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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1992—2018年CNKI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海洋

渔业研究的文献记录为对象,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绘制出海洋渔业研究的作者、机构、关

键词等相关图谱并得出如下结论:发文量整体呈波动状态,2007年以后,海洋渔业研究的发文量迅

速增长;作者及机构之间学术交流合作少,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尚未形成一批高产高影响力的作者

群;研究热点主要为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资源、海洋产业等;今后海洋牧场、蓝色粮仓、转型升级、

凡纳滨对虾等将成为未来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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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AnalysisBasedonCiteSpace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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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tookthe1144papersofthemarinefisheryresearchintheCNKItotallibrary
ofChinesecorejournalfrom1992—2018andtheCSSCI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databaseas

theobject.WiththeCiteSpacebibliometricsoftware,theauthorcooperatedwiththenetwork

map,theorganizationcooperationnetworkmap,keywordsco-occurrencenetworkmap,timezone

map,etc.Theresultsshowedthatafter2007,thenumberofpublicationsinmarinefisheriesre-

searchhadincreasedrapidly;theauthorsandinstitutionshadlessacademicexchangesandcooper-

ation,andthespatialdistributionwasrelativelyscattered.Agroupofhigh-yieldandhigh-impact

authorswasnotformedyet;theresearchfocuswasmainlyonsustainabledevelopment,marine

fisheryresources,andmarineindustries,etc.;Marinepastures,bluegranaries,transform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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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andprawnwillbetheforefrontofresearches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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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1]。海洋经济的发展已上升到战略高

度,并且海洋经济发展也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的引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迫在眉睫。

海洋渔业作为现代农业和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促进海洋经济增长,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渔业

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研究的热点。关于

我国海洋渔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部

分学者也进行了综述研究。张益丰[2]从文献综述的

角度对技术非有效性分析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理

论进行分析讨论,并指出在有限开放式捕捞前提

下,捕捞业产能始终处于非经济运行状态,同时提

出在坚持“休渔”禁捕措施上,加大对渔民减船、转

产的政策扶植力度,最大限度地保护现有海洋渔业

资源,为将来实施“总可捕量制度”结合“个别可转

让渔获配额”等渔政管理政策打好基础。秦宏等[3]

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经济现象,

并且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其产业集群发展速度

较快,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于谨凯等[4]提出为

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应控制海水产品产值规

模过快增长,提高海洋休闲渔业比重,适度降低海

上养殖和滩涂养殖产出密度和根据海洋渔业集聚

与海域承载力系统协调发展贡献最大化原则,调控

海洋渔业空间布局劳动力集聚度。以上学者从不

同的角度对海洋渔业进行了研究,主要为主观内容

性研究,并且方法单一,缺乏科学的计量统计可视

化效果。

鉴于此,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海洋渔业的发展脉

络,文章选取1992—2018年CNKI总库中文核心期

刊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有关海洋

渔业研究领域的1144篇文献作为数据样本,对海

洋渔业进行知识图谱分析,以此深入挖掘海洋渔业

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精准把握该领域当前的研究

热点,研究前沿及主题演化路径等,为我国海洋渔

业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网络出版

总库,来源类型选择“核心期刊”“CSSCI”以主题词

“海洋渔业”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文献1306篇,为
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经过手动去重、删除

会议、报告、卷首语、征稿等,共检索文献1144条,

检索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

1.2 研究方法

基于科学文献计量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

对海洋渔业研究的现状进行定量分析,该软件是由

美国德雷塞尔(Drexel)大学教授陈超美开发的,主

要是基于JAVA 的环境下运行的可视化分析工

具[5]。本 研 究 借 助 CiteSpace 软 件 (版 本 号:

5.1.R8.SE)对海洋渔业进行可视化分析,其中,时

间跨度选择为1992—2018年,时间切片选择1,阈
值选择为Top50,网络剪裁设置为寻经网络和修剪

合并网,对海洋渔业绘制出作者合作网络图、机构

合作网络图、关键词共现图等,以此发掘海洋渔业

研究的热点与研究前沿。

2 结果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文献发表的时间及数量是衡量该领域发展情

况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利用Excel对海洋渔业数据

进行统计,绘制出海洋渔业发文量的时间分布情况

(图1)。由图1可知,海洋渔业的研究整体上呈现

出波动状态下的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大致分为3
个阶段。

1992—2006年,该阶段发文量较多,海洋渔业

成为研究的热点,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原因是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经济建设要依靠科技进步[6]。受政策的影响及



第9期 杜军,等:我国海洋渔业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趋势 29   

科技的进步,使得关于海洋渔业研究如雨后春笋一

样蓬勃发展开来,虽然,此后整体上发文量趋于波

动下降趋势,但是海洋渔业研究的热度依旧不低。

2007—2011年,该阶段发文量迅速增加,许多

学者投身于海洋渔业的研究,该领域再度成为学术

界研究的热点,其中,2011年发文量最高达到64
篇。原因是2006年12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渔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规划指出

要加快渔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产

业结构促进渔业经济产业优化升级[7]。2007年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新胜利而奋斗,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8]。2011年

10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2011—2015)》,规划指出,以加快推进现代渔

业建设为主攻方向,以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为主

线,以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生态安全和安全

生产为着力点。

2012—2018,该阶段发文量虽然增长速度放

缓,但是依旧在增长,尤其是2017年以后,发文量

增速后劲强劲。2013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

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

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着力调整海

洋渔业生产结构和布局,加快建设现代渔业产业

体系,不断提高海洋渔业综合生产能力[9]。2016
年12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2016—2020)》,规划指出,“十三五”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大力推进渔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渔业转方式调结构,促

进渔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提高渔业发展的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渔业现代化发

展道路[10]。

图1 1992—2018年海洋渔业研究领域发文数量

2.2 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2.2.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对海洋渔业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刷选

出该领域的高产及高影响力作者,借助CiteSpace
软件,节点类型选择为“Author”,运行数据后得到

图谱和表1,从表1可以看出,发文量最多的两个作

者是孔杰和栾生,发表论文数均为16篇,其次是罗

坤、孟宪红、曹宝祥,发文量分别为14篇、12篇、11
篇,发文量4篇及以上的作者有黄硕琳、刘志鸿和张

建国等。这些作者构成了海洋渔业研究的核心作

者群,对海洋渔业研究的贡献最大。根据普赖斯计

算公式:M =0.749×(Nmax)1/2(Nmax 指最高产者

的发文数量),本研究计算海洋渔业研究领域高产

作者阈值为2.996,所以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

者为高产作者,经统计共有45位,发表论文共计

248篇,占比总发文量的21.7%[11]。由此可知,作

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很少,研究比较分散,互引率很

低,虽然有零散的少数作者之间有合作,整体上没

有形成一批高产、高影响力的作者,学术合作研究

有待加强。
表1 1992—2018年发文篇数排名前20的作者

序号 发文量/篇 作者 序号 发文量/篇 作者

1 16 孔杰 11 7 陈松林

2 16 栾生 12 6 陈新军

3 14 罗坤 13 6 韩杨

4 12 孟宪红 14 6 陈宝龙

5 11 曹宝祥 15 5 白洋

6 9 岳冬冬 16 5 权锡鉴

7 9 王鲁民 17 5 刘明

8 8 曹家旺 18 4 张建国

9 8 王淼 19 4 刘志鸿

10 7 韩立民 20 4 黄硕琳

2.2.2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科研机构的发文量及所在区域的分布情

况可知海洋渔业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的

情况。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节点类型选

择“Institution”,运行数据后得到图谱和表2,从表2
中可以看出发文量最多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其

中,发文量最高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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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36篇,发文量在6篇以上的单位有14家,这些

机构构成了海洋渔业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对海洋

渔业的贡献最大。但是,机构之间的合作很少,研

究机构同样比较分散,研究能力相差不多,机构之

间的学术合作研究有待加强。从地域分布来看,这

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主要分布于经济、教育相对发达

的沿海地区,如江苏、上海、广东等。这说明海洋渔

业研究的机构分布不平衡,受经济、教育等影响

很大。

表2 1992—2018年发文篇数排名前20的单位

发文量/篇 单位

36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3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海洋渔业科学与

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验室

2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2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20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17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17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14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11 中国海洋大学

9 山东省渔政监督管理处

9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9 山东省海洋与水产厅

7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东海

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7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 辽宁省海洋渔业开发中心

6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6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海洋

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6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6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6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2.3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它可

以更好地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
对海洋渔业进行分析,选择节点类型为“keyword”,

时间跨度为1992—2018年,时间切片选择周期为

1,阈值N选择为Top50,网络裁剪为寻经网络、修

剪合并网,其他默认,其中在做聚类分析时,因图谱

质量要求,把时间切片选择周期为2。运行海洋渔

业数据后得到图2和表3、表4。

海洋渔业研究的关键词频率排序见表3,从表3
中可知,关键词频率最高的是海洋渔业,共现频次

高达489次,其次是远洋渔业、民用船、渔船、渔业资

源、水产资源、渔民、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分别共现

次数为180次、177次、98次、86次、72次、69次、52
次、50次,关键词频率在20次以上的有企业管理、

企业、渔业管理、海洋产业等,其中远洋渔业的中介

中心值最大,说明远洋渔业的中介作用很大,发挥

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其次是水产资源、海洋渔业、民

用船、海洋经济、渔业管理、企业管理,它们的中介

中心值均大于0.1,发挥着海洋渔业研究的重要的

作用。

表3 1992—2018年海洋渔业研究排名前20的关键词

频率 中心度 关键词 频率 中心度 关键词

489 0.15 海洋渔业 35 0.06 渔业

180 0.19 远洋渔业 31 0.13 海洋经济

117 0.13 民用船 30 0.09 近海渔业

98 0.01 渔船 27 0.08 海洋捕捞

86 0.09 渔业资源 27 0.06 渔轮

72 0.18 水产资源 25 0.05 海洋产业

69 0.08 渔民 23 0.06 捕鲸

52 0.04 农业生产 23 0.12 渔业管理

50 0.08 渔业生产 21 0.02 企业

36 0.07 渔场 20 0.10 企业管理

聚类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研究领域

的分布情况,可以迅速了解该领域的研究前沿[12]。

使用 CiteSpace软件对海洋渔业研究进行自动聚

类,得到图2,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聚类标签共计

有17个,它们分别是经济体制、休闲渔业、渔轮、捕

捞、港口等,这些聚类标签构成了海洋渔业研究的

主题。由图2可知,港口、外派船员、企业管理等聚

类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而海洋经济、经济体制、群

众等聚类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也就是越接近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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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题。

图2 1992—2018年海洋渔业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4 1992—2018年海洋渔业研究突现词

关键词 出现时间/年 截止时间/年 突现值

民用船 1992 1993 5.5905

渔场 1992 1995 4.2066

渔轮 1992 1997 6.7121

水产品加工 1997 2002 4.1136

资源管理 1997 1999 5.2109

农产品加工 1997 2002 4.1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9 2003 3.8577

可持续发展 2001 2016 4.9571

渔民 2003 2006 5.2558

可持续利用 2003 2010 3.4642

海洋渔业 2005 2008 10.2533

海洋经济 2006 2016 13.6606

管理 2007 2010 5.3414

渔业资源 2008 2011 5.1606

对策 2008 2015 4.6961

海洋渔业资源 2009 2018 7.3318

渔业管理 2009 2015 5.6936

海洋产业 2010 2018 10.4243

浙江省 2010 2016 3.6707

渔业 2014 2018 3.9925

关键词突现度主要反映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力

较大的研究领域[14]。从表4可知,共计有20个突

现词,其中,突现度最大的是海洋经济,突现值为

13.6606,其次是海洋产业和海洋渔业,突现值分别

为10.4243和10.2533,它们的突现值均超过10,

说明这些突现词的影响力很大。从时间划分来看,

2000年以前的突现词有民用船、渔场、渔轮、水产品

加工、资源管理、农产品加工、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0—2007年的突现词有可持续发展、渔民、可持

续利用、海洋渔业、海洋经济、管理;2007年以后出

现的突现词有渔业资源、对策、海洋渔业资源、渔业

管理、海洋产业、浙江省、渔业。从这些关键词的突

现时间和突现节点来看,海洋渔业研究受国家方

针政策的影响很大,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从

突现词的影响周期来看,“可持续发展”影响周期

最长,长达16年,“海洋渔业资源”为12年,“海洋

经济”为11年。在2015年以后,随着海洋渔业的

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

海洋渔业资源、海洋产业、渔业等成为海洋渔业研

究的前沿。

2.4 研究主题的演化及阶段划分

时区图主要是一种从时间上反映知识演进的

视图,它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示出研究文献的更新和

相互影响。时区图主要能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

主题的变化路径,近年来,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逐

渐丰富,并且方法也趋于多元化,经过对1992—

2018年海洋渔业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大致将

其主题演变趋势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6年),该阶段为研究的探

索阶段,虽然该阶段发文量较多,但是仍然处于探

索阶段,各项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研究方法较为单

一,由于受国家政策影响,学术界对海洋渔业研究

的热情依然不低。此阶段的研究主题为海洋渔业、

远洋渔业、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捕捞强度、可

持续利用等。储秀庭等[15]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海洋渔业生产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

责任制,其中包括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比较

适合海洋渔业自身生产的特点和目前渔业的生产

水平,对提高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卓友瞻[16]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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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渔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应

该加快渔业改革步伐,以培育市场体系为龙头,以

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全行业整体素质,促进渔业

生产快速发展。杨建毅[17]指出浙江省海洋捕捞能

力过强,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污染已严重影响海洋

捕捞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尽快实施TAC制度,

促进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梁仁君等[18]认为海

洋渔业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海

洋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保证海洋渔业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必须把捕捞强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

上,采用合理的捕捞策略,才可以得到持续的最大

产量,才能避免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枯竭。

因此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渔业资源保护之间

的关系。该阶段的研究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

基础。

第二阶段(2007—2011年)该阶段为研究的迅

猛发展阶段,此阶段对海洋渔业的研究成果又进

一步丰富,研究内容多样,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

化,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发

文量快速增长。该阶段的研究主题演变为灰色关

联分析、预警原则、黄海水产研究所、管理等。毕

务义[19]认为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发展,对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以及对外交往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远洋渔业涉外管理,尤其要加大对

远洋从业人员的涉外教育培训,为中国远洋渔业

的健康发展提供人员素质保障。褚晓琳[20]提出预

警原则作为一种新颖的环境资源管理手段,其对

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有效性已为一些国际协定和

国外立法所确认。为使海洋渔业资源能够可持续

利用,应将预警原则确定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

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应通过建立综合性海洋管

理部门、大量搜集科学信息、拓展群众参与途径以

及根据各海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预警

原则,促进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宫

美荣[21]等以辽宁省为研究地域单元,运用区位熵

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辽宁省海洋产业专业化

水平与产业关联进行测度与研究,得出辽宁海洋

产业专业化水平较高,具有产业集群现象,各海洋

产业关联度较大等结论。张丹[22]采用灰色模型对

辽宁省海洋经济与各海洋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进行

比较,旨在发现目前辽宁省各海洋产业当中对本

省海洋总值贡献率最为突出的产业,进一步促进

辽宁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之,该阶段发展速度快,

研究主题进一步演化。

第三阶段(2012—2018年)该阶段为研究的常

态增长阶段,此阶段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进入常态

化增长阶段,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是,后劲很足。

海洋渔业研究的主题演变为海洋牧场、蓝色粮仓、

转型升级、凡纳滨对虾、中国对虾、存活率等。秦宏

等[23]认为推进“蓝色粮仓”建设,对于保障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实证分

析了产业间关联度及各产业对山东省渔业经济增

加值的贡献。结果表明:“蓝色粮仓”关联产业之间

的协调发展程度不高,结构尚需优化调整。应优化

海产品加工业结构,加大对种苗业扶持力度,加速

海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促进海水养殖业健康发

展,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实现近海捕捞业可持续发

展。向晓梅[24]认为我国海洋渔业作为传统优势产

业,其对海洋经济的贡献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重解决农业领域存在的

根本性矛盾和问题,为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

方向和新思路。罗坤等[25]为评估不同盐度下凡纳

滨对虾(Litopenaeusvannamei)家系间的生长和存

活性能差异,利用10个凡纳滨对虾家系为材料,开

展了在盐度为30、15和1的条件下60天养殖生长

和存活测试。研究显示:不同盐度下凡纳滨对虾平

均体重存在一定差异,平均存活率存在显著差异

(P<0.05)。相同盐度下,凡纳滨对虾各家系收获

体重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同盐度梯度下各家系收获

体重排序并不相同。本研究结果为凡纳滨对虾不

同盐度下的家系选育提供了数据支撑。张兰婷

等[26]认为“蓝色粮仓”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至关

重要,“蓝色粮仓”支撑产业体系主要由资源养护、

生产及流通贸易三大板块构成,三者相互依赖又相

互约束,资源养护板块是基础,生产板块为支撑,流

通板块是保障。因此,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正在常

态化背景下持续增长,研究热度仍旧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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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文章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来源于CNKI总

库中文核心期刊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

库中有关海洋渔业研究的1144篇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分别绘制了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时

区图等,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从文献发文量来看,整体处于波动状态中的先

下降后增长趋势,其中,在2007年以后,呈现出快速

增长态势,海洋渔业研究再度成为研究热点。

从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来看,发文量最多的两个

作者是孔杰、栾生,发表论文数均为16篇,其次是罗

坤、孟宪红、曹宝祥。但是,作者之间沟通、交流少,

互引率低,整体上没有形成一批高产高影响力的作

者群,学术合作研究有待加强。

从机构合作网络来看,发文量最高的是中国海

洋大学管理学院,发表论文36篇,其次是青岛海洋

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

过程功能实验室、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上

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等,这些机构构成了海

洋渔业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但是,机构之间的研

究合作很少,研究能力相差不大,机构之间的学术

合作研究有待加强;在地域分布方面,海洋渔业研

究的机构分布不平衡,受经济、教育等影响很大。

但是,与作者合作存在同样的问题,研究机构之间

合作少,发文量差异不显著。

从研究热点来看,在突现度上,突现度最大的

是海洋经济,突现值为13.6606,其次是海洋产业、

海洋渔业,它们影响力很大;在影响周期方面,“可

持续发展”影响周期最长,长达16年,最后,随着海

洋渔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渔业资

源、海洋产业、渔业等将成为海洋渔业研究的前沿。

从研究主题的演进路径来看,未来潜在的研究

热点有海洋牧场、蓝色粮仓、转型升级、凡纳滨对

虾、中国对虾、存活率等。

3.2 展望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渔业被定为

国家战略产业,海洋渔业作为现代农业和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大力推进海洋渔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海洋渔业增长方式,为海洋

渔业发展提供新动能[10]。随着国家政策导向的进

行,海洋渔业将依旧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话题,必

将引起更多的学者、机构等从事于海洋渔业的研

究。但是,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作者之间的

学术合作以及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提高互引率,

培养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及核心团队;要加大对海

洋渔业研究的资金支持,促进该领域的快速发展;

构建学术交流平台,为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

更多的机会,从而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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