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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角 洲（简 称 长 三 角）地 区 是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

国家现代化建 设 大 局 和 全 方 位 开 放 格 局 中 具 有 举 足

轻重的战略地位。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国 家 主 席 在 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发表讲话，标志着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提到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是

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学术研

究愈加盛行。现有研究聚焦于长三角城市创新［１］、同

构问题［２］、大 都 市 圈［３］、空 间 分 布［４］和 相 关 实 证 研

究［５］，然而对文献的系统性梳理还比较少。为把握与

长三 角 相 关 的 研 究 脉 络，本 文 运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 中 文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数 据 库

（ＣＳＳＣＩ）中的长三角研究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知识图

谱分析，通过作者合作网络和关键词共现网络来展示

该领域的研究历程、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６，７］，揭示长

三角研究的演化特征、轨迹和规律。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检索条件为篇名（词）或关键词中含“长三角”，文献类

型为论文，发文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得到

１　６１６条数据。逐个阅读文献标题和关键词，剔除７篇

不属于长三角研究范畴的文献，最终得到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的１　６０９条数据。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绘制长三角研究科学知识图

谱。科学知识 图 谱 是 显 示 科 学 知 识 的 发 展 进 程 与 结

构关 系 的 一 种 图 形［８］，运 用 文 献 计 量 软 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绘制知识图谱 可 以 帮 助 探 寻 研 究 热 点 演 化 的 关 键 路

径与知识拐点，更好地把握研究进展与前沿［９］。

二、文献特征分析

（一）数量特征

某一领域年 度 发 文 数 量 及 变 化 趋 势 反 映 了 该 领

域受关注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未来研究发展

状况［１］。如图１所示，根据各年份文献数量的分布，划

分为迅速 增 长 阶 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波 动 过 渡 阶 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和平稳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各阶

段平均 每 年 发 文 数 量 约 为７３篇、１１７篇、１０９篇。长

三角研究发展 的 三 阶 段 与 国 家 重 大 事 件 和 相 关 政 策

发布有高 度 的 契 合 性［６］。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 处 于 迅 速 增

长阶段。２００８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

三角洲地区 改 革 开 放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给长三角研究注入了新的政策动力，２００８年文献年增

长率高 达２６．８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处 于 波 动 过 渡 阶

段。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三角区域规划，为

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打破了研究领域的固有格

局。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处 于 平 稳 阶 段。２０１６年５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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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发文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长

三角“三省一市”联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

城市群”，长三角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

图１　长三角研究领域发文数量
　

图２　作者合作网络

表１　发文４篇及以上的作者及其所在机构

作者 频次 百分比 所在机构 作者 频次 百分比 发文机构

刘志彪 １３　０．８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陈浩 ５　 ０．３１％ 浙江大学

陈建军 ９　 ０．５６％ 浙江大学 李廉水 ４　 ０．２５％ 东南大学

靖学青 ７　 ０．４３％ 上海社会科学院 张颢瀚 ４　 ０．２５％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沈玉芳 ６　 ０．３７％ 华东师范大学 朱舜 ４　 ０．２５％ 江苏师范大学

曾刚 ６　 ０．３７％ 华东师范大学 洪娟 ４　 ０．２５％ 景德镇陶瓷学院

刘曙华 ６　 ０．３７％ 华东师范大学 杨以文 ４　 ０．２５％ 南京大学

周韬 ５　 ０．３１％ 河南科技大学 黄南 ４　 ０．２５％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徐长乐 ５　 ０．３１％ 华东师范大学 高丽娜 ４　 ０．２５％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婧 ５　 ０．３１％ 华东师范大学 何骏 ４　 ０．２５％ 上海财经大学

王能洲 ５　 ０．３１％ 华东师范大学 谷永芬 ４　 ０．２５％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郑江淮 ５　 ０．３１％ 南京大学 池子华 ４　 ０．２５％ 苏州大学

赵峰 ５　 ０．３１％ 南京审计学院

（二）作者合作网络特征

如图２所 示，作 者 合 作 网 络 共 有１７３个 节 点，７９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０．０５３。节点最大的刘志彪 发 文

１３篇，节点较大的陈建军、沈玉芳和刘曙华发文均超

过５篇，４位学者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对发文４篇

及以上的学者所在机构进行梳理，如表１所示。不同

学术团队之间的联系较弱，存在合作的学者多来自同

一研究团队，如 沈 玉 芳、刘 曙 华、张 婧、王 能 洲 来 自 华

东师范大学学 术 团 队，杨 以 文、郑 江 淮 来 自 南 京 大 学

学术团队。这些团队多来自于长三角地区，以上海和

江苏省科教机构见长，表明长三角研究一定程度上受

地理区域的影响。

三、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在可视化图 谱 中，通 常 应 用 被 引 频 次、中 介 中 心

度以及突现值 来 反 映 某 一 学 科 或 知 识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与前沿［１０］。

（一）研究热点分析

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表２中列举了出现频数大于或等于７的前３０个

高频关键词。中 介 中 心 度 大 于 或 等 于０．１的 关 键 词

有“长三角地区”、“长 三 角”、“区 域 经 济”、“长 三 角 城

市群”、“城市群”、“外 商 直 接 投 资”、“经 济 增 长”、“泛

长三角”和“产 业 转 移”，以 上９个 关

键词在共现网络中连接着不同聚类，

具有较强的中介作用，如图３所示。

　　２．聚类与鱼眼图分析

为了更 加 清 晰 地 展 示 研 究 热 点

的演化趋势，采用基于时间线图的鱼

眼图，如 图４所 示。图４中 共 有９９
个 节 点，２０３条 连 线，网 络 密 度 为

０．０４１８；划分为８个聚类，分别为＃０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区 域 间 知 识 协 作）、＃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ｐａｃｅ（经 济 空 间）、＃２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生 产 性 服

务 业）、＃３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服 务

业）、＃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潜 在 指

标）、＃５ｌａｙｏｕ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分 布 特

征）、＃６ｕｐｇｒａｄｅ　ｐａｔｈ（发 展 路 径）、

＃７ｙａｎｇｔｚｅ　ｄｅｌｔａ（长 江 三 角 洲 的 其

他问 题）。聚 类 的 模 块 值（Ｑ 值）为

０．４９３　７，大 于０．３，表 示 聚 类 内 部 连

接 关 系 紧 密，网 络 社 团 结 构 是 显 著

的；平均轮 廓 值（Ｓ值）为０．５４３　５，大

于０．５，说明聚类结果是合理的［１１－１２］。

聚类＃０围绕区域间知识协作，

聚焦长 三 角 知 识 管 理 研 究。长 三 角

科教 资 源 丰 富，区 域 创 新 能 力 强，科

创产 业 紧 密 融 合，知 识 产 出 较 多，同

时存在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加强区

域间知识 协 作 是 充 分 发 挥 其 科 技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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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优势的重要基础［１３］。专 利 和 论 文 作 为 知 识 协 作 的

重要载体，在长三角知识网络研究中出现较多。现有

研究围绕以长三 角 城 市 为 节 点 的 创 新 网 络［１４］和 知 识

网络［１３］，研究网络的结构特征、驱动因素及知识溢出，

发现科技技术 和 地 理 临 近 在 网 络 演 化 过 程 中 起 着 重

要作用。

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高频关键词

序号
中介

中心度
频数 关键词 序号

中介

中心度
频数 关键词

１　 ０．４６　 ３７７ 长三角 １６　０．０３　 １８ 产业结构

２　 ０．６４　 ２４３ 长三角地区 １７　０．１０　 １６ 产业转移

３　 ０．１６　 ９４ 长三角城市群 １８　０．０１　 １５ 协同发展

４　 ０．１２　 ５１ 经济增长 １９　 １３ 区域经济一体化

５　 ０．０６　 ４８ 长江三角洲 ２０　０．０６　 １３ 经济一体化

６　 ０．２１　 ４０ 区域经济 ２１　０．０２　 １３ 影响因素

７　 ０．０１　 ３４ 长三角经济 ２２　０．０８　 １０ 区域创新

８　 ０．１５　 ３４ 城市群 ２３　 ９ 京津冀

９　 ０．０６　 ３１ 制造业 ２４　０．０１　 ９ 面板数据

１０　０．１０　 ２７ 泛长三角 ２５　０．０７　 ９ 长三角一体化

１１　０．０３　 ２４ 珠三角 ２６　 ８ 长三角制造业

１２　０．０３　 ２３ 产业集聚 ２７　 ８ ＦＤＩ
１３　０．０３　 ２２ 生产性服务业 ２８　０．０４　 ８ 区域协调发展

１４　０．１４　 ２２ 外商直接投资 ２９　０．０１　 ７ 空间格局

１５　０．０４　 １９ 长三角区域 ３０　 ７ 长三角经济区

图３　关键词共现网络
　

　　聚类＃１和聚类＃６围绕长三角经济空间和发展

路径问题，聚焦现有经济格局和未来发展方向。长三

角经济社会发展全国领先，经济总量约占全国１／４，全

员劳动生产 率 位 居 全 国 前 列。当 前 长 三 角 区 域 经 济

发展处于不 平 衡 状 态［１５］，给 产 业、市 场 和 城 市 一 体 化

发展带来制约，现有研究积极探寻应对发展不平衡问

题的解决路径，发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完善多层

次多领域的合作机制。

聚类＃２和聚类＃３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

业，反 映 服 务 业 在 长 三 角 产 业 协 同 发 展 中 的 重 要 地

位。已有研究 通 过 实 证 分 析 长 三 角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与

制造业［１６］、对比 分 析 长 三 角 与 京 津 冀、珠 三 角 生 产 性

服务业［１７］发现，长三角的两种产业之间呈现出互补与

挤出双重效应 交 替 的 特 征，与 京 津 冀、珠 三 角 城 市 群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未来要因地

制宜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

聚类＃４为衡量长三角发展的潜在指标，学者多

运用潜力指数、业绩指数来定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

效果；聚类＃５聚焦长三角的分布结构，主要研究长三

角城市人口和劳动力分布；聚类＃７为长三角的其他

相关问题，鱼眼图中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有金融发

展、出口导向、产业转型、人力资本、高等教育、全球价

值链等。

分析研究热 点 的 演 化 趋 势 发 现，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高频关键词集中出现，研究处于繁荣发展但相对分散

的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

显著增加。２０１６年后，研究热点发生 重 要 改 变，学 界

开始更多关注经济空间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内容。

（二）研究前沿分析

为了探究研究热点传承和演化关系的形成，需要

结合 中 介 中 心 度 和 突 现 值 来 判 断 学 科 前 沿 及 转

向［１１－１２］。表３列 举 了２１个 突 现 关 键 词，分 析 表３发

现，突现起始年 份 处 于 迅 速 增 长 阶 段、波 动 过 渡 阶 段

和平稳阶段的 突 现 关 键 词 分 别 有１１、９、１个，绝 大 多



Ｓｕｍｍ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理论述评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１２１　　

数出现在前两个阶段。出现时间最早和最晚的“长三

角经济”和“长三角城市群”分列突现强度的第一位和

第二位，其余突现强度大于５的关键词还有“长 江 三

角洲”、“产 业 转 移”、“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经 济 一 体

化”。以 上 关 键 词 中“长 三 角 城 市 群”（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产业转移”（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的中介中心度 大 于

０．１０，是知识生 产 前 沿 演 变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研 究 拐 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长三角城市群研究围绕其一体化进程

中的先进经验与发展困境，主要有对长三角城市群的

空间效应分析，以长三角城市为节点的知识网络与创

新网络研 究，与 京 津 冀、珠 三 角 城 市 群 的 对 比 分 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产业转移研究主要有中西部地区承接

能力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研究以及产业转移带

给长三角产业集聚和产业分工的效应分析。

图４　基于时间线的鱼眼图

表３　突现关键词

关键词 突现强度 起始年份 终止年份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

长三角经济 １７．６３９　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

长三角城市群 １６．５５６　８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长江三角洲 ９．９９９　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

产业转移 ６．２９４　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

区域经济一体化 ６．０２７　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

经济一体化 ５．７９３　６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

协同发展 ４．９５７　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

长三角制造业 ４．７６１　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

影响因素 ４．７２１　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

生产性服务业 ４．７１７　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

泛长三角 ４．６２３　２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

长三角区域 ４．０５１　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空间格局 ４．０４６　７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

京津冀 ３．９７０　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

长三角经济区 ３．９４０　６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

产业结构 ３．８９２　６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

区域经济 ３．８７６　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

外商直接投资 ３．７３０　２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

ＦＤＩ　 ３．６６９　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

城市群 ３．２７８　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

高等教育 ３．０４６　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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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选取ＣＳＳＣＩ数据库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长三角相

关文献，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 对 长 三 角 研 究 文 献 的 发

文作者和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研究结论

如下。

第一，２００２年以来，长三角研 究 受 到 学 者 的 广 泛

关注，文献数量呈对数型增长。刘志彪、陈建军、沈玉

芳、刘曙华等 学 者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目 前，该 领 域 学

者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不同学术团队之间的联系较

弱，合作网络较为稀疏。

第二，长三角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聚焦的热点各

有侧重，区域间知识协作、经济空间与发展路径、生产

性服务业与 服 务 业 是 主 要 研 究 热 点。从２０１６年 起，

学界开始更多 关 注 经 济 空 间 和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的 相 关

内容。

第三，通过分析关键词中介中心度和突现强度发

现，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转移处于研究前沿位置。从

２０１６年起，学界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愈加盛行。

结合长三角研究的进展与前沿，未来可在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探索。

首先，跨区域跨学科的融合研究。抓住区域合作

网络动态演化 的 浪 潮，拓 展 和 优 化 合 作 网 络，为 长 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贡献更加坚实丰富的理论基础。

其次，多层网络视角下的城市间知识协作。现有

研究发现在国家和企业层面，知识和创新产出与其在

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中的节点属性密切相关［１８－１９］，然

而，以长三角城 市 为 节 点 的 多 层 网 络 研 究 还 较 少，可

以构建由合作网络、隶属网络和知识网络组成的多层

网络，探究各级网络的交互作用。

最后，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城市群竞争力分析。目

前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还存在着社会、经济和环境不平

衡的问题，可以 基 于 生 态 位 思 想，建 立 城 市 发 展 系 统

模型，衡量城市的竞争力，明晰城市的生态位次，因地

制宜，实施城市发展差异化战略［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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