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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国内生态补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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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了解我国生态补偿研究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势ꎬ以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检索到的期刊论文为主要数据源ꎬ借助可视化分

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ꎬ对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的论文分布、研究力量、研究主题、热点演化等方面进行科学文献计量分析ꎬ并绘制

系列知识图谱ꎮ 结果显示:①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经历了波动增长(２０００—２０１６)￣逐步下降(２０１６—２０１９)￣缓慢

增加(２０１９—)３ 个发展阶段ꎻ累计发文量表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ꎮ ②国内生态补偿领域研究文献主要来自少数核心作者群ꎬ核

心作者的研究奠定了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的基础ꎻ非核心作者缺乏相互间的合作ꎮ ③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主要研究机构ꎬ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

地缘联系为主ꎬ机构间跨区域的合作力度较弱ꎮ ④国内生态补偿的研究热点指向流域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文明建设

及转移支付等方向ꎻ研究前沿指向生态系统服务、受偿意愿、绿色发展及生态产品等领域ꎬ是今后需重点关注的方面ꎮ

关键词:生态补偿ꎻ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ꎻ文献计量ꎻ知识图谱

建设生态文明ꎬ是关系人民福祉ꎬ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ꎮ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ꎬ生
态补偿的作用也日益凸显ꎮ 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ꎬ都明确将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促进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措施ꎬ生态补偿顶层设计的总体框架基本形成ꎮ ２０２１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ꎬ在此

新发展阶段下生态文明建设要开好头起好步ꎬ生态补偿如何契合并发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亟需总

结探讨ꎬ因此及时梳理分析我国生态补偿的现状尤为重要ꎬ且对于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及加快乡

村振兴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目前ꎬ国内学者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大都侧重于生态补偿的环境效益、补偿机制以及各类型生态补偿的模

式与对策ꎮ 刘春腊等[１]利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我国 １９８７—２０１２ 年间有关生态补偿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ꎬ
并从研究方向、区域、方法及学科交叉研究等方面对我国生态补偿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ꎮ 蒋毓琪等[２]

对国内流域生态补偿的概念、利益相关者、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进行了详细综述ꎬ并归纳了国外流域生态补偿

的成功经验ꎮ 李琪[３]、杨清[４]、马爱慧[５]、李晓璇[６] 则分别梳理了森林、草原、耕地及海洋等生态补偿领域的

实践情况ꎮ 另外ꎬ国内学者在生态补偿立法方面也做了深入探讨和归纳[７ꎬ ８]ꎮ 还有学者在生态补偿与减贫的

关系方面作了探索ꎬ对生态补偿的减贫效果进行系统分析[９]ꎮ
现有研究各有侧重ꎬ对于其具体研究方向上的深入挖掘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大多数文献的归纳和统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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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较强ꎬ还缺乏基于知识图谱对文献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科学计量分析ꎮ 因此本文以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的文献资

料为主ꎬ辅以部分 ＣＳＣＤ 数据库资料ꎬ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成果进行量化分析ꎬ旨在清

晰、直观地展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概况、热点趋势及主题演进ꎬ为生态补偿研究前沿的挖掘及研究热点变化规

律的总结提供一些新思路ꎬ并对未来研究的演进方向和演化路径进行展望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ＳＣＩ)和部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文献数

据ꎮ ＣＳＳＣＩ 收录的学术论文水平较高、影响较大ꎬ已被众多知名科研单位使用ꎬ并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依据ꎮ
以“生态补偿”作为关键词进行数据检索ꎬ检索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ꎬ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二
次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共得到 １０７３ 篇文献ꎬ基于数据的精确性和文献研究的科学性考虑ꎬ对文

献进行整理筛选ꎬ删除会议论文、征稿启示、期刊卷首语、年会报告等ꎬ最终得到 １０５２ 篇文献ꎬ作为本文的研究

样本ꎮ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ꎬ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对生态补偿研究现状进行定量分析ꎬ可视化分析也能使

庞杂的数据更加直观的展示ꎮ 目前已有的可视化图谱绘制软件多种多样ꎬ比如 Ｐａｐｅｒ Ｌｅｎ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ＯＳ
ｖｉｅｗｅｒ 等ꎬ其中ꎬ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一款基于 ＪＡＶＡ 语言开发的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ꎬ可进行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

可视化分析ꎬ因其操作简单、可视化图谱美观等优点而得到广泛应用ꎮ 在比较试用了几款不同的软件版本后ꎬ
本研究选择了系统运行比较稳定的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５.５.Ｒ２(６４ ｂｉｔ)版本进行分析ꎮ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将获取到的数据保存为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ｘ. ｔｘｔ 格式ꎬ在 Ｔｉｎｅｓｌｉｃｉｎｇ 时间段处设置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ꎬ然后运用软件内置的作者、关键词以及机构等分析运算模型ꎬ绘制出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的知识图谱ꎬ对
其研究动态、发展进程等进行可视化分析ꎬ以此来确定生态补偿相关研究的学术热点ꎬ这有助于对生态补偿的

相关研究进行宏观把握ꎬ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１　 国内生态补偿研究年度及累计发文量(截止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ｔｉｌ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ꎬ ２０２０)

２.１　 文献产出时间分析

检索获得的“生态补偿”年度和累计发文量如图 １
所示ꎬ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ꎬ年度发文数量呈现快速增

长的趋势ꎬ２００８ 年年度发文量为 ６８ 篇ꎻ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４ 年ꎬ年度发文量基本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ꎬ２０１５ 年

急剧下降ꎬ而 ２０１６ 年年度发文量又开始增加ꎬ达到最大

值(９２ 篇)ꎬ２０１６ 年以后ꎬ年度发文量呈持续下降的趋

势ꎮ 也即ꎬ以 ２０１５ 年为临界点ꎬ２０１５ 年之前年度发文

量总体稳步上升ꎬ２０１５ 年之后研究力度减弱ꎬ年度发文

量持续下降ꎬ但 ２０１９ 年之后年度发文量又有增加的趋

势ꎮ 累计发文量自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呈现持续增加的

趋势ꎮ
２.２　 研究热点辨析:关键词聚类分析

考察生态补偿研究热点ꎬ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设置 Ｔｏｐ Ｎ＝ ３０ꎬＴｏｐ Ｎ％＝２０ꎬ得到表 １ꎮ 关键词的频次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反应该领域的研究热度ꎬ可以看出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５ 个关键词分别为生态补偿(９１０)、流域(３１)、
机制(２９)、生态文明(２８)和补偿标准(２３)ꎮ

２２５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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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频次
Ｃｏｕｎｔ

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Ｃｏｕｎｔ

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９１０ ０.７４ ２００２ 生态补偿 １７ ０.１９ ２０１１ 支付意愿

３１ ０.０９ ２００４ 流域　 　 １５ ０.０７ ２００５ 可持续发展

２９ ０.２１ ２００６ 机制　 　 １３ ０.０５ ２０１０ 生态系统服务

２８ ０.０８ ２００８ 生态文明 １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３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２３ ０.０６ ２０１０ 补偿标准 １１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外部性

１９ ０.０５ ２０１４ 转移支付 １０ ０.１０ ２００８ 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上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ꎬ见图 ２ꎮ 该图以生态补偿为核心ꎬ向多个方向发散ꎬ主要包括生态补

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生态文明建设、转移支付、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系统服务等ꎮ 本文是基于以往学者的研

究和知识图谱的分析ꎬ对生态补偿的研究热点进行总结、归纳整理ꎬ从宏观视角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研究热点ꎬ
以理顺生态补偿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ꎮ

图 ２　 我国生态补偿研究论文关键词聚类图

Ｆｉｇ.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内涵研究

生态补偿ꎬ在国际上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ꎮ 国内关于生态补偿定义的描述众说纷坛ꎬ到目前还没有

一个统一的定义ꎮ 毛显强等[１０] 将其定义为: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ꎬ进而刺激损害行为实施的主体减

少ꎬ达到资源保护的目的ꎮ Ｗｕｎｄｅｒ 认为ꎬ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能够被清楚界定的ꎬ同时存在生态系统

服务提供者和购买者的一种自愿交易行为[１１]ꎮ Ｖａｎ 等认为ꎬ生态补偿应满足现实性、自愿性、条件性和有利

３２５８　 ２０ 期 　 　 　 董海宾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国内生态补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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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穷人四个特征[１２]ꎮ Ｍｕｒａｄｉａｎ 等认为生态补偿即为一种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转移ꎬ旨在于形成自然资源管

理中的一种激励形式[１３]ꎮ
早期生态补偿的概念更偏向于对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主体的惩罚措施[１４]ꎬ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ꎬ和

生态补偿研究的日渐成熟ꎬ生态补偿的内涵也逐渐得到丰富ꎬ即更偏向于对生态服务提供者的补贴[９]ꎮ
２)生态补偿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自十七大以来逐渐受到重视ꎬ十八大又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ꎬ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又做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ꎮ 生态文明是我国的

长期建设目标ꎬ生态补偿是达到这一生态环境目标的重要政策手段ꎮ 生态补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表现

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资源节约、促进生态恢复与保护及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１５]ꎮ 生态文

明建设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ꎬ基于此ꎬ李瑞等[１６] 借鉴“羊群效应”模型ꎬ
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补偿政策的促进作用ꎬ指出生态补偿政策对居民生态文明建设意愿产生显著的直

接和间接影响ꎬ并提出应从居民视角出发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建议ꎮ 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ꎬ我国草原面积广

阔ꎬ草原生态文明是国家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但当前草原生态补偿存在效果不明显、缺乏动态调整机制

等突出问题ꎬ于雪婷等[１７]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立法欠缺ꎬ法制化不足ꎬ应加快推进草原生态补偿法治体系构

建ꎬ为草原牧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ꎮ
３)生态补偿减贫路径

我国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顺利ꎬ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ꎬ也同时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ꎮ 生态补

偿在我国的减贫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ꎮ 在此期间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包括«中
国农村扶贫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ꎬ其作为扶贫开发的纲领性文件ꎬ强调要加大贫困地区的生态补偿力度ꎻ
２０１５ 年精准扶贫战略将生态补偿作为多元化精准脱贫的重要形式之一ꎬ再次强调生态补偿对我国脱贫攻坚

的重要性ꎻ２０１９ 年ꎬ«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出台ꎬ重点指出要提升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效益等ꎮ 在此基础上ꎬ
学界也在生态补偿与减贫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ꎮ 任林静等[１８] 认为ꎬ生态补偿政策对减贫的影响包括两个方

面ꎬ一是在政策瞄准阶段对贫困的瞄准研究ꎬ二是在政策实施阶段对生态补偿如何发挥减贫作用、改善农户福

祉的研究ꎮ 即首先要因地制宜根据贫困的区域和特征ꎬ考虑生态补偿能否发挥减贫功能ꎬ其次开发生态补偿

多元化的功能来开展减贫ꎮ 现金型补偿和岗位型补偿是生态补偿减贫的主要方式ꎬ两者均可降低区域的贫困

发生率ꎬ但相比于现金型补偿ꎬ岗位型补偿显示出更高的瞄准性和持续性[１９]ꎮ 在我国农村地区ꎬ发挥减贫作

用的生态补偿项目主要是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ꎬ主要是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对生态保护人员进行补

偿ꎬ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岗位主要有护林、护水和保洁等[２０]ꎮ 同时ꎬ生态补偿对未来贫困具有一定缓解作用ꎮ
刘宗飞等[２１]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验证了生态补偿对家庭福利均值及其方差的影响ꎬ指出生态补偿每提升

１％ꎬ家庭福利方差将降低 ０.０５６％ꎮ 除此之外ꎬ也有学者指出ꎬ当前标准下的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的长期收入

产生负面影响ꎬ且对贫困户的帮助不明显ꎬ并认为生态补偿政策的扶贫效果取决于补偿标准的高低和补偿方

式的选择[９]ꎮ
２.３　 发文作者及机构分析

２.３.１　 作者图谱分析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作者进行共线图谱分析ꎬ得到图 ３ 的作者合作的网络图谱ꎮ 在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ꎬ节
点字体大小反映作者的出现频次ꎬ连线表示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ꎬ连线的颜色表示发文作者之间的合作强

度ꎬ颜色越深表明合作强度越高ꎮ
核心作者群ꎬ是指在相关领域刊物上发表论文较多ꎬ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２２]ꎮ 核心作者群是形成文献流

的骨干力量ꎬ发挥着导向作用ꎮ 根据普赖斯理论ꎬ核心作者发表的论文数按以下公式计算[２３]:
Ｎ＝ ０.７４７ (Ｎｍａｘ) １ / ２

式中ꎬＮ 为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的论文数ꎻＮｍａｘ为统计年段内最高产作者的论文篇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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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只有发表论文数在 Ｎ 以上的作者ꎬ才能被称为核心作者ꎮ 根据统计ꎬ国内期刊生态补偿发文最多作者的

文献数为 １９ 篇ꎬ即 Ｎｍａｘ ＝ １９ꎬ从而得 Ｎ＝ ３.２６ 篇ꎬ取整数 ３ꎬ即定义发表论文数达到 ３ 篇的作者为该领域的核

心作者ꎮ
结果显示ꎬ网络节点数量为 １５５ꎬ连线数量 １２５ꎬ网络密度为 ０.０１０５ꎬ图谱共线结果表明ꎬ其中的大部分主

要作者之间都有合作关系ꎬ合作关系较为紧密的有以葛颜祥为中心的、以李国平为中心的及以靳乐山为中心

的科研团队ꎮ 其中ꎬ李国平、葛颜祥为发文数最多的作者ꎬ分别为 １９ 篇和 １６ 篇ꎬ靳乐山和吴萍紧随其后ꎬ分别

发文 １４ 篇和 １２ 篇ꎮ 有 １０ 位作者的发文量在 ３ 篇以上ꎬ构成国内生态补偿领域核心作者群ꎬ其发文量占总发

文量的 ９.８％ꎬ对国内生态补偿相关研究作出较大贡献ꎮ 但总体来看ꎬ核心作者群的发文数量还是偏低ꎮ 进一

步研读文献发现ꎬ流域生态补偿、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生态补偿与减贫等成为

核心作者群的研究热点ꎬ也表明在国内生态补偿研究领域ꎬ核心作者群的研究集中度较高ꎮ 除此之外ꎬ从共线

结果中也可看出非核心作者群的作者之间连线较少ꎬ表明相互之间缺乏合作研究ꎮ
２.３.２　 机构图谱分析

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在该研究领域的投入和积累ꎮ 表 ２ 为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生态

补偿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ꎬ从高到低前三的机构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２６ 篇)、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１７ 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１５ 篇)ꎮ 同时可以看出ꎬ从事生态补偿

研究的机构以各大高校为主ꎬ其次为科研院所ꎮ 而且ꎬ从事生态补偿研究的学科领域主要是以经济、管理学科

为主ꎬ研究的学科专业性较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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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发文量排前十的研究机构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ｔ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序号
Ｒａｎｋ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发文量 / 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序号
Ｒａｎｋ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发文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经融学院 ２６ 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９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１７ ７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８

３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１５ ８ 重庆大学法学院 ７

４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１３ ９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７

５ 河海大学商学院 １１ １０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６

图 ４ 为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计算绘制的机构间合作网络图谱ꎬ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机构ꎬ节点之间的连线表

示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机构之间的连线较少ꎬ合作强度不大ꎬ且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合作

关系具有明显地域性ꎬ比如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存在合作关系的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立址均在的北京的单位ꎻ再比如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合作单位为陕西理工学

院等ꎬ均表现出明显地域性限制ꎬ跨区域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较弱ꎮ

图 ４　 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Ｆｉｇ.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　 前沿分析

突现关键词是指某一时期出现的高频关键词ꎬ它构成了主要关键词突现图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时期

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２４—２５]ꎮ 从生态补偿研究文献的突变性关键词来看ꎬ该领域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ꎬ不
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突变性关键词(图 ５)ꎮ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总共出现 ２３ 个突现词ꎬ
首先ꎬ从突现强度来看ꎬ突现强度最高的前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转移支付(５.６７２５)、外部性(４.９２７３)、生态产品

(４.６４７２)以及机制(４.５９５５)ꎬ在相应时期内是国内生态补偿领域的重要研究热点ꎬ与当期内国家生态环境相

关政策的变动步调基本一致ꎮ 突现强度最低的关键词为重点生态功能区(２.２２０５)ꎬ突现时间从 ２０１７ 年持续

至 ２０２０ 年ꎮ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５ 年间ꎬ突现关键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突现强度一度达到４.１０７３ꎬ但仅持续一

年ꎬ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政策分析可知ꎬ我国虽然从 ２０１６ 年才准予批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建

设ꎬ但早在 ２０１０ 年就已经开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规划»的编制ꎬ所以在此期间也一度将重点

６２５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突现词图谱

Ｆｉｇ.５　 Ｂｕｒｓｔ ｔｅｒｍ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生态功能区的相关研究推向热潮ꎬ但并没有进行持续研究ꎮ ２０１７ 年以后ꎬ随着我国十九大的召开ꎬ提出牢固

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ꎬ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ꎬ坚持绿色发展道路ꎬ建设美丽中国ꎮ 至此ꎬ学界又

一次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ꎬ但一直到 ２０２０ 年ꎬ从突现强度来看其研究力度还处于较低的层

面ꎬ还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加强ꎮ 其次ꎬ从突现持续时间来看ꎬ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分别为机制、生态环

境、受偿意愿ꎬ突显持续时间为 ５ 年ꎬ持续时间最短的关键词为流域、外部性、鄱阳湖、生态文明及博弈ꎬ突现持

续时间均仅为 １ 年ꎮ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精准扶贫、生态系统服务、生态产品等成为突现持续至今的关键词ꎬ是目前相对

最新的研究前沿ꎬ也是我们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把可持续

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的高度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中也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ꎬ建设美丽中国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发改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ꎬ指出到 ２０２５ 年绿色产业示范基地

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ꎬ绿色产业链有效构建ꎬ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建立ꎬ对全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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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显现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ꎬ意见要求要充分考虑不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ꎬ到 ２０２５ 年初步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核算体系及政府考核评估机制ꎬ
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ꎬ形成广泛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ꎮ 根据对我国已发布的有

关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及生态产品等政策的整理发现ꎬ我国生态补偿研究前沿趋势与国家宏观层面的政

策呼吁步调基本一致ꎬ相向而行ꎮ 这些政策的实施同时也为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指明了前进路径ꎮ
随着 ２０２０ 年底我国全面脱贫攻坚的伟大实现ꎬ预计生态补偿与扶贫相关领域的研究会出现缩减的趋势ꎬ

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返贫仍是我们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ꎬ所以持续发挥生

态补偿对减贫脱贫贡献的相关研究仍需继续得到重视ꎮ 此外ꎬ通过对最新发表文献的研读发现ꎬ市场化生态

补偿机制[２６—２９]、生态补偿立法[３０—３２]等方面也是现今研究较多的前沿领域ꎮ

３　 结论及研究展望

３.１　 结论

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绘制知识图谱ꎬ对国内生态补偿研究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５２ 篇文献从发文时间分布、
研究热点与研究路径演变、研究前沿、主要机构及关键作者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ꎬ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１)从发文时间来看ꎬ我国生态补偿年度发文数量从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２０ 年先后经历了波动增长阶段、逐步下降

阶段、缓慢增加阶段ꎻ累计发文量呈现稳步增加的趋势ꎮ
(２)从发文作者来看ꎬ李国平、葛颜祥、靳乐山、吴萍等构成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作者群ꎬ核心作者群

的贡献奠定了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的基础ꎬ是领域内的研究中坚力量ꎻ非核心作者群发文量较少ꎬ且相互之间缺

乏合作ꎮ
(３)从发文机构来看ꎬ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和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主要研究机构ꎬ各团队内部间合作关系较为密切ꎻ此外ꎬ所有

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地域内联系为主ꎬ机构间跨区域的合作力度较弱ꎮ
(４)从关键词共现结果来看ꎬ流域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及转移支付等关键词出现频率

最高ꎬ成为研究的热点方向ꎻ同时ꎬ关键词突现结果显示ꎬ研究前沿指向精准扶贫、生态系统服务、受偿意愿、绿
色发展及生态产品等领域ꎬ也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ꎮ
３.２　 研究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ꎬ国内生态补偿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宽ꎬ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方法的创新ꎬ为未来国内生

态补偿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然而ꎬ我国生态补偿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以及与国家政策的结合方面

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ꎬ我国未来生态补偿研究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加强研究者间合作ꎬ促进研究单位区域间的合作ꎮ 国内生态补偿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应加强相互之

间的合作研究ꎬ通过政策鼓励、统筹经费支持等途径ꎬ实现研究单位跨区域之间的合作ꎬ促进国内生态补偿研

究领域的高质量发展ꎮ
(２)新形势下要加快创新和健全生态补偿机制ꎬ着力发展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ꎮ 长期以来ꎬ国

内生态补偿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ꎬ其优势在生态补偿运行初期是显著的ꎬ但随着国内生态补偿领域规模的进

一步扩大ꎬ单靠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日渐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ꎮ 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补

偿不仅有益于拓宽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ꎬ减缓财政压力ꎬ且与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更加契合ꎮ 但建立市

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不是要求政府责任的退出ꎬ二者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ꎮ
(３)加速推进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构建ꎮ 生态补偿制度要在社会上取得长期的效果ꎬ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

确定下来ꎬ以法律制度作为保障ꎬ这样才能使其规范化ꎮ 因此ꎬ在生态补偿立法的思路上应遵循“以生态为

本”的原则ꎬ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ꎬ坚持从源头上制止生态破坏ꎬ防止走向先破坏后治理

或边破坏边治理的困境ꎬ保障生态安全ꎬ促进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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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国内生态补偿仍需持续与贫困问题研究紧密结合ꎮ 我国生态补偿政策在脱贫攻坚历程中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ꎬ伴随 ２０２０ 年我国全面脱贫的顺利完成ꎬ预计生态补偿与减贫方面的研究力度将会减弱ꎬ但值

得注意的是ꎬ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任务仍然艰巨ꎬ这就要求要继续探索生态补偿新的适应机

制ꎬ契合新形势下国家顶层设计的需要ꎬ继续为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贡献生态补偿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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