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第 １５ 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５
Ａｕｇ．，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５０１５９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１６ＪＪＤ７９０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２； 　 　 修订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６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ｋｅｋｅｓｕｎｎｙ＠ １６３．ｃｏｍ







 



学术信息与动态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８０３２２０５６９

柯丽娜，阴曙升，刘万波．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的文献计量分析．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１５）：　 ⁃ 　 ．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的文献计量分析

柯丽娜１，２，∗，阴曙升１，刘万波１

１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２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要：以 ＣＮＫＩ 和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中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７７９ 篇文献为原始数据，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和文献可视化工具，对海洋

生态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信息挖掘。 研究发现：①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始于 １９８２ 年，２００９ 年论文发表数量激增成为学术

界的研究热点。 ②狄乾斌、高强、殷克东等作者在海洋生态经济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和辽宁师范大

学为主要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联系主要以部门和地域联系为主，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合作有待增强。 ③海洋生态经济的

研究热点指向“蓝色经济”、“海洋生态系统协调”、“人海可持续发展”等方向。 ④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综合性不断增强，《海洋

开发与管理》是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刊文量最多的期刊。
关键词：海洋生态经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

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

亮点［１］，但同时海洋生态系统也承受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如何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协
调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２０１６ 年“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拓展蓝

色经济空间”，再次强调了“壮大海洋经济”与“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而海洋生态经济作为“蓝色经济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 因此，及时梳理分析并总结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

究的现状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海洋生态经济的相关方面做

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具体包括海洋生态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２⁃７］、研究尺度［８⁃９］、研究方法［１０⁃１６］ 等方

面。 诚然，以往的研究成果不乏对海洋生态经济研究领域内容的总结［１７⁃２０］，但大多为文献资料的归纳及总

结，主观性较强，还缺乏基于知识图谱对文献进行系统的总结，因此本文尝试基于 ＣＮＫＩ 和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的文

献资料，使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成果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掌握目前海洋生态经济相关领

域的研究现状，并为我国未来海洋生态经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２１］是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用来分析、挖掘及进行科研文献可视化的应用软件。 该软件

基于共被引分析理论、寻径网络算法等方法，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图谱绘制，展现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结

构，直观地表现知识群的演化过程。 自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陈超美将其开发的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及其图谱绘制方法引入国内后，借助知识图谱分析学科热点在诸多学科［２２⁃２４］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处理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１．Ｒ６ ＳＥ 版本的 ＣＮＫＩ 及 ＣＳＳＣＩ 数据分析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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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以下简称为 ＣＮＫＩ 总库），鉴于 ＣＮＫＩ 总库期刊较多，期刊

水平差距较大，因此本文选择中文核心期刊和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以便更好的反应出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

进展。 本研究以“海洋生态经济”为主题、关键词等进行精确匹配检索，共得检索结果 ３２６１ 条，并对检索结果

进行去重整理，删除无效条目最终得到 １７７９ 条有效结果。 具体分析操作如下：启动 ５．１Ｒ６ ＳＥ 板本 ＣＮＫＩ 和
ＣＳＳＣＩ 数据处理模块，选择时间段为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时间分区设置为 １ａ，选取各时间分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前 ３０ 个样本数据，分别基于“Ａｕｔｈ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及“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依次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并生成

相关知识图谱。

２　 “海洋生态经济”文献统计分析

２．１　 文献产出时间分析

海洋生态经济发文年度数量情况如图 １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发文数不断上升。
根据发文数量可以看出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经历了缓慢起步（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年）、波动上升（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快速发展（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３ 个阶段。 １９８２—１９９８ 年间，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中国海

洋经济研究会（１９８２ 年）和中国生态学学会海洋生态专业委员会（１９８３ 年）相继成立，海洋经济和海洋生态开

始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该阶段程福祜和何宏权［２５］在《发展海洋经济要注意综合平衡》中提出发展海洋经济

要综合考虑海岸资源利用的各个方面，杨克平［２６］、顾世显［２７］ 也对海洋经济开发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初步的探索研究，但该阶段我国还处于海洋经济学科和海洋生态学科建立的初期，海洋经济发展还不充分，
理论发展仍需完善，海洋生态经济研究还相对比较沉寂。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为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波动上

升阶段，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经济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完善，但此阶段海洋生态的相关研究

仍集中在海洋生态环境评价［２８］等方面，仅有较少的学者开始对海洋资源价值、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２９⁃３０］进

行研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为海洋生态经济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海洋生态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具体实施及 “十八大” “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了海洋生

态经济的研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成为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热点［３１］，此阶段具有代

表性的研究成果为狄乾斌、高强等对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交互关系的研究等。

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海洋生态经济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２　 发文作者与机构

２．２．１　 主要发文作者与团队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 ａｕｔｈｏｒ 分析功能对发文作者进行分析，得到发文作者图谱（图 ２），图中节点的大小反映

了作者的出现频次，连接线条的颜色程度表现出发文作者之间的合作强度，颜色越深说明作者之间合作强度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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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统计显示（表 １），狄乾斌、高强为发文数最多的作者，分别为 ２１ 篇和 ２０ 篇；韩立民、李京梅、丁德文等

作者紧随其后；有 ２０ 位作者发文量在 １０ 篇以上，占发文总量的 １８％，成为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核心作者群，
为海洋生态经济的相关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 进一步研读文献发现，海洋生态经济、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发

展、海洋生态补偿以及海洋生态经济评价方法等成为核心作者群的研究热点，也表明了在海洋生态经济研究

领域，核心作者群的集中度较高。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海洋生态经济作者研究图谱

Ｆｉｇ．２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表 １　 发文作者及机构（排名前 ２０ 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２０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发文数量 ／ 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作者单位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发文数量 ／ 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作者单位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２１ 狄乾斌 辽宁师范大学 １５ 余兴光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２０ 高强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５ 刘明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１９ 韩立民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５ 张莉 广东海洋大学

１８ 李京梅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５ 刘大海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１８ 丁德文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 １５ 王宗灵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１８ 叶属峰 国家海洋局东海海洋环境检测中心 １５ 陈尚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１８ 殷克东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５ 陈东景 青岛大学

１６ 朱坚真 广东海洋大学 １４ 白福臣 广东海洋大学

１６ 刘锴 辽宁师范大学 １３ 韩增林 辽宁师范大学

１５ 王淼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０ 郑贵斌 山东社会科学院

从合作角度来看，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群体呈现出较为集中的趋势。 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团队目前集中于

狄乾斌（辽宁师范大学）、殷克东（中国海洋大学）、丁德文（国家海洋局及其所辖单位）、朱坚真（广东海洋大

学）等团队。 结合图 ２ 可以看出，多数研究学者合作关系主要为团队内部之间，而不同学术团队之间的合作

关系较为微弱，分析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受制于地域、学缘关系的影响，例如殷克东与郑贵斌之间的合

作关系较为密切，事实上中国海洋大学与山东省社科院在地域联系上较为密切，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辽宁师

范大学和国家海洋监测中心之间，因此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应加强地域间合作。

３　 １５ 期 　 　 　 柯丽娜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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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主要发文机构分析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分析功能，对 １７７９ 篇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分析（图 ３），整合所有二级机

构后得到主要发文机构排名（表 ２）。 根据发文数量可以看出，海洋生态经济研究集中于高校和研究院所，其
中国家海洋局及所辖单位、中国海洋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广东海洋大学发文数位居前五，发文量

在 ２０ 篇以上的机构占据发文总数的 ７８．３５％，而发文量前五的机构占发文总数比例高达 ４９．０７％，这说明海洋

生态经济研究机构相对集中，不同研究机构间科研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分析而言，国家海洋局及其所辖

单位作为我国海洋行政事务管理及研究的机构，承担着大量海洋事业的研究，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高校方面，中国海洋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对海洋经济研究由来已久，对海洋生态经济研究也有较

为深厚的积累；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广东、上海、宁波等地区的高校发文数量也在不断提高。

表 ２　 主要发文机构排名（前 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２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名次
Ｒａｎｋ

出现次数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机构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名次
Ｒａｎｋ

出现次数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机构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 ３３７ 国家海洋局及所辖单位 １１ ３８ 北京大学

２ ２８６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２ ３３ 大连海事大学

３ １０６ 辽宁师范大学 １３ ３３ 钦州学院

４ ７５ 中国科学院 １４ ３２ 大连海洋大学

５ ６９ 浙江海洋大学 １５ ２７ 中山大学

６ ６１ 广东海洋大学 １６ ２５ 浙江大学

７ ５６ 厦门大学 １７ ２４ 南京大学

８ ４４ 上海海洋大学 １８ ２２ 青岛大学

９ ４３ 海南大学 １９ ２１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０ ４２ 宁波大学 ２０ ２０ 东北财经大学

从发文机构地域分布上来看，海洋生态经济研究机构分布并不均衡，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

地区发文数量较多，一方面，以上地区海洋经济研究机构较多，例如环渤海地区集中了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

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较早，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
也表明了海洋生态经济研究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２．３　 关键词分析

２．３．１　 关键词发展路径分析

关键词知识图谱是由各文献的关键词提取而来的，可以直观的呈现出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中心词汇及研

究路径演变。 图 ４ 表现出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最大节点为“海洋经济”，其次为“可持续发展”，并且延伸出

３ 个主要研究路径，揭示了海洋生态经济研究领域的主题演变趋势。
“海洋经济”研究路径方面：“海洋经济”研究开展较早，结合关键词共现分布时间可以发现，海洋生态经

济研究的初期重点为“开发海洋资源”、“海水养殖”等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主题逐渐演化为“海洋

产业”、“海洋经济发展”、“蓝色经济”等相关方面，进一步充实了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内容。
“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补偿—海洋环境保护”研究路径方面：该研究路径主要描述了海洋生态环境安

全、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问题，研究主题多从“海岸带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环境”等视角入手，随着“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等理论的引入，研究主题逐渐集中于“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来，促使相

关研究日趋集中于海洋经济研究的新领域。
“海洋开发与管理—生态文明”研究路径方面：该路径是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重要分支，代表了生态文明

理念在海洋开发与管理中的实践和探索，结合突现词分布时间可以看出，随着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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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海洋生态经济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图 ４　 海洋生态经济关键词知识图谱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而海洋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开放性、脆弱性也对海洋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生态

文明理念的发展，结合海洋生态环境特殊性，对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与现状进行监测与预警，成为国内研究的

新的着力点。
２．３．２　 关键词研究热点分析

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根据发表论文关键词发展路径和发文时间分析，发现

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内容不断延伸（表 ３），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突变检测分析方法，得到海洋生态经济研究

关键词共现网络突现词（表 ４），并由此确定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热点。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年，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侧重于生态经济系统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相关研究，此阶段

“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关键词的突现强度为 １６．５７，说明该关键词在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起步阶段受到较大的

５　 １５ 期 　 　 　 柯丽娜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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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阅读该时期的文献发现，海洋资源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海洋渔业”、“海水养殖”等相关

方面，体现出该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传统的海洋产业如海洋捕捞、海洋渔业、海洋

盐业等占据主导地位，海洋生态经济理论仍需完善（表 ３）。

表 ３　 海洋生态经济关键词分布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发展阶段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时间段
Ｔｉｍ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缓慢发展阶段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生态经济系统、海水养殖、开发海洋资源、沿海地区、海洋旅游业、远洋渔业

波动上升阶段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功能区划、可持续利用、滨海地区、海洋旅游、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滨旅游、海洋开
发、滨海旅游、循环经济、海岸带综合管理、海洋战略、海洋生态系统、海洋循环
经济

快速增长阶段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蓝色经济、海洋牧场、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

带、陆海统筹、围填海、海洋生态文明、生态补偿、生态系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关键词有所增加，除“海洋资源开发”外，“海洋旅游”、“可持续发

展”、“功能区规划”等关键词首次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海洋旅游”的突现强度为 ６．
０５３，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关键词，通过研读对应重要节点文献发现：以“海洋旅游”作为关键词的文献主要体

现在不同尺度的海洋旅游研究［３２⁃３４］、模型研究［３５⁃３８］ 等相关方面。 “可持续发展”、“功能区划”突现强度分别

为 ５．８３２ 和 ４．４４８（表 ４），分析该时期“可持续发展”、“功能区划”出现强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该时期受到国家

政策的相关影响，《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颁布实施（２００２ 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２００３
年），明确指出我国海洋经济需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因而与之相关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滨海

旅游”等相关研究开始增加。

表 ４　 海洋生态经济关键词共现网络突现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ｂｕｒｓｔ ｗｏｒｄ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突现强度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起始年
Ｂｅｇｉｎ

截止年
Ｅｎｄ

时间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Ｔｉｍｅ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生态经济系统 Ｅ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６９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９ ▃ ▃ ▃ ▃ ▃ ▃ ▃ ▃ ▃ ▃ ▂ ▂ ▂ ▂ ▂ ▂ ▂

海水养殖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３５５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３ ▃ ▃ ▃ ▃ ▃ ▃ ▃ ▃ ▃ ▃ ▃ ▃ ▂ ▂ ▂ ▂ ▂

海洋资源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６．５９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６ ▂ ▂ ▂ ▃ ▃ ▃ ▃ ▃ ▃ ▃ ▃ ▃ ▂ ▂ ▂ ▂ ▂

海洋旅游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６．０５３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 ▂ ▂ ▂ ▂ ▂ ▂ ▂ ▂ ▂ ▃ ▃ ▃ ▃ ▂ ▂ ▂ ▂

可持续利用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８３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 ▂ ▂ ▂ ▂ ▂ ▂ ▂ ▂ ▃ ▃ ▃ ▂ ▂ ▂ ▂ ▂

海洋管理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７１５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 ▂ ▂ ▂ ▂ ▂ ▂ ▂ ▂ ▂ ▃ ▃ ▃ ▂ ▂ ▂ ▂

海洋生态系统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４．９６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 ▂ ▂ ▂ ▂ ▂ ▂ ▂ ▂ ▂ ▂ ▃ ▃ ▃ ▂ ▂ ▂

蓝色经济区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４４．５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 ▂ ▂ ▂ ▂ ▂ ▂ ▂ ▂ ▂ ▂ ▂ ▂ ▂ ▃ ▂ ▂

环渤海地区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ｒｉｍ ５．０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 ▂ ▂ ▂ ▂ ▂ ▂ ▂ ▂ ▂ ▂ ▂ ▂ ▂ ▃ ▃ ▂

辽宁沿海经济带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６．７０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 ▂ ▂ ▂ ▂ ▂ ▂ ▂ ▂ ▂ ▂ ▂ ▂ ▂ ▃ ▃ ▂

陆海统筹 Ｌａｎｄ⁃ｓｅ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６．７０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 ▂ ▂ ▂ ▂ ▂ ▂ ▂ ▂ ▂ ▂ ▂ ▂ ▂ ▃ ▃ ▂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５５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 ▂ ▂ ▂ ▂ ▂ ▂ ▂ ▂ ▂ ▂ ▂ ▂ ▂ ▃ ▃ ▃

海洋生态文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１５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 ▂ ▂ ▂ ▂ ▂ ▂ ▂ ▂ ▂ ▂ ▂ ▂ ▂ ▂ ▃ ▃

生态补偿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６．５０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 ▂ ▂ ▂ ▂ ▂ ▂ ▂ ▂ ▂ ▂ ▂ ▂ ▂ ▂ ▃ ▃

　 　 　 　 全部字段代表研究时间段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其中粗线为突现时间段，对应表格中起始年和截至年部分，细线字段为其余年份；

生态经济系统 Ｅ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６９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９ ▃ ▃ ▃ ▃ ▃ ▃ ▃ ▃ ▃ ▃ ▂ ▂ ▂ ▂ ▂ ▂ ▂

例如：生态经济系统：突现强度为 ３．６９９，突现时间段为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年间，红色部分对应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年，剩余黑色部分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７ 年时

间段

２００９ 年后，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发表文献数量快速上升、关键词数量不断增加（表 ３）、研究内容逐渐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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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２００６ 年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之后“建设海洋强国”、“海陆统筹”等被列

入“十二五”规划，相关研究文献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涌现［３９⁃４２］。 ２０１０ 年“蓝色经济区”这一关键词突现，其
突现强度高达 ４４．５４（表 ４），这与山东半岛建立蓝色经济区有密切关系，相关的沿海单位开始关注蓝色经济区

的相关研究，与之类似的还有“环渤海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等相关关键词，这些均与相关国家重大战略、
区域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２０１２ 年后随着“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海洋生态文明［１２，４３］

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海洋生态经济的相关关键词更加集中、研究方法不断创新，能值分析［４４⁃４５］、生态足

迹［４６⁃４７］、生态补偿［４８⁃５０］等研究方法应用于海洋生态经济相关研究中。
２．４　 发文期刊分析

对研究对象检索结果的载文期刊进行分析，分别统计各期刊的载文数量，刊载数量最多的期刊为《海洋

开发与管理》，为 ３８６ 篇，在刊文量前 ２０ 的期刊中，《生态学报》、《中国水产科学》、《环境保护》、《生态经济》、
《海洋通报》影响因子在 １．０ 以上，且为双核心期刊，此类期刊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海洋生态经济研究领域的

重点，以上期刊涉及环境科学、生态经济、海洋科学等不同领域，体现出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的

特点（表 ５）。

表 ５　 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发文期刊（前 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ｏｐ ２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名次
Ｒａｎｋ

刊文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期刊
Ｎａｍ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名次
Ｒａｎｋ

刊文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期刊
Ｎａｍ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 ３８６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１１ ２７ 渔业信息与战略

２ ７３ 中国渔业经济 １２ ２７ 生态学报

３ ６３ 海洋环境科学 １３ ２４ 港口经济

４ ５９ 海洋信息 １４ ２３ 海洋与渔业

５ ５７ 中国水产 １５ ２１ 河北渔业

６ ５２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１６ ２１ 东岳论丛

７ ４５ 浙江经济 １７ ２０ 海洋通报

８ ４４ 生态经济 １８ ２０ 海洋科学

９ ３５ 海洋经济 １９ １６ 政策瞭望

１０ ３２ 齐鲁渔业 ２０ １６ 环境保护

３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 ＣＮＫＩ 和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中海洋生态经济 １７７９ 篇相关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信息可

视化研究方法，对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海洋生态经济知识图谱，得到了

该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不同时期研究路径演变等相关信息，并根据突现词的分布时间表分析得出各阶段

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重点。 本文主要研究结果显示：
（１）从发文时间上来看，我国海洋生态经济发文数量经历了缓慢增长、波动上升、快速增加 ３ 个阶段，不

同时间段所研究的重点不同。
（２）从核心作者和团队看，狄乾斌、高强、韩立民等是海洋生态经济的核心作者，并形成了国家海洋局及

所辖单位、中国海洋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核心研究团队，各团队内部之间合作关系较为密切，不同团队之间

受地域学缘等因素影响，联系强度，合作关系较弱。
（３）从关键词共现网络来看，“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出现频率最高，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逐步深

入，“海洋生态文明”、“生态补偿”等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４）从发文期刊来看，海洋生态经济系统涉及生态学、经济学、海洋科学等多个学科，海洋生态经济研究

综合性不断增强。

７　 １５ 期 　 　 　 柯丽娜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的文献计量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通过以上分析，海洋生态经济研究领域正不断拓宽，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方法创新，再到区域实证探索

均有所突破，为未来海洋生态经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国内的海洋生态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海洋生态经济研究还应该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应该继续加强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 在“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建设美丽中国的时

代背景下，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研究更应关注海洋生态经济的基本概念、研究尺度、系统类别方面的研究，加强

海洋生态经济理论与主流生态经济学理论接轨，并通过实证研究逐步完善海洋生态经济的相关理论体系。
（２）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应加强区域的、特性的海洋生态经济实证研究。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地跨温带、暖

温带、亚热带、热带和赤道带，海域环境复杂多样、各具特色，沿海地区的海洋资源利用、海洋污染整治及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各异，如何选择适应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特征的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制定并有效实施陆海统

筹的空间规划战略，解决各地区海岸带、近海及远海之间在管理体制、政策导向和陆源污染等方面的问题，需
要扎实推进区域性的、特色的海洋生态经济实证研究。

（３）海洋生态经济研究应该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念和方法。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海洋生态经

济研究结合了海洋经济学、海洋生态学、海洋环境学、生态经济学、区域海洋科学等诸多学科，多学科交融趋势

明显。 未来海洋生态经济的研究需加强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延伸、研究前沿的多元化探索，从而完善我国海洋

生态经济研究的研究脉络与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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