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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中的重要载体，提升合作社的经营能力和绩效有助于促进农村经

济的发展，使农民增收。本文梳理了近十五年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方面的热点以及发展趋势，有

助于深化学术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过程的认识，为未来进一步对合作社经营方面的研究提供借

鉴。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筛选出2006年10月至2021年10月期间“篇名 = 农民专业合作社”、“主

题 = 经营”的核心期刊302篇，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关键词共现、关键

词聚类以及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自《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农业技术、农业产业化经营以

及农村金融三个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合发展是未来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营能力和绩效方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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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ian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
dustrialization. Improving the operating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ves can help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hot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
tives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which will help deepen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manage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
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CNKI da-
tabase, 302 core journals were screened out from October 2006 to October 2021 with “title = far-
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nd “topic = management”, and analyzed using CiteSpace soft-
ware. Through the keyword co-occurrence, keyword clustering and keyword time zone map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ot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my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Law”,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management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my country have focused on three as-
pect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rural finance,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man-
agement entities. It is the focus of future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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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有效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在一起，也利用市场

机制，将农产品与市场相连接，能显著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

社能够将农业生产与需求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在农业产业

化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为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更是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党在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要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推动新

农村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切入点和重要抓手。作为市场主体其经营能力决定其生存状况，为系统

而全面地了解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热点以及发展趋势，本文基于 CNKI 数据库的研究文献，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用知识图谱呈现进行可

视化分析，对未来研究的重点进行了展望，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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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文献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CNKI)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深受国内学者青睐的数据来源平台，里面汇集了各类学术期

刊、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年鉴等数据[2]。为确保知识图谱表达的精准性，本文选择 CNKI 里的学术

期刊，并设定期刊来源类别为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CSSCI 以及 CSSCD。然后将篇

名设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主题设定为“经营”，时间范围为 2006 年至今，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 日。最后，采用人工方法剔除图书评价、会议报道等非学术性文献，得到有效文献数据 302 条。 

2.2.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分析便于观察和理解数据，本文利用陈超美博士研发的引文空间(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

件，该软件便于操作，可绘制的图谱多样性、能达到较好的可视化效果，是目前比较常用于文献计量分

析的工具。本文将使用该软件分析筛选出的有效文献数据来分析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研究热点以

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3. 整体概况 

3.1. 年度文献发表数量统计 
 

 
Figure 1.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article) 
图 1. 年度文献发表数量(篇) 

 
图 1 是笔者根据知网检索并经过人工检查得到的文献数据绘制得到的年度文献发表数量图。年度文

献发表数量的统计是为了能更清楚地反映研究主题的开始和发展过程[3]，由图可知，自 2006 年《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学术文献年度发表数量总体是增加的，其中在 2011 年前文献数量增长幅度较大

并于 2011 年达到了峰值。在 2011 年后年度文献发表数量又不断下降，其可能的原因是相关政策的解读

和理论的探讨在 2011 年达到高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趋于成熟，学术界逐渐将研究重点转移至合

作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绩效评价等方面。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和绩效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成为

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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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心作者和文献机构分析 

3.2.1.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发文作者分析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以“Author”为节点类型，设置阈值“TopN = 50”

得到图 2 的合作网络图谱。其中，作者结点 312 个，作者连线 153 条，网络密度为 0.0032。作者间的连

线表示两者有过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表明合作程度越高，节点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大。从图 2 我们可以看

出，2006 年至今，该领域中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总体比较分散。合作关系较为紧密的有以孔祥智为中心

组成的研究团队，徐旭初、吴彬组成的研究团队，任大鹏、曲承乐组成的研究团队，孙亚范、余海鹏组

成的团队。有些作者个人单独发表的文献也不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很深入，他们的研究成果值

得学术研究者学习和借鉴。 
 

 
Figure 2. Visual knowledge graph of the authors of the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Study 
图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作者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3.2.2.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机构分析 
选择节点类型为“Institution”，将阈值设置为“TopN = 50”，生成图 3 所示的 256 个机构节点和

82 条机构连线。其中，图谱中节点代表研究机构的发文量，节点越大说明发文量越多即影响力越大，连

线表示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表示机构之间合作越紧密。从图 3 可以看出，从 2006 年

至 2021 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发表论文最多，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方面具有较高

的权威；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这 3 个机构在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营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 
从研究机构的地理位置分布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这些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表明了国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研究具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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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性。从节点间连线来看，连接强度较强的机构均为不同学校以农村发展研究为主的学院或农业机构，

如扬州大学商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等。总的来说，

发文量较为突出的研究机构中，农业院校是研究的主要力量。从合作关系来看，各科研机构间的合作有

待进一步加强。地方研究机构应与各高校、研究所开展紧密合作，提升领域内合作研究能力，以更好的

适应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需求。 
 

 
Figure 3. Visu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for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search 
图 3.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机构合作可视化图谱 

4.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关键词作为所著文章的关注点，能够很好反映文章的主题及内容。本文依据所研究领域主题，将通

过中国知网搜集的有效文献借助 CiteSpace 软件来分别对关键词进行共线、聚类以及时区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 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Keyword”为节点类型，以 2006~2021 年为研究范围，设置阈值“TopN = 
50”，得到网络节点 418 个、连线 941 条、网络密度为 0.0108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研究热点的体

现不仅需要看节点大小，还需要根据节点中心性来进一步确定。节点中心性是衡量节点在整体网络中所

起的连接作用，综合多种因素选择频次最高的前 10 个关键词(见表 1)。 
由图 4 和表 1 可以将 2006 年~2020 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热点总结成以下两类： 
第一，合作社的外部环境。一方面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其他产业而言，

农业面临的风险更大，另一方面农民自身也具有弱质性，其进入市场发展的权力也容易受损。因此，政

府的支持，法律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4]。国家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各项政策的扶持下，财政政

策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5]。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问题，涉农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等为其提供低息和贴息贷款；同时，财政政策中的支出政策是向合作社提供投资、补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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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税收政策的方式则为退税、减税[6]。此背景下，必然会出现政府和合作社“串谋”的现象，因此建立

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 
 

 
Figure 4. Knowledge graph of keywords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search 
图 4.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1. The top 1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表 1. 排序前 10 位的高频次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农民专业合作社 235 1.64 

2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31 0.19 

3 合作社 23 0.22 

4 专业合作社 14 0.07 

5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 13 0.04 

6 影响因素 10 0.05 

7 合作社发展 7 0.02 

8 农业产业化经营 6 0.03 

9 农产品 6 0.02 

10 土地流转 5 0.03 

 
第二，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合作社是把分散的农户聚集起来，而农户所具备的各类资源具有差异性，

因此合作社成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7]。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既有促进合作、提升成员利益的积

极作用，又有降低合作社社长的社会功能从而损害小农利益，使成员服务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的消极影

响[8]。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创办初期由大农户领导，成员中核心成员占少数，而大多数都是普通成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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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机会主义的理性选择，会出现“小农搭便车”或者“大农吃小农”的现象。市场经济体制中信息不

对称、不完全契约也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所无法避免的难题。因此，为了防止合作社经营者采取机会

主义行为，需要改进合作社内部契约，建立科学且合理的合作社内部契约，以确保合作社成员的权益得

到保障[10]。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有效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图 5 所示的知识图谱。聚类效果的大小可由聚类模块值

ModularityQ 和聚类平均轮廓值 MeanS 表示。一般而言，模块值大于 0.3，聚类效果显著，反之不显著；

聚类平均轮廓值大于 0.5，才能说明聚类结果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合理的。图 5 的聚类模块值为 0.6207，
聚类平均轮廓值为 0.9627，呈现了近 10 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领域的研究热点。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search 
图 5.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通过对聚类信息的深入分析，列出每个聚类程度最大的 3 个关键词(见表 2)。其中节点数代表聚类中

包含的关键词个数，程度越大的关键词对聚类越具有代表性。由此可知，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

的热点主要聚集在如下几个方面：农业技术的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合作社的业务以及资金来源；

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农民组织化的程度；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及模式；三农问题的对接等。 
 
Table 2.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research hotspot clustering 
表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热点聚类 

聚类号 包含节点数 程度最大的三个关键词 聚类名称 

#0 140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社 

#1 38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产业化经营；合作社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 

#2 35 合作社；业务分析；金融支持 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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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33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生产经营活动；登记机关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4 28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5 26 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农民 农产品 

#6 22 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业现代化 

#7 21 农民合作社；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农业 农民合作社 

#8 13 影响因素；资金互助；应用 影响因素 

#9 8 发展；问题；对策 问题 

#10 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扶持；经营能力 增收业绩 

#11 6 三农问题；政策性金融；农村金融 政策性金融 

 
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及其包含的关键词，对主要几个聚类标签进行相关文献的查阅，得出农民专业

合作社经营研究的热点如下。 

4.2.1. 农业技术 
已有研究中，名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聚类程度最大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农业技术。一方面，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有助于促进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发展。例如，杨天荣、李建斌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载体，其通过实证分

析得农业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合作社创新发展[11]。郑丹认为合作社对农业技术的推广作用主要体现在

资源整合、双方的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及扩散等[12]。同时，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方面，范远江

和杨贵中建议农业技术创新纳入指标体系[13]，倪细云和王礼力结合了合作社的特点，从内外部分别构建

指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创新能力，为评价合作社经营绩效提供了量化的依据

[14]。 

4.2.2.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高利芳和修长柏从政策、专家

以及学术界三个角度分别梳理了农业产业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得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走两者

一体之路[15]。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是农民为了应对农业产业化寻找创新发展模式的结果[16]，吕德宏、

杨希等人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产业化运行机制及效果，提出了“农企对接”和“农超对接”是实

现农产品市场化的有效途径[17]。丁宏术将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与市场经营绩效挂钩，基于 SCP 后范式

理论分析了在此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路径[18]。 

4.2.3. 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内联农民、外接市场的作用，是

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19]。胡卓红认为农村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发展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之一[20]；王宏生通过调研信阳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的情况，加大对合作社信贷投放力度

以及创新支持方式有助于促进合作社的发展[21]；实证方面，汪艳涛、高强、苟露峰等人通过构建理论模

型，采用多元 Logit 方法进行检验得出金融机构的专用性金融支持效果更为显著，从而提出降低金融机构

的贷款门槛、增加融资渠道等建议[22]。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3146


沈倩，田书格 
 

 

DOI: 10.12677/aam.2022.113146 1342 应用数学进展 
 

4.3. 关键词时区分析 

时区图谱反映了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并依据时间线逐一呈现。图 6 是对关键词进行时区分析的

结果，直观地呈现了不同时段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 
 

 
Figure 6. Keyword time zone knowledge graph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search 
图 6.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2006 年 10 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颁布，随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发展问题，这些都引起了学术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

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利益分配、影响因素、治理机制、政府职能等关键词频频初现，成为 2007~2011
年期间的热点关键词，并在随后几年持续出现。随着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央很多关于促进三农发展的政策文件都鼓励兴办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同时精

准扶贫理念自 2014 年开始实施，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7 年 12 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进行修订，因此政策扶持、农业现代化、合作社绩效、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收益分配、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等热点关键词初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文献中，成为 2017~2021 年期间的热点关键词。研

究热点的发展趋势带有明显的政策痕迹。 

5. 研究结论及展望 

5.1. 研究结论 

第一，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的背景下，国内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经历了先快速后稳

定的发展阶段。核心作者多以高校科研人员为主，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多为农业院校。总体上，各研究

主体之间合作较少且程度较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是一个集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具有较

强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研究主题，因此，应鼓励研究机构和作者多与政策部门及合作社沟通交流，进一步

完善合作社经营管理的理论体系，深化人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作用的认识，使得我国农民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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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发展更具特色。第二，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将研究热点归类为农业技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

金融三个主题。从目前核心文献梳理可见，学术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研究方向具有明显的变化。

研究主题由起初法律政策的保障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到现在财政资金、金融政策

的支持，具有宏观到微观层面的转变趋势。最后从关键词时区图分析来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方面

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具有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自身收入

的作用，因此目前研究前沿主要集中在农村金融、经营绩效方面。学术研究应当超前于政策，为政策的

创新以及合作社后续发展注入活力。 

5.2. 进一步展望 

一是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无疑对合作社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优化合作社的资源

配置，拓宽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提升规模效益；不断创新农业技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减少环

境污染，实现合作社的绿色发展；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通过引进人才，提升组织化程度，加强合作社

的精神培育；治理能力是战略政策实施的保障，优化治理结构，强化监督治理，使合作社运行得更制度

化、规范化。因此如何提高经营效益，让农民生活得更富裕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重点，应给予重

视。 
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合发展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家庭农场、专

业大户是家庭经营，龙头企业是公司经营或者集体经营。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创新的思路在于以农

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发挥家庭经营、公司经营以及合作经营机制的优势。这一模式既可以将企业

与农户连接起来，大大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又可以由合作社给农户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提高农户的

生产效率。总的来说，这一新模式能够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同时又能促使农

民专业合作社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因此如何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最大载体优

势是未来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 Galdeano-Gómez, E., Céspedes-Lorente, J. and Rodríguez-Rodríguez, M. (2006)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Per-

formance in Marketing Cooperatives: An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Horticultural Sector.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
nomics, 57, 479-500. https://doi.org/10.1111/j.1477-9552.2006.00061.x  

[2] 刘鸿渊, 梁娟利, 彭新艳.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 2004-2018 年 CNKI 核心期刊和 CSSCI
数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1): 229-236.  

[3] 史仕新, 刘菁儿, 刘鸿渊. 中国去产能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2004-2018年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5): 227-235.  

[4] 陆林, 刘烊铭.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脉络与演进——基于 1999-2019 年 CNKI 核心期刊、CSSCI 数据的可视

化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41(3): 233-240.  

[5] 黄胜忠, 刘洋洋.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J]. 农村经济, 2013(12): 64-68.  

[6] 刘珉, 茹广明. 财政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研究[J]. 经济经纬, 2009(2): 111-114.  
https://doi.org/10.15931/j.cnki.1006-1096.2009.02.027  

[7] 林坚, 王宁. 公平与效率: 合作社组织的思想宗旨及其制度安排[J]. 农业经济问题, 2002(9): 46-49.  

[8] 楼栋, 孔祥智. 农民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研究回顾与展望[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75-81.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wkxb.2014.03.012  

[9] 黄胜忠, 徐旭初. 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1-7+43.  

[10] 于会娟, 韩立民. 要素禀赋差异、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3146
https://doi.org/10.1111/j.1477-9552.2006.00061.x
https://doi.org/10.15931/j.cnki.1006-1096.2009.02.027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wkxb.2014.03.012


沈倩，田书格 
 

 

DOI: 10.12677/aam.2022.113146 1344 应用数学进展 
 

2013(2): 150-154.  
[11] 杨天荣, 李建斌. 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农业技术应用的视角[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3(6): 84-92. https://doi.org/10.19331/j.cnki.jxufe.2020.06.010  
[12] 郑丹.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科技推广中的作用机制及政策选择[J]. 农业经济, 2011(2): 11-13.  

[13] 范远江, 杨贵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研究范式解析[J]. 经济纵横, 2011(10): 58-61.  
https://doi.org/10.16528/j.cnki.22-1054/f.2011.10.018  

[14] 倪细云, 王礼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创新能力:测度模型及实证分析[J]. 科技与经济, 2012, 25(1): 57-61.  

[15] 高利芳, 修长柏. 农业产业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1): 402-405.  
https://doi.org/10.13989/j.cnki.0517-6611.2010.01.186  

[16] 刘广林.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应对[J]. 农村经济, 2013(4): 119-121.  

[17] 吕德宏, 杨希, 闫文收. 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效果及对策研究[J]. 北方园艺, 2012(5): 
197-199.  

[18] 丁宏术. 基于后 SCP 范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研究[J]. 农业经济, 2017(2): 88-90.  

[19] 张林, 温涛. 农村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与破解路径[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5): 110-117.  
https://doi.org/10.13891/j.cnki.mer.2021.05.013  

[20] 胡卓红.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J]. 中国流通经济, 2009, 23(8): 40-43.  

[21] 王宏生. 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建议[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1(1): 75-76.  

[22] 汪艳涛, 高强, 苟露峰. 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影响[J]. 财贸研究, 2014, 25(6): 22-29+102.   
https://doi.org/10.19337/j.cnki.34-1093/f.2014.06.003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3146
https://doi.org/10.19331/j.cnki.jxufe.2020.06.010
https://doi.org/10.16528/j.cnki.22-1054/f.2011.10.018
https://doi.org/10.13989/j.cnki.0517-6611.2010.01.186
https://doi.org/10.13891/j.cnki.mer.2021.05.013
https://doi.org/10.19337/j.cnki.34-1093/f.2014.06.003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摘  要
	关键词
	Hot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Management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文献数据来源
	2.2. 研究方法

	3. 整体概况
	3.1. 年度文献发表数量统计
	3.2. 核心作者和文献机构分析
	3.2.1.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发文作者分析
	3.2.2.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研究机构分析


	4.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4.2.1. 农业技术
	4.2.2. 农业产业化经营
	4.2.3. 农村金融

	4.3. 关键词时区分析

	5. 研究结论及展望
	5.1. 研究结论
	5.2. 进一步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