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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CiteSpace对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进行了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分析,分

析发文量、作者、机构、期刊影响力和合作网络变化,揭示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欧美等

经济发达国家和澳大利亚具有较高影响力,国家与机构间合作密切。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始终以生

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为中心,研究内容以政策研究和生态环境研究为主,研究热点由关注生态功能

转变为以人类活动为主的整体功能规划研究,蓝色经济、蓝色发展是近些年的主要关键词。在海

洋开发强度、范围不断增大,全球气候环境频繁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海洋观测和数据收集,探索海

洋生态系统对环境影响和人类活动响应机制,加强生态模型在海洋应用,细化海洋空间规划管理

措施,因海制宜地调整规划方案,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齐头并进,是我国海洋空间规划研究

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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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CiteSpace,thispaperanalyzedthechangesofthenumberofpaperspublished,

thenumberofauthors,theinfluenceofinstitutions,theinfluenceofjournals,andthe

cooperationnetwork,andrevealedthetrendsofresearchhotspots.Theresultsshowedthat:Eco-

nomicallydevelopedregionsandcountriessuchasEurope,AmericaandAustraliahadhighinflu-

enceandclosecooperationbetweencountriesandinstitutions.Theresearchonmarinespatial

planninghadalwaysbeencenteredonecosystem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withpolicyre-

searchandecologicalenvironmentresearchasthemaincontents.Thefocusofresearchhad

shiftedfromecologicalfunctiontointegratedfunctionalplanningwithhumanactivitiesasthe

mainfocus.Blueeconomyandbluedevelopmentarethemainkeywordsinrecentyears.Under

thebackgroundoftheincreasingoceandevelopmentstrengthandscope,frequentchange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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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climateenvironment,strengtheningtheobservationanddatacollectionresearch,exploring
themarineecosystemimpactontheenvironmentandhumanactivityresponsemechanism,en-

hancingtheuseofecologicalmodelsinmarine,refiningmarinespatialplanningmanagement

measures,adjustingtheplanningschemebyconsideringthesea,implementingecologicalprotec-

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goinghandinhand,willbethefuturedirectionofChina'smarine

spatialplanningresearch.

Keywords:Marinespatialplanning,Researchhotspots,Bibliometricmethod,CiteSpace,Knowledgemap-

ping,Visualizedanalysis

0 引言

海洋空间规划是以生态系统为中心进行海洋

综合管理的重要工具[1],是以海洋空间为研究对象,

包含海岸带、近海、远洋,涵盖海面、海水、海底空

间,以协调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目

的对海洋开发活动进行合理布局的空间规划,合理

的海洋空间规划能够与陆域空间规划协调对接[2],

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实现海洋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许多国家在20世纪就已提出针对环境保护问

题实施海洋综合管理。如:20世纪中期日本就根据

濑户内海和东京湾资源环境评价实施管理;澳大利

亚在1975年以大堡礁生态系统保护为目的建立了

大堡礁公园管理局;200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海

岸带综合管理建议书》,提出基于区域资源管理进

行的海洋空间规划,明确海洋空间规划在整体空间

规划中的地位;2005年,《欧盟海洋环境策略纲要》

中首次建立了海洋空间规划的支持性框架;200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第一届海洋空间规划,正式

提出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制定海洋空间规划,历经

10余年的发展,各国已经开展了较多海洋空间规划

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如:比利时综合评价海域开

发活动和关键生态指标,分步骤划分了用海区域和

保护区[3];荷兰在北海2015海洋综合管理计划的基

础上,不断进行特定功能区研究,调整现有管理制

度[4];Bennett等[5]讨论了社会科学对海洋空间规

划的指导作用;Karnad等[6]研究了印度渔业受海洋

空间规划的影响。

我国海洋空间规划起步较晚,但在他国实践基

础上迅速发展出了符合我国社会经济现状的空间

规划体系,目前形成了包括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

境保护规划、生态红线区划为主的一系列规划。我

国海洋空间规划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张倩

等[7]依据生态承载力评价进行了江苏省连云区海洋

空间规划研究,宋岳峰等[8]基于生态系统设计了三

级海洋空间规划分区方案,也有一些学者探究了国

外空间规划实际对我国的启示[9-11]。

总体而言,我国海洋空间规划已经形成了初

步成果,但仍存在较多不足。2019年新一轮国土

空间规划对海洋区域合理规划提出了新要求,随

着2020年我国上一轮海洋功能区划截止,海洋区

域的合理规划迫在眉睫。实践中海洋开发强度与

生态环境面临的威胁也在与日俱增,面对政策和

实际开发的双重需求,分析海洋空间规划最新的

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明确研究热点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对

近20年海洋空间规划文献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

探究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发文量、被引频

次、发文期刊、作者、机构影响力和研究热点内容

的变化趋势。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

库,为了展现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发展的全过程,研

究时 间 范 围 选 择 全 部,设 定 搜 索 语 句 为:TS=
(marine“spatialplanning”或coastal“spatialplan-

ning”),文献语言选择英文,剔除非学术类论文将

文献类型设定为article,检索得到1361条结果,提

取数据的作者、标题、来源出版物、摘要、引用参考

文献等数据,用于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工具进行文献可视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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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CiteSpace是一款分析科学文献数据知识图谱

的软件[12-14]。利用该软件能够提供共现网络与共

被引网络的可视化分析,直观反映学者、机构、国家

的合作情况以及该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全面揭

示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和发展情况[15-17]。

采用CiteSpace对2000—2020年文献数据进

行可视化分析,分别选择节点类型(NodeTypes)=
“Keywords”“Country”“Institution”,进行关键词、

国家、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设置时间切片(Time

Slicing)=“2000—2020”,时 间 区 分 度(YearPer

Slice)为1。为了提高运算的简洁性和数据的可靠

性,选择阈值(SelectionCriteria)为“TopN=50”。

使用软件自带的“Burstsness”分析功能对关键词进

行暴点(bursts)分析,Burstness分析可以反映某一

时段的突发研究热点、持续时间,有助于了解研究

领域的前沿和热点内容。

聚类分析中 Modularity和 MeanSilhouette是

两个检验聚类水平的指标[18]。Modularity的值域

在[0,1],值越大表明网络聚类结果越好,该值大于

0.3时表明网络聚类结构显著,分析结果相对可靠;

MeanSilhouette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

越 接 近 于 1 反 映 网 络 的 同 质 性 越 高,Mean

Silhouette值大于0.5时表示聚类结果具有合理性。

2 结果

2.1 时间特征分析

年度发文数量和被引数的变化趋势可以直观

地反映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与受关注程度。

从发文量来看,海洋空间规划研究近20年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图1):2000—2006年海洋空间规划

受到关注较少,这一阶段是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的初

期发 展 阶 段,发 文 量 较 少 且 相 对 稳 定;2006—

2020年 是 海 洋 空 间 规 划 的 飞 速 发 展 阶 段,仅

2009年、2016年、2020年发文量较前一年有所下

降,整体发文量快速增多。被引频次的变化在时间

上显示了相同的趋势,2006年后被引频次快速增

加,2017年后增速进一步加快,2019年和2020年被

引频次超过5000次,这说明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受

到的关注不断增多。

从国家层面来看,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

图1 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发

文量和被引频次

开展研究较早,2005年以前已经开展了海洋空间规

划研究,在2006年以后快速增长,在2015—2017年

分别迎来小幅下降,总体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中

国相关研究开展相对较晚,发文量相对稳定,与世

界顶尖水平接近但仍存在差距,但2018年以来我国

发文量大幅提高,2020年发文量为当年第三。随着

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进行,我国近年来对海

洋空间规划研究的重视不断加强。

2.2 期刊和作者影响力分析

发文期刊的分布特征是反映研究方向和影响

力的重要方面。通过 WOS文献数据得到的2000—

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发文量前10的期刊(表1),总

发文 量 和 被 引 次 数 上《MarinePolicy》最 多,而
《PLoSONE》是平均被引次数最高的。《Marine

Policy》《OceanCoastalManagement》的名列前茅

表明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中政策研究得到了广泛关

注,《IcesJournalofMarineScience》的高发文量和

高被引率体现了海洋空间规划对传统渔业资源规划

的重视,较多研究者的成果发表于《MarineEcology
ProgressSeries》《BiologicalConservation》《Marine

PollutionBulletin》《AquaticConservation Marine

andFreshwaterEcosystems》,体现学界普遍从生态

系统出发进行海洋空间规划研究。表2展示了

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发文量前10的作

者,从发文量和被引数看,欧美国家作者仍占据领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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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发文量前10期刊

期刊 TNA/篇 TNC/次 ANC数/次

MarinePolicy 228 7284 31.95

OceanCoastalManagement 116 1616 13.93

FrontiersinMarineScience 42 265 6.31

IcesJournalofMarineScience 36 815 22.64

PLoSONE 32 1066 33.31

JournalofCoastalResearch 25 196 7.84

MarineEcologyProgressSe-
ries

25 418 16.72

BiologicalConservation 24 480 20

MarinePollutionBulletin 24 361 15.04

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andFreshwaterEcosystems

23 191 8.30

  注:TNA为文章总数 Totalnumberofarticles;TNC为总被引

用次数 Totalnumberofcitations;ANC为平均被引次数 Average

numberofcitations。

表2 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发文量前10作者

作者 TNA/篇 TNC/次 ANC数/次

HalpernBenjaminS 18 5495 305.28

StelzenmullerV 17 566 33.29

GalparsoroI 15 292 19.47

PossinghamHP 14 653 46.64

BorjaA 12 238 19.83

Ban,NatalieC 11 428 38.91

GeeKira 11 121 11

JohnsonD. 11 295 26.82

DepellegrinD 10 124 12.4

CaladoH 10 171 17.1

2.3 国家机构知识图谱分析

合作网络中较大的节点表示该国家发文量更

多,图2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节点

较大,2000—2020年这些国家发文量占总数的前

5位,在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中具有领先地位,尤其是

美国(338篇)、英国(335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海

洋空间规划研究水平较高(表3)。合作网络包含节

点N=103,连线数E=784,连接强度D=0.2869,

这表现出国家间的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合作网络已

经初步形成。

中心性能够体现某一节点连接其他两个节点

的情况,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心性均较

大,这些国家在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中起到了“中

轴”的作用,具有引领研究前沿发展的地位,此外

南非尽管发文量相对较少(41篇),但其中心性大

于0.1,这表明其与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存在紧密合

作,具有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的区域领先地位,可见

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存在区域合作性,往往由几个

代表性国家作为核心引领区域研究发展。中国海

洋空间规划从发文量水平来看接近一流水平,但

中心性较小,表明我国相关研究仍不具备创新引

领地位。

图2 国家合作网络

表3 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

机构发文量前10国家

国家 TNA/篇 TNC/次 ANC/次 中心性

美国 338 14075 41.64 0.43

英国 335 10432 31.14 0.26

澳大利亚 162 4676 28.86 0.14

德国 122 2369 19.42 0.07

意大利 115 2303 20.03 0.15

西班牙 108 1363 12.62 0.11

加拿大 107 6736 62.95 0.09

法国 100 3053 30.53 0.06

葡萄牙 78 928 11.90 0.02

荷兰 62 1142 18.42 0.03

机构合作网络(图3)显示总节点数N=802,连
线数E=3492,连接强度D=0.0192,研究机构间

初步形成了合作网络。发文量最多的5个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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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昆士兰大

学、大自然保护协会、詹姆斯·库克大学和斯坦福大

学(表4)。有17家机构发文在20篇以上,发表论文

总数477篇,占总样本的35.05%。发文量前10的研

究机构中2所位于英国,2所位于澳大利亚,其余6所

均位于美国。697个机构发文量少于5篇,这表明海

洋空间规划研究存在少数发文较多的机构,但整体

研究更依赖于大量研究机构的普遍参与。昆士兰

大学、NOAA和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心性均超过了

0.1,表明这3所研究机构在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中具

有领先地位。与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相比,中国从事

海洋空间规划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发文较少,2000—

2020年中国从事相关研究发文最多的为中国海洋

大学和 厦 门 大 学(6篇),二 者 被 引 频 次 分 别 为

186次和37次,远低于同领域顶尖研究机构。

图3 机构合作网络

表4 海洋空间规划研究机构发文量前10机构

机构 TNA/篇 TNC/次 ANC/次

NOAA 47 5024 106.89

昆士兰大学 41 1313 32.024

大自然保护协会 37 4663 126.03

詹姆斯·库克大学 35 1611 46.03

斯坦福大学 34 5460 160.59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32 5093 159.16

杜克大学 30 2733 91.10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27 4764 176.44

普利茅斯大学 27 522 19.33

圣安德鲁斯大学 26 499 19.19

2.4 关键词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合作网络得到的节点较多,总节点数 N
为630个(图4)。从 出 现 频 次 来 看,除“marine

spatialplanning”外,“management”“conservation”

“marineprotectedarea”“fishery”和“biodiversity”

这5个关键词占据前5位,出现频次超过50的

20个关键词中,“climatechanged”“ecosystemserv-

ice”和“policy”出 现 频 次 也 较 高(分 别 为99次,

80次,65次),表明政策研究和生态环境研究是海

洋空间规划研究的主要内容。

图4 关键词共现网络

早期的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依托于海岸带综合

管理(ICZM),研究注重资源利用和管理,2007年

“Marinespatialplanning”第一次作为关键词出现,

此后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向着多交叉多融合的方向

发展。分析“management”相关的关键词反映了海

洋空间规划的整体变化,“coastalmanagement”和

“oceanmanagement”在时间上先后出现,这意味着

应对日益增加的海洋开发需求,海洋空间规划研究

和实践范围也在不断外扩。2007年出现的关键词

有“watermanagement”“sedimentmanagement”和

“seausemanagement”等,2008年“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作为关键词出现并在此后被频繁提及

(114次),相关关键词还有此后出现的“adaptive

management”和“environmentalmanagement”等,

这表明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在早期是依托海洋资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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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经验进行的整体性规划工作,在实践中对水

体、沉积物等分别进行管理,目前则已经确立了以生

态系统为基础的规划原则,在研究中考虑整体生态环

境功能进行规划。

从研究区域看,北海(northsea)、巴伦支海

(Balticsea)和地中海(Mediterraneansea)代表的欧

美国家是热门研究区。方法类关键词中,“CGF(cu-

mulantgeneratingfunction)”“GI(GeographicIn-

formation)”和marxan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表

明了地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在海洋空间

规划中的广泛使用。另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海

洋空间 规 划 研 究 的 重 点 关 注 对 象,“气 候 变 化

(climatechange)”“酸化(acidification)”和“海平面

上升(sealevelrise)”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相关文献

中,揭示了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密

切联系。

近5年来,“space”和“land”作为关键词的频繁

出现反映了学者们对海洋空间规划范围的关注,欧

美国家的海洋空间规划实践中纷纷拓展海岸线向

陆一侧的规划范围,将诸如流域等陆地生态系统囊

括在规划范围内,从更大尺度的生态系统角度进行

海洋空间规划,“blueeconomy”“bluegrowth”和
“waveenergy”等词出现频次较高,以往的海洋空间

规划研究过多地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忽视了其他空

间功能的利用,目前已有更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

蓝色经济上,追求经济与生态的协同进步[19-20],在

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同时,优化革新现有开发

活动,调整海洋资源开发结构,在生态功能以外关

注海域空间全部功能的发展,实现海洋区域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同进步,是目前海洋空间规

划研究密切关注的热点。

聚类分析结果得到的 ModularityQ=0.633,Mean

Silhouette=0.8387,因此聚类结果是可信的。主要的

聚类有ecosystemservices、scenarios、CGFS、integrated

management、coastalpartnerships和landuse等(图5)。

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存在28个

“爆点”,早期海洋空间规划研究注重生态过程(eco-

systemapproach)等基础研究,2013年以来研究更

加成熟,更加关注以人类活动在空间规划中的作

图5 基于关键词的聚类网络

用,如“渔业管理(fisheriesmanagement)”“开发效

益(benefit)”和“行为(behavior)”成为“爆点”关键

词,注重在空间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参与,“marxan”和“model”作为“爆点”出现也凸显

了计算机模拟技术在空间规划中的重要作用,“土地

(land)”作为研究热点表现了海洋空间规划对海陆协

调的关注,而“海洋保护(marineconservation)”作为

“爆点”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是海洋空间规划

研究的热点。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WOS核心数据库和CiteSpace软

件,从研 究 机 构、关 键 词、发 文 期 刊 等 方 面 分 析

2000—2020年海洋空间规划研究进展和热点,得出

以下结论。

(1)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从时序上以2006年为界

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6年是海洋空间规划研

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依托于海岸带综合

管理,以资源环境管理和开发利用角度进行规划为

主,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雏形阶

段,但已经开始形成了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目的

进行规划的意识。2006年欧盟委员会在《欧洲未来

海洋政策绿皮书》中提出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的

开展海洋空间规划,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

第一届海洋空间规划。2007年海洋空间规划正式

被作为关键词在研究中被提出,此后海洋空间规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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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由理论转向了现实实践,研究水平迅速发展,这一

阶段至今是海洋空间规划的迅速发展期。2017年第

二届海洋空间规划大会召开后,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热

度进一步提高,随着海洋开发强度和范围的增大,对

海洋空间规划的需求和关注只会不断增强,海洋空间

规划研究将向着大尺度、长时间、以协调生态系统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方向持续进步。

(2)欧美国家和机构在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中影

响较大,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海岸带开发情况使

得其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的开展时间较早,研究水平

较高,合作也较为紧密。我国目前的研究水平与一

流水平还有差距,研究机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不

足,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自身的研

究水平和影响力。

(3)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以政策研究和生态环境

保护研究为重点,分析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问题,

为行政部门提供用海管理依据,实现环境保护和海

洋开发协调进步,是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的目的。

(4)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中出现较多的关键词有

“management”“conservation”“marineprotectedar-

ea”“fishery”和“biodiversity”,近年来“land”“blue

economy”“bluegrowth”和“waveenergy”出现频次

较高,主要关键词聚类包括“ecosystemservices”

“scenarios”“CGFS”“integrated management”

“coastalpartnerships”和“landuse”等,优化产业结

构,调整开发模式,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注重海

洋经济发展,是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的主要热点。

总体而言,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以政策和环境保

护研究为主,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热点研究区域看,

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都是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的主战

场,研究热点由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转向以人类活动

为重心,协调保护与多种功能共同发展的全面规划

研究。近10年来,“challenge”是出现频次最多的关

键词,全球大规模的海洋和海岸带开发带给我们不

仅是发展的机遇,更多的是日益增长的挑战。

应对不断增强的海洋开发活动,提高海洋空间

规划研究水平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我国海洋空间规

划研究和实践与国际顶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研究

理论基础和管理实践都存在较多不足,因此我国海

洋空间规划可以从以下几点继续发展。

(1)应加强海洋观测和数据收集研究,海洋空

间规划作为管理工具,十分依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

客观评价。利用3S技术和计算机模型手段获取实

时、大规模、精确的海洋观察数据,是一切海洋科学

和管理研究的基础。

(2)应加强海洋生态系统响应机制和评价研

究。生态系统是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的核心,应对全

球气候环境变化,探索不同环境要素变化下生态系

统响应机制,明晰海洋生态系统在自然和人为作用

双重影响下的变动,是制定合理海洋空间规划的关

键环节。另外生态系统评价研究也是实现合理规划

的重要前提,定量或定性的评价区域生态系统质量、

服务功能有助于划分不同级别和功能的生态区域。

目前海洋生态系统评价十分依赖实测数据,而陆域已

有较成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模型,如InVEST和

ARIES等,海洋的广阔性、复杂性、数据难获得性使

得生态模型难以被运用,如何设计合理的参数将这些

模型应用在海洋区域,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评价研

究,是未来海洋空间规划实践亟须解决的问题。
(3)应细化海洋空间规划管理措施,与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海洋空间规划在县市层面缺乏规划分

异,不能因海制宜地进行实践。不同区域具有的生

态系统功能和可开发属性往往存在空间分异,合理

的规划能体现区域规划保护和开发重点,在整体规

划基础上进行适当取舍,将区域重点生态功能放在

首位,跳出行政区划,针对海域属性制订具体方案,

并充分考虑公众参与情况,将利益相关者纳入规划

的全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规划方案,实现生

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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