高频、高中心度的研究重点，得到了图 5。结

合图中信息，我国的社会认同理论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Figure 5. Diagram of the evolutionary stages of social identity 
图 5. 社会认同的演进阶段图 
 

1) 社会认同的发展阶段(上世纪末~2014 年) 
从社会认同理论被引入国内之后，其研究的程度逐步加深。起初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个体对社会的认

同、社会如何控制等方面。2000 年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又一次觉醒，因此关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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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市场经济的有关研究都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个体或社会现象

层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自 2008 年开始，关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的研究开始不断增多，这体现出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

认可，探索我国以国族认同为基础的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方法，推动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

认同的发展成了热点议题；可以注意的是，每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都会带来国内社会认同研究的研究深

化，例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分别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多份报告，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认同研究被越来越多

的专家学者所重视。 
2) 社会认同的瓶颈阶段(2015~2018 年) 
从社会认同的 CSSCI 期刊发文量上来说，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在 2015-2018 年陷入瓶颈，出现了猛

然下降的趋势，并连续四年没有 CSSCI 来源期刊的文献对此内容进行关注。搜索核心期刊(北大核心)和
普通期刊后发现，关于社会认同的期刊发文量虽然不为 0 但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笔者进入中

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http://cssci.nju.edu.cn/)和维普数据库搜索发现，在 2015~2018 年期间，其他

数据库中能找到与社会认同有关文献，但是仍然保持着一个较低的水平。据此推测，CNKI 数据库在此期

刊，可能由于某些技术原因或者政治原因导致了社会认同有关研究的缺失。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在 2014
年，社会认同的研究趋于一致，并没有产生太多的革新和新的发现，出现了一定的研究瓶颈，可能也是

导致社会认同研究暂时停滞的原因。 
3) 社会认同的再突破阶段(2019 年至今) 
在 2019 年下半年开始，社会认同领域的研究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并基本达到了发展阶段的巅峰水平，

这昭示出社会认同理论强大的生命活力。并且此阶段的研究又展现了新的时期特点和研究内容。一是研

究趋于产业化，社会认同的研究开始与媒体、二次元、电影以及用户体验相结合，显示出该领域在群际

互动中的独特优势；二是研究趋于政治化，例如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新内涵等。从研究趋势上来看，社会认同的研究将会继续保持繁荣，并在一定时间内呈现

持续上升的趋势。 

6. 总结展望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中关于社会认同的 CSSCI 来源期刊进行分析，直观

地了解国内社会认同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发展脉络趋势。客观的讲，西方对于社会认同的研究历史

更为悠久，系统更为完善，在理论和模型的搭建上有很多值得我国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通过前面

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社会认同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界末并在二十多年间的发展并非平稳的增长，而是呈

现出“N”字型的曲线，具体的原因还需要后继的研究者根据时代背景进行具体分析。但是通过梳理文

章，仍然发现国内的社会认同研究上存在问题和不足，一是在合作团队上，国内现有的研究团队较为分

散，除了少数作者之间存在紧密合作之外，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稳定的合作团队，需要在将来提倡和

鼓励新的学者从不同专业和不同角度来解读社会认同；二是在合作关系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

征，合作研究基本集中于本地区的几大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三是在对研究群体的关注上，目前的研究

主要关注到了农民工、流动儿童、青年知识分子等群体上，还应该更广泛地扩大研究视角，从更新的群

体来对社会认同行为进行研究。 
社会认同理论在本土化的进程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其政治特征和文化底色。站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历史新起点上，更需要研究者们从系统论的高度去了解和探析。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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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的核心。如果一个社会要构建起

一个能担当起解决时代课题重任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核心价值观必须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价值

观(李建华，夏建文，2015)。如何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的起点和前

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被理解、接受并认同才能有效内化为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在未

来的研究中，要更加注重挖掘社会认同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意义，为建设“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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