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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科学、合理和有效地推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其政策制定,文章基于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采用CiteSpace软件,分析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并提

出展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已形成经济效率、海洋资源和海洋产

业等研究热点,海洋经济效率和海洋生态效率测算以及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等成

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前沿;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亟须从构建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探索创新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提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

实现路径和检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有效性4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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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hina'smarineeconomyandits

policyformulationinascientific,reasonableandeffectiveway,thispaperusedCiteSpacesoftware

basedonCNKIdatabasetoanalyzetheresearchhotspotsandfrontiersofhigh-qualitydevelop-

mentofChina'smarineeconomy,andputforwardprospects.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in

theresearchfield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China,economicefficiency,

marineresources,marineindustryandotherresearchhotspotshadbeenformed.The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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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marineeconomicefficiency,marineecologicalefficiency,andthedynamicrelationshipbetween

marineresourcesandmarineenvironmenthadbecometheresearchfrontiersofhigh-qualitydevel-

opmentofmarineeconomyinChina.Underthebackgroundofspeedingupconstructionofmarine

power,thereforefrombuildingmarineeconomydevelopmentofhighqualitysyntheticevaluation

system,toexploringthemechanismofinnovationqualityofmarineeconomydevelopment,point-

ingout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highqualityconcreterealizationpathandtestingthe

effectivenessofthemarineeconomydevelopmentwithhighqualitypolicyfromfouraspects,it

shouldfurtherdeepentheresearchon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

Keywords:Marineeconomy,High-qualitydevelopment,Knowledgemap,Researchhotspots,Re-

searchfrontiers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是高质量

发展战略要地”的重要论述,加快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已成为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改革共识。然而

目前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一方

面,我国海洋产业科技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产、学、研

合作机制不畅;另一方面,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速度明

显放缓,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和效益低下。此外,我国

长期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开发利用方式,导致近海

生态环境受损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对

海洋经济发展产生约束。因此,应以全面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为基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在新时期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课题被各研究机构

和专家学者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关于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评价

指标、效率测算和对策建议等领域。在评价指标方

面:鲁亚运等[1]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测算我国沿海

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刘俐娜[2]建立海洋

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青岛海洋经济发

展质量进行综合评定;狄乾斌等[3]基于熵值纠正G2
赋权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海洋经济发

展质量进行定量计算。在效率测算方面:刘大海

等[4]测算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特征;韩增林

等[5]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2001—2015年

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经济全要素生

产率,并采用PVAR模型预测其内在机制的变化趋

势;吴梵等[6]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测算海洋科技

创新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效率,并运用空间计量模

型进一步考察该影响的空间外溢特征。在对策建

议方面:韩增林等[7]提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

源利用、产业发展和区域协调对策;苟露峰等[8]运用

计量面板模型检验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对海洋经

济增长的影响;孙才志等[9]采用PLS法测算政策对

海洋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并归纳

政策的影响路径。

现有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综述主

要是对文献资料的归纳和总结。为科学、合理和有

效地推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其政策制定,

并为深入贯彻“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和“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支持,本研究基

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采用CiteSpace软件,

分析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并提出展望。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可通过可视化方式展现研究领域的

学科结构、发展历史和知识构架[10],具有直观和定

量等多种优点。自CiteSpace软件[11-12]被开发后,

知识图谱在我国蓬勃发展,在科学计量、信息计量

和文献计量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邱鹄等[13]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掌握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

现状;凡庆涛等[14]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分析

科研管理主题文献,并归纳其对我国科研管理工作

的启示;孙伟[15]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国外创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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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并归纳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知识图

谱的表现形式不断改变,其应用也呈现多元化态势。

本研究选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进行分析,

通过节点大小和网络连接度等要素展示研究热点

和前沿。主要步骤为:将CNKI数据库下载为Ref-

works格式文件,利用CiteSpace5.6软件将 Ref-

works格式转换为可识别格式;时间切片设为1年,

节点类型根据研究需求依次选取作者合作和机构

共现等,阈值选择每个时间切片中的Top50,图谱

修剪方式采用寻径和合并网络,图谱可视化方式采

用静态聚类;在上述参数设置的基础上运行软件,

得到聚类可视化图谱。

1.2 数据来源

选择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以
“海洋经济质量”“海洋经济效率”和“海洋经济高质

量”为检索词,分类目录选择“哲学与人文社科”“经

济与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Ⅰ、Ⅱ辑”,选择时间为

2000—2020年。此种设置主要考虑的是这3个检

索词基本能覆盖大部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

究文献以及期刊权威性较强,同时去除自然科学和

理工学科而保留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学科。经过

精确检索,共得到275条文献记录。

2 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现状

2.1 文献时间序列分布

分析文献时间序列分布有利于了解文献在各阶

段的趋势与变化情况[16]。因此,本研究根据CNKI
数据库导出的文献数据,分析文献时间序列,并绘制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年度分布图(图1)。

图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由图1可以看出,根据研究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可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分为3个阶段。①第

一阶段为起步阶段(2000—2007年)。随着我国海

洋经济相关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各沿海地区的海洋

经济活动明显增多,学者开始关注海洋经济领域的

相关问题,研究文献数量较少。②第二阶段为平稳

阶段(2008—2011年)。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高速

发展,海洋资源和海洋生态问题逐渐引起学者关

注,研究文献数量平稳增加。③第三阶段为发展阶

段(2012—2020年)。由于“建设海洋强国”和“高质

量发展”等战略的提出和系统阐述,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从多角度展开深入研

究,研究文献数量迅速增加。

2.2 来源期刊分布

分析来源期刊分布有利于为前期知识积累提

供基础方向[17]。根据文献收集情况,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研究文献分布在634个期刊。2000—2020年

发文量最大的期刊包括《海洋环境科学》《资源科

学》和《地理科学》,均以资源和环境为主题,发文量

分别为12篇、11篇和10篇;发文量较大的期刊包

括《生态经济》《太平洋学报》和《统计与决策》,发文

量分别为8篇、7篇和7篇。综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和CSSCI来源期刊的研究主题,基础科学类期刊关于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论文数量最多(超过总数的

50%),其次是经济与管理科学类期刊,最后是社会科

学类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而且涉及资源和环境

等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内容。

2.3 作者合作网络

以作者为节点分析合作网络可反映某领域的

核心作者及其合作强度和互引关系[18],有利于对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予以管理和引导,进而推动

该领域研究的均衡和快速发展(图2)。

图2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者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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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可以看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者合

作网络共包含245个节点和289条边,网络密度仅

为0.0097。由此表明:虽然共有245名学者参与完

成275篇学术论文,且作者之间有一定合作,但联系

并不紧密;专注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作者

较少,仍以个人或小范围团队为主;其中孙才志发

文量最大,其次是王泽宇、韩增林和狄乾斌,盖美等

的发文量也较大。

2.4 研究机构共现

分析研究机构共现可得到某领域的核心研究

机构及其合作强度[19](图3)。

由图3可以看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机

构共现有144个节点和70条连接,网络密度为

0.0068。由此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机构

相对分散,研究机构之间较少交流联系,相关合作

研究也较缺乏,尚未形成较大的研究规模;连接强

度较强的研究机构往往处在同一地区或同一部门

中,跨地区或跨部门的合作仍较少;相关研究机构

主要集中在高校,主要包括辽宁师范大学和中国海

洋大学及其各类子机构,此外各类涉海研究所和学

会等也是重要的研究力量。

图3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机构共现

3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是指文献提取出的重要信息,可反映

一定时间内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收集文献

高频关键词找出主要研究热点,对认识学科现状具

有重要作用。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如果某个关键词频繁出现,则其表示的主题即

研究热点[20]。关键词共现分析可反映关键词之间

的联系度,有利于把握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以及探

寻研究的热点角度(图4)。

由图4可以看出,通过CiteSpace软件分析,共

得到335个关键词节点和由其组成的614条连线,

网络密度为0.011,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的联系较紧密,其中“海洋经济”[21-24]、“海洋经济效

率”[25-29]、“海洋资源”[30-34]、“可持续发展”[35-39]和
“海洋产业”[40-44]等是高频关键词。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提高海洋经济发

展速度,更强调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即通过提高

图4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关键词共现

海洋要素资源利用效率,驱动海洋经济由高速度发

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因此,“海洋资源”和“海洋产

业”等成为研究热点,表明学术界和社会各领域已

关注到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海洋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我国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研究的时间较短,目前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

主,但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评价

标准等已开始有所探讨。因此,我国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由理论研究逐渐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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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渗透,研究质量不断提升。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更有效地把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热点和趋势[45]以及更深入地挖掘研究热点之间的

关系,根据关键词的不同特征,使用CiteSpace软件

的Clustering功能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图5)。

图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关键词聚类

经综合比较,选用CiteSpace软件提供的LLR
算法提取聚类主题,所得出的聚类标签较符合实际

情况且重复较少。由于分析数据为中文期刊,选用

K聚类形式,最终分析形成的关键词共引网络共有

18个聚类。因此可以推断,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

究的高共引关键词具有明显的聚类特征,已形成多

个聚类且聚类之间重合交叉并行。此外,模块值为

0.774(大 于0.3),平 均 轮 廓 值 为0.6119(大 于

0.5),表明该网络聚类结构合理,网络中各模块的

独立性较高,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关联。聚类最大的

是“海洋经济”,其次是“中国”,第三是“可持续发

展”,表明该领域已形成多元化研究视角。

4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动态和新

兴趋势,其中突现词主要体现研究前沿并预测研究

发展方向[46]。本研究利用突现词揭示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研究前沿,时间节点为1年,节点类型为关

键词,截取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排名前

16位的突现词。

与文献时间序列分析相对应,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研究前沿也相应划分为3个阶段,不同阶段的

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也可相互印证。

(1)2000—2007年共出现6个突现词。“可持

续发展”于2003年首次出现并持续到2006年,表明

这一期间可持续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

究前沿;“海洋产业”“海洋资源”和“海洋开发”等突

现词于2006年出现,表明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学

者围绕上述涉海领域进行基础探索。

(2)2008—2011年共出现5个突现词。“综合

经济”“海洋产业布局”和“环渤海经济圈”等突现词

的出现,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从基础理论

层面转向实践分析层面,并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强

调协调发展;学者结合国家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工

作部署,研究特定区域的海洋经济问题,并围绕海

洋产业领域,从实践视角提出具体布局的措施建

议等。

(3)2012—2020年共出现5个突现词。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从宏观研究层面进入微观实证

层面,出现“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等突现词,即

通过研究海洋经济发展的演化过程,分析其影响因

素,并进行微观实证研究;“DEA”和“VAR模型”等

突现词的出现,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开始

综合采用多种评价方法。

与此同时,由于资源要素禀赋不同,各沿海地

区的海洋经济发展状况也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实

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须进一步探索。

5 展望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采用传

统文献研究与知识图谱相结合的方法,对2000—

2020年国内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进行统

计和分析,并结合研究脉络进行梳理,探究其研究

热点和前沿。结果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

广大学者关注,文献数量逐年增加,但核心作者与

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仍不紧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研究围绕经济效率、海洋资源和海洋产业等热点

展开,但现有研究以基础理论为主,未形成统一的

研究框架和评价体系;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前沿从海洋资源和海洋产业等基础理论,发展到特

定区域海洋经济问题的实践分析,进而发展到海洋

经济效率测算和动态关系等微观实践;随着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结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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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紧密,研究更加深入和多元。基于上述研究结

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并将

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点研究领域。

未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应重点关注4个

方面。

5.1 构建综合评价体系

随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逐步从基础理

论过渡到实践分析,构建统一评价指标框架下的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是研究趋势之

一。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直接

指导海洋经济工作的开展,其既要涵盖长期、中期、

宏观和微观等多个层次,又要包括投入和产出等多

个子评价系统。因此,应将高质量作为评价导向和

标准,加快形成涵盖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等在内的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从而对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科学评价。

5.2 探索创新驱动机理

创新驱动是当前研究热点之一,应通过提高创

新水平和创新效率,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

前学者对于创新驱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

和技术进步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方面,从

整体上看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较少涉及创新驱动

作用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因此,应

探索创新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并对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解释,为

进一步深入识别和分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因素及其驱动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5.3 提出具体实现路径

由于资源禀赋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我国重点

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可能存在较

大差异。在差异的基础上归纳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共性规律并提出具体实现路径,是加快新时期

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研究方向。根据

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通过发展地区海洋特

色产业和加强海洋资源要素流动等方式,实现区域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缓解海洋经济发展的地区差

异。适宜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实现路径有

利于提升我国海洋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对于支撑国

家深化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5.4 检验相关政策有效性

学者为解决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已提出

许多政策建议,其中部分建议得到采纳和运用,我

国海洋经济领域的政策也在不断完善,然而目前我

国对于政策有效性的检验尚缺乏量化、系统和深入

的研究。因此,应以我国重点和典型沿海地区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本为研究主体,通过持续

追踪,结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对海洋经济活

动产生的影响,检验相关政策有效性,从而科学、合

理和有效地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其政策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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