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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生态宜居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姬　 卿１， 黄　 武２， 闵　 义２， 傅国华３，∗

１ 海南大学科研处，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２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３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 基于 ＣＮＫＩ 数据库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利用网页检索功能分析了生态宜居研究的年发文量、基金资助机构及国家地

区分布、研究方向及研究机构状况；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生态宜居研究关键词进行共现性和可视化图谱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近年生态宜居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该方面研究获得国家及相关部门基金资助的比例仍然较小；当前生

态宜居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学科，研究机构排名中，天津地区相关机构发文量相对较多。 就目前研究来

看，研究热点集中于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指标体系、生态宜居度、生态文明等。 在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方面，新型城镇化和生态

宜居标准的制定仍然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必须在此持续发力，为生态宜居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关键词：生态宜居；文献计量；新型城镇化；研究热点；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面临极大挑战，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人类与环境的和谐

相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海南要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闯
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来，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２０１７ 年，海南省第七

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２０１７ 年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中 ４３ 处提到“生态”，１５ 处提到“绿色”，１２ 处提到“生态文明”，８
处提到“美丽”……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堪称最生态、最绿色、最美丽的党代会报告。 特别

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提到：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此背景下，生态宜居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国内外学者都对生态宜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

讨，如对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指标体系、生态宜居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探讨。 此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

度提出了生态宜居的评价指标体系，所提及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涉及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基础设

施、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准确把握生态宜居的热点和趋势，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计量软

件及 ＣＮＫＩ 的网页检索功能，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发表的生态宜居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其他表征分析，以期

了解生态宜居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为生态宜居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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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数据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 ＣＮＫＩ 数据库，以“主题 ＝生态宜居”ＯＲ“篇名 ＝生态宜居”ＯＲ
“关键词＝生态宜居”，来源类别选择“全部期刊”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止的所有文献共

计 ２３５６ 篇。 另一部分来自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以 ＴＳ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Ｌｉｖａｂ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Ｅｃｏ
ｌｉｖａｂｌｅ 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ｖａｂｌｅ），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以此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止

的所有文献共计 ４５ 篇。
１．２　 统计方法

将 ＣＮＫＩ 数据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分别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时间节点（Ｙｅａｒｓ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设为 １ 年，术语

来源（Ｔｅｒｍ Ｓｏｕｒｃｅ）勾选为标题（Ｔｉｔｌｅ）、摘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著者（ＤＥ）、关键字（ＩＤ），阈值设置为 ｔｏｐ ＝ ３０。 词类型

（Ｔｅｒｍ Ｔｙｐｅ）、节点类型（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连线（Ｌｉｎｋｓ）、阈值调谐（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算法分析（Ｐｒｕｎｉｎｇ）、可视化视

图（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进行相应的勾选，得到关键词的频次并生成生态宜居可视化图谱和聚类热词。 其他的表

格和图的数据均分别自于 ＣＮＫＩ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分析检索结果。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２．１　 生态宜居研究文献发表年份分布

对于来源于 ＣＮＫＩ 部分的数据如图 １ 所示，在 ２００６ 年前关于生态宜居研究的文献极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分别仅有 １、３、２、４ 篇，２００６ 年后开始迅速增加，每年的文献增长量都在几十篇，到 ２０１３ 年达到顶峰，
达 ３６０ 篇，随后发文量有所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再次达到峰值，为 ３７２ 篇。 对于来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部分的数据

如图 ２ 所示，国外关于生态宜居的文献发文量及不规则，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为 ４ 篇，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仅为 １
篇，随后有所增加，２０１７ 年达峰值，为 １２ 篇。

图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生态宜居 ＣＮＫＩ收录文献

Ｆｉｇ． 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图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生态宜居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收录文献

Ｆｉｇ．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２　 生态宜居研究基金资助机构分析

为了更准确把握生态宜居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我们从来源于 ＣＮＫＩ 的检索结果中仅选择来源于“ＳＣＩ”、
“ＥＩ”、“核心期刊（北大核心）”和“ＣＳＳＣＩ（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共计 １８８ 篇进行进一步分析（下同）。
发文量反映了基金资助机构出现的频率，对生态宜居研究基金资助机构统计表明（图 ３），国内关于生态宜居

研究基金资助机构位于前五位的分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天津市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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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和北京市教委科技发展基金。 从研究基金的资助情况来看，生态宜居研究获得国家及相关部委基金

资助的比例较小，仅占 １８％（获得各类基金资助的文献共 ３４ 篇），不足五分之一。 在获得资助的文献中，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占获得基金资助文献的七成。

图 ３　 国内资助生态宜居研究机构

Ｆｉｇ．３　 Ｍａｊ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图 ４　 生态宜居研究国家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ｅｎ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３　 生态宜居研究文献的国家分布分析

根据来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部分的数据，对于从事生态宜居研究的国家地区分布，占比较大的前五个国

家地区分别是中国 （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 ＣＨＩＮＡ）、美国 （ＵＳＡ）、瑞典 （ ＳＷＥＤＥＮ）、土耳其 （ ＴＵＲＫＥＹ）、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见图 ４），其发文量所占比例分别为：３７．７８％、３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和 ８．８９％。 可以看出，
关于生态宜居的文献中，中国和美国占了发文量的近七成，说明关于生态宜居的研究集中在中美两国。
２．４　 生态宜居研究的学科分布

中外数据库收录关于生态宜居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看出，ＣＮＫＩ 收录中归属宏观经济

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学科的发文量为 ７１ 篇，占比为 ２９．９６％；其次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学科的发表量 ４１ 篇，
占比为 １７．３０％；第三是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表量 ３２ 篇，占比为 １３．５０％；第四是经济体制改革学科的发

表量 ２１ 篇，占比为 ８．８６％；第五是农业经济学科的发表量 １４ 篇，占比为 ５．９１％。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收录部分归属生态环境科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的发文量为 ３１

篇，占比为 ３４．８３％；其次是科学与技术（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的发表量 １３ 篇，占比为 １４．
６１％；第三是工程学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的发表量 ９ 篇，占比为 １０． １１％；第四是自然地理学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的发表量 ５ 篇，占比为 ５．６１％；第五是城市研究（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发表量 ５ 篇，占比为

５．６１％。

表 １　 生态宜居研究学科分布发文量前 ５ 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ｉｖ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排名
Ｒａｎｋ ＣＮＫＩ 发文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发文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宏观 经 济 管 理 与 可 持 续
发展

７１ ２９．９６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１ ３４．８３

２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４１ １７．３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 １３ １４．６１

３ 建筑科学与工程 ３２ １３．５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９ １０．１１

４ 经济体制改革 ２１ ８．８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 ５．６１

５ 农业经济 １４ ５．９１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 ５．６１

３　 ９ 期 　 　 　 姬卿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生态宜居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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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生态宜居研究机构

国内外数据库收录的关于生态宜居研究机构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看出，ＣＮＫＩ 收录的文献中，天津大学排名

第一，发文量为 ５ 篇，占比为 ７．１４％；其次是南京农业大学和郑州大学，皆为 ３ 篇，占比为 ４．２９％；再次是江西

财经大学和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皆为 ２ 篇，占比为 ２．８２％。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收录的文献中，中国科学院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排名第一，发文量为 ７ 篇，占比为 １０％；其次是斯德哥尔摩大学（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ＵＮＩＶ）、
中国科学院大学（ＵＮＩ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田纳西大学（ＵＮＩＶ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和日本筑波大学（ＵＮＩＶ
ＴＳＵＫＵＢＡ），皆为 ３ 篇，占比为 ４．２９％。

表 ２　 生态宜居研究研究机构发文量前 ５ 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ｉｖ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排名
Ｒａｎｋ ＣＮＫＩ 发文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发文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天津大学 ５ ７．１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７ １０．００

２ 南京林业大学 ３ ４．２９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ＵＮＩＶ ３ ４．２９

３ 郑州大学 ３ ４．２９ ＵＮＩ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３ ４．２９

４ 江西财经大学 ２ ２．８６ ＵＮＩＶ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３ ４．２９

５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 ２．８２ ＵＮＩＶ ＴＳＵＫＵＢＡ ３ ４．２９

２．６　 文献计量图谱

２．６．１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及分布见图 ５、图 ６。 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指标体系、生态宜居度、生态文明位列前

五位。 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内容和范围包含了城镇化，为此，本文选取新型城镇化和指

标体系做进一步分析。

图 ５　 ＣＮＫＩ收录文献关键词共现性分析

Ｆｉｇ．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ＮＫＩ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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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ＣＮＫＩ 收录文献关键词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ｅｎ ｂｕｒ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ＣＮＫＩ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关于新型城镇化

在新型城镇化磅礴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了对生态宜

居的研究和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观念更新、
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

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
“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

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

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

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１］。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保
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生态宜居城镇［２］ ”；要做到“三畏”，
即敬畏山水，环境优先。 敬畏祖先，文化优先。 敬畏人

性，民生优先［３］；要以生态文明思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要建设生态化城镇、宜居的城镇［４］；要提高公众对

社会环境治理满意度，着力推进生态宜居建设；要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常态化和激励性的

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５］。 最终目标是实现人和自然和谐

共生［６］。
（２）关于生态宜居评价指标

怎样衡量生态宜居，评级指标的构建极其重要。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生态宜居的评价指标体

系。 杨卫泽等（２０１０）提出了宜居生态市的概念，将宜居生态市概括为“人本化”、“生态化”、“持续化”、“安全

化”和“节约化”的“五化”城市。 从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３ 个层次，以及经济社会、生活质量、资源保护、环
境治理和基础设施 ５ 个方面，构建了宜居生态市的评价指标体系［７］。 叶青等（２０１１）提供一个全新的城市生

态宜居发展的评估方法，采用向量结构评价方式，对城市的生态建设从软（行为过程）、硬（结果成效）两方面

进行全过程、动态的考核［８］。 谢华生等（２０１１）提出生态宜居指标体系包括社会安定和谐、经济优化增长、基
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科学文化繁荣五大领域，五大领域共含 １５ 项分项指标和若干具体指标［９］。 张雪

花等（２０１２）从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 ５ 个方面，构建生态宜居城市指标体系，
并整合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和风玫瑰图法，进行生态宜居化程度综合评价与分析［１０］。 王小双（２０１３）从城市经

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五个方面，构建天津市生态宜居城市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

进行城市生态宜居程度综合评价［１１］。 郑春东（２０１４）提出基于居民满意度的生态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１２］。
董为等（２０１６）构造出包括资源利用、人居环境、生态维护、污染处理 ４ 个准则层共计 １９ 个指标的生态宜居城

市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 ＡＨＰ 法，对河南省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进行评价［１３］。 文雯等（２０１７）依据对“自然⁃界
面⁃经济⁃人居”这一“全过程”进行“全生态”建设的思路，构建了包括“自然资产、环境亲和、绿色发展、生态宜

居”四个层次共 ３９ 项指标的城市新区建设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１４］；常文韬等提出了生态宜居城市指标体系

的构建六步法，并构建天津市生态宜居城市指标体系［１５］。 陈勇杰（２０１７）等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社会民生方面，构建城市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物元分析法构建评价模型，
对贵州省贵阳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进行评价［１６］。
２．６．２　 文献图谱分析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来源于 ＣＮＫＩ 部分数据的关键词分析得到三个聚类（图 ７），分别为生态宜居、新型城镇

化和生态文明。 与用 ＣＮＫＩ 自带软件所进行的关键词分析得出结论相同，对生态宜居的研究集中在新型城镇

化的探讨。 对来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部分数据的关键词分析得到五个聚类（图 ８），分别是多样性（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中国（Ｃｈｉｎａ）、地表温度（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系统（ｓｙｓｔｅｍ）。

５　 ９ 期 　 　 　 姬卿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生态宜居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７　 ＣＮＫＩ收录文献的关键词共线性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图谱

　 Ｆｉｇ．７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ＮＫＩ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图 ８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收录文献的关键词共线性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图谱

Ｆｉｇ．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３　 结论及建议

３．１　 结论

　 　 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计量软件以及 ＣＮＫＩ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网页分析检索结果功能，对生态宜居相关文

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和其他表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国内生态宜居研究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文献发表数量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迅速增加，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两次达到峰值，这与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吻合。 ２０１３ 年，继党的十八大报

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后，国务院及国家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文件。 如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通知》、《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
《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等，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

的通知》、《关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试行）的通知》等共计 ６６ 个文件。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

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并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都与发文量出现峰值的时间契合。
从发表文献涉及的基金资助机构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占获得基金资助文献的

七成，但总体上生态宜居研究获得国家及相关部门基金资助的比例较小，不足五分之一。 对生态宜居学科分

布分析表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占比较大，其次为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建筑科学与工程、经济

体制改革，以及农业经济。 在关于生态宜居研究机构排名中，天津大学排名第一，南京农业大学和郑州大学紧

随其后。
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及分布分析，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指标体系、生态宜居度、生态文明位列前五位。 在

新型城镇化磅礴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了对生态宜居的研究和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以人为本，最终目标

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然而怎样衡量生态宜居？ 评价指标的构建极其重要。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

度提出了生态宜居的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上看，目前学者们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涉及生态环境、经济发

展、社会文明、基础设施、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等方面，主要侧重于绝对指标的研究。 其研究方法包括层次分析

法（ＡＨＰ）、ＴＯＰＳＩＳ 法、风玫瑰图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物元分析法等。
对于来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关于生态宜居的研究，其发文量总体较少，且每年的发文量极不规则。 从

发文量国家地区分布来看，中国、美国、瑞典、土耳其、澳大利亚位列前五。 在关于生态宜居的文献中，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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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占了发文量的近七成，生态宜居的研究集中在中美两国。 在学科分布方面，关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最 大， 其 次 为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 ”。 在 研 究 机 构 方 面，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 ” 的发文量最大， 其次为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ＵＮＩＶ、 ＵＮＩ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ＮＩＶ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和 ＵＮＩＶ ＴＳＵＫＵＢＡ。 通过文献图谱分析，对来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部分数据的关键词分析得到

五个聚类，分别是多样性（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国（Ｃｈｉｎａ）、地表温度（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
系统（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建议

３．２．１　 加大对生态宜居研究的资助力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生态宜居的研究获得国家及相关部门基金资助的比例较小，这极大限制了对

生态宜居进行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研究。 为此，国家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生态宜居研究的资助力度，使更

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投入到生态宜居研究中，以便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下的新型人居模式，为世

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态宜居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３．２．２　 进一步提高生态宜居的研究水平

同样，根据检索到的数据，较高质量的文章所占的比例及小，来源于 ＳＣＩ、ＥＩ、中文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的发文量

为 １８８ 篇，仅占 ８％。 因此关于生态宜居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３．２．３　 研究制定生态宜居动态指标体系

生态宜居的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和发展的指标，它应与所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层次相适应。 我国建立生

态宜居标准，应根据分层次管理理论［１７］，建立分层次生态宜居标准。 具体的做法是精细识别管理对象———生

态宜居的发展层次，设计相应的层次管理手段、方法———制定相应的指标体系，实施层次对应的有效管理———
指标的落实与检查，以及管理效果的测评。
３．２．４　 研究制定发展生态宜居相关政策

国家应制定生态宜居的相关政策，具体包括鼓励性政策、约束性政策和开拓性政策。 鼓励性政策在于鼓

励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在符合生态条件的地方进行生态宜居开发建设。 约束性政策在于限制不具有

相关资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生态宜居开发建设，以及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不符合生态条件的地方进行生态

宜居的开发建设。 开拓性政策在于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生态宜居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和试验。
３．２．５　 在新型城镇发展中探索建立生态宜居新区

在新型城镇发展中探索建立生态宜居新区，应该按照“生态化、智能化、人文化”的要求来进行建设。 生

态化是指按照生态规律进行生态宜居新区的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

发展模式。 智能化主要体现在生态宜居新区建设的三个方面，即：小区物业管理智能化、信息服务与通讯网络

智能化和住宅智能化。 人文化，简要地说就是文明化、人性化，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需要，追求真善美及

其统一。
３．２．６　 今后生态宜居的研究方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今后生态宜居的研究，除了国家的顶层设计以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生态宜

居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与实施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始终体现和贯彻生态宜居的理念和标准。 一方面，
标准的制定必须科学，符合时代特征，并且动态可调，因地制宜，因城施策。 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要始终用生态宜居的理念和标准来指导，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现有的自然环境、人文风貌和

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得益彰。 为此今后的生态宜居研究，必须在以上两个方面发力，为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和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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