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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我国近三十年法治传播领域研究进行可视化研究。首先，从年发文量、

核心作者、研究主题、发表期刊、研究机构等五个方面进行统计，展现整体研究状态。其次，进行关键

词共现与聚类操作，结合时间线图谱分析，描绘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整体态势和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我

国法治传播研究与国家法治进程、媒介技术存在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实践当中。最后，从增进学界关

注度、提升科研水平、促进科研合作、平衡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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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uses the bibliometric software CiteSpace to visualize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rule of law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First of all, from five aspects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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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core authors, research topics, published journal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overall research status is shown. Secondly, by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imeline map,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evolution trend of re-
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are described.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
ship between China’s rule of law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media technology, which is unified in social practice.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increasing academic attention, impro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promo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balancing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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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和国家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而加强法治传播建设对树立宪法法律权威、促进法治文化事业繁荣至关重要。

回顾法治传播相关研究，其呈现多样化态势，既有关于法治传播本体概念、历史、发展脉络的讨论，也

有对以往普法历程的回顾反思，以及法治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策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适时梳理

与总结相关研究，整体把握国内法治传播研究的历史研究与逻辑理路，有利于了解当下研究现状与不足，

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方面，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源，采用“法治传播”or“法制传播”or“法律

传播”or“普法传播”等主题词精确搜索，检索时间截至 2023 年 3 月 4 日，得 767 篇文献，剔除书评、

通知等非学术性材料，得到样本文献 706 篇，时间跨度从 1991 年 3 月至 2023 年初。软件时间切片设置

为 1 年，分析阈值设为 Top 50，网络裁剪类型设为“Pathfinder”。 

2.2. 研究工具 

CiteSpace 是当下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具有多元、分时、动态等特点。该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

论和寻径网络算法，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并采取可视化操作，能够对研究热点的演化历程和前沿趋

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3. 现状分析 

3.1. 发文量统计 

论文发表量在衡量学科发展水平和科技产出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科研成就与贡献的一种度量[1]。
将我国 1991~2023 年法治传播研究年发文趋势制成图 1，如图所示，我国法治传播研究大致经历了“萌

芽–成长–爆发–调整”四个时期。萌芽期(1991~2001)呈零星研究状态，发文量较低，年均仅为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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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nual trend chart of rule of law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1~2023) 
图 1. 法治传播研究年度趋势图(1991~2023) 

 
1999~2000 年逐渐增加，每年 4 篇。成长期(2002~2015)发文量逐年增长，至 2015 年发文量达 40 篇左右。

这一时期发文量快速上升有着鲜明社会背景：中共十六大(2002)、十七大(2007)将“依法治国”上升到政

治文明，并号召全面落实。十八大(2012)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法制进程的增速促进了

学界法治传播研究。爆发期(2016~2018)发文量较前一时期增长近一倍，分别为 54 篇、64 篇、68 篇，反

映该领域研究从“冷”到“热”的变化趋势。其间一些新课题涌现，例如，法律人共同体在数字传播时

代面临的沟通范式重构、权威消解问题、电视法治节目运营策略与效率提升等。调整期(2019~至今)三年

突进式研究后，该领域研究进入调整阶段，发文增速放缓，但仍保持一定热度。 

3.2. 作者分析 

 
Figure 2. Co-occurrence diagram of core authors 
图 2. 核心作者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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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核心作者共现图，见图 2。由图可知，该领域共有 479 位作者(包括非第一作者)，其中 427 人

(89.14%)发文仅 1篇，43人(8.9%)发文 2篇，两篇以上仅 9人(1.8%)。统计发文时间，近十年为 278人(58%)，
过半研究者于近 10 年涉足该领域，但未深入研究。使用普莱斯公式 M = 0.749 maxN 确定该领域产出

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核心作者(Nmax = 发文最多者的论文数，M 指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算得 M = 
2.247，即核心作者至少需发文 2 篇。统计后共有 52 人，王平以 9 篇居首，张晶晶、王更喜以 4 篇居后，

再后则多为 2~3 篇。可知高产作者较少，且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合作研究方面，图中 Nodes = 479、Links 
= 75、Density = 0.0007，表明该领域研究者数量虽多，但合作频次较低。王平、张晶晶、张法连等发文

相对较多的学者则以独立研究为主，已出现的裴王建–王更喜、李缨–庹继光、张嘉琪–万雅静等小型

合作团队合作频次较低，有待提升。 

3.3. 发文机构 

 
Figure 3. Co-occurrence diagram of core institutions 
图 3. 核心机构共现图 

 
科研合作是知识普及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3]。制作相关机构共现图，见图 3，在众多研究机构

中，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以 27 篇、16 篇和 13 篇居前三位。按地域划分，

华东地区以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为中心，形成了包括华东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新

媒体数据研究院、中华全国法治新闻协会、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的合作网络；华北地区形成了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最高人民法

院等合作网络。上述科研合作网络体现出研究力量分布的不均衡特征。同时，少数合作呈现出高校–政

府机构跨行业合作的局面，但多数合作仍是同一高校内部或仅相近高校之间展开，空间距离成为重要影

响因素。 

3.4. 期刊分析 

制作发文前 10 名期刊排名，见图 4。前 10 份期刊共发文 173 篇，《新闻战线》发文 41 篇(23.6%)，
数量远超第二位《新闻研究导刊》(20 篇，11.5%)，其后发文数递减，《中国司法》与《声屏世界》发文

量仅为 10 篇。分析《新闻战线》发文量较高原因，查得该刊于 2022 年第 14 期开设“一线报告–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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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Ranking of the top 10 published journals 
图 4. 发文前 10 名期刊排名 

 
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做好法治传播”栏目，刊载多份稿件。其他期刊未举办类似活动，登稿以学者日

常投递为主。这体现了征稿、论坛等活动推动研究的积极作用，但也说明“法治传播”领域学者研究自

发性有待提升。期刊来源方面，《青年记者》(18 篇，10.4%)、《当代传播》(12 篇，6.9%)、《新闻爱好

者》(12 篇，6.9%)等核心期刊登载少数论文，多数文章所登刊物影响因子较低。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期刊学术影响力，也反映了当下学界对某一领域关注程度[4]。期刊性质方面，10 份期刊中法学刊

物有《法制与社会》《中国司法》2 份，其余皆为新闻传播类期刊，可见议题在不同学科关注度的差异。 

4. 关键词分析 

4.1. 共现分析 

 
Figure 5. Co-occurrence diagram of keywords 
图 5. 关键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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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anking of the top 10 keywords 
表 1. 关键词前 10 排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时间 关键词 

1 57 0.29 1993 法律传播 

2 57 0.23 2000 传播 

3 36 0.15 2015 新媒体 

4 33 0.09 2013 法治传播 

5 23 0.06 2006 法律规制 

6 21 0.07 2004 新闻传播 

7 20 0.08 1999 网络传播 

8 18 0.11 1996 信息传播 

9 16 0.05 2005 普法 

10 13 0.09 2004 法治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指通过统计和比较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词语出现的次数，对该领域研究热点发展

动向分析的文献计量方式[5]。制作关键词共现图，如图 5 所示，并将关键词前 10 进行排名，见表 1。“法

律传播”、“传播”并列成为前两名，因“传播”一词内涵宽泛，仅将“法律传播”视为核心词。“新

媒体”、“法治传播”两词频次较高且与前后关键词存有差距，视作次核心关键词。“法律规制”、“新

闻传播”、“网络传播”等词成为研究的重点。从中心度来看，“法律传播”排名第一，是概念连接的

主要桥梁。此外，“网络传播”、“传播效果”、“法治”、“法制节目”体现出法治传播作为传播研

究的本质以及交叉议题所具备的法学特征。 

4.2. 聚类分析 

 
Figure 6. Clustering diagram of keywords 
图 6. 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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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tail table of cluster words 
表 2. 聚类词详情表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时间 关键词 

#0 法律传播 52 0.956 2006 法律传播(56.59)；法制宜传(7.81)；传媒力(3.89)；
“李叔凡律师”(3.89) 

#1 法治传播 46 0.967 2016 新媒体(37.7)；法治传播(31.2)；传播效果(27.25)；
法(1215)；法治新闻(11.92) 

#2 法律控制 41 0.945 2010 传播(48.42)；法律控制(16.69)；法律文化(12.49)； 
策略(12.49)；刑法文化(8.3) 

#3 网络传播 32 0.908 2006 网络传播(31.37)；法律保护(20.68)；著作权(16.5)；
法律(15.54)；版权(12.34) 

#4 传播策略 30 0.954 2009 法律规制传播策略(19.33)；音法教育(14.4)；主流

舆论(9)；主持人(9.6)；法制理念(9.6) 

#5 新闻传播 26 0.882 2013 新闻传播(40.34)；法治(19.89)；人文精神(9.88)；
法律秩序(9.88)；人工智能(4.92) 

#6 信息传播 17 0.955 2006 信息传播(29.62)；法律意识(17.38)；传播活动

(11.54)；自媒体(7.83)；电脑时代(5.74) 

#7 传播政策 52 0.981 2009 传播政策(15.15)；传播权(15.15)；媒介融合(7.51)；
吴范(7.51)；传播科技(7.51) 

 
聚类是指对有明显类属或者特征的词语总结，得出相应标签，寻找该领域某一时期研究热点的方法

[6]。制作关键词聚类图，见图 6。图谱显示，本次聚类 Q 值 = 0.7785 > 0.3，S 值 = 0.9464 > 0.7，社团

结构显著，网络同质性较高，聚类效果较好。将聚类词详情制成表 2，并与图 6 结合分析。可知“#1 法

制传播”标签是放射状分布的核心，与多个标签交叉，其标签序号虽非第一，但轮廓值(0.967)与聚类规

模(49)较为靠前，可视作核心。“#0 法律传播”与“#2 法律控制”两标签均有较大聚类节点，是重要研

究方向。“#4 传播策略”、“#5 新闻传播”、“#7 传播政策”体现出法治传播研究对于理论和应用的

关注。聚类标签进一步总结得到本体研究、法律研究、传播背景研究、政策与策略研究、涉农法制传播

研究 5 个议题，以下结合文献分析。 
本体研究。本体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7]。这里指对法治传播基本概念、历史、特征等方面的

研究。对基本问题的解答有助于学术合法性的建立，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王更喜学者探讨了“法治”

与“法制”概念的差异，认为“法制”一词强调法律的工具属性，实际运行中时常成为优势力量的附庸，

而“法治”意涵更加丰富，既有工具性的一面，又存在对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价值性追寻[8]。学者胡菡

菡指出概念模糊带来的弊端，认为基本概念不清晰，理论对话不足使得研究发展迟缓，难以适应当下多

元、立体的自媒体传播格局[9]。此外，徐燕斌学者查阅了秦律汉简以及清末法律典籍，对当时法律传播

实践进行了回顾，从时间维度丰富了法治传播研究的知识密度[10]。周丽珠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入手，对法

治传播过程存在的语言专业性与理解通俗性间冲突进行了分析，令人耳目一新[11]。 
法律研究。该研究路径凸出研究中的“法”的因素，包括法治传播中普法责任分析、法治新闻报道

中的法律关系分析、具体法律宣传研究等。学者陈思明从法治文化基础、法治运行原理、法治理论价值

和法治传播价值四个方面对“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度进行分析，指出该制度是普法动态化与新时代

公权力监督常态化的需要，增强了现行普法主体的积极性，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普法机制被动向主动的转

化[12]。王平学者对我国新闻报道中的法律关系分析后，指出当前报道中因参与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晰，

存在法律“模糊地带”，从而导致非法获取信息、侵犯个人利益、舆论审判司法等冲突。其主张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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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媒体教育、新闻工作者法制观念提升等方面着手改善[13]。王亚楠学者调研了《民法典》《广告法》

传播情况，同时对法律援助中的制度与行为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在分众传播的当下，普法教育不可松懈，

要主动回应民众关切的话题，创新法制传播形式，促进法治传播从制度规定向制度与行为双向转化[14]。 
传播背景研究。移动终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结合推动了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给既有传播方式带来

了挑战[15]。同时，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增强国际法治传播能力，助力中国法治国家形象建设成为重要研

究点。技术方面，新媒体法治传播所起的作用已成为共识，研究多是针对规制不足、主题泛化、娱乐功

利等弊端提出规制。学者侯金亮使用“功能–结构”理论分析了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功能，提出法治化、

“价值–技术”多元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完善从业人员自律机制三条治理路径[16]。李昭熠学者主张以媒

介融合为契机，探索多渠道协同模式，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形成合力，形成“政务普法网站 + 双微协同”、

“移动客户端+”等普法新模式[17]。社会背景方面，张法连学者指出新时代我国增强法治国际传播的必

要性，认为我国在法制外宣领域存在“对外不会说，说了听不懂，懂了不敢信”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

国际传播提升包括国家法律形象、法治政府形象、公正司法形象和法治社会形象在内的整体法制国家形

象[18]。 
政策与策略研究。中共中央陆续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央宣传部、司

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等文件为法律普及、法治文化建设指明方

向。这与我国多主体普法、全民普法的要求相适应，同全面提升民众法制观念的任务相协调。相关研究

方面，陈思明学者在八五普法开展之际，对我国普法历程做了回顾与总结，指出历次普法规划在对象、

内容、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其认为当下普法实践需要在确保政治性、全面性、有效性、联动性基础上，

将社会公众纳入到责任主体当中[19]。学者何家华、李林则聚焦“全民普法”理念，考察了其产生与内涵，

阐述了这一理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20]。此

外，一些学者对具体传播策略进行研究。柴哲宏学者在考察广播、电视、短视频等媒体形式后，主张通

过推动类型化与多元化传播，建立科学传播效果评估体系，保持内容专业性的同时打破节目间同质化倾

向，提升传播效果[21]。张季萍学者更加关注个案，分析《法眼》抖音号、《法律讲堂》等节目后指出“酒

香也怕巷子深”，新媒体时代法治节目重内容的同时也要树立用户意识，要通俗化表达，多元化传播，

体系化输出[22]。 
涉农法制传播研究。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增强农村法治建设，将其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内容。相关研究包括基本情况分析与策略研究。基本情况方面，叶国平等学者回顾我国农村普法历程后，

认为农村普法在内容、定位、方式处于动态变化中。早期存在重视程度低、执行不力等情况，在后续普

法中才逐渐改善。具体实践中将普法教育与村民实际需求相结合观念，推动“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

转变[23]。刘金海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对农村法治传播情况以及农民法律意识进行了调研，指出

电视成为村民获取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24]。普法教育后我国农民法律意识虽得到增强，但如何提升涉农

法治传播效果仍需研究，学者王平建议增强从业者法律意识，采取寓教于乐表达方式，关切农民切实需

求，加强违规行为监督等措施[25]。学者李小萍从农民主体出发，认为关键在法治传播中激发农民主体意

识，确认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和引导农民权利发展[26]。近来涉农法治传播研究有遇冷之势，固然议题冷

热转换有其自身逻辑，但面对全国尚有众多乡村人口的社会现实[27]，加强研究，促进法治教育，提升基

层法治信仰仍有重要意义。 

4.3. 热点脉络分析 

时间线图谱将聚类词按时间顺序从左到右排列，表示热点变化顺序。关键词突现图展示某些关键词

一段时间内突增或突减情况，反映研究热点重大转向。将 1991~2023 年关键词按照时间绘成图谱，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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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示，同时将关键词突状况绘制成图 8。结合两者分析，可将该领域热点研究分为起步、发展、杂驳

三阶段。 
 

 
Figure 7. Timeline diagram of keywords (1991~2023) 
图 7.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1991~2023) 

 

 
Figure 8. Emergence diagram of keywords (1991~2023) 
图 8.关键词突现图(1991~2023)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3066


庞金源，崔明伍 
 

 

DOI: 10.12677/jc.2023.113066 439 新闻传播科学 
 

起步期(1991~2000 年)聚焦于法律规范、法律文化、法的精神等基础法治理念，解决“传什么”的问

题，这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密不可分。十四大(1992)后，立法进程加快，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推动法律法

规快速普及成为当务之急。“一五”、“二五”普法规划中“在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中普遍进行

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的表述[28]，反映出该任务的迫切性。但这一时期普法多是法律知识的单向传播，

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高效传播背后群众的参与权和认同感成为后续研究方向。 
发展期(2001~2012 年)关注全球背景、新传播形式、法治转变等方向。全球化、法治、主持人、法律

信仰、专业频道等成为研究热点。原因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频繁的国际交流带来一系列制度与

观念碰撞，推动我国法治制度、观念等方面变革[29]。实践中《法治进行时》《今日说法》等新形式普法

节目带动了法制节目主持人、法治频道等议题研究。前述群众参与权和认同感讨论纳入“法治精神”、

“普法策略”研究。这一阶段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传播媒介、传播行为等议题也逐渐开展研究，呈现

“自觉”状态。 
杂驳期(2013~至今)在移动互联网加持下，传播生态发生剧变，法治传播研究呈现多样化特征。既有

为应对新国际态势而推动的法治国际传播研究，也有应对老人、学生等特殊群体的传播教育研究，以及

多种媒介组合传播研究，特定媒介的传播策略研究等。多样性议题反映法治传播研究所蕴藏的巨大潜力。 

5. 总结与讨论 

九十年代初，我国法治建设加速，此时法治传播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之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

以及对于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增加，发文量快速上升。在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加持下热

度增加，议题不断丰富，研究视野从初期关注内容研究，逐渐拓展至媒介、渠道、受众等因素。同时，

研究者也更加关注法治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国内与国外结合，从而整体塑造我国法治国家形象，反映

了我国法治传播研究从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的趋向。通过对法治传播研究的整体考察，我们能看到技

术、政策、社会现实三者所构成的互动关系。早期普法时，考虑民众法治素养对于基础知识的偏向，以

及电视媒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后，对于普法主体的拓宽、普法对象的增加、渠道和方式的

转变等都反映出三者的相互影响。总体来看，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为法治传播提供了现实需求，而媒介技

术的进步则不断为之注入更多的可能性，二者相互交织，融合于当前处于冲突与变革的现实社会当中。 
最后，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此提供相应建议，供后续研究参考。1) 对于学界关注度不足，

或可采取多形式(征稿、约稿、论坛等)、多主体(高校、司法机关、法治宣传部门等)、多渠道(线上、线下、

二者结合)的方式，提升法治传播研究的影响力。2) 关于研究质量，在后续研究中，相关学者不妨将研究

“精雕细琢”，选择与主题契合的重点刊物，从而提升研究质量。3) 提升合水平方面，研究人员需打破

学科、机构、地域壁垒，促进多元思维融合下的交叉合作，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主题。4) 针对研究

方法失衡，需要避免路径依赖，采用多种方法，使用个方位“探照灯”来多角度“照亮”研究对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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