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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为清

楚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文章利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工具绘制出研

究热点及研究机构的知识结构图谱,考查当今研究热点问题。结果表明: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机构间的合作程度较低,且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战略、东盟国家、互联互

通、文化交流、海洋经济等问题展开;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战略对接研究、跨区域的

产业合作研究仍需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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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ritimeSilkRoad”hasraisedgreatconcernintheacademiaofChina,owingto

theproposalof“ThebeltandRoad”.Thispapermainlyresearchedonthecurrentsituationand

developingtrendof“theMaritimeSilkRoad”.Citespace,avisualsoftwareforliteratur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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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中外

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其经济贸易关系。2013年

10月3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

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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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1]。2017年5月14—15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总结4年来的建设成果,

并作出下一步共同发展的愿景。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是我国及其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文献计量学的应用逐渐成熟,通过对文献进行

定量分析来展现学科热点与趋势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研究方法。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

发的CiteSpace软件,能对科学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跟踪研究热点和探测学科研究新趋势[2]。

本研究基于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CNKI)数

据库,利用CiteSpace分析工具,对该领域的研究机

构和关键词两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希望通过分析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力量、研究热点以及研究趋势,

了解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变化,为推

动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

数据 样 本 源 自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出 版 总 库

(CNKI),由于CNKI收录期刊繁杂,且差别较大,

为确保原始数据具有代表性,选择CSSCI和中文核

心期刊来源,以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展。

检索关键词为“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来源类别为

CSSCI和核心,文献来源年限为1992—2016年,检

索条件为“精确”,检索到“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献

1486篇,经过对比筛选,除去无作者、通信报道、简

介、首卷语、会议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献,获得有效文

献1214篇。采集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通过

统计可知,2014—2016年的发文量达978篇,占总

量的80.6%,其原因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之后,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成为热点。

2 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2.1 文献研究机构分析

将文献资料库得到的数据均以 TXT格式导

出,命名为CiteSpace可识别的文件名称,并转换成

CiteSpace分 析 要 求 的 格 式,时 间 跨 度 为1992—

2016年,时间切片为25,阈值选择TOP100,选择节

点类型为Institution,得到由179个节点和23条连

线组成的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图1)。

图1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发文机构图谱

在CiteSpace生成的研究网络图谱中,每个节点

代表一个研究机构,节点大小代表该机构的发文量,

结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具有合作关系,连线越

粗表示合作的频率越高[2]。对发文量前20的研究机

构进行排名,结合图1可知,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的频次最高,达14次,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达10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

心、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

与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都达9次。其中中国

发展观察杂志社与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居高

是由于2016年《发展观察》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专栏系

列,其他年份两所机构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文

献仅两篇。图1生成连线共有23条,网络密度为

0.0013,这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

为薄弱。从研究机构的分布地域来看,沿海高校达9
所,其次是北京,达6所,其余研究机构分布较为零

散。“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发展战略,不仅是沿海地

区受益,内陆地区也可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谋求发

展,因此应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带动内陆地区对于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促进全域发展。

2.2 文献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因此,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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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共现分析可帮助读者实现对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发展趋向的掌握。使用CiteSpace对数据文本

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为1992—2016年,时间

切片为3年,阈值选择TOP20,节点类型为关键词

(keyword),采用最小树方式进行修剪,运行软件并进

行聚类处理后得到由78个节点和35条连线组成的

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2所示。其中圆圈大小表示关

键词出现的频次,连线表示节点之间的关系,出现次

数高的关键词在图中表现为较大的节点。根据图2
可知,“海上丝绸之路”是图谱中最大的关键词节点,

并且以其为中心四周连接多个关键词,其次是“一带

一路”,其中“国家战略”“东盟国家”“经济发展”“互联

互通”等出现频率也较高。由图2可知,国家战略和

东盟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

东盟国家为中心,辐射多个关键词;从横向上看,国家

战略与区域合作、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带建设、全方位

开放等多个结点密切相关;以互联互通为中心节点,

海洋经济、基础设施、命运共同体等都与“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相关联;文化交流、始发港、海外贸易也是“海

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图2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关键词图谱

中心度表示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具有较高

中心度的节点一般是连接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2]。

对CiteSpace运行结果进行统计,将出现频次大于

或等于15的关键词进行排序(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1.28)、国家战

略(0.21)、东盟国家(0.48)、互联互通(0.22)、文化交

流(0.11)、始发港(0.33)、区域经济(0.5)的中心度均

不小于0.1,表明这几个方面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连接不同研究热点的重要节点。

表1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高频共现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1 海上丝绸之路 455 1.28 2004

2 一带一路 255 0 2014

3 国家战略 41 0.21 2007

4 东盟国家 33 0.48 2008

5 互联互通 31 0.22 2014

6 经济发展 30 0.08 2014

7 丝绸之路经济带 25 0 2014

8 丝绸之路 23 0.04 2005

9 文化交流 20 0.11 2004

10 命运共同体 18 0 2014

11 区域合作 18 0.04 2014

12 战略布局 18 0 2014

13 始发港 17 0.33 2004

14 区域经济 16 0.5 2008

15 战略支点 16 0.04 2016

16 中国梦 15 0 2014

17 东南亚 15 0.08 2005

18 海洋经济 15 0 2016

根据CiteSpace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的结

果,结合关键词知识图谱频次以及中心度分析,得

出1992-2016年“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从国家战略、

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文化交流、海洋经济几个方面

开展研究。为了进一步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态势,从这些热点关键词出现的文献着手,对具体

研究内容进行讨论。

3 讨论

3.1 战略层面的相关研究

通过分析关键节点对应的相关文献可知,“互

联互通”“全面深化改革”“区域合作”“命运共同体”

“经济发展”等关键词都与国家战略指导密切相关,

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要点。从研究内容上看,主

要包含“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战略意义、问

题和挑战、建设方略,以及沿线国家对海上丝绸之

路的认知、解读、响应与应对。当前国际环境复杂,

经济全球化成为潮流所趋,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建设可加强沿线各国的交流与战略互信,推

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3],深化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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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边合作,实现亚欧国家共同繁荣;其次,沿线国

家的广泛参与,将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开放,接

受中国内部资本和要素的开放,缓解国内“优质产

能过剩”和能源使用紧缺的形势[4],增强中国经济

“生命线”———通道的安全系数,加快中国建设海洋

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5]。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

的建设也面临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区域性

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战略对接[6]、印度地缘政治、

南海问题、中东非洲局部地区形式动荡不安与贫

穷[7]、同质化无序竞争[8]、产业结构重叠等各种问题

与挑战,都对实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促进

各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各国应该坚

持与国家或地区间合作共建、共同发展、持久发展

的原则[6],在准确把握国家间的供需关系与发展战略

目标之下,进行多角度的产业合作[9],尤其是进行互

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投资,打造命运共同体,方能加强

各国政府间的政治互信,获得互利共赢的发展[10]。

从空间尺度上看,国外研究涵盖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包括非洲、欧洲、中亚、中东等诸多地区,

其中以针对与中国紧密联系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与

东盟国家的研究为主[3]。李靖宇、张晨瑶通过分析

中俄两国合作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问

题,提出应依托两国相关沿海区域,加强海洋领域

合作,完善沿线基础设施,加强科研合作等以实现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11];廖萌认为斯里兰卡作为连

接亚非欧航路的枢纽,具有推动中斯自贸区建设、

振兴本国经济,增强对印度的外交筹码等重要作

用,应该进一步加强斯中在经贸、金融、旅游等方面

的合作[12]。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

广西[13]、上海、港澳等沿海地区,以分析其在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中的角色、优势、政策衔接路径、经贸合

作为主。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惠及沿线国家与城

市的重大战略,各沿海地区都应该把握机遇,结合

自身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相关新兴产业,深化

与国家或地区间的产业合作,密切与周边地区的合

作,在海 上 经 济 贸 易 和 人 文 交 流 中 实 现 特 色 发

展[14-15]。目前,从全球或者区域宏观角度的研究居

多,倾注于跨国界的合作研究,并且对于中国同东盟

国家的合作研究占有较大比例,而国内跨区域的合作

关注较少,未来应该将研究对象拓展至沿线的其他国

家,增强国内省、市、自治区间的合作研究,以沿海带

动内陆,加强内陆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衔接。

3.2 海洋经济的相关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以海洋为背景,通过航海进行

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贸易与交流,因此,海洋

经济贸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之一。

早期主要是以港口为中心,研究其形成发展、演变、

历史地位、中外贸易交流等,其中针对港口不同朝

代的断代研究较多。近年来拓展到“海上丝绸之

路”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16]、海丝旅游资源的产业化、品牌化开发[17]等方

面,其中以福建的泉州港,广东的徐闻港、广州港为

主。曾昭璇等通过大量史料说明广州港不同朝代

的经济贸易情况、兴衰变化等,论证了广州港在海

上丝绸之路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与地位[18];赖琼从历

史地理学角度对徐闻和雷州两港的位置进行考察,

阐述港口的兴衰主要是受港口所在地当时的经济

开发程度、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国

家政治、军事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制约[19]。

港口贸易产生商品内销的需求,因此造就了海

纳百川、博采众长的港市特色文化,港市是海洋经

济的内向延伸[20]。对外以港口为依托,主要是针对

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产业合作研究,涉及物流、农

业、远洋渔业、能源、交通、金融以及旅游业等方面,

其中农业、物流、旅游的相关研究较多。宋双双通

过分析沿线国家的优势农业资源和市场,探索各国

的农业合作关系,对中国农业海洋贸易提出深入谋

划、积极创新、稳妥推进,努力开拓对外农业国际合

作新局面的建议[21];白福臣认为推动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海洋渔业的合作,

并指出广东应充分利用其优势,通过远洋渔业合

作,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渔业技术经济交流[22];刘林

智通过对泉州、宁波、湛江、广州等城市的海丝旅游

资源进行分析,指出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特色旅游具

有重大意义[23]。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要

素禀赋不同,具有差异性、互补性和竞争性,如何协

调各国供需问题以及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得互

利共赢的发展是海洋贸易的研究热点[9]。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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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港口的历史发展研究较为全面,但对各国历史经

贸合作研究仍有较大空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的产业合作涵盖面广,而目前对于产业合作的研

究不够深入,且辐射产业不足,未来应加强对其他

产业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联研究,同时深化现

有产业研究,尤其是金融、旅游、经贸产业。

3.3 文化交流的相关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贸易的交融,更是

各个方面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内涵极为丰富,是一

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24]。文化交流研究可分为

非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交流两类。

非文化产业交流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过程中

所伴随的文化现象,其实质并非以文化交流为目

的。学者们通过对有形的沉船等水下文物[25]、贸易

商品、海战遗迹、宗教建筑、乃至无形的非物质文化

如海洋精神[26]、民间技艺、民情风俗、宗教信仰、艺

术、华侨文化等[27]的研究,论证“海上丝绸之路”发

展过程伴随文化交流的史实及影响,其中以宗教信

仰、宗教建筑、民俗风情等研究为主。海洋经贸的

繁荣发展,带来人口的移动,与之相伴的是宗教信

仰、民俗风情的迁移,例如儒教、佛教、道教沿“海上

丝绸之路”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妈祖等中国民间信

仰随着中国移民传到东南亚地区[28];生活在中国东

南沿海的吴越民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自己的

文化形式与文化习俗东传到日本、朝鲜、韩国等东

亚国家,并对当地产生重大影响[29]。同时为了适应

外来人员的日常宗教生活等客观需要,清真寺和圣

墓等早期伊斯兰教建筑逐渐涌现,形成具有中国伊

斯兰教建筑特色的结构体系和艺术风格,为我国古

代建筑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30]。其次,外来

物种、乐器、语言等的输入也影响着当地的生活习

惯、服饰、音乐、语言、娱乐等。

文化产业交流是指学者们对“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或地区间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基础、优

势、合作方式与建议等的相关研究,目前在教育、科

技、医学等方面较为普遍,但深入分析探讨较少,且

对于文化艺术、体育、流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相对

薄弱。邓颖颖指出加强中国—东盟的旅游经济合

作,应加强国内各沿海地区的旅游合作沟通与协调

分工协作,加强以海洋旅游为重点的双边和多边合

作,打造南海跨洋丝路旅游圈,带动区域经济的共

同发展[31]。白晓光通过对中俄文化产业合作现状

分析,指出两国具有良好的文化交流基础,中俄文

化存在无法割裂的交集,应充分发挥优势,促进两

国文化产业合作[32]。虽然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间

的文化交流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大量的史料与研

究表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着深厚

的文化交流历史,有理论基础更有现实条件。中国

及沿线国家应把握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加强各

国间科技、人文、教育等方面的交流研究,推进区域文

化共识的形成,促进地区和谐,实现整体共同发展。

4 结论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计量工具,对CNKI数

据库中“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对1992—2016年海上丝绸之路年度刊文量进行统

计,绘制与分析研究机构和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

谱,研究表明:

(1)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研究成

果快速增长,研究机构间的合作程度较低,且主要

分布于沿海地区,其余分布较为零散。相关研究以

“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为中心,主要从国家

战略、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文化交流、海洋经济几

个方面展开。

(2)从战略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侧重以

全球或区域宏观角度进行研究,涉及海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背景、意义、问题和挑战,以及沿线国家对海

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解读、响应与应对。空间上,海

上丝绸之路以针对与中国紧密联系的新兴经济体

国家与东盟国家的研究,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

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为主。未来

应积极拓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对象,充分分析各

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关系,同时,增强国内跨

省、跨区域的合作研究,以沿海带动内陆,多区域共

同发展。

(3)从海洋经济角度来看,早期主要研究港口

的形成发展、演变、历史地位、中外贸易交流等,之

后拓展到“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

以及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产业合作,其中农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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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相关研究较多。当前对于沿线国家的合作

产业研究辐射不足,研究不够深入,未来应结合其

他学科及定量技术深化产业研究,以期获得更全面

的认识。

(4)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目前关于经济贸易

相伴的文化交流史实及其影响研究较为深入,在教

育、科学技术等文化产业合作的研究上,取得了较

大的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深

厚的文化交流历史,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背景下,更应加强文化交流研究,促进国家间战略

合作的推进,实现共同发展。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CiteSpace软件针对

CNKI数据库中的CSSCI、核心期刊进行研究,首

先,对于其他数据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相关书籍的

研究尚有不足;其次,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提出,各地举办了诸多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

国际峰会、论坛、研讨会、博览会等,本研究未能对

会议相关内容进行具体分析,这可能会忽略当下新

的研究角度;最后,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词研

究热点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期待更多

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完善海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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