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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研究综述

钟海燕,冷玉婷
(西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为了解成渝双城经济圈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并为国内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

鉴,文章选择 CNKI 数据库作为文献搜索引擎,采用 CiteSpace5. 5. R2 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成渝文献时空

特征分析和关键词分析。 通过文献计量法主要对年度发文趋势、文献引用概况等时间分布特征以及学

科分布、基金分布、作者和机构分布等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 通过关键词可视化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

图谱、时间线图、聚类视图、时区视图及突现词分布图深度剖析文献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 文献计量分

析结果显示,成渝领域研究文献数量庞大,但持续深入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引用情况表明该领域研究

缺乏具有高认可度的文章,作者、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不足,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作者群体和机

构群体。 跨学科的研究文献较少,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开发。 成渝研究领域各方面投入尚

且不够,相关机构应加大对此的研究投入,提高成渝研究质量。 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成渝经济圈相关

研究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趋于多元化,成渝经济区频次最高。 根据时区线图将成渝领域的研究分为五个

阶段,各阶段文献发表情况与当时政策背景相吻合,趋热性明显。 突现词显示近年来成渝研究有不断细

化的趋势。 通过梳理文献研究背后的基本脉络,文章指出了成渝地区经济发展历程,双城经济圈研究存

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发展方向,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研究提供有益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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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该讲话首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是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增长转化为

集约型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举措。 对川渝两地来讲,新概念的提出亦是重大发展机遇,有利于更好地

发挥成渝两大国家级中心城市辐射作用,依托“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在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成渝地区一直举足轻重,早在 17 年前的西部大开发区域规划里,就有

“成渝两大都市中心、双核城市群”提法。 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出台,到《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印发,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提出,川渝两地一体化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已经有大量学者

对此做了深入研究。 在成渝城市群的基础上,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更有利于发挥两大中

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不同省级行政区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潜能。 近年来,
长江经济带、经济圈引发新的关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新的热点研究话题,但目前缺乏对成

渝地区的文献研究历程、现状和研究前沿的系统分析。 本文基于 CNKI 数据库,以 1986—2020 年的

文献作为参考样本,运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相关知识图谱,系统演进国内成渝研究领域的时空分

布,并基于成渝经济圈的热点关键词和演化趋势,对其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

为未来成渝地区协同发展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CiteSpace 知识图谱是用于分析文献研究热点及发展前沿的可视化工具,是当前热门的知识图

谱绘制软件
 [1]359。 本文选择中国知网( CNKI)作为文献搜索引擎,通过关键词成渝经济区、成渝地

区、成渝城市群、成渝经济圈进行检索,入库时间选择“全部”(1986 年至 2020 年),以 1 年为一个时

间跨度,数据获取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 从检索结果中筛选出与上述主题词相关的文献共

3
 

220 篇,其中,以成渝经济区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1
 

268 篇,以成渝城市群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1
 

232 篇,以成渝地区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648 篇,以成渝经济圈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 72 篇。
本文利用 CiteSpace5. 5. R2 强大的可视化与统计功能,探析成渝经济圈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发展

前沿。 采用时空分析方法研究文献发表的时序变化及位置空间变化,通过分析相关领域的文献时

间变化量和空间变化量,反映该领域的发展速度、发展阶段,显示文献研究在空间上的差异与距离

程度,包括年度发文趋势、作者分布、机构分布、学科分布及基金分布等。 关键词分析具体操作流程

是:启用 CiteSpace 的 CNKI 分析板块,时间切割分区设置为 1a,选择每个时间分区中出现频次最高

的前 50 个数据,选择“关键词”为网络节点类型,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时间线分析、突现

分析,并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展示成渝地区相关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2] 。

二、成渝研究时空特征分析

(一)时间分布特征

时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及发展阶段变化,还具有预测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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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和研究动态的意义。 本文根据 CNKI 文献数据绘制时间分布图,并添加了分布趋势曲线①。 从

图 1 可以看出,成渝地区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 1986 年,2003 年增速上涨,源于《中国西部大开发重

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中科院,2003)从国家层面提出构建以成渝两大都市为中心,各中心城市相

互联系和合作的中国西部最大的双核城市群。 此后,学者们纷纷开展多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

爆发式增长,到 2011 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批复当年构成第一个峰值(340 篇),而后各界专家

对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研究数量虽有所下降,但质量在不断提高。 代表作者有林凌、廖元和、刘世庆、
戴宾、杨继瑞、何雄浪、钟海燕等[3-9] 。

2014—2015 年形成第一个峰谷,此后两年,文献数量有明显回升,其原因在于中央于 2016 年批复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诸多专家学者针对城市群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在经历

2012—2015 年发文低谷后又再度回升,2015—2019 年年均发文量均超过 210 篇,成渝城市群研究热度

不断上升,这与规划下的成渝发展趋势吻合。 学者们分别从城市群吸引力、城市交通、人口、区域差异、
协调发展、环境等多角度研究,相关研究呈现不断细化趋势。 代表作者如肖金成、盛毅等[10-11] 。 其中,

王春杨等[12] 、杨任飞等[13] 、张学良等[14] 、吴朋等[15]从空间视角,甚至时空角度展开研究。

图 1　 1986—2020 年成渝相关论文发表趋势

(二)空间分布特征

1. 学科分布

文献的空间分布能够显示研究力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和聚集程度。 排除分类不明的 10 篇文献,
按照文献所属学科进行统计,发现主要学科有以下五类: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技、基
础科学、信息科技,分别占 64. 36%、18. 37%、11. 33%、5. 61%、0. 33%。 可见成渝相关研究主要还是

人文社科类的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文章比较匮乏。
2. 引用分布

学术论文的引用频次直观反映了该论文是否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引领作用。 高被引量

的论文则是得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可,可作为其他论文的理论依据。 通过简单计量分析得出,被引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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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50 及以上的 13 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 1 篇,期刊论文 12 篇。 高被引学位论文集中在
 

2010—2011
年,且内容多围绕成渝经济区展开研究,说明这段时间对成渝经济区的研究已成为热点。 整体看,
最高被引频次为 121 次,是李启宇、张文秀[16]发表的一篇基于城乡统筹背景的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

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章。 但是全国该领域研究的篇均引用频次仅为 3 次,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成渝研究文献数量众多,但高质量、影响力突出的成果欠缺。
3. 基金分布

分析文献的基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知文章的研究价值,说明其在理论上处于研究前沿,且具

有较高认可度。 3
 

220 篇文章中有 276 篇 ( 8. 57%) 文章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 176 篇

(5. 47%)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 11 篇 (0. 34%) 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支持, 11 篇

(0. 34%)获得四川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基金支持,35 篇(1. 06%)分别获得其他基金支持。 共计

525 篇文献获得不同的基金支持。 而剩下 83. 70%的文章是没有基金支持的,即成渝相关研究文章

得到的总体前沿认可度还较低。
4. 作者分布

在 3
 

220 篇研究成渝相关的文献中,发表了 3 篇文章以上的有 8 名学者,发表论文数量最高达

到 9 篇。 除去作者不详的 32 篇文章,98. 57%的作者分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发表 2 篇文献的作者有

11 人,3 篇及以上的有 29 人,分别占 0. 39%和 1. 03%。 其中,刘世庆就成渝相关内容发文 10 篇,涉
及西部大开发、新型经济带、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以及和林凌合作有关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思考[17] 。
李后强发表成渝相关研究论文 9 篇,主要围绕

 

“西四角”经济区构想及成渝“椭圆困境”等内容展

开[18] 。 数据统计结果可见:少有作者会持续追踪一个话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发文量在 3 篇以

上的作者主要做政策方面的研究。
此外,为了解著者之间是否开展广泛合作调查与研究,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图 2 作者

合作图谱,共现分析以论文作者为节点类型。

图 2　 成渝研究作者合作的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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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节点越大说明该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越多,连线越粗作者间的合作越频繁,密度越大合作

程度越高。 图谱显示,节点共有 574 个,连线共有 555 条,网络密度为 0. 003
 

4,这个密度也说明研究

成渝相关内容的作者之间虽有合作,但合作的程度较低。 图中显示,目前形成的研究群体有:陈焕

盛—晏平仲—张稳定—吴建斌—王文丁—皮东勒,林凌—刘世庆,杨剑—却秦—朱敏,钱俊—佟洪

金—邓利群—李世广—张晓玲,宋国华—于雷—康平,其中共线频次较高的仅前两个著者群,共线

作者较多的为后两个著者群。 由此可见,该领域作者之间的互动很少,学者们还应该加强合作,提
高共同研究水平。

5. 机构分析

评价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即发文量。 通过分析成渝相关文

献发表机构的发文总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成渝研究情况以及各机构研究的学术水平高低。
按照文献所属机构划分,将有 4 篇以上的刊文量的 18 个机构情况绘制成图 3。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成渝相关研究主要在高校中开展,但范围比较局限,主要是西南地区的高

校。 从发文数量可以看出各高校研究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刊文量在 20 篇以上的有 8 所高校,该领域

高校研究呈现不均衡发展。 所有刊文机构中,西南交通大学独占鳌头,共有刊文 91 篇;重庆工商大

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含四川联合大学)紧随其后,分别发表了 77 篇、74 篇和 73 篇;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重庆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机构刊文量的第二梯队;而刊文量在 4 ~ 20 篇之

间的是第三梯队。 而部分高校在该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仅 1 篇或者为 0,这表明这些高校对成渝相

关领域研究薄弱。

图 3　 成渝研究机构刊文量

图 4 选择发文机构为节点类型,绘制机构共现图谱,以完成机构合作情况分析。 图 4 共有 307
个节点,158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 003

 

4。 结合图 2 作者共现网络图谱可知,由于深入研究成渝的

学者较少,且彼此之间联系弱,在该研究领域的发文机构联系也不大紧密。 机构中有着明显连线的

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科联—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同济大

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省社科院—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有密集连线但共线频次

较低(小于 2 次)的一个机构合作群为成渝医疗机构合作群(图 4 中颜色最深的群体),此外多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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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渝研究机构合作的共现图谱

究机构处于仅一条连线或游离状态。
进一步观察图谱中节点与连线可以

发现,研究成渝的机构主要集中在西

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和重庆市,从
国家战略层面研究的机构则有分布

在北京、济南、上海等城市的,而其他

地方的机构数量较少,且大都专注度

较低,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需要进

一步加强。

三、成渝研究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从文献中提炼出来的

核心词汇,直观地体现作者的观点与

核心思想。 本文对研究对象关键词实施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时间线分析、突现分析和研究前沿趋

势分析,以便直观反映成渝地区研究热点与整体现状。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本文使用 CiteSpace 对 1986—2020 年 CNKI
 

中上述 4 个关键词进行分析,每年作为一个时间切

片,获得图 5 的成渝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节点大小说明关键词出现频率,各节点连线越粗表示关

键词间的共现频率越高。 图谱共有 628 个节点、2
 

955 条连线,密度为 0. 015。 最大的关键节点是成

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城市群、成渝地区、长江经济带等关键词节点较大,位于图谱中心位置。 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共引关系的关键词包括: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渝地区、长江经济带、四
川、重庆、西部大开发等。 其中成渝城市群、成渝经济区被引次数最多,也是《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后的高聚焦点。 在此基础上引发了对多个延伸领域的研究,包括:经
济、重污染、川渝合作、区域规划、增长极、新型城镇化、产业、空间结构等关键词,研究尺度包括全

国、区域和地方,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四川、重庆和长江经济带。

图 5　 成渝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关键词的出现频数反映学术界对知识节点的关注

程度,关键词中心性衡量知识节点在研究领域的影响

程度[1]360,关键词频次越高,相关文献讨论热度越高,
表明通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是当下研究热点。 在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基础上,
 

本文根据知识图谱词

频进行统计,
 

在表 1 展示 25 个频次较高的关键词。
成渝经济区出现频次最高(804 次),成渝城市群、

成渝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的出现频次超过 150 次,是成

渝地区发展研究的热点。 成渝城市群在城市群后再次

呈现高频次出现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 2015 年成渝城

市群提法再次被关注,成为研究热点。 表中显示,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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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经济圈的频次仅为 68,结合其正式提出的时间,可以得出结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当下最

热门的研究主题。 四川、重庆、成都出现频次也都比较靠前,表明对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国家级中心

城市的研究是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知识基础。
表 1　 成渝研究频次大于 35 的关键词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1 成渝经济区 804 14 规划 54

2 城市群 303 15 川渝合作 51

3 成渝城市群 287 16 西部地区 50

4 成渝地区 220 17 长远计划 50

5 长江经济带 150 18 经济圈 48

6 四川 136 19 区域规划 43

7 重庆 134 20 增长极 41

8 成渝 113 21 新型城镇化 41

9 成都 77 22 产业 40

1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68 23 空间结构 38

11 重污染 68 24 天府新区 36

12 西部大开发 63 25 区域经济 35

13 经济 60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所得网络图谱优化,生成图 6 的关键词

聚类知识图谱,图谱显示频次最高、面积最大的 10 个聚类标签。

图 6　 成渝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6 展示了 1986 年以来成渝地区发展研究中主要关键

词的研究热度,深色部分面积越大表示其出现频次越高。 图

形面积可以显示出空间结构、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带、规划、成
渝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等是研究的重点。 聚类重叠部分较

大,即聚类之间联系紧密,文献研究的内容较为集中。
(三)时间线图分析

为了解关键词聚类的时间变化趋势,更深入探讨成渝相

关研究的时间演化趋势,本文在聚类的基础上进行时间线图

分析,选择“Timeline
 

View”后,经优化处理后得到图 7。 图谱

显示 11 个聚类,分别是:#0 空间结构、#1 经济带、、#2 规划、#3
国家中心城市、#4 成渝城市群、#5 自主创新能力、#6 经济圈、#
7 区域规划、#8 天府新区、#9 大气污染防治、#10 欠发达地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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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7 的结果,将 11 个聚类做如下分析。
第一,

 

“#0 空间结构”与“#2 规划”连线较为密集,该时间线上与最大的关键词节点相关的文献

最早出现在 2005 年,研究内容涵盖空间结构的文献大量出现的时间为 2011—2019 年。 自 2011 年

成渝经济区规划正式出台到 2016 年成渝城市群规划批复,两个重要节点与聚类的联系说明在该研

究领域内,做空间研究的文献数量紧跟政策变化,在 2019 年有所回落,表明研究的内容侧重点发生

转移。

图 7　 成渝关键词时间线图

第二,与聚类“ #1 经济带”紧密关联的最大关

键词节点是长江经济带,而长江经济带又与第四

个聚类“#3 国家中心城市”密不可分,涉及以这两

个聚类为研究内容的文献集中出现在 2015—2019
年,这与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有关。 图谱中最大的关键词节点成渝经济区出现

在“#1 经济带”时间线上,这也折射大量相关文献

对两者进行结合研究的趋势。
第三,关键词节点成渝城市群在“#4 成渝城市

群”聚类线上,最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 2002 年,经

历 10 年的初步研究,平均出现频次在 3 次,在《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后的 3 年,“成渝城市群”
关键词提及频次最高达到 78 次。 “#4 成渝城市群”聚类线图反映出我国对成渝城市群研究的历史

趋势,直观反映了成渝研究具有极强的趋热性。
第四,“#5 自主创新能力”聚类线图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词节点,即“重污染”,并且该论文

出现的时间较早,表明对成渝重污染研究的文献有一定的前瞻性。 考虑到重庆早期大力发展重工

业的历史情况,学者撰文发表对环境污染的重视表明相关研究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 但早期的文

献数量较少,在 2016 年以后提及环境污染与生态治理问题的文献数量才有所上升,这反映出当下对

成渝的研究注重生态保护,为生态经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聚类“#6 经济圈”涉及的文献较少,文献出现的时间主要在 2008—2020 年,2019—2020 年

呈现爆发式增长,2019 年末至 2020 年初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达到了 33 次,反映了成渝研究对于当下

最新概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符合政策背景的。 并且在前八个聚类中也偶有关键词经济圈的出

现,可见学者对成渝经济圈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第六,“#7 区域规划”聚类与空间结构、经济带、规划有较大的联系,相互影响较大。 “#8 天府新

区”最早的文献涉及节点“统筹规划”,2007 年成都、重庆获批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有关文献对于

建设成渝经济区进而打造新的增长极具有促进作用。 天府新区有关文章集中出现时间为 2011—
2014 年,为 2014 年天府新区正式获批埋下伏笔。 而“新型城镇化”为该线上最突出的节点,这是由

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过,成渝城市群是具有新型城镇化典型特征的第三个跨区域城市群

规划。 “#9 大气污染防治”的论文出现时间较晚,最开始出现在城市群研究的文献中。 “#10 欠发达

地区”主要是因为成渝地处西部,虽然在 30 多年的规划下发展迅速,但仍然有很多老工业基地发展

落后,在 2006 年开始提出重振老工业地区,文献也相应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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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时间线图分布,成渝研究有明显的趋热性,并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研究内容不断细化。
最早出现的是 1986 年一篇名为《川中南经济区构想》的文献,到 1997 年时间线图中的连线比较清

晰,数量较少,都聚集在第二个及第五个聚类上。 1997—2003 年的文献数量迅速增加,出现大量高

频关键词,涉及多个聚类,研究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 2003—2006 年聚类之间的重叠增加,开
始了多主题研究,这个时期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2006—2016 年,文献的聚类变化较小,但数量持

续增长,出现了许多频次较低的关键词,此阶段的学者们开始不断细化研究内容,试图就一个领域

深度剖析。 而 2016—2020 年的时间线图表明这个时期对以往高热的话题关注度大幅下降,文献数

量平稳增长,聚类分布仍然保持多样化,围绕经济圈开展的研究开始占据数量上和内容上的顶峰。
(四)关键词突现分析

CiteSpace 还可以检测频次变化率高和频次增长速度快的突变词(bursts),观察突变词的时间分

布及变动趋势可辨识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 通常突现强度的数值要求在 3 以上,强度越大,说明

这一时期对这个关键词的研究越多[1] 。 在 CiteSpace 软件中,将 Burstnes 中 γ 值设为 1,得出图 8。
图 8 报告了不同时间段突现强度较高的 20 个关键词,突现强度的最大值为 26. 865

 

9,最小值为

3. 780
 

6,分别是成渝地区和经济带;突现词强度均值为 9. 632
 

0。 值得关注的是重污染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 两者的突现强度都超过了 23,成为仅次于成渝地区的突现词。 重污染突现起止时间

为 1986—2004 年,突现时间较长,可见成渝领域的文献早有关注。 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一个

更迭期,学者们比以往更加重视环境方面的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重污染的突现表现一致,
结合时间线图 6 发现,对成渝经济圈的研究多结合了环境 / 大气污染的问题。 而由于该提法出现时

间较晚,且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故而未能体现出学界对此深入研究的爆发式

增长。 纵观 20 个突现词,发现突现时间在 2000 年后的关键词呈现出成渝研究的多样化,西部大开

发、城乡统筹、空间结构等关键词突现强度大都低于 10,且突现持续时间较短。 近几年的文献研究

内容则较为稳定。

图 8　 成渝研究关键词引用突现

(五)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时区视图(图 9)从时间跨度反映

成渝研究领域文献关键词演进,通过前

沿时区图可将成渝地区研究在 1986—
2020 年的发展趋势划分为 5 个阶段。

第一, 1986—1997 年为成渝地区

研究的初始阶段。 其中,CNKI 首篇成

渝文献(1986 年)分析了川中南经济区

发展模式,提出在川南地区打造一个综

合经济体系,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重庆

经济区,以精密仪器为主的成都经济区

和以钢铁能源为主的攀西经济区[19] 。
彼时重庆仍隶属四川。

第二, 1997—2003 年为成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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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1997 年重庆直辖,而后的研究多以“成渝地区、川渝两地”为主要研究主题,
学界开始了对成渝两地的全方位研究。 这一时期“四川、重庆、川渝”等关键词出现,说明这一阶段

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紧密联系成渝两地,加快促进成渝地区协同发展,构建成渝经济区。 2000 年

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发大量结合西部大开发与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文献。
第三,2003—2006 年期间是成渝地区研究深化发展阶段。 西部大开发与成渝经济区发展成为

热点,“西部地区、成渝城市群、川渝合作、经济”等关键词频现。 成渝两地学者们,特别是川渝两省

(市)社科院的学者们对《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调研论证。 关于研究区域的称谓

随着该规划的编制逐步统一到成渝经济区。 与此同时,国内对城市群的研究升温,成渝城市群研究

逐步兴起。
第四,2006—2016 年为成渝地区研究的平稳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产业”

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该阶段研究热点聚焦在如何对成渝经济区发展进行长远规划,促进产业发

展。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1 年)发布后,为促成该区域建设尽快上升为国家战略,专家学者

们通过实地考察并撰写了大量的期刊论文,为成渝经济区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第五,2016—2020 年为成渝研究的最新阶段。 文献研究热点为长江经济,期间出现“一带一路、

双城记、城市群规划”等重点关键词。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提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

长江经济带战略契合互动。 成渝城市群建设重新引起热议,并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一带一路”
倡议研究结合,衍生出大量研究成果。 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此后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当前新的热点研究主题。

图 9　 成渝研究前沿时区图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 CNKI 中 3
 

220 篇成渝相关文献为样本数据,对我国成渝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计量分

析及可视化分析,绘制成渝研究时空特征图表,生成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线、时间区、关键词突现

等网络知识图谱,了解到成渝双城经济圈相关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同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行

预测。 本文主要从时间分布分析、空间分布分析、关键词分析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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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分布研究显示年度发文量趋稳且呈现阶段性特征。 关于成渝的期刊论文研究始于

1986 年。 1986—2003 年成渝地区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数量少。 2003 年是成渝研究的转折

点,该领域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3—2016 年成渝经济区及成渝城市群的研究文献数量迅速

增长,2011 年由于成渝经济区规划出台,文献数量达到了峰值。 2016—2020 年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成

渝城市群的研究数量剧增,并且与长江经济带有密切的联系,诸多学者结合二者展开深入研究,发
表了大量以成渝城市群及长江经济带为主题的论文。 2020 年在国家相关政策和行政力量的推动

下,新兴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可预测此后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研究

的文献数量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
从论文被引量角度分析,成渝相关研究论文篇均被引量为 2. 63 次,其中最高被引频次为 121

次。 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基于理论研究及应用研究的论文都比较丰富,但被引超过 50
次的论文仅 13 篇,深入持续研究的文章仍然较为匮乏。

第二,空间分布研究显示研究成果集中于高校且不均衡,作者之间、机构之间稳定合作交流不

足;集中于经济管理学科,跨学科研究欠缺;亟待持续深入研究和产出高质量成果。 成渝研究在高

校受到较高重视,从发文机构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刊文量在 4 篇以上的共有 18 个,且主要是高校。
但从各机构刊文量看,论文产出存在明显的差异,高校对成渝研究的不均衡发展情况突显,并且机

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较少。 从文献学科分布情况看,有 80%以上的文献所属为经济与管理学科,而
社会科学占据 20. 37%,工程科技占据 12. 33%。 成渝文献研究方向比较局限,跨学科研究还存在很

大的欠缺。 对一个地区(经济圈)的研究应该往更广阔的领域深入,除去对宏观政策、经济发展的研

究以外,还应当加强生物化学、科学技术、物流运输、文化产业等多方面的探究。 基金分布情况反映

出目前成渝领域相关研究文章得到的总体前沿认可度还较低,缺乏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 从研究

作者角度分析,作者共现图谱显示该领域还没有形成较稳定和成熟的著者合作团体,从某种程度而

言,这限制了成渝地区持续性深入研究的开展。
总而言之,目前的成渝领域研究颇有建树,但深度和广度仍然不够,高校等机构应当调动各专

家、学者进行成渝研究的积极性,使成渝研究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保持研究内容的及时性,使该领域

研究常态化,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领域,将其融入日常研究与教学中,进而输出更多的高质量文章

和研究型人才。
第三,关键词分析将成渝研究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相关图谱显示成渝研究不断细化,具有较强

的趋热性。
时区线图将成渝相关研究划分为 5 个发展阶段,各阶段高频关键词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背景

契合。 时间线图能充分反映 34 年来成渝研究领域重要内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11 个聚类之间的

关联度随政策变化而有所不同。 聚类文献集中出现时间也与时区视图的五个发展阶段相契合。
关注突现词分析发现:突现强度最大的是成渝地区,最小的是成渝经济圈。 突现时间较早且最

高的是成渝,符合早期研究的关注重点。 此外,成渝、重污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川渝合

作、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突现强度都大于 10,其中能代表学术研究转折点的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及川渝合作。 突现时间较近的有西部大开发、成都、成渝经济圈、城乡统筹、经济、空间结构,与
近几年相关政策规划出台和正式批复时间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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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引分析显示:1986—2003 年成渝的研究热点相对单一,以成、渝两地区分开研究为主。
2003—2016 年,成渝研究不断细化,相关关键词趋向多元化,最大节点的关键词从成渝经济区到成

渝城市群再到长江经济带。 2016—2020 年,研究主题趋于多样化,但每个关键词出现频次较低,大
多数仅出现 2~ 8 次,可见这个时期的学者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2020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出,成
为时下学者研究焦点。 高频关键词之间有较大的相互涵盖,研究者们对关键概念都有所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在成渝相关研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

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宏观词汇逐步细化到重污染、新型城镇化、产业、空间结构等,中微观细

分词汇逐渐增加。 高被引文章中,城乡统筹、县域经济差异、土地利用、城市综合承载力、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生态等文献也在逐渐增加。 关键词聚类的主要文献集中时间契合政策背景。 以上分析

说明成渝领域的研究在不断细化,内容愈加丰富,生态、产业与经济的结合越发紧密,这一主题或成

为今后重要研究主题,值得各界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二)趋势展望

从成渝相关规范分析到实证研究不断完善,而现阶段对于成渝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研究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 自 1986 年第一篇成渝经济区相关论文发表,此后 34 年间,从论文发

表数量、机构分布,以及关键词聚类视图、时区视图可以发现,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一直是成渝

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概念和规划。 目前与双城经济圈相关的文献较少,且主要以报纸采访为主,
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将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细化政策出台,相关研究

文献会不断涌现,在成渝经济区及成渝城市群作为成渝研究焦点的 20 年后,再次掀起成渝研究热

潮。 结合全文分析结论,目前对成渝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未来可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1. 研究方法

早期有关成渝发展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近十年出现的定量研究多出现在环境、交通、
城市产业结构、空间结构方面,但研究数据大都取自宏观数据,缺乏一手调查数据,这造成了近年来

对成渝的相关研究尚不够深入、不够及时。 此外,实证分析的文献多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鉴于现实

情况,成渝地区发展的影响因素间可能存在阶段性的关系突变。 因此,基于成渝发展阶段化的情

况,深入分析更多微观影响因素及非线性关系,如生态、交通、产业等,有利于提高成渝相关研究的

深度。 例如,空间计量的工具、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实验数据分析,可以推动更多的研究通过实

地考察获取实时数据,有利于把握成渝经济圈发展的最新情况,了解国家战略进程,预测发展趋势,
从而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2. 研究视角

成渝经济发展不仅涉及成都和重庆两个地区之间的资源流动,更重要的是以成渝两大国家级

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圈间的要素与资源的横向联动问题。 还需要从宏观国家政策、中观产业结

构、微观企业居民等层面研究成渝纵向合作问题。 从目前成渝研究的时空分布特征看,对该领域的

研究投入还不够,无论是机构项目支持还是高校研究投入都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未来应加大

对成渝研究的投入,鼓励学者们多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度研究,促进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融
合多地区进行联合探讨,不断提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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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内容

对成渝经济圈的研究自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长江经济带从未间断过,三十余年的研

究与发展使成渝经济圈内交通“硬连接”得到持续改善,但“软联接”的研究尚需增强,经济圈内的文

化、产业、高新技术的交流与合作还有待深入,相关研究还存在作者、机构分散不均衡发展的情况。
地处长江流域的成渝经济圈资源丰富,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一,聚焦科技创新与生态经济的研

究是未来推动区域融合发展的“软联接”和实现提质增效发展的巨大动力[20] 。 此外,融合了空间经

济学、空间计量、空间统计、地理科学的成渝经济圈空间分析、时空分析将持续成为学者关注热点。
4. 本文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本文对成渝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仍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由于知识图谱

软件的局限性,关键词重复、同义词合并等问题有待解决。 本文在成渝研究的总体概况、研究热点

和前沿分析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第二,由于论文发表的滞后性以及本文研究时间结点的选择问

题,仍有部分文章未被纳入数据集,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专著和研究报告未能纳入,本文所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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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得出的分析结果可能未涵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三,本文研究使用的方法有待改进

与优化,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不能展现该领域研究的全貌,今后可以将更多方法与基础的实

践调研结合,综合性地评价与分析成渝领域的研究情况。
综上所述,未来成渝相关研究将不断深入,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创新研究方向、融合不同

学科、加大项目投入、拓展研究领域、加深各界合作,不断提升成渝研究的层次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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