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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振兴”就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全面梳

理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提升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和借鉴价值，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实意义重大。因

此，通过运用 CiteSpace软件对 2017～2018年间 CSSCI数据库中乡村振兴研究的 263篇文献进行被引文献、关键词的可视

化分析，提炼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核心文献、前沿课题、研究热点，以把握现阶段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脉络，为今后的乡

村振兴研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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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pro⁃
posed and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fore, visual analysis of cited references and keywords of 263 literatures on rural revital⁃
ization research in CSSCI database from 2017 to 2018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o extract core lit⁃
eratures, frontier topic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grasp the overall context of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udies and point the way for fu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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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

的、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因此，十九大

之后，乡村振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理论

研究的热点。一年多来，与此相关的文献数量迅

速增加。全面梳理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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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统计分类，并绘制可视

化的知识图谱，分析具有影响力的文献，厘清该

领域的前沿性课题和研究热点等。以期廓清乡村

振兴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前沿课题，并指出该领域

今后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和新方法等，以提升

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和借鉴价值，进而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实。

1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是一款用于科学计量化研究的

可视化分析软件，它是由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的

陈超美教授在 Java语言应用程序下研究开发的。

该软件可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分析，并

卢东宁等：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进展

东北农业科学 2021，46（5）：136-140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21.05.029



5期 卢东宁等：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进展 137

在可视化网络中建立起相关文献、作者、关键词、

期刊、机构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探测出该学科

领域知识发展前沿和热点 [1]。刘则渊曾用“一图

展春秋，一览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对它

进行高度评价 [2]。
1.2 数据处理

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

以“乡村振兴”为主题进行检索，去除不相关文

章，共检索到 2017～2018年的 263条相关文献。在

参数设置中，时间分区为 2017～2018，以 1年为单

位进行切割；节点类型依次选择被引文献、关键词，

分别获得文献共引、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图谱。节

点阈值选择 Top 50；网络裁剪功能区参数选择最小

生成树和对合并后的网络裁剪相结合。

2 统计与计量分析

2.1 引文分析

为增加前时区和后时区被选择文章数量 [3]，
在阈值设置中使用（2，2，20）、（2，2，20）、（2，2，
20）。图 1图谱中，网络节点 N=90，连线数 E=144，
网络密度为 0.036，表明该领域知识点关联度低，

聚集度不高。图 1显示了乡村振兴研究中被引频

数超过三次的文献，被引 5次以上的作者只有 5
人，可见形成较强影响力的作者并不多。

2.1.1 高被引文献分析

陈超美 [1]指出，原始数据中的被引文献组成

了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这里，我们重点介绍

被引频次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前三项文献。由表

1可知，最显著节点是叶兴庆 [4]，总计被引 10次。

该文中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为：乡村振兴必须牢牢

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

则，同时要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 [5-6]。

 

 图 1 文献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

表 1 共引网络中高被引文献汇总

文献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论纲

明确发展思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前提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作者

叶兴庆

罗必良

贺雪峰

朱泽

年份

2018

2017

2017

2017

来源

改革

南方经济

探索与争鸣

中国党政干

部论坛

被引频次

10

8

5

5

中心度

0

0.52

0.08

0

高被引主题

乡村振兴的原则、“人、地、钱

三个关键”

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建设实践

农村改革的三条主线

具有第二影响力的文献，位于图谱的正中

央—罗必良 [7]，总计被引 8次，该文侧重对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路径的研究，其影响力主要在于：在

实施路径上要加快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农村产

业融合，以城乡分工体系和新型农业体系为核

心，促进城乡协调平衡发展。

贺雪峰 [8]和朱泽 [9]均是被引 5次。贺雪峰的影

响力在于：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 ,应该是为一般农

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朱泽

的影响力在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深入推

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社区和

市民的关系，破解“三农”发展难题。

上述高被引文献均以理论分析为主，因创新

性观点而多次被引。

2.1.2 高中心性文献分析

除了用被引频次来评价关键文献外，还可通

过文献的中心性来辨识。具有高中心性的文献代

表着知识领域的转折点，表明其在该知识领域中

具有重要贡献。

表 2 中显示，最具转折意义的文献是彭海

红 [10]，该文实现了乡村振兴研究由理论到实践、由

抽象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的转变；第二大转折

点的文献是李国祥 [11]，此文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时代背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教训、我国

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等多个维度阐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拓宽了实施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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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必要性的研究思路；第三大转折点的文献是罗

必良[7]，该文既有较高的被引频次，又有较高的中

心性，是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较为关键的文献。可

见，高中心性文献均在研究视阈方面有所创新。

2.1.3 聚类分析

对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进行聚类运算，得到

文献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图 2）。衡量聚类的清

晰度一般用两个指标，即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

廓值（S值），0≤Q值<1。Q>0.3时，意味着被划分

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明显的；当 S值在 0.5以上，聚

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 [12]。图 2所显示的聚类图谱

中，Modularity Q=0.6312, Mean Sihouette=0.5498, 表
明文献共被引的聚类图谱是可信的。使用聚类算

法共得到 20个聚类，每个聚类都有一个明确的主

题，由 CiteSpace从该聚类施引文献的标题和关键

词中提取出高频短语作为聚类名称。关于乡村振

兴研究的前沿课题，总体上聚焦于以下几个视角：

（1）政策解读视角。侧重于对乡村振兴战略

的理论内涵、意义、总体战略要求、目标内容作具

体阐述 [13]；（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侧重于通

过乡贤文化的发挥、基层民主的发展、农村社会

分利秩序等多个维度，营造乡村振兴所需的新政

治社会生态 [14-16]；（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角。侧

重于通过城乡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

旅游等推动乡村振兴，进而促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17-19]；（4）乡村重构视角。侧重通过经济重构、

社会重构、空间重构、文化重构等推动乡村振

兴 [20-23]；（5）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侧重于通过

政策机制调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制

度改革、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改进等解决社会主

要矛盾，以推动乡村振兴[24-28]；（6）实践经验总结视

角。侧重于国内成功的探索模式和实践经验的总

结、国外乡村区域振兴运动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农业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等方面研究乡村振兴[29-32]。
2.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提取自论文研究内容和主题，能够精

确表达一篇学术论文的核心内容和精髓，可以用

来研究一个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 [33]。对关

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并对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进

行总结归类，凝练出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

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到，除了乡村振兴和乡村

振兴战略频率最高外，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旅游、

乡村治理、新时代、“三农”问题等，也是频率较高的

关键词，并形成了以这些高频关键词为核心的多中

心共现关系结构。该领域研究的关注点和焦点通过

这些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中心性也可以判断研究领域的热点。节点在

整个网络中的“媒介”作用强弱与节点的中心性

成正比。表 3显示，除了乡村振兴和乡村振兴战

略以外，中心性排在前几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农

村治理、城乡融合、实现路径、农业农村现代化

等，表明它们在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网络中具有

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整个网络中有较强的

“媒介”作用，影响着该领域研究的演进。

综上分析可得出，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振兴战

略的核心议题下，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旅游、乡

村治理、城乡融合、“三农”问题成为热点关键词。

3 研究结论

3.1 研究现状

本文借助 CiteSpace软件绘制了乡村振兴研究

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厘清了 2017～2018年间乡村

表 2 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 5篇文献

文献

塘约道路:乡村振兴战略的典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在推

进现代化中的伟大创举

明确发展思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乡村治理现代化:村庄与体制

作者

彭海红

李国祥

罗必良

贺雪峰

年份

2017
2017

2017
2017

来源

红旗文稿

农村工作通讯

南方经济

求索

中心性

0.57
0.54

0.52
0.37

被引频次

2
2

8
2

高被引主题

乡村振兴的实例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

 

图 2 文献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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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乡村振兴研究文献中高频次和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前 17位)

频次排序

频次

162
67
9
8
8
7
7
6
6
6
6
5
4
4
4
4
4

中心性

1.25
0.56
0.05
0.01
0.04
0.00
0.02
0.01
0.06
0.03
0.00
0.04
0.01
0.00
0.00
0.00
0.00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旅游

乡村治理

新时代

“三农”问题

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

集体经济

精准扶贫

城镇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村发展

产业振兴

十九大报告

乡村重构

中心性排序

频次

162
67
3
6
2
9
8
5
6
3
7
3
2
2
2
2
8

中心性

1.25
0.56
0.07
0.06
0.06
0.05
0.04
0.04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1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治理

城乡融合

实现路径

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治理

城镇化

集体经济

新乡贤

“三农”问题

绿色发展

小农户

乡村教育

乡贤文化

乡村文化

乡村旅游

振兴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文献、前沿性课题与研

究热点等，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在乡村振

兴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文献均在理论上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并且提出了新观点；（2）乡村振兴研究

中转折意义最大的文献均在研究视阈上具有一定

新意，开拓了乡村振兴研究的新视野；（3）乡村振

兴研究的前沿性课题聚焦于多维视角：诸如政策

解读、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

重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实践经验总结等；（4）研
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乡村旅

游、乡村治理、城乡融合、“三农”问题等方面。

3.2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整体上，我国乡村振兴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基

本上形成了理论基础、思想内涵、政策解读、实践

误区、发展路径、生活保障、制度创新、经验总结

等八个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议题，产生了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缺憾：（1）研究

内容重理论轻实践。现有成果中，关于政策解读

和理论内涵阐述方面的文献数量多、关注度高，

而破解乡村振兴面临的实践难题、凝练乡村振兴

成功经验的成果相对太少；（2）研究方法以定性

分析为主。主要以案例分析、文献分析等定性研

究方法为主，而定量的研究方法应用较少；（3）研
究的理论基础以管理学为主导，而以政治学、法

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偏少；

（4）研究主题大多聚焦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而聚焦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方面

的成果甚少。

3.3 研究展望

有鉴于此，今后乡村振兴的研究方向应该为：

（1）开拓新视野。在研究选题上，注重凝练总结

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2）应用新方

法。在研究方法上，应加强定量分析方法的应

用。如依据衡量乡村振兴水平的因素，设计出一

套复合型、“标准化”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计量分析模型，评价乡村振兴的实际效

果；（3）依托新理论。在依托理论上，注重对政治

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依托新理

论，立足新视角，或许会有新发现、新思路、新举

措；（4）开辟新视角。乡村振兴总要求的各个方

面是有机整体，必须协同推进，不能厚此薄彼，更

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应从乡村“全域”振兴出

发，不断拓展研究视角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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