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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 trend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9,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analysis software, the literature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of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from 2012 to 2019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e 
study, and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form of knowledge 
graph presentation is m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e values, ideology, ideological system,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hot research directions. Chinese Dream, 
new era, Xi Jinping’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
tural power, influencing people through positive education a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core val-
ues of socialism is guided by the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takes new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new discourse and new thought as important elements, which highlights the distinct ad-
vanced nature and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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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了解2012~2019年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本研究借助于

CiteSpace分析软件，以2012~2019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知识图谱展

现形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思想

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是具有持续热度的研究方向；

中国梦、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立德树人等是具有时代

特色的研究热点。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以党和国家政策方针为指引，以

新科技、新话语、新思想为重要元素，凸显出鲜明的先进性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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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

感召力[1]。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对提升全社会与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社会秩序与社会生

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研究文献进行科学地可视化

分析，不仅能够系统呈现当前研究的“中心地带”与“无人区域”，亦能通过关键词的动态演变预测到

未来研究的走向和趋势，对后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精准、科学的方向指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研究工具介绍  

本文首先采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自带的文献分析功能，对 2012~2019 年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文献的年际分布情况进行初步的汇总。然后，使用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平台研发的 CiteSpace 分析

软件对核心作者群、核心研究机构群、关键词共现情况、高频与中心性关键词、关键词时序演进以及突

现关键词等进行深度的计量学分析与可视化分析。 

2.2. 研究数据处理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方式，将检索主题设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检索时间范围限定为 2012~2019 年，文献来源类别勾选“CSSCI”，共检索到 6010 篇期刊文章(截止 2019
年 10 月 4 日)。但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分析是以 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 (DE)、Keywords Plus (ID)为特征词来源，因此，先前检索出的 6010 篇文献中不包含这四类特

征词的文献无法进行可视化分析，必须手动将其剔除，否则会影响可视化分析的结果和图谱的分布。在

剔除一部分期刊约稿、会议通知、机构宣传、期刊目录等无效文献后，共筛选出了 5222 篇有效文献用于

后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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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宏观趋势分析 

3.1. 研究文献年际分布 

在不同时期出版和发表的文献数量能够反映和体现出某一领域的具体研究样态[2]。从研究文献年际

分布情况来看(如图 1)，2012~2019 年间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度，平均年

发文量在 650 篇左右。其中，2012 年发文量为 300 篇，占总发文量的 5.7%；2013 年文献数量为 413 篇，

占文献总数的 7.9%，较上一年比重有所上升；2014 年文献数量为 877 篇，是 2013 年发文量的 2 倍，占

文献总量的 16.8%，涨幅较为明显；2015 年文献数量为 1164 篇，接近 2013~2014 年文献数量的总和，占

文献总量的 22.3%；2016 年文献数量为 862 篇，与 2014 年发文量相近，占文献总量的 16.5%；2017 年文

献数量为 985 篇，占文献总数的 18.7%；2018 年文献数量为 933 篇，与 2017 年发文量大体持平，占文献

总数的 17.9%；截止 2019 年 10 月 4 日，2019 年发文量为 476 篇，占文献总数的 9.1%。通过分析研究文

献数量的阶段性变化曲线，可将整个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增长阶段(2012~2013 年)，平均年发

文量为 356 篇；井喷式增长阶段(2013~2015 年)，年均发文量为 967 篇；平缓型增长阶段(2015~2019 年)，
年均发文量为 798 篇。 
 

 
Figure 1. Inter-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图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年际分布 

3.2. 文献来源期刊统计 

在同一研究主题下，不同期刊发文量的差异凸显出期刊创办的导向和关注点，也能体现出期刊在某

一领域的引领力和辐射力。本文将筛选出的研究文献导出为“Excel”文件，对 2012~2019 年间刊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的期刊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制成表 1。 
本文检索到的 5222 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涉及马克思主义、教育、政治、文化、新闻传播、

哲学、公共管理、法学、社会、宗教、文学、民族、影视、体育、艺术等多个领域，共被 649 种刊物收

录，平均刊载论文 8 篇。刊文量排名前 30 位的期刊总刊载文量为 2826 篇，占总研究文献的 54.12%。其

中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中国高等教育、人民论坛、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思想理论教育为载文量排名前 7 位的刊物，刊文量均超过 150 篇。总体观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研究文献集中刊登在思想政治教育类期刊，产生了良好的集聚效应，为学者找寻最新研究动向搭建了

平台。并且，其综合类期刊以及传播类刊物也刊登了较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为研究视角的

扩展与研究成果的跨学科、跨领域传播打通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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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top 30 journals published in the 2012-2019 study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search literature 
表 1. 2012~2019 年刊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排名前 30 位刊物统计 

来源刊物(前 30 种) 刊文量(篇) 占比 来源刊物(前 30 种) 刊文量(篇) 占比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365 12.92% 求是 55 1.95% 

思想教育研究 304 10.76% 道德与文明 55 1.95%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10 7.43% 探索 51 1.80% 

中国高等教育 208 7.36%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47 1.66% 

人民论坛 180 6.37%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47 1.66%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60 5.66% 求实 46 1.63% 

思想理论教育 159 5.63% 中国宗教 45 1.59% 

广西社会科学 111 3.93% 湖北社会科学 44 1.56% 

红旗文稿 90 3.18% 江苏高教 40 1.42% 

党建 82 2.90% 社会科学家 39 1.38% 

马克思主义研究 67 2.37% 理论月刊 39 1.38% 

黑龙江高教研究 63 2.23% 传媒 37 1.3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62 2.19% 理论视野 36 1.27% 

学术论坛 57 2.02% 理论探讨 35 1.24% 

科学社会主义 57 2.02% 伦理学研究 35 1.24%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主体与平台的分析 

4.1. 核心研究作者分布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分析软件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的作者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Atla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uthor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search literature 
图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作者合作图谱 

 
由图可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学者众多，但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即使产生

了合作关系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合作圈层相对较为狭隘。为了更为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

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本文依据普赖斯定律计算公式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即“M = 0.749 × Nmax  
(其中Ｍ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篇数，Nmax 为发文最多作者的发文篇数)”[3]。通过 CiteSpace 分析软件输

出的分析结果可知，西南大学黄蓉生教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域发文量最多，共发表 17 篇，由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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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Nmax = 17，M = 3.088127，即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不低于 4 篇。根据作者发文量统计结果，2169 位

学者中有黄蓉生、江畅、韩震、陈延斌、林伯海、柳礼泉、廖小平、王永贵、冯刚、李忠军、杨永志、

王学俭、骆郁廷、浦玉忠、佘双好、肖贵清、黄明理等 99 名学者符合核心作者发文要求，如表 2 所示。 
 
Table 2. Posts of core authors (post volume ≥ 4) 
表 2. 核心作者发文情况(发文量 ≥ 4)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1 17 黄蓉生 34 6 郑永廷 67 4 陈金钊 

2 16 江畅 35 6 陈泽环 68 4 刘勇 

3 15 韩震 36 6 杨建义 69 4 郝立新 

4 14 陈延斌 37 6 杜玉波 70 4 李艳 

5 11 林伯海 38 6 田海舰 71 4 李芳 

6 11 廖小平 39 6 邱仁富 72 4 黄武 

7 11 王永贵 40 5 柏路 73 4 李亚员 

8 11 冯刚 41 5 石中英 74 4 李萍 

9 11 李忠军 42 5 王凤祥 75 4 袁银传 

10 11 杨永志 43 5 王越芬 76 4 赵虎 

11 11 王学俭 44 5 杨兴林 77 4 左亚文 

12 10 骆郁廷 45 5 张伟 78 4 陈蕾 

13 10 浦玉忠 46 5 王志强 79 4 陈伟军 

14 10 佘双好 47 5 郭婷 80 4 刘延东 

15 10 肖贵清 48 5 陈顺伟 81 4 刘先春 

16 10 黄明理 49 5 张国祚 82 4 房广顺 

17 9 吴潜涛 50 5 李东坡 83 4 周建超 

18 9 田旭明 51 5 孙兰英 84 4 陆林召 

19 9 孙伟平 52 5 王永友 85 4 张少义 

20 8 本刊记者 53 5 蒋红 86 4 刘新庚 

21 8 周向军 54 5 张静 87 4 孙秀玲 

22 8 项久雨 55 5 胡凯 88 4 陈锡喜 

23 7 张纪 56 5 沈壮海 89 4 储著源 

24 7 杨业华 57 5 邹绍清 90 4 张智 

25 7 王磊 58 5 习近平 91 4 夏从亚 

26 7 袁久红 59 5 陆卫明 92 4 李娟 

27 7 翁淮南 60 5 曲建武 93 4 刘波 

28 7 李建华 61 5 王泽应 94 4 刘峥 

29 7 吴春梅 62 4 双传学 95 4 刘文韬 

30 7 孟轲 63 4 林建成 96 4 刘奇葆 

31 6 戴木才 64 4 陆树程 97 4 向玉乔 

32 6 党评文 65 4 戴钢书 98 4 喻文德 

33 6 梅荣政 66 4 张森林 99 4 冯颜利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2277


闫兴昌，曹银忠 
 

 

DOI: 10.12677/ass.2019.812277 2028 社会科学前沿 
 

4.2. 核心研究机构分布 

为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领域的机构参与与机构合作情况，本文借助 CiteSpace 分析软件对研

究机构之间的共现关系以可视化图谱呈现出来，如图 3 所示。由图可知，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的机构较多，且机构所处的位置遍布全国各地，无明显的地区差异。但从图 3 可以直观看出，机构之间

的合作关系少且范围小，既有的合作关系亦突显出了明显的地域限制。 
 

 
Figure 3. Atlas of coope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通过统计分析数据可知，共有 524 家机构参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从发文数量上看，武汉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文量对多，高达 98 篇。为提升核心机构选定的精准度和可信度，本文根据普赖斯

定律统计发文的核心机构，即 N ≈ 0.749 × N max ，N 为核心作者单位发表最低论文数，Nmax 为最高产

作者单位发表论文数[4]。 
从 CiteSpace 导出的机构发文统计表(表 3)显示，524 家机构中发文频次最高为 98 篇，即 Nmax = 98，

代入公式运算后得出 N ≈ 7.41，取整数为 8，由此得出发文频次在 8 篇以上的机构可称之为核心发文机构。

从统计数据可知核心发文机构有 62 个，发文量排名前十位的机构分别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98
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67 篇)、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56 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44 篇)、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43 篇)、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8 篇)、河海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8 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5 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2 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32 篇)、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6 篇)、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中心(26 篇)、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4 篇)。普赖斯定律还认为只有核心作者单位发文量约占总

发文量的 50%时，学科的高产作者单位群才可以形成[4]。依据 CiteSpace 导出的统计结果可知，524 家机

构总发文频次为 5222，其中 62 家核心机构发文总量为 1182 篇，占总发文频次的 22.63%，远低于普赖斯

定律制定的 50%的标准值，由此可知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单位群尚未形成。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热点与动态的分析 

5.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主题分析 

一定领域内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往往代表着学者研究的焦点话题，而中介中心性则代表关键词节点

在所处知识图谱结构中的重要程度，如图 4 所示。但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与其中心度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

关系。为更加科学的计算出高频关键词与高中心性关键词，本文依据多诺霍提出的公式：

( )T 21 1 8I = − + +  ，其中 I 为关键词个数[5]，T 为高频关键词出现的最低频次。通过 CiteSpace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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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可知，I = 245，将其代入公式计算得出 T ≈ 21.64，取整数为 22，即出现频次在 22 次及以上的才

为高频关键词，根据已有数据分析结果得出，共有 52 个高频关键词，如表 4 所示。并且，根据有关研究

表明，中心性高于 0.1 的关键词才可认定为某领域的研究热点，表 5 对中心性大于或等于 0.1 的 52 个关

键词进行汇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思想政治理论课、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华民族、网络文化、文化建设等，基本反映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域研究的

热点主题。 
 
Table 3. Core issuing organizations (top 20, posting volume ≥ 11) 
表 3. 核心发文机构(前 20 位，发文量 ≥ 11) 

排名 发文量 核心机构 排名 发文量 核心机构 

1 98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19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67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18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 56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18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 44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 43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16 

16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6 
38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38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7 35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8 
32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15 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18 

14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9 
26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6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19 

12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24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11 
22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2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2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2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12 
21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11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3 20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11 中共中央党校 

14 
19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

新中心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so-
cialist core values research literature 
图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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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High-frequency keywords (frequency ≥ 22) 
表 4. 高频关键词(频次 ≥ 22) 

排名 出现频次 关键词 排名 出现频次 关键词 

1 23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8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 

2 520 核心价值观 29 52 中国民族 

3 407 大学生 30 51 思想政治理论课 

4 24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1 50 新媒体 

5 207 践行 32 49 核心价值体系 

6 178 习近平 33 48 创新 

7 172 思想政治教育 34 45 文化软实力 

8 153 价值观 35 44 价值 

9 150 社会主义 36 42 社会思潮 

10 132 培育 37 42 思想体系 

11 129 文化自信 38 39 优秀传统文化 

12 1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9 39 教育 

13 125 意识形态 40 38 价值认同 

14 113 高校 41 36 核心价值 

15 108 马克思主义 42 36 文化 

17 9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43 35 话语权 

18 91 中国梦 44 31 内涵 

19 8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5 31 文化自觉 

20 83 习近平总书记 46 28 对策 

21 80 传统文化 47 28 文化建设 

22 72 路径 48 26 学校 

23 69 立德树人 49 25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24 68 中华民族 50 24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5 67 青年 51 22 红色文化 

26 61 中国共产党 52 22 治国理政 

27 58 认同    

 
Table 5. Highly centralized keywords (centrality ≥ 0.1) 
表 5. 高中心性关键词(中心度 ≥ 0.1) 

序号 中心度 关键词 序号 中心度 关键词 

1 0.6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7 0.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0.48 中华民族 28 0.21 立德树人 

3 0.48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9 0.21 中国民族 

4 0.47 路径 30 0.21 理论创新 

5 0.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1 0.19 社会转型 

6 0.42 思想政治理论课 32 0.18 民族团结 

7 0.4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3 0.18 影响 

8 0.41 网络文化 34 0.17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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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9 0.38 文化建设 35 0.17 青少年 

10 0.36 中国梦 36 0.16 践行 

11 0.36 思想体系 37 0.16 价值观教育 

12 0.36 时代新人 38 0.16 创新性发展 

13 0.33 高校 39 0.15 优秀传统文化 

14 0.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0 0.14 大学生 

15 0.33 社会主要矛盾 41 0.14 文化价值 

16 0.31 文化强国 42 0.12 民主 

17 0.3 兴国之魂 43 0.11 传统文化 

18 0.29 对策 44 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 0.28 教育 45 0.11 价值 

20 0.28 美好生活 46 0.11 话语权 

21 0.25 方法论 47 0.11 主流意识形态 

22 0.24 建设 48 0.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23 0.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49 0.1 社会主义 

24 0.23 凝练 50 0.1 青年 

25 0.23 原则 51 0.1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26 0.22 “三个倡导” 52 0.1 内容 

5.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主题演化 

CiteSpace 软件通过“抓拍”各个时间切片内新出现的关键词，并将各个新生关键词与已有关键词之

间的共现关系用连线表示出来，形成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用以揭示某领域内研究主题的更迭，更清晰

地展示出某一领域内研究主题的演进脉络。为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时区内研究主题的演变情

况，本研究呈现了 CiteSpace 中的 Timezone View 图谱，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Key words time series map of literature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图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关键词时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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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知，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热点呈现出视角集聚到多元融合的演化特征，按照研究

热点的演进趋势，可将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2~2014 年)。该阶段研究热点主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文化、思想体系、高校等。2012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社会要积

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掀起了学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内涵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进

路的研究热潮。学者梅荣政对社会主体核心价值观内涵进行高度提炼，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求是)、以人

为本(人本)、独立自主(自主)、共同富裕(共富) [6]。学者冯刚强调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人才

培养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要协调各方育人力量，大力推进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培育工作[7]。总体论之，这一阶段，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多从国家意识形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等宏观视角切入。 
第二阶段(2015~2017 年)。该阶段研究热点为中国梦、文化自觉、文化强国、文化自信、立德树人、

新媒体、青年、习近平总书记等，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探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培育民族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国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刘先春与孙金

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是互相促进的关系[8]。陈志超与陈瑞丰认为要促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化为青年大学生自觉的价值认同并加以奉行，必须从社会、高校和大学生个人三个层面协同发

力[9]。整体观之，该阶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集中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读、文化强

国、文化自信、文化育人等中观视域。 
第三阶段(2018~2019 年)。研究热点关键词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社会思潮、时代新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 年 10 月，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催生了一系列以新时代为立足点和突破点

的学术成果，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步入“新时代”。张子荣指出，新时代青年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握好四个着力点：勤学、修德、明辨、笃实[10]。何海兵基于美好生活的视角，深

入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现实品格[11]。总而言之，这一阶段学界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研究视角趋向多元化，且体现着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 

5.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热点突现    

CiteSpace分析软件通过突增算法统计出一部分突现关键词，用以识别研究前沿在时间上的演化趋势。

为科学呈现 2012~2019 年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热点，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 Burstness 功能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中出现的 43 个突现关键词呈现出来，如图 6 所示。 
由图 6 可知，2012~2019 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中共有 43 个突现词，但其突现强度与突现

时间却不尽相同。第一，以突现强度值为标准。突现值在 10 以上的关键词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

化自信、践行、习近平、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中突现值最强的关键词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其突现值高达 83.349。第二，以突现持久性为标准。关于习近平的研究前沿持续时间最

久，已连续四年表现出突现状态，表明在 2016~2019 年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颇为关

注。第三，以突现初现年为标准。43 个突现关键词都是在 2012 年初现，但其呈现出突现状态的时间却

相差甚远。在 2012 年突现的关键词有 17 个；2013 年突现的关键词仅有一个；2014 年突现的关键词共有

6 个；在 2015 年突现的关键词共有 3 个；在 2016 年突现的关键词共有 4 个；2017 年是突现关键词出现

的另一个高峰期，高达 12 个，且平均突现值达到 8.229，表明 2017 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丰

收”年。第四，以突现结束年份为尺度。截止到 2019 年依然保持突现状态的关键词共有 13 个，分别为

习近平、文化自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红色文化、立德树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国化、文化建设、法治、当代大学生、传播、友善。上述分析表明，研究前沿的出现与其所处时间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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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密切相关，也彰显着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Figure 6. Key words emerge from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图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突现关键词 

6. 研究结论 

本研究借助于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2012~2019 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地

量化分析与直观地可视化呈现，发现当前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已成绩斐然，但仍存在些许问题。 
第一，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发文量年际分布图表明，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成果丰硕，文献

数量历经一段激增趋势后趋于平稳，逐渐进入“拔高”与“提纯”的阶段，正在经历由“重数量”到“重

质量”的转型升级。第二，期刊发文机构统计图表明，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保持着持续的

关注度，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类期刊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优秀学术成果的传播提供了优质化平台。

相对而言，其他专项刊物虽刊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献，但数量相对较少，影响有限，为了防

止出现“栏目藩篱”，应进一步创新期刊栏目，优化刊载内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探索

开辟通道。第三，核心作者共现图谱显示，截止目前，学术界已涌现出一批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领军人物，创造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不足在于学者之间虽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具有较为鲜明

的地域限制与领域限制，并未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放型合作网络。第四，核心机构统计表显示，当

前 524 家发文机构中，有 62 家核心机构发挥了良好的引领作用，但尚未形成明显的核心作者单位群。并

且，这些机构内部的合作关系并不密切，尚需推动各研究机构之间的经验交流与深度合作。第五，关键

词共现知识图谱、关键词突现图与关键词时序分布图显示，2012 年的研究视角较为宏观且相对集中，主

要偏重于方向性问题的探究，在整个研究进程中具有统领性。在 2013~2019 年，学界研究趋向于分散化，

视角更为多元化、新颖化、微观化，但其较为显著的问题就在于存在大量的重复性与解说式研究，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创新路径的研精覃思则较为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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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遵循着理论创新的根本规律，即“随现实社会的变化

而变化，随育人要求的提升而提升”，始终沿着时代发展脉络而演进，凸显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与时俱进的理论精髓，其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中不断促动自我革

新，赋予自身以新的内涵与使命。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这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实践深化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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