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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研究的文献计量考察#

进展%前沿与展望!

陈风华
"香港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香港 $$$#22$

摘4要#运用知识图谱分析软件S'KA9HI.A对国内外核心期刊刊载的习近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习近平研究领

域呈现如下特点(国内核心期刊文献数量比国际核心期刊文献数量多&国内热点和前沿话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国际热点和前沿话题是#宣传$&国内文献的聚类主题少于国际&中外学界的研

究成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未来习近平研究要从建立研究理论%丰富研究内

容和转变研究思路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习近平&S99SX期刊&99SX期刊&5B:SX期刊&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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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习近平总书记是引领中华民族迈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领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

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 习近平在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过程中系列重

要讲话传达出的丰富理论内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

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坚

持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

% 自党的十九大顺利

闭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机构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

代意义#凸显系统研究习近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运用国际学界公认的知

识图谱分析软件 S'KA9HI.A#结合国内 S99SX期刊

和国际 99SX,5B:SX期刊刊发的习近平研究历时

文献#全面考察国内与国际习近平研究的客观状

况#以期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4习近平研究的计量分析回顾
国内学界对&习近平研究'课题展开系列计

量分析% 史为磊归纳学界研究习近平&中国梦'

理念的动态与进展#认为主要围绕&中国梦'的科

学内涵与基本特征(历史与文化根基(重大意义(

机遇与挑战(实践路径以及&中国梦'与美国梦异

同六个方面展开"

% 周显信(阚亚薇梳理国内外

对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研究#指出内容

大都从&四个全面'提出的时代背景(发展脉络(

科学内涵(逻辑关系(战略地位和实践路径出发#

推动了&四个全面'的研究进展#需要深化研究

&四个全面'的理论逻辑关系(重大理论问题(亟

待解决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 贺方彬提出学界对

习近平民生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形成条件(主要

内容(鲜明特色(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进行#后续

研究要注重从多角度与多学科视野切入#着力提

升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理性$

%

刘思恩(王树春概览国内外学界对习近平

&一带一路'构想的研究#认为内容主要涉及背景

与缘由(意义(前景和建议#国外对&一带一路'构

想的认识不够清晰#国内需要采取科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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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集中解读&一带一路'意义和内涵!

% 刘於

清回顾学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研究#指出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产生背景与理

论渊源(基本内涵(理论特色(重要意义和现实践

履#需要提升理论深度(增加系统研究(拓宽研究

材料及深入综合研究"

% 任美慧(李辉总结国内

学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提出主要

是基于集体性与个体性研究视角#从意识形态工

作的凝练传播维度和诠释探究维度展开#已经形

成地位观(内容观(主体观与原则观等研究

范式#

%

王茂森考察学界对习近平&当代中国价值

观'的研究#认为主要探讨中国价值观的概念定

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重要意义(思想资源及构

建传播$

% 谢卓芝(谢撼澜综述习近平&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既有研究#指出成果聚焦于主要内容(

基本特征及实践路径#需要厘清的一些基本概念(

研究具体制度措施和重视非国家行为体%

% 朱宗

友(武良刚述评理论界与学术界对习近平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探讨成果提出#当前对

治国理政思想科学体系的认识主要有&重要观

点'说(&三层次'说(&多重维度'说(&关键词'

说(&十个方面'说(&单一维度'说和&八论'说#

今后要深化研究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背景(体系

构建(特点梳理和地位作用&

%

赵爱玲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青年思想

政治教育论述的现有研究认为#学界普遍采用文

献研究和理论综述的方法#内容包括理论渊源(实

践基础(时代背景与现实依据(青年地位与青年作

用(内容范围(教育目标与方法路径(原则问题(当

代价值#应当扩大研究成果(建立研究体系(展开

跨学科探索和拓展研究方式'

% 王华丽等通过文

献计量与内容描述的研究方法发现#我国对习近

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研究窠臼于内涵界定(实施

模式和实施问题#应该扩大研究社会资金进入途

径和精准帮扶实现方式(

% 胡艺华提出学界对习

近平文艺观的研究包括探讨习近平文艺观的重要

意义(提出背景(理论渊源(内容归纳(创新要素(

落实要求以及比较习近平与毛泽东的文艺观#需

要进一步创新理念#进行更深入和更有效的

研究)

%

苑晓杰(贾真认为学界对习近平依法治国思

想生成条件的研究涵盖思想理论渊源(地方实践

探索#思想内容的研究覆盖国家与党内两个体系(

依法治国运行要素体系#鲜明特色的研究包括战

略性特征(创新性特征(人民性特征#研究存在视

角过于单一(宏观视角过多等问题#要重点关注体

系性(精细性(实践指导性*+,

% 周春平对 !#"! _

!#"2年国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展开计量分析#发现领域分布广泛#热点涉

及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需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和拓宽研究

领域*+-

% 姚东综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提

出国内呈现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特点#

内容聚焦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条件(主

要内容(理论特色和历史地位#当前研究尚处于初

步阶段#需要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深化研

究方法(深入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之间的关系*+.

%

综上可见#首先#学界对&习近平研究'主题

的计量分析群体多为国内学者#国际学者寥寥无

几% 其次#研究材料基本上来源于国内文献#来自

于国际文献的较为少见#有的仅是转引国内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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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文献% 再次#研究局限于个案视角#如&中

国梦'理念(&一带一路'构想(&四个全面'战略(

&当代中国价值观'(&精准扶贫'思想和&治国理

政'思想#对上述内容的综合系统研究尚不多见%

再次#研究方法拘泥于抽象的观点总结和理论思

辨#缺乏大规模材料和大数据文献的强力支撑#这

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其应有的阐释力和说服力%

最后#研究方法拘泥于主观的人工统计#运用权

威(客观及科学的数据统计及解析工具如

S'KA9HI.A并未出现% 鉴于此#本研究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学界在&习近平研究'领域中存在的

一些不足%

二4习近平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S'KA9HI.A是美国学者陈超美基于 -IRI语言#

自主开发的计量分析科技软件% 其工作原理是对

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共引分析与寻径计算#

以期呈现该领域知识演化的知识图谱路径#包括

对演化动力机制的解析(知识单元之间的共现和

领域发展前沿的探测% 该款软件致力于可视化解

析学术文献蕴含的潜在知识#以及在科学计量学

数据与信息可视化时代背景中快速发展起来的多

元(分时与动态的引文数据% 其用户分布遍及世

界各地#用户数量十分庞大!

% 通过 S'KA9HI.A分

析获取的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知识发展进程及

结构关系的图像称之为科学知识图谱#本研究使

用的版本为S'KA9HI.A*() f6%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问题的解答!""$国内

与国际学界的&习近平研究'呈现怎样的相同之

处与差异特征."!$国内外研究的异同给未来的

探索路径带来怎样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材料

学术论文能够展示其所在学科的本质及水

平% 研究遴选的材料来自于国内普遍认可的

S99SX"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发表的论文

"下文简称&国内核心'$以及国际广泛承认的

99S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与5B:SX"艺术人文引

文索引$期刊刊发的论文 "下文统称 &国际核

心'$% &国内核心'材料来自南京大学 S99SX文

献系统#&国际核心'材料源自美国科学信息研究

所研发的h&9核心文献合集系统%

!三"研究方法

研究步骤规划如下!首先#在 S99SX官网以

&习近平'为关键词#在 S'KA9HI.A中&从/年'与

&到/年'项选定&不限'#文献&来源类别'选择

&S99SX'% 其次#在 h&9 官网的主题栏填写&F'

7'/H'/>'#时间跨度选取&所有年份'#&引文索引'

框定 & 9&.'IO9.'A/.APS'KIK'&/ X/%A[" 99SX$///

"$2#年至今'和&5JKPB:WLI/'K'APS'KIK'&/ X/%A[

"5B:SX$///"$2* 年至今'#&语种'和&文献类

型'分别选为& /̀>O'PN'与&5JK'.OA'% 以上文献经

过去重处理后#国内核心数量为 " **1 篇#国际核

心为 "62篇% 再次#运用国内与国际学者广泛使

用的软件S'KA9HI.A#对国内和国际核心展开可视

化计量分析% 最后#在知识图谱解码数据的基础

上#讨论研究发现对今后深入探索带来的相关

启迪%

!四"研究发现

"(发文量分布

图 "统计的是国内与国际核心的文献数据%

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内学界比国际学界的研

究时间早于 2 年% !#"" 年至今为国内研究的方

兴未艾时期#!#"2 年发文数量达到巅峰 *") 篇%

国内学者的研究产出显著高于国际学者#国内核

心第一条文献是陈红星(田悦阳发表在)中国宗

教*期刊的新闻特写)努力做好新世纪初的福建

宗教工作///访福建省省长习近平*#该文详细

介绍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宗教工作经验#勾

勒出习近平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和求实创新的工

作精神%

另一方面#国际学界的研究时间始于 !##$

年% !#"!年迄今是国际研究兴趣的递增阶段#发

文最高数量为 !#"2年的 61篇% 国际核心首条文

献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 UNA/>与 SNA/ 共同发

表在 ?6&$#! 0$ D$%()$#%&.$#1=.")$#1"中国!国际

期刊$的学术论文 F'7'/H'/>1Pf'PAI/% M&O'K'.IO

XLHO'.IK'&/P"习近平崛起及政治意蕴$% 该文认

为#中国的干部晋升与其政绩及品德密切相关#习

近平的良好个人声誉和丰富执政经验使其能够成

为潜在的最高领袖%

比较国内与国际学界的研究进展可以发现#

一方面#国内外研究的肇始时间相隔较短#表明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投入都很充足% 另一方面#国内

*#"

!

李杰# 陈超美!)S'KA9HI.A!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第二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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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数量远远超过国际核心#说明国内学者比国

际更为熟悉习近平#具有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的研

究优势% 除此之外#国内与国际核心的首条文献

预示#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习近平的个体内在因素#

国际学者较为重视习近平的集体外在影响%

图 "4国内与国际发文量

44!(关键词共现

频次和中介中心度的参数是 S'KA9HI.A共现

网络中衡量关键词的重要指标% 论文共被引关键

词是反映研究主题及研究重点的核心术语!

% 知

识图谱数据显示#!##! 年迄今#国内的研究热门

话题按照中心度排名#前 "# 位依次为&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自信'&现

代化'&治国理政' &中国梦' &党的十九大'% 科

学文献引文和共引轨迹是研究前沿的知识基

础"

% 前沿聚类主题顺序是&毛泽东'&特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准扶贫'

&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政治经济学'% 比较热门话题和前沿主题可

以推测#二者之间出现很多重叠之处#如&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 &马克思主

义'#这表明一些热门话题与前沿主题并无差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

大取得的最大理论贡献#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创新% 开拓了对马克

思主义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知新境界%

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长期坚持#

% 毛泽

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文化符号$

#毛泽东形象是中国新的文化自信%

%

国际从 !##$ 年以来 "# 个热点领域依次为

SN'/I"中国$(.&JJWHK'&/ "腐败$( HJ&HI>I/%I"宣

传$(&J%AJ"秩序$(H&ZAJ"大国$(H&O'K'.IOJA@&JL

"政治改革$('/PK'KWK'&/ "制度$( H&O'.Q"政策$(

>&&% >&RAJ/I/.A"良好治理$('%A&O&>Q"思想$% 依

照聚类选取得到的前沿主题先后为 HJ&HI>I/%I

"宣传$(SN'/APAS&LLW/'PKMIJKQ"中国共产党$(

1#"

!

"

#

$

%

陈风华!)&一带一路'研究的知识图谱演进分析///对国内外核心期刊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年第 "期%

SNA/# S(&S'KA9HI.AXX!GAKA.K'/>I/% m'PWIO'\'/>̀ LAJ>'/>VJA/%PI/% VJI/P'A/KMIKKAJ/P'/ 9.'A/K'@'.C'KAJIKWJA'# =.")$#1.'05()&/#$

2./&(%3'.)D$'.)5#%&.$ 2/&($/(#$- >(/6$.1.,3# !##1# *2")$!)*$

3

)22%

人民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NKKH!,,.H.(HA&HOA(.&L(./,"$KN,/",!#"2,"#!#,

.6"6)#*

3

!$*$26!+(NKLO# !#"2

3

"#

3

!#%

陈风华#刘春华!)毛泽东雕像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年第 6期%

赵湘学!)毛泽东形象///新的中国文化符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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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KWK'&/IO'PL"宪政$(5P'I"亚洲$(V:55G"萨

德$#既是热点领域又是前沿主题的是&宣传'%

把国内核心与国际核心的热点话题及前沿话

题作比较#可以得出判断!一方面#国内学界与国际

研究习近平存在共同之处#如二者的热门话题均涵

盖&中国'和&治理'% 另一方面#双方在热门话题

与前沿主题上存在诸多差异% 国内学者主要着眼

于中国的建设发展和大国担当#如致力于建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 国际学者主要偏重于中国政治和对

外关系#如&腐败'&政治改革'和&亚洲'%

)(文献共被引

文献共被引能够帮助发现习近平研究的演变

历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文献% 9'>LI数值是结合中

心度和突现性的综合指标#其数值越大意味着研

究前沿的可能性越高% 对国内核心进行文献共被

引可视化#得出影响力排名前列的 "#条文献数据

"表 "$%

表 "4国内共被引文献

排名 文献 作者

"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 孙景明

!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习近平

)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习近平

6

)优化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

展*

包心鉴

* )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

1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韩庆祥

2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论纲* 赵连中

+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 秦宣

$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 陶文昭

"# )从多维视角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郭建宁

44国际核心前 "#条共被引文献先后为香港大学

:W的论文)习近平的&大国外交'与中国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CIL的著作)习近平

时代的中国政治!复兴(改革还是倒退4*(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CILHK&/的论文)习近平与国家安

全委员会!政策协调与政治权力*(澳大利亚迪肯大

学:A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hIJJA的合作

论文)威权审议!中国政治发展的协商转向*(新加

坡国立大学UNA/>的著作)作为组织之王的中国共

产党!文化(再生和转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 9ZI'/A的论文)中国对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

坡峰会的观点*和)中国对周边外交的看法与评

论*(美国丹佛大学UNI&的论文)习近平的毛泽东

思想复兴*(习近平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GAO'POA的论文)习时代特色的

法治!经济改革(反腐败和非自由政治的规律*"表

!$% 上述文献的聚类主题说明#'%A&O&>Q"思想$(

;AZCA@K"新左翼$(E/A]AOKE/Af&I%"一带一路$(

H&O'K'.IO%'P.&WJPAI/IOQP'P"政治话语分析$揭示国

际学界青睐的热门主题%

表 !4国际共被引文献

排名 文献 作者

" F'7'/H'/>1P0]'>M&ZAJG'HO&LI.Q1 I/% SN'/I1PSA/KJIO;IK'&/IO9A.WJ'KQS&LL'PP'&/ :W

! SN'/APAM&O'K'.P'/ KNÀ JI&@F'7'/H'/>! fA/I'PPI/.A# fA@&JL# EJfAKJ&>JAPP'&/4 CIL

) F'7'/H'/>I/% KNA;IK'&/IO9A.WJ'KQS&LL'PP'&/! M&O'.QS&&J%'/IK'&/ I/% M&O'K'.IOM&ZAJ CILHK&/

6 5WKN&J'KIJ'I/ GAO'YAJIK'&/! VNAGAO'YAJIK'RAVWJ/ '/ SN'/APAM&O'K'.IOGARAO&HLA/K :ABhIJJA/

* VNASN'/APAS&LLW/'PKMIJKQIPEJ>I/'\IK'&/IÒLHAJ&J! SWOKWJA# JAHJ&%W.K'&/# I/% KJI/P@&JLIK'&/ UNA/>

1 SN'/APAm'AZP&@KNA9'/>IH&JA9WLL'K]AKZAA/ G&/IO% 7(VJWLH I/% '̂L7&/>

3

W/ 9ZI'/A

2 SN'/APAm'AZPI/% S&LLA/KIJQ&/ MAJ'HNAJQG'HO&LI.Q 9ZI'/A

+ F'7'/H'/>1PTI&'PKfAR'RIO UNI&

$ F'7'/H'/>! VNA<&RAJ/I/.A&@SN'/I F'

"# VNAfWOA&@CIZZ'KN F'

3

J̀ISNIJI.KAJ'PK'.P! CIZ@&J̀ .&/&L'.fA@&JL# 5/K'.&JJWHK'&/# I/% XOO'YAJIOM&O'K'.P GAO'PO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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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对比国内与国际的高共被引文献可以断定#

首先#国内重点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凸显习

近平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宏图伟业的核心形象#国际主要研究

习近平治国理政产生的时代背景% 其次#国内共

被引文献以中文论文为主#引用国际论文凤毛麟

角.国际共被引文献同时包含论文和著作#引用国

内论文屈指可数#这既表明国内学界需要学习(借

鉴国际学者的研究方法#也意味着国际学界对国

内研究中国领导人取得的丰硕成果缺乏清醒的接

受倾向和系统的引用意识#这或许与他们以惯有

的傲慢与偏见对待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息息相

关% 最后#国内共被引文献的聚类主题明显少于

国际#这大概是因为国内的研究主题过于集中

所致%

6(作者共被引

作者共被引可以帮助识别有影响力的作者和

具有类似研究方向与兴趣的学者% 共被引作者中

心度值和引用频次的统计数据证实#李君如(王伟

光(陶文昭(王清涛(习近平(胡锦涛(邓小平(孙景

明(包心鉴(唐洲雁是国内中心度值名列前茅的

"#名作者#说明他们促成了&习近平研究'成果的

快速转化% 习近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

央宣传部(马克思(胡锦涛(毛泽东(邓小平(中共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韩庆祥(江泽民为引用频次

位居前列的作者#表明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习近

平研究'领域中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中心度值名列国际前 "# 位的依次为

]W.0OAQ( hI/>( SNA/( CILHK&/( SIOOINI/( hI/>(

9NILYIW>N(SIYAPKI/(;IKNI/( 9ZI'/A% 被引频次

排名前 "#位的作者分别是F'(9NILYIW>N(hI/>(

9ZI'/A(]W.0OAQ(C'AYAJKNIO(CILHK&/(;IKNI/(C'(

7'/H'/>F'"习近平$% 同时在中心度值和引用频

次都取得显著成就的是 ]W.0OAQ(hI/>(CILHK&/(

9NILYIW>N(;IKNI/(9ZI'/A% 知识图谱统计数据

证实#多名学者关注不同的聚类主题"表 )$%

表 )4国际共被引作者聚类主题

排名
聚类主题

原文44444 汉译44444

作者

" >JI/% PKJIKA>Q 宏伟战略 hI/># 9ZI'/A# C'AYAJKNIO# h&LI.0# CI/%OAJ

! .'R'O'\IK'&/ 文明 F'# C'# 7&N/P&/# VPI'# M'OOPYWJQ

) F'7'/H'/>VN&W>NK 习近平思想 MAJOA\# UNA/># ]I/%WJP0'# :&J/YQ# :AJ&O%

6 .&JJWHK'&/ 腐败 ;IKNI/ # gAZPL'KN# hA%ALI/# SNA/ c# C'

* ;AZCA@K 新左翼 UNI/># SJAALAJP# ;IW>NK&/# hIOKAJ# 5.@IJbWNIJ

1 KA[KI/IOQP'P 文本分析 VAAKP# SN'/# '̂/># cI/># 9N'

2 MA&HOA1PC'YAJIK'&/ 5JLQ 中国人民解放军 CILHK&/# :W# :W# CIL# G'L'KJ&R

+ '%A&O&>Q 思想 <'OOAQ# ]J&Z/# G'.0P&/# C'/0# ]JI%Q

$ 'LHAJ'IO'PL 帝国主义 9KIKA# hI/># T&&JA# <I%Q

"# SN'/IJ'PA 中国崛起 hI/># cI/># hW# ='/# fWI/

"" TI&P'L 毛泽东思想 ]W.0OAQ# UNI&9# C'# UA/># SNA/>

"! H&O'K'.IO%'P.&WJPAI/IOQP'P 政治话语分析 F'# MAJJQ# gI'J.O&W>N# ;&J%'/

44对比国内核心与国际核心的作者共被引不难

看出#第一#国内高被引均为内地学者或内地机构#

国际高被引除了国际学者#还包括中国学者#这说

明国内外学界之间需要密切学术交流与加强学术

互动% 第二#习近平在国内和国际都享有很高的共

被引指数#折射习近平在&习近平研究'领域中强

大的影响力和指引力% 第三#国际学界的聚类主题

超过国内#彰显国际学者丰富多元的研究视野%

*(期刊共被引

国内共被引中心度值最高的前 "# 份期刊顺

序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探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新疆师范大学

学报"哲社版$*)中国记者*)党建*)中州学刊*%

同时赢得高中心值与高被引频次的期刊是)党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探索*% 时间线图

谱统计揭示#关注聚类主题&述评'的期刊有)人

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 )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学习论坛*)求实*#&媒体融合'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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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湖湘论坛*)南京社会科学*)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现代传播* )中国法学*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由此可见#国内高共被引

期刊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领域%

国际前 "# 家期刊排列为 ?6&$# B()*7(/%&L(*

"中国观点$(05()&/#$ B.1&%&/#12/&($/(:(L&(K"美

国政治科学评论$(>6(?6&$(*(=.")$#1.'D$%()$#M

%&.$#1B.1&%&/*"中国国际政治$(8.-()$ ?6&$#"现

代中国$(>6(?6&$# !"#)%()13"中国季刊$(>6(

?6&$# =.")$#1"中国期刊$(?6&$#! 0$ D$%()$#%&.$#1

=.")$#1" 中 国! 国 际 期 刊 $( =.")$#1 .'

?.55"$&/#%&.$"传播学报$(=.")$#1.'?6&$(*(B.M

1&%&/#12/&($/("中国政法学报$(=.")$#1.'?.$%(5M

7.)#)3?6&$#"当代中国$% 时间线谱图显示#不少

期刊关注多样聚类主题"表 6$% 据此可知#国际

高被引期刊重点涉及政治学(传播学(法学范畴%

表 64国际共被引期刊聚类主题

排名
聚类主题

原文44444 汉译44444

期刊

" >&RAJ/I/.AJA@&JL 治理改革
8.-()$ ?6&$## >6(?6&$# =.")$#1# 05()&/#$ B.1&%&/#12/&($/(:(M

L&(K# 0*&#$ 2")L(3# 05()&/#$ =.")$#1.'2./&.1.,3

! >JI/% PKJIKA>Q 宏伟战略

>6(?6&$(*( =.")$#1.'D$%()$#%&.$#1B.1&%&/*# D$%()$#%&.$#1

2(/")&%3# D$%()$#%&.$#1 0''#&)*# >6&)- P.)1- !"#)%()13#

D$%()$#%&.$#1S),#$&Q#%&.$

) 9&WKN SN'/I9AI 南中国海
=.")$#1.'?.$%(57.)#)3 ?6&$## ?6&$# +(#-()*6&7 8.$&%.)#

?6&$# :(7.)%

6 ;AZCA@K 新左翼
?6&$# B()*7(/%&L(*# 8(-&## ?"1%")(F 2./&(%3# ?6&$(*(=.")$#1

.'?.55"$&/#%&.$

* '%A&O&>Q 思想
?6&$#! 0$ D$%()$#%&.$#1=.")$#1# =.")$#1.'?6&$(*(B.1&%&/#12/&M

($/(# 05()&/#$ 2./&.1.,&/#1:(L&(K

1 /W.OAIJ'\IK'&/ 无核化
>6(B#/&'&/:(L&(K# =.")$#1.'2%)#%(,&/2%"-&(*# D$%()$#%&.$#1:(M

1#%&.$*.'%6(0*&#

3

B#/&'&/# ?"))($%A&*%.)3

2 ;IK'&/IOE.AI/'.S&LL'PP'&/ 国家海洋委员会 C#*%0*&#$ B.1&/3

+ %AYK 债务 >6(?6&$(*(=.")$#1.'?.57#)#%&L(+#K# A"5#$ :&,6%*P#%/6

$ SN'/APA@&JA'>/ H&O'.Q%A.'P'&/

3

LI0'/> 中国外交政策决策 ;#%&.$#12/&($/(:(L&(K# =.")$#1.'2/&($/(

"# TI&'PL 毛泽东思想 !&"*6&

441(合作学者群

国内发文中心度值最高的前 "# 位合作作者

依次是陶文昭(秦书生(肖贵清(邸乘光(刘建军(

韩庆祥(孙绍勇(陈泽环(顾海良(胡卫#前 "#家合

作机构排序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

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

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求是*杂志社(清华大学% S'KA9HI.A未能析

出聚类主题#这或许是因为国内合作学者的研究

方向过于密集% 可以看出#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

北京地区#可能由于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

的缘故%

国际前 "#名合作作者先后是]'/>'/>(hI/>(

hI/>(CAA(CAA(7WI/(SN&'(5/(gA/>(SOIJ0% 前 "#

所合作机构是 VP'/>NWID/'RAJP'KQ"清华大学$(

SA/KJIOSN'/I;&JLIOD/'RAJP'KQ"华中师范大学$(

9KI/@&J% D/'RAJP'KQ"美国斯坦福大学$(gW%I/ D/'?

RAJP'KQ"复旦大学$(MA0'/>D/'RAJP'KQ"北京大学$(

SNIKNIL:&WPA"英国查塔姆研究所$(D/'RAJP'KQ&@

TI.IW"澳门大学$(D/'RAJP'KQ&@MA//PQORI/'I"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S&W/.'O&/ g&JA'>/ fAOIK'&/P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VNA:&/>̂ &/>M&OQKA.N/'.

D/'RAJP'KQ"香港理工大学$% 合作学者与合作机

构所在的前 "# 个国家和地区是 MA&HOA1 P

fAHWYO'.&@SN'/I"中华人民共和国$(D95"美

国$(9&WKN &̂JAI"韩国$( /̀>OI/%"英国$(VI'ZI/

"中国台湾$(<AJLI/Q"德国$(5WPKJIO'I"澳大利

亚$(SI/I%I"加拿大$(XKIOQ"意大利$(X/%'I"印

度$% 统计数据表明#多位合作学者和多家合作

机构研究不同的聚类主题"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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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国际合作学者群聚类主题

排名
聚类主题

原文 汉译

合作学者群

学者 机构

"

SN'/APA

3

7IHI/APAJAOI?

K'&/P

中日关系 UNI/># SI'# :&OY'>

fA/L'/ D/'RAJP'KQ&@SN'/I# D/'RAJP'KQ&@:&/> &̂/>#

<AJLI/ X/PK'KWKA&@<O&YIOI/% 5JAI9KW%'AP

! 5P'I 亚洲 UNI&# ]IOOI# 7'JARIP0AP

D/'RAJP'KQ&@GA/RAJ# D/'RAJP'KQ&@h'P.&/P'/# <J'@@'KN D/'?

RAJP'KQ

) 9'/&

3

GMf̂ JAOIK'&/P 中朝关系 f'.NAQ# :AJ&O%# 7'/

:I/0W0 D/'RAJP'KQ&@g&JA'>/ 9KW%'AP# Q̂W/>:AAD/'RAJP'KQ#

9A&WO;IK'&/IOD/'RAJP'KQ

6 '%A&O&>'.IONQYJ'%'KQ 思想杂糅 g&&K# UA/># hIJ/AJ

D/'RAJP'KQ&@E[@&J%# f'>I9KJI%'/PD/'RAJP'KQ# D/'RAJP'KQ

&@hAPKL'/PKAJ

* fAHWYO'.I/ SN'/I 中华民国 SOIJ0A# <'OO# ;AP&PP'A

D/'RAJP'KQ &@ TI.IW# 5WPKJIO'I/ ;IK'&/IO D/'RAJP'KQ#

D/'RAJP'KQ&@;AZ9&WKN hIOAP

1 H&O'.Q 政策
fAH/'0&RI#

fI-I>&HIOI/# ]'PZIP

c&/PA'D/'RAJP'KQ# EYPAJRAJfAPAIJ.N g&W/%IK'&/# <A&J>'I

9KIKAD/'RAJP'KQ

2 9HJIKOQP 南沙群岛 7IJ&P# MI/

SA/KAJ@&JX/KAJ/IK'&/IO9A.WJ'KQI/% S&&HAJIK'&/# 9A/IKA

9AOA.KS&LL'KKAA&/ X/KAOO'>A/.A# 9KI/@&J% D/'RAJP'KQ

+ MA/>C'QWI/ 彭丽媛
]OI/.NIJ%#

9NA/># fA/

9NI/>NI'7'I&K&/> D/'RAJP'KQ# D/'RAJP'KQ &@;&KK'/>NIL

;'/>Y&SN'/I# ]A'-'/>CI/>WI>AI/% SWOKWJAD/'RAJP'KQ

$ '/@JIPKJW.KWJA 基础设施 FW# CILP ]A'-'/>;&JLIOD/'RAJP'KQ# ÎKN&O'A0AD/'RAJP'KQCAWRA/

44据此可见#其一#国内领军合作学者大多来自

于首都地区#国际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

和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学术合作较为密切%

其二#国内与国际的研究机构既包括高等院校#也

涵盖科研院所(社会机构#体现研究群体的多

元性%

!五"研究讨论

综合国内与国际学界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可

以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覆盖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部分内容#但许多研究

对象是基于个案分析#缺乏大数据的翔实支撑和

系统的理论建构% 国际学者主要从自身利益出

发#或多或少以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戴着有色眼

镜先入为主进行研究% 国际学界过多关注中国政

治状态而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这样的研究范式必

然会导致其很大程度上缺乏客观的思辨立场和可

信的演绎逻辑% 基于当前学界研究中存在的些许

问题#研究认为今后的深入探讨需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加强探索!

"(建立研究理论

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研究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

代性(系统性(专业性!

% 当前习近平研究缺乏科

学的理论框架支撑和客观的实证数据解读"

% 我

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需

要新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思想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学界研究要重点围

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的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

革(新发展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总体国家安全观(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面从严治党等丰富内

容展开%

!(丰富研究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 研究习近平需要客观认识

当代中国#科学阐释中国特色#因而研究内容上要

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

#""

!

"

#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年 *月 "$日%

陈风华#查建设!)外宣语境多模态认知视角国家领导人形象建构///以习近平特稿为中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年第 )期%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年 "#月 "$日%



第 !!卷 陈风华!习近平研究的文献计量考察!进展(前沿与展望

缘起(重要内涵和实施方略#如对世情"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理论引发世界瞩目$(国情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和党情"&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迫切需要

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的全面探究% 需要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入研究

新时代大背景下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

伟大梦想% 这些内容都是国内核心与国际核心的

研究所缺乏的#需要各类学者(各级机构和各项学

科之间加强合作#仔细挖掘%

)(提升研究素养

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展现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

% 社会科学研究在思路上要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

类(面向未来"

% 国内学界要积极借鉴国外各类

研究成果#要经过科学的扬弃后坚持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 惟其如此#当下及

未来的系统研究才能既恰当吸收国际社会的研究

精髓#又适时避免国际一些报刊杂志不实观点的

刻意误导#实现对内形成强大的解释力(说服力与

感召力#对外形成科学的阐释力(吸引力和向心

力% 这需要国内学界不断做出努力#讲好习近平

故事#传递好中国领导人声音#树立好中国新时代

形象#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客观的事实依据和有效

的说服策略主动面对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相关

质疑及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国际赞

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核心期

刊的文献大数据#借助文本挖掘功能强大的知识图

谱可视化工具S'KA9HI.A#从发文量分布(关键词共

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期刊共被引和合作学

者群等方面系统考察国内外习近平研究的过去与

现在客观状况% &习近平研究'课题得到国内与国

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衍生出系列研究成果% 习近

平在&习近平研究领域'中起着不可缺少的引领作

用% 国际学界很少引用国内的研究成果% 从事习

近平研究的学者和机构较少来自于拉丁美洲和

非洲%

R+P'+"@-/$+2 7MF'"$&/+"%. "%1/#8+-. "(J+!+%F+%6!

D$"6$-..# I$"%/+-$.# &%8D$".F-2/.

S:̀ ;gA/>?NWI

"gI.WOKQ&@:WLI/'K'AP# VNA:&/>̂ &/>M&OQKA.N/'.D/'RAJP'KQ# :&/>̂ &/>$$$#22# SN'/I$

!"#$%&'$! MOIQ'/>IPKJ&/>.&JAJ&OA# <A/AJIO9A.JAKIJQF'7'/H'/>OAI%PKNASN'/APAHA&HOAK&A/KAJKNA

/AZAJIP'/.AKNA"+

KN

;IK'&/IOS&/>JAPP&@KNAS&LLW/'PKMIJKQ&@SN'/I(XK'PIJ>WA% KNIKKNA/WLYAJ&@%&?

LAPK'..&JA-&WJ/IOP'PY'>>AJKNI/ KNIK&@'/KAJ/IK'&/IO. %&LAPK'.N&KPH&KPI/% @J&/K'AJK&H'.PIJA&F'7'/H'/>

VN&W>NK&/ 9&.'IO'PLZ'KN SN'/APASNIJI.KAJ'PK'.P@&JI;AZ J̀I'# &TI&UA%&/>' I/% &TIJ['PL'# ZN'OAKNA

'/KAJ/IK'&/IO'P&HJ&HI>I/%I'. KNA.OWPKAJ'/>K&H'.P&@%&LAPK'.O'KAJIKWJAIJA@AZAJKNI/ KN&PA&@KNA'/KAJ/I?

K'&/IO. F'7'/H'/>OAI%PKNAJAPAIJ.N %'JA.K'&/ %&LAPK'.IOOQI/% '/KAJ/IK'&/IOOQ. KNAJAPAIJ.N &WKHWKP&@SN'/APA

I/% '/KAJ/IK'&/IOI.I%AL'..'J.OAPNIRAOI'% IP&O'% I.I%AL'.@&W/%IK'&/ @&JF'7'/H'/>VN&W>NK(XK'PPW>>APKA%

KNIKKNA@WKWJAA[HO&JIK'&/ PNIOOYA.IJJ'A% &WK@J&LKNAHAJPHA.K'RAP&@APKIYO'PN'/>JAPAIJ.N KNA&J'AP# A/J'.N'/>

JAPAIJ.N .&/KA/K# I/% KJI/P@&JL'/>JAPAIJ.N '%AIP(

()* +,%-#! F'7'/H'/>. S99SX-&WJ/IO. 99SX-&WJ/IO. 5B:SX-&WJ/IO. Y'YO'&LAKJ'.P

"责任校对4朱正余#

"""

!

"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NKKH!,,ZZZ(['/NWI/AK(.&L,!#"+

3

#+,!),.s"!$$)+!6*(NKL%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