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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给乡村振兴研究提供参考，对我国乡村振兴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方法：以CNKI
数据库中2016~2023年的5343篇文献为原始数据，基于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工具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对乡村振兴的研究动态和热点信息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自2017始乡村振兴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长盛

不衰热点问题。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机构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所。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主要以

部门和地域联系为主，跨区域合作有待加强。文丰安、左停和贺雪峰在该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研究。结论：

“乡村旅游”“乡村治理”“城乡融合”“脱贫攻坚”将持续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贫困治理”可

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的研究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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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a visual analysis of releva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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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literatur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was conducted. Methods: Using 5343 literatures 
from 2016 to 2023 in the CNKI database as original data,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hot top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CiteSpace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tool and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2017.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greater academic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are mainly univer-
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mainly based on sec-
toral and regional links, and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Wen Fengan, Zuo 
Ding and He Xuefeng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Conclusion: “Rural tourism”, “rural go-
vern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and “poverty governance” may become a research growth point in the next f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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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再

次提出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然而相对贫困仍然存在，

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乡村振兴成为了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接续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并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更加迫切的历史任务[2]。2021 年和 2022 年中

央“一号文件”再次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出了明确要求[3]。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明确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4]。 
随着全国各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工作的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学术研究日趋增多，如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 [6]、政策供给特征[7] [8]，乡村治理[9] [10]、电商赋能[11] [12]、教育服务[13] [14] 
[15]、金融赋能[16] [17]、红色文旅资源[18] [19]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前人对

乡村振兴领域研究较多，但基于信息可视化与计量化分析的研究却鲜见报道，因此笔者运 CiteSpace 软件

对 2016~2023 年间乡村生态文明领域的文献进行归纳分析，通过构建知识图谱梳理我国在乡村振兴领域

中的基本研究状况，揭示存在的问题并在未来乡村振兴发展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后续乡村振

兴研究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资料来源 

为了对乡村振兴领域进行比较系统客观的分析，以 CNKI 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乡村振兴”为主

题检索词，时间区间不限，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3 日，经过人工去重筛选，结果文献为 5343 篇。 

2.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bliometrics)是情报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在 1969 年由英国情报学家 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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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tchard 首次提出，主要用于科学出版物统计、理论问题发展、老化与序列分析等[20]。本文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以 CNKI 核心数据库中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文献为样本，推演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历程，

总结该领域的阶段性发展，并把握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而帮助研究者了解发展方向，提供理论参考。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分析相关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从一定程度上能观察到该学科的发展速度、动态及成熟程度[13]。由

图 1 可知，自乡村振兴的政策提出后(2017 年)，相关文献发表总体呈不断增长趋势。2017 年发表核心文

献仅有 16 篇，2019 年文献增长到 773 篇，说明乡村振兴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2020
年略有回落，但也达到 668 篇；此后，发文量再次呈井喷式增长，2023 年预计发表文献达到 1170 篇，

表明在政府政策导向下，乡村振兴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长盛不衰热点问题。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core collection papers with the research theme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2018 to 2023 
图 1. 2018~2023 年以“课程思政 + 高职院校”为研究主题的核心合集论文年发表量 

3.2. 研究机构及合作关系分析 

机构合作网络能体现研究领域内各机构的发展情况和合作紧密程度[21]。由表 1 可知，高校以该领域

主要研究机构，排序前 3 位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分别发文为 86 篇、60 篇和 53 篇，三所机构发文量共占前十机构总发文量

的 45.43%。其余研究机构在发文量上没有较大差异。从发文机构地域分布上来看，主要研究机构均地处

北方，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如图 2 所示，基于 CNKI 文献数据对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可知，数据

中存在 286 个节点，多达 320 条连线。 
 

Table 1. Ranking of top ten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表 1. 乡村振兴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十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占比 

1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86 19.6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60 13.69 

3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53 12.10 

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1 11.64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42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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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33 7.53 

7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2 7.31 

8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9 6.62 

9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26 5.94 

10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6 5.94 

 

 
Figure 2.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graph 
图 2. 主要研究机构及合作关系图谱 

3.3. 主要发文作者及合作关系分析 

由表 2 所示，CNKI 中发文量前十的作者，分别累计发文量在 12~20 篇，其中文丰安、左停和贺

雪峰的发文量位居前三。借助作者合作网络可以观察研究者在某领域学术交流中的贡献、地位和影

响，展示出领域内主要研究者间的合作关系。在合作网络图中，研究者之间连线的颜色深浅及粗细

程度表示合作的年份及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22]。如图 3所示，根据连线颜色和发文作者的突现强度，

可以发现主要发文作者之间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学术群，乡村振兴前期的研究是以龙花楼、李裕瑞、

屠爽爽、张英男等人组成的科研合作圈；中期形成以贺雪峰、叶敬忠、谭同学、王亚华等人组成的

科研合作圈；后期形成以左停、张琦、李小云、唐丽霞等人组成的科研合作圈。此外，研究者有序

地分布在合作网络中，表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内大多数研究者以团体模式进行研究为主，且有明显

的权威和中心；整个图形的连通性较好，表明领域内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较为紧密，形成一个完整、

成熟的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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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anking of top ten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表 2. 乡村振兴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十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占比 

1 左停 16 11.94 

2 龙花楼 16 11.94 

3 贺雪峰 13 9.70 

4 李裕瑞 13 9.70 

5 姜长云 13 9.70 

6 张琦 13 9.70 

7 刘彦随 13 9.70 

8 孔祥智 13 9.70 

9 叶敬忠 12 8.96 

10 高强 12 8.96 

 

 
Figure 3.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sample literatur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 3. 乡村振兴样本文献的作者合作网络 

4.关键词共现与研究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网络 

关键词通常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是文章的核心和精华，体现文章的研究价值和研

究方向，常常通过分析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来确定当前研究领域的热点及趋势[15]。本研究通过分析近 5
年该领域的 5343 篇文献的关键词绘制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由图 4 可知，共有关键词节点 190 个，852 条

连接，密度为 0.0475。按照出现频次大于 90 的关键词(见表 3)，提取 7 个重要关键词，依次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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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城乡融合、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3. Centrality ≥ 0.01 keywords 
表 3. 中心性均 ≥ 0.01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最早年份 关键词 

1 3852 1.32 2017 乡村振兴 

2 250 0.07 2020 共同富裕 

3 242 0.02 2018 脱贫攻坚 

4 175 0.10 2018 乡村治理 

5 151 0.08 2018 城乡融合 

6 133 0.05 2017 乡村旅游 

7 90 0.05 2018 精准扶贫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表示相关文献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上的相似度，在一定程度也反映研究热点(如表 4) [23]。通

常认定 Q 值 > 0.3 代表结构显著，S 值 > 0.6 代表聚类具备较为理想的信度[24]。由图 4 可知：测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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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Q 值具体参数是 0.33，S 值测定获得的具体参数是 0.63。聚类群依次为(#)“#0 乡村振兴”“#1 乡村旅

游”“#2 乡村治理”“#3 城乡融合”“#4 精准扶贫”“#5 脱贫攻坚”“#6 新时代”“#7 产业兴旺”。

8 个研究类群相互交叉重叠，继承和衍生关系密切，折射出我国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热点分布(如图 5)。 
 

Table 4. Keyword clustering 
表 4. 关键词聚类 

聚类 ID 频次 中心性 生成年份 聚类标签 研究主题 

0 3852 1.59 2017 乡村振兴 党建引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 

1 133 0.03 2017 乡村旅游 乡村文化、乡风文明、产业振兴 

2 175 0.03 2018 乡村治理 乡村建设、数字乡村、职业教育 

3 152 0.02 2017 城乡融合 乡村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化、现代化 

4 90 0.01 2018 精准扶贫 基层治理、社会保障、产业扶贫 

5 239 0.01 2019 脱贫攻坚 资本下乡、教育扶贫、内生动力 

6 61 0.01 2017 新时代 实现路径、内在逻辑、乡村教育 

7 52 0.02 2017 产业兴旺 土地流转、生态宜居、制度创新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4.3. 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分析 

时间线聚类图展现了现了各聚类文献主题的时间跨度及各特定聚类研究的生命周期[25]。由图 6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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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起，具备“乡村振兴”概念的改革出现，其中大部分是围绕“乡村旅游”“乡村治理”或“城乡

结合”来开展研究，2021 年以来，“职业教育”“文旅创新”“共同富裕”等理论更是融入改革中。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graph 
图 6.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4.4.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的突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领域内一段时间突发的研究热点，并由此把握前沿趋势[26]。由图

7 可知，乡村振兴早期研究重点为乡村旅游(突现年份自 2017 年至 2019 年)、城镇化(突现年份自 2018 年

至 2019 年)、产业兴旺(突现年份自 2018 年至 2019 年)、农民工(突现年份自 2018 年至 2019 年)、乡村(突
现年份自 2018 年至 2019 年)、农村改革(突现年份自 2018 年至 2019 年)、精准脱贫(突现年份自 2018 年

至 2019 年)等，其中关于乡村建设方面的关键词突现出现了两次，城镇化和产业兴旺的突现强度明显高 
 

 
Figure 7. Analysis of keyword emergence (top 12) 
图 7. 关键词的突现分析(排名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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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关键词，表明这一时间段乡村振兴的研究集中在具体建设措施。关键词“精准扶贫”自 2018 年突

现持续至 2021 年，“脱贫攻坚”自 2020 年突现持续至 2021 年，“贫困治理”突现时间自 2020 年至 2023
年，其中“脱贫攻坚”的突现强度为 15.1，排名第二，“精准扶贫”的突现强度为 8.89，排名第二。由

此可见，基于乡村振兴的脱贫和扶贫的研究在近几年较多，对未来几年的研究可能影响较大。 

5. 结论 

本文基于 CiteSpace 软件，对 2016~2023 年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论文为数据基础，以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为研究手段，进行了可视化展示，挖掘与分析发文量、关键词等变量间的潜在数据信息，将乡

村振兴近年来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直观地展现出来。 
(1) 从发文数量的年代分布来看，2016 年以前我国有关乡村振兴的文献仅仅 1 篇，增长缓慢，2017

年后才开始快速增长，表明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不断深入； 
(2) 乡村振兴领域研究机构以北方的高校和科研院为主，北方的主要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为密切，合

作对象固定且集中，但是跨地域合作欠缺。从主要发文作者来看，左停、龙花楼、贺雪峰等在乡村振兴

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研究者有序地分布在合作网络中，表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内大多数研

究者以团体模式进行研究为主，且有明显的权威和中心；整个图形的连通性较好，表明领域内的信息交

流和合作较为紧密，形成一个完整、成熟的学术体系。 
(3) 关键词是研究领域的研究核心，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与其所起的桥梁作用成正比[24]。本研究备

受关注的内容有共同富裕、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城乡融合、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等，根据关键词聚类

将其分为 8 个聚类，聚类之间关系较近，彼此之间相互交叠，折射出我国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热点分布。

纵观时间线聚类图。从突现强度和时间来看，自 2017 年起，相关研究始终集中在“乡村旅游”“乡村治

理”“城乡融合”“脱贫攻坚”。截至 2023 年 10 月，“贫困治理”成为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和

持续研究的方向[27]。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首次出现年份，结合年度政府政策实施情况，可以发现，乡村振兴的研究有宏观

层面，也有微观层面，总体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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