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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重点期刊的文献往往代表着一个学科的集大

成者，其研究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学科的发展格局。

因此，考察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和研究热点，不仅能

厘清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状与特征，更重要的是，

能促进学术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发展，对经济学的

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学科发展评价的文献研究百花齐

放。曹亮（2012）、陈静、吕修富（2014）、吴远仁、沈

利生（2015）、杨虎涛（2016）、肖兴志（2018）等人分

别以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国际贸易学、统计学、数

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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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经济学学科领域的三份顶级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国工业经济》刊载文献为研究对象，

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考察经济学学科发展轨迹与特征分析。通过设定文献来源，收集三本期刊2013—2019年

上传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学术论文4277篇，在逐一人工筛选处理的基础上，确定3664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并运用 CO_OC1.7，Ucinet，NetDraw 等软件从文献数量、作者及单位、关键词主题变化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对比分

析。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各期刊发文数量在减少，刊文质量在不断提高；从发文作者及单位来源

看，刘伟、金碚等学者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期刊发文单位来源广泛，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南

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

中国经济学发展研究的前沿阵地。对论文关键词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研究主题与中国经济发展和时代特征紧密结

合，不同阶段关注的研究重心有所不同，不同期刊经济学研究主题也有明显的偏好和特色差异，共同推动着中国经

济学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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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学科发展状况。也有一些学者侧重于某一

具体主题，如储节旺（2014）对 2002—2011年“知识

管理”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归纳；魏

鲁彬（2017）则基于2005—2016年WOS核心合集中

SSCI数据库样本，对“国际机制设计”这一具体领域

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态势做文献分析。

考虑到《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国工业经

济》作为中国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无论是从期

刊影响因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情况，还是从

其创刊历史、发展规模和学术影响力，在经济学领

域都具有公认的权威代表性。因此，本文以《经济

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三本期刊在新时

代（2013—2019）刊载的全部文献为研究对象，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轨迹和研究特征。

二、样本来源与数据处理方法说明

1.样本来源与数据筛选处理

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来源于 2013—2019年中

国知网（CNKI）发布的《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

《中国工业经济》三本期刊的所有论文，截至2019年

12月23日，共收录论文4277篇，作者8898人，论文

第一作者所属单位340所。

数据的具体收集与处理过程如下：首先对数据

收集进行基本设定，将中国知网（CNKI）期刊论文数

据库的检索条件分别设置为“来源期刊”设定为“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国工业经济”，将时间跨

度设定为 2013—2019 年，分别检索得到论文 1486
篇、1768 篇和 1023 篇。总计检索得到论文 4277
篇。然后对数据进行筛选处理。在检索下载得到

全部样本的基础上，通过严苛的人工筛选，剔除有

关人物介绍、学术会议通知、综述、书讯书评等非学

术性文章的样本613篇，最终确定有效数据3664篇

文献，作者8898位，共计340家第一作者单位，以此

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具体的数据筛选处理过程如下：

（1）对搜索的总体文章样本进行无效样本剔

除，剔除内容包括会议通知、会议综述、书籍评介、

期刊致谢、征稿启事、通知公告以及作者单位空白

等样本，核心原则为：该论文样本不包含有意义的

关键词和作者单位不明确。

（2）在剔除无效样本的基础上，人工处理“作者

单位”信息时只保留到第一责任单位，且保留单位

为高校、政府或企业的一级单位名称。如“东北财

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保留为“东

北财经大学”“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保

留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3）经过对单位信息初步排序后，筛选出在样

本期间内单位名称发生过变更的高校或政府机构，

进行名称统一并对样本数量进行加总，以保证样本

质量的稳定可靠性。如“南京审计学院”于 2015年

更名为“南京审计大学”，“广东商学院”于2013年更

名为“广东财经大学”，“宁波大红鹰学院”2018年更

名为“宁波财经学院”；“国家计委”和“国家发展计

划委员会”以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最终合

并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4）对于一些单位的名称一律以全称表示，比

如“国家发改委”统一写全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中国社科院”统一写全称“中国社会科学院”。

2.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说明

本文运用CO_OC1.7软件、Ucinet和NetDraw软

件，采用词频分析法和共现分析法对样本文献进行

分析。词频分析法能对反映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

词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借此了解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发展动向。共现分析法通过统计一组文献

的主题词两两之间在同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便可

形成一个由这些词对关联所组成的共现网络，根据

网络节点以及连线反映主题内容的亲疏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文献数量、所属高校、关

键词主题及动态演变等角度，结合国内研究的实

际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分析近 7年学术研究

的热点问题和研究方向，以了解目前经济学高端

人才分布，掌握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方向和时间演

变特征。

三、文献数量变化

学术期刊的文献数量是刊物产出容量的体现，

也是衡量学术期刊吸引和传播科学信息能力的重

要指标。对期刊历年文献数量进行跟踪分析，可以

发现其变化特征和归纳总体趋势的特点。表1显示

了《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国工业经济》

2013—2019年各期刊历年发文数量与样本筛选情况。

可以看出，2013 年到 2019 年，从总量上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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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的保留样本数量之和变动不大，总体保持在

440—570篇的区间内。其中2013年到2017年均在

500篇以上，2017—2019年样本总数有明显的下降

的趋势，尤其是 2019年，保留样本总数达历史最低

443 篇。三本期刊的删除样本总数在 2014 年达到

峰值，之后基本保持平稳，近三年有下降的趋势。

对比三本期刊可以发现，保留样本数量最多的是

《管理世界》，其次是《经济研究》，最少的是《中国工

业经济》；删除样本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工业经济》，

其次是《管理世界》，最少的是《经济研究》。综上分

析，经历长时间的文献总量增长之后，各期刊对文

献质量把关上都在进一步收紧。

表1 2013—2019年各期刊历年发文数量与样本筛选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四、发文作者分析

1.全部论文作者分布

全部样本篇文献中，共涉及作者（含个人署名与

课题组署名）8898个。其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是中

国人民大学的刘伟，发文19篇；其次是社会科学院的

金碚，发文15篇；接下来是黄群慧、范子英、龚六堂分

别发文14篇；张杰、史清华，发文13篇。发文数量8篇
及以上的作者72人，累计占7.77%，具体情况见表2。

2.论文的第一作者分布

全部样本 3664篇文献中，共涉及第一作者（含

个人署名与课题组署名）2493个。2013—2019年，

发文数量最多的4位学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刘

伟，16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13篇；中国社会科

学院黄群慧，12篇；中国人民大学张杰，12篇。发文

数量6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39人，累计占7.89%，分

布如表3所示。

结合全部作者分布和第一作者可以看出，刘

伟、金碚、黄慧群、张杰等学者在中国经济学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3.论文作者的共现分析

对文献作者的共现分析，有助于发现各学者间

的合作关系。首先，对全部样本3664篇文献中作者

进行提取并统计。对于高频、低频作者词频临界值

的设定，根据样本作者的分布和离散度较大等实际

情况，设置关键词的频次阈值6，生成143×143的共

现矩阵（篇幅所限文中略去），该矩阵是无向对称的

关系矩阵，当两个作者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时，表

明两者存在学术合作关系。其次，据此共现矩阵利

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Ucinet 和内部集成的可视化

工具NetDraw进行可视化中心度分析，给出了作者

的共现网络分析图，详见图1。
图 1中关联节点的大小和连接线的多少，均代

表相关学者与其他学者合作的关联程度和频次。

关联节点越大、连接线越多，表示与相关学者的合

作越密切。图1显示，以樊纲、高培勇、刘世锦、李伟、

洪银兴、刘伟、彭泗清等学者为连接节点的共现关

系最多，说明了相关学者为丰富和推动经济学领域

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五、发文作者所属单位分析

1.全体文献作者所属单位

发文来源是衡量期刊论文质量和全国影响力

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分析作者单位有助于发现经

济学领域研究的主要机构和团队力量的分布情

况。综合三本期刊，文献来源分布比较广泛，包括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经济研究》

总发文
数量

176
244
227
219
229
202
189
1486

保留样
本数量

151
179
168
166
182
153
145
1144

删除样
本数量

25
65
59
53
47
49
44

342

《管理世界》

总发文
数量

269
262
273
251
273
255
185
1768

保留样
本数量

251
248
251
241
240
238
168
1637

删除样
本数量

18
14
22
10
33
17
17

131

《中国工业经济》

总发文
数量

164
161
149
141
139
131
138
1023

保留样
本数量

137
139
129
112
116
120
130
883

删除样
本数量

27
22
20
29
23
11
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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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姓名

刘 伟

金 碚

黄群慧

范子英

龚六堂

张 杰

史清华

李 伟

李 实

蔡 昉

张 军

李 兰

魏 江

孙浦阳

李新春

万广华

王永进

贺小刚

高培勇

黄玖立

贾俊雪

陆正飞

张 平

彭泗清

发文数量

19
15
14
14
14
13
13
1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累计百分比
（％）

0.21
0.38
0.54
0.70
0.85
1.00
1.15
1.28
1.40
1.53
1.65
1.78
1.90
2.02
2.15
2.27
2.38
2.49
2.61
2.72
2.83
2.94
3.06
3.17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姓名

潘建成

王凤彬

毛其淋

王 博

赵 晶

余淼杰

沈坤荣

张 勋

包 群

刘 斌

马光荣

潘 越

裴长洪

肖静华

袁富华

刘瑞明

李 静

谢 康

杨汝岱

樊 纲

程名望

范从来

姜付秀

毛 捷

发文数量

10
10
10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8
8

累计百分比
（％）

3.28
3.39
3.51
3.61
3.71
3.81
3.91
4.01
4.11
4.21
4.32
4.42
4.52
4.62
4.72
4.82
4.92
5.02
5.12
5.23
5.33
5.43
5.52
5.61

序号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姓名

余泳泽

洪银兴

陈 凌

郝大海

姚树洁

吕长江

冯根福

张 伟

史 丹

刘 刚

廖 理

祝继高

孙 早

李维安

田国强

杨继东

甘 犁

韩 剑

戴 翔

盖庆恩

孔东民

陈彦斌

刘霞辉

刘修岩

发文数量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累计百分比
（％）

5.70
5.79
5.88
5.97
6.06
6.15
6.24
6.33
6.42
6.51
6.60
6.69
6.78
6.87
6.96
7.05
7.14
7.23
7.32
7.41
7.50
7.59
7.68
7.77

表2 2013—2019年发文数量8篇及以上作者分布

表3 2013—2019年发文数量6篇及以上第一作者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姓名

刘 伟

金 碚

黄群慧

张 杰

贾俊雪

裴长洪

高培勇

范子英

蔡 防

姜付秀

毛其淋

魏 江

邵 帅

发文数量

16
13
12
12
9
9
9
8
8
8
8
8
7

累计百分比
（％）

0.44
0.79
1.12
1.45
1.69
1.94
2.18
2.40
2.62
2.84
3.06
3.28
3.47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姓名

林伯强

戴 翔

孙 早

孔东民

陈仕华

洪银兴

孟庆斌

刘修岩

许 晖

余泳泽

王永钦

王凤彬

李 扬

发文数量

7
7
7
7
7
7
6
6
6
6
6
6
6

累计百分比
（％）

3.66
3.85
4.04
4.23
4.42
4.61
4.78
4.94
5.10
5.27
5.43
5.59
5.76

序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姓名

程名望

王国刚

潘 越

尹志超

刘瑞明

李 明

赵 晶

孙浦阳

汪 伟

陈 林

余淼杰

余东华

陈彦斌

发文数量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累计百分比
（％）

5.92
6.09
6.25
6.41
6.58
6.74
6.91
7.07
7.23
7.40
7.56
7.72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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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院校以及国家部委、研究机构等。全部

3664篇文献涉及第一责任单位共340个，平均单位

发文数量为 10.78篇，其中，前 8个单位发文均超过

100篇，只有两个单位发文超过200篇，分别是发文

数量最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33篇以及第二发文

数量的中国人民大学，231篇。排在第三到第八位

的分别是南开大学、上

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和

中央财经大学，发文数

量分别为 160 篇、138
篇、123 篇、108 篇、105
篇和101篇。

从统计来看，发文

数量前 4位的机构发文

762篇，占 20.80%，发文

数量达到整体发文数量

的五分之一；发文数量

前 15 位 的 机 构 发 文

1818 篇，占 49.62%，接

近整体发文数量的一半；发文数量前50位的机构发

文2840篇，占77.51%，超过整体发文数量的四分之

三。发文数量 20 篇及以上的机构 37 个，累计占

71.81%，即约前10%的高校单位发文数量占总体发

文数量的 71.81%，发文数量 10篇及以上的机构 62
个，累计占81.33%。文献分布如表4所示。

图1 论文作者共现网络分析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表4 2013—2019年发文量3篇及以上的单位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暨南大学

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文献数量

233
231
160
138
123
108
105
101
98
95
95
93
91
74
73
70
66
57
55
47
46
43
40
40
37

累计百分比（％）

6.36
12.66
17.03
20.80
24.15
27.10
29.97
32.72
35.40
37.99
40.58
43.12
45.61
47.63
49.62
51.53
53.33
54.89
56.39
57.67
58.92
60.10
61.19
62.28
63.29

序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重庆大学

东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湖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四川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国人民银行

江西财经大学

管理世界

南京审计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宁波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文献数量

36
35
33
30
26
26
23
22
21
20
20
20
19
18
18
18
17
17
16
16
14
14
14
14
14

累计百分比（％）

64.27
65.23
66.13
66.95
67.66
68.37
69.00
69.60
70.17
70.72
71.26
71.81
72.33
72.82
73.31
73.80
74.26
74.73
75.16
75.60
75.98
76.36
76.75
77.13
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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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三本期刊作者所属单位

对文献来源的机构集中度进行研究。从平均

单位发文数量角度进行分析，平均单位发文数量，

顾名思义，即用期刊总发文数量/第一单位数量。平

均单位发文数量越大，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发文单

位的集中度越高。依据数据统计可以得到：《经济

研究》文献共1144篇，第一作者单位为132个，平均

单位发文数量为 8.67 篇；《管理世界》文献共 1637
篇，第一作者单位为 280 个，平均单位发文数量为

5.85篇；《中国工业经济》文献共883篇，第一作者单

位为 136个，平均单位发文数量为 6.49篇。从这个

意义上看，《经济研究》文献来源的机构更集中，而

《管理世界》文献来源的机构更加丰富。从文献的

累计百分比进行比较。选取《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和《中国工业经济》三本期刊各自的发文数量前

20位的第一作者单位，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可以

发现，同样发文数量前 20位的单位，《经济研究》发

文数量累计百分比已达到 72.81%，接近四分之三。

而《管理世界》发文数量累计百分比仅49.79%，不到

二分之一。可见依然是《经济研究》文献来源的

机构更集中，而《管理世界》文献来源的机构更加

丰富。

对文献机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同时在三本期

刊发文数量占据前 20位的机构共 12家，其中属于

科研机构的仅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且中国社会科

学院在《经济研究》和《中国工业经济》中均占据发

文数量首位，表现优秀。同时，大学是文献来源的

主要单位。在发文数量前20位中，综合类大学有7
家，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

山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财经类院

校共 4家，分别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见表5）。

六、关键词分析

采用词频分析方法从 3664篇文献提取关键词

主题，总计14913个关键词，平均每篇文献4个关键

词，符合一般规律。互异的关键词共 9487个，考虑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轨迹及研究特征——基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期刊文献的计量分析

表5 2013—2019年发文量前20的第一单位分布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经济研究》

第一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南开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银行

发文
数量

113
81
65
64
55
54
49
47
41
32
32
30
28
27
26
24
18
17
16
14

累计百
分比（％）

9.88
16.96
22.64
28.23
33.04
37.76
42.05
46.15
49.74
52.53
55.33
57.95
60.40
62.76
65.03
67.13
68.71
70.19
71.59
72.81

《管理世界》

第一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中山大学

南开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暨南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吉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重庆
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发文
数量

104
62
55
52
48
46
43
37
36
36
36
33
32
31
30
30
29
27
26
22

累计百
分比（％）

6.35
10.14
13.50
16.68
19.61
22.42
25.05
27.31
29.51
31.70
33.90
35.92
37.87
39.77
41.60
43.43
45.20
46.85
48.44
49.79

《中国工业经济》

第一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暨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东南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发文
数量

87
46
41
38
34
31
27
26
25
25
20
19
17
17
17
16
16
15
15
15

累计百
分比（％）

9.85
15.06
19.71
24.01
27.86
31.37
34.43
37.37
40.20
43.04
45.30
47.45
49.38
51.30
53.23
55.04
56.85
58.55
60.25
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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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际情况对关键词作如下处理后进行分析。

对于相似度较高的关键词，将频次排名靠后的

并入频次排名靠前的，如“TFP”“tfp”和“全要素生产

率（tfp）”替换为“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替换

为“实证研究”；“数据包络分析”替换为“DEA”；

“VAR”替换为“VAR模型”；“DSGE建模”“动态随机

一般均衡模型”和“DSGE”替换为“DSGE模型”；“双

重差分”“双重差分方法”和“did方法”替换为“双重

差分法”；“一带一路倡议”替换为“一带一路”等。

对于范围模糊、指向不明的关键词予以剔除，如“中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等。

1.研究热点的频次分布

本文对全部样本 3664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

取，统计得到原始关键词 9487个，关键词呈现总频

次为 14889 次。表 6 列示了全部样本（2013—2019
年）、近五年（2015—2019年）和近三年（2017—2019
年）不同时间跨度的文献中前30位高频关键词的频

次分布。

通过梳理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全部样本

区间内，还是近五年、近三年内，“经济增长”“全

要素生产率”“创新”“企业创新”“公司治理”“全

球价值链”等主题关键词在期刊内以相关关键词

表6 不同时间跨度的关键词频次分布(前30位)
时间跨度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013—2019年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货币政策

创新

融资约束

国有企业

公司治理

全球价值链

企业创新

双重差分法

产业政策

“一带一路”

DSGE模型

产业结构

家族企业

制度环境

人力资本

环境规制

制造业

收入分配

信息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

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绩效

案例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源配置

社会资本

生产率

收入差距

出现频次

119
72
47
45
44
41
41
39
34
28
28
28
27
26
25
25
24
23
23
23
23
22
22
21
21
21
20
19
19
19

2015—2019年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全球价值链

企业创新

创新

融资约束

货币政策

公司治理

“一带一路”

双重差分法

国有企业

产业政策

政治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DSGE模型

信息不对称

对外直接投资

家族企业

人力资本

收入分配

产能过剩

资源配置

制度环境

产业结构

环境规制

创业

比较优势

新常态

股价崩盘风险

企业异质性

出现频次

87
49
34
33
33
33
31
29
28
28
28
25
22
21
21
20
19
18
18
17
17
16
16
16
16
15
15
15
15
14

2017—2019年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约束

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

企业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公司治理

双重差分法

创新

产业政策

货币政策

信息不对称

国有企业

环境规制

政治经济学

经济波动

人力资本

混合所有制改革

收入分配

DSGE模型

僵尸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

高质量发展

制度环境

空气污染

产能过剩

创业

家族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出现频次

52
27
25
25
22
21
19
19
18
18
117
16
15
14
12
12
12
11
11
11
11
10
10
10
10
10
9
9
9
9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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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文章一直占有较大比例，始终是中国经济

学学者研究的热点。同时，对比可以清晰地发

现，“国有企业”“货币政策”关键词随着时间的推

进，其排名在不断下降；“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信息不对称”等关键词随着时间推进，

其排名不断上升。总的来看，“经济增长”成为高

频词，始终保持在第一位；“全要素生产率”词频

热度仅次于“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第二位；“一

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热；“环境规制”

研究增多；近三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僵尸企业”

“高质量发展”频次提高，充分说明了期刊和所刊

发学术论文的理论贡献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践紧密结合。

2.文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及主题演变

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不仅可以从直观

地了解不同研究主题之前的关联度，还可以清晰地

反映出关键词的整体特征和可视化中心凸显。首

先，使用CO_OC1.7软件对高频、低频作者词频临界

值进行设定，根据选取样本中词频的分布和研究区

域的关键词离散度较大等实际情况以及考虑到共

现矩阵规模，集中反映数据主体间的网络关系，将

高频词阈值以累计百分比在 12%左右、频次较为

集中的最低频数作为划定为高频词的临界点，据

此得到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和出现频次分布表，

具体阈值设定情况如表 7所示。其次，将构造好的

共现矩阵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再利用内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轨迹及研究特征——基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期刊文献的计量分析

表7 不同样本时间跨度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阈值设定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样本时间

全部样本（2013—2019年）

近五年（2015—2019年）

近三年（2017—2019年）

样本数量

3664
2559
1492

关键词数量

9487
6996
4422

关键词呈现总频次

14889
10437
6124

最高频次

119
87
52

阈值设定

10
9
6

累计百分比（％）

12.93
12.12
12.08

共线矩阵规模

104
78
70

×
×
×

104
78
70

部集成的可视化工具 NetDraw 进行可视化中心度

分析，得到文献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如图 2 至

图4所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2019年），“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融资

约束”“创新”“制造业”“双重差分法”等高频关键词

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热点。伴随经济全球化，中国积

极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通过“创新”“制造

业”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创新”关键词主

题的频次排名不断上

升，促进产业的研发投

入和技术创新以提高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五 年（2015—2019
年）以来，“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双重

差分法”“创新”“自主

创新”“企业创新”“对

外直接投资”“全球价

值链”“产业结构”等关

键 词 主 题 的 研 究 较

多。在关键词的演变

中，反应了现实经济的

缩影。2015年政府强调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鼓

励“自主创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保证经济

平稳发展成为重中之重，通过“企业创新”提升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

近三年（2017—2019年）以来，“经济增长”“全

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双重差分法”“国有企业”

“创新”“企业创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外

图2 全部（2013—2019年）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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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产业升

级”“信息不对称”等关键词主题的研究较多。党的

十九大首次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国有企业”通过“创新”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3.不同期刊层面对比

不同期刊关键词存在一些共性，也有各自的特

色。通过横向对比不同期刊发现，无论是《经济研

究》，还是《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以绝对优势占据各期刊关键

词的前列。“创新”“公司治理”“融资约束”等主题也

始终是经济学论文的研究热点。

进一步对比发现，《经济研究》较多采用“DSGE
模型”的研究方法，研究方向更为宏观，不聚焦某个

行业，研究较为均匀地分

散在“政治经济学”“人力

资本”“资源配置”“利率市

场化”“经济波动”“通货膨

胀”“不确定性”“新常态”

等关于宏观经济分析的层

面。而《管理世界》更加注

重对“国有企业”“产业升

级”“制度环境”“公共服

务”“企业社会责任”“农民

工”等关乎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点行业和领域。《中国

工业经济》则侧重于“产业

政策”“产业结构”“产业集

聚”“产业转移”等产业的

分析，同时“国有企业”“制

造业”“企业绩效”“战略性

新兴产业”“资源错配”“产

能过剩”等具体行业和资

源配置效率方面有所聚

焦；另外关注时事及国家

战略在“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贸易摩擦”中有

所体现。总之，经济学文

献的研究以社会发展为导

向，注重理论研究与现实

实践的结合。

为了分析研究主题

之间的关系，构造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矩阵并导入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 和内部集成的可视化工

具 NetDraw 进行可视化中心度分析，分别得到《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高频关键词

的共现网络图。考虑到选取样本中词频的整体分

布和关键词离散度较大等实际情况，将高频词阈

值以累计占比达到样本数量 12%时最低频数作为

高频关键词的临界点。

对比图5至图7不同期刊的文献高频关键词共

现网络图，直观、清晰地展示了“全要素生产率”“经

济增长”“国有企业”和“企业创新”等关键词节点较

大、连线较多，相对于其他研究热点具有较紧密的

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

《经济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图呈

图3 近五年（2015—2019年）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图4 近三年（2017—2019年）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154



现了“经济增长”“全要素

生产率”“融资约束”“马克

思主义”“思想体系”“创

新”等关键词主题的多核

心分布。通过连接线的多

少和关联节点的大小，“双

重差分法”与“企业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

策”“产业集聚”“全要素生

产率”“经济增长”“环境规

制”等关键词关系研究较

多。这与该方法的应用情

况相契合。《管理世界》关

键词的共现网络分布整体

较均匀，焦点集中在“全要

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融

资约束”等三四个关键

词。“技术创新”“全要素生

产率”“国有企业”与“经济

增长”具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工业经济》高频关键

词网络布局整体上与《经

济研究》较为相似，多焦点

且分布集中，研究方法“双

重差分法”与其他热点有

密切联系，同时“制造业”

“开发区”“产业集聚”等问

题研究较多。

七、结语

本文以中国经济学

领域的权威期刊《经济研

究》《管理世界》和《中国

工业经济》3664 篇刊载文

献 为 研 究 对 象 ，运 用

CO_OC1.7、Ucinet、NetDraw
等软件从文献数量、作者

及单位、关键词主题变化

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对比分

析经济学发展现状。

从期刊发文数量来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轨迹及研究特征——基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期刊文献的计量分析

图5 《经济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图6 《管理世界》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图7 《中国工业经济》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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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Track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Periodicals Literature of Economic Research，
Management World，and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Chen Xiaodong Zhao Danni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ree top-level journal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s，that is，Economic Research，
Management World，and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as research objects，and us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ck and characteristics. By setting the source of the literature，we collected 4277 academic papers
uploaded to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 database from three journals during 2013—2019. Based on
one-by-one manual selection and processing，3664 document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n we use CO_OC1.7，
Ucinet and NetDraw software to carry out statistic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s，authors
and their units，and the change of keywords them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finding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in
recent years，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each journal has been reduced，and the quality of journal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ors and units，scholars such as Liu Wei and Jin Bei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The publication units of the journals come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In addition t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Nankai University，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un Yat-sen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and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s become the forefro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By analyzing the key words，we learned that the
economic research theme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research focus on different stages is different，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journal economic research topics，which joi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economics.
Key Words: Top Economics Journals; Chinese Economic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晓 力）

看，历年发文数量、删除样本量在 2014年达到最高

点后逐年平稳减少。对比三本期刊可以发现，保留

样本数量最多的是《管理世界》，其次是《经济研

究》，最少的是《中国工业经济》；删除样本数量最多

的是《中国工业经济》，其次是《管理世界》，最少的

是《经济研究》。可以看出期刊整体水平的提升以

及对论文高质量的要求。

从发文作者及单位来源看，文献作者众多，部

分作者合作密切；刘伟、金碚、黄慧群、张杰等学者

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期刊

发文单位来源广泛，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和中

央财经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

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研究的前沿阵地。

从期刊发文关键词主题共现与变化来看，一方

面，本文划分不同时间跨度，纵向比较经济学研究

主题的发展变迁，期刊研究主题与中国经济发展的

时代特征、现实问题及国家政策导向紧密结合，体

现国内研究者与时俱进的特征；另一方面，本文比

较三本期刊的不同特色，分析三本期刊侧重的研究

重心，不同期刊经济学研究主题呈现出明显的偏好

和特色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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