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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现状与热点 

——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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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对 2014—2019 年中国知网刊载的 848 篇论文，分别从

发文量、关键词、作者与机构、引用和下载量情况进行计量统计分析，对不同阶段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追

踪，解析“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现状，揭示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结果表明：①“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

总体呈现良好态势。研究热点持续升温，学术成果日益增多，研究主题不断拓宽，研究深度有所加强。②“一带一

路”地缘经济研究是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和地理学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这些学科的核心期刊共同推动着“一带一

路”地缘经济研究热点的演变。高引用和高下载量论文主要来自这些学科的核心期刊。③“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

究机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没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研究学者之间的合作度不高，跨机构、跨地域

的研究合作论文较少。④根据年度发文量和载文关键词的频次分析，将“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2014—2016 年，研究热点集中于“贸易潜力”“农产品贸易”“投资风险”和“投资环境”；2017—2020 年，研

究热点集中于“贸易网络”“贸易效率”“贸易影响”“投资风险”和“投资效率”。⑤未来研究热点将聚焦“境

外经贸合作区”“产能转移”“地缘经济安全”“区域价值链重构”“地缘经济生态圈”“协同治理”“人民币

国际化”等方面。 

【关键词】：“一带一路” 地缘经济 文献计量 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K90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0）12-0001-11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全方位开放格局，促进区域一体化，稳定能源资源供给，化解国内产能过

剩，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重大举措[1]。它有效促进了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沿线各国

的经济政策协调，促成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对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

实施建设阶段，“一带一路”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成为学术界不可回避的研究议题。自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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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热度不断升温，学术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内容和主题不断变化并逐步深

入。 

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涌现，已有学者梳理了“一带一路”的研究进展。2018 年，刘卫东对“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进行

了系统梳理和述评，发现当前有关“一带一路”的文献庞杂，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内涵、海外投资模式、全球治理、人

民币国际化、地缘政治经济、经贸格局及影响、互联互通、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面，这些研究以宏观文献为主，然而基于深度

研究的高水平论文较少，还不能有效支撑“一带一路”建设[2]。此外，有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研究脉络的梳理和趋势展

望，侧重“一带一路”倡议面临风险和争论焦点的综述[3]。也有学者总结了“一带一路”研究存在问题，认为现有研究的前瞻性、

理论性、系统性、全面性和持续性都不够，提出研究趋势是创新“五通”、推进经济全球化以及增强研究科学性[4]。还有学者利

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分析“一带一路”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发现当前“一带一路”研究正处于知识积累的上升阶段，

并指出近几年的研究重点是对外开放、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5]。综上所述，目前“一带一路”研究内容纷杂，研究视角多样，研

究范式多元，研究热点突出，然而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偏少，针对某一个领域进行研究现状和热点分析的文献则鲜有所

见，这是当下“一带一路”研究的缺憾。因此，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文献数据，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知识图谱可视化

技术，分析 2014—2019年“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现状和热点，首先从发文量、关键词、作者和机构、引文和下载量等方

面对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其次通过核心关键词的聚合分析，探讨“一带一路”地缘经济在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最后展望

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地缘经济是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围绕资源、商品、市场、资金、技术等

“流空间”要素而形成的合作、联合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的经济关系[6-8]。地缘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从研究

内容和目的上看，地缘经济主要从地理的本底要素和关联要素视角研究地缘体之间经济的竞合关系，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战略，

而区域经济则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服务于地区经济；从表现形式上看，地缘经济体现在贸易流、

投资流、人员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等多种空间流，而国际贸易则主要体现在“商品流”和“人员流”这两种空间流；从内涵上

看，地缘经济带有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区位等“地缘变量”的内涵，而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则没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的形成，世界各经济体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大网之中，

成为其中的一个经济节点或生产环节。卢克瓦特在 1990年代初就曾发文，认为地缘经济正逐渐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国家竞争的主

要方式[9]。世界各国或各集团对于经济主导权、经济话语权、经济运行规则制定权及经济治理权的争夺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相应地，经济要素正取代政治要素成为地缘经济体之间相互博弈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地缘经济的竞

合逻辑逐渐取代地缘政治的冲突博弈逻辑，从而使地缘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获得最佳配置。 

国家之间地缘经济主要通过贸易流、投资流、旅游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等进行关联，反映国家间地缘经济关系的强弱。因

此，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各种空间流的文献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文献数据来源，

在检索中设置检索条件为篇名中包含“一带一路+贸易”“一带一路+投资”“一带一路+旅游”“一带一路+交通”“一带一路

+信息”，时间设置为 2014—2019年，期刊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CSCD”，检索并选取了以国家作为经济行为体并能

反映“一带一路”地缘经济联系的相关论文，共 848篇，作为本文的研究数据（表 1）。 

表 1“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相关文献的检索结果 

检索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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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贸易” 1 26 48 98 124 140 437 

“一带一路+投资” 0 21 38 75 97 114 345 

“一带一路+旅游” 0 1 8 11 5 9 34 

“一带一路+交通” 0 1 5 2 5 4 17 

“一带一路+信息” 0 0 2 5 3 5 15 

合计 1 49 101 191 234 272 848 

 

1.2研究方法 

在文献计量学领域，通常使用知识图谱法将文献的引文分析与信息可视化相结合，形成多维图谱，帮助研究者探索某个学

科领域的发展动态及学科前沿趋势[10]。随着 CiteSpace 和 NetDraw 等以引文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为基础的分析软件兴起，文

献计量法通常与知识图谱分析技术结合在一起被用来预测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11-14]，探究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挖掘

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15-16]。 

本文以 848 篇有效文献为数据基础，使用自编程序进行计量统计，利用 CiteSpace 和 NetDraw 软件进行关键词、作者和研

究机构的知识图谱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利用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和共现频次指标挖掘关键词，并根据载文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

性数据来绘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17]，从时间维度来反映“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变。CiteSpace是陈超美团队

研发的文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软件，整合聚类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能通过文献共被引和耦合、科研合作网络及主题和

领域贡献等分析来判断某个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探测学科研究特征和演变趋势，以及不同研究主题之间的

交叉和互动关系等，并将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展现在图谱上
[18-20]

。NetDraw 是由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 Gatton 商学与经济

学院管理系 SteveBorgatti 教授开发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21]。该软件可以对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以反映关键词间的共现

关系，并对关键词共现关系进行 K-core(K 核）分析。K 值越大，表明关键词共现关系越密切，网络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

频次越高。 

2“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现状 

2.1发文量分析 

论文发文量的年度分布可以反映该领域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研究进展和热度情况[22]。2014—2019 年，“一带一路”地缘经济

相关的核心期刊文章共发表了 848 篇。从图 1 可知，本文将“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起步探索期和蓬勃

发展期（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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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19年“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发文量 

第一阶段，起步探索期（2014—2016)(151 篇，17.81%）。此阶段发文量增长迅速，其特点是关键词较少，主题单一，围绕

“贸易”和“投资”开展研究，属于学者们在已有学科基础上所开展的延伸研究。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探讨贸易潜力、投

资风险和投资环境等问题。在文章作者和合作度方面，发表论文的作者数量为 375 位，单一作者文章数为 72 篇，占比为 48%；

两位作者文章数为 59 篇，合作度为 1.8。有基金的文章数为 103 篇，占比为 68.5%，平均每篇 7.8 页。在起步探索期，作者之

间合作度相对较低，发表文章以独著为主。 

第二阶段，蓬勃发展期（2017—2019)(697 篇，82.19%）。此阶段的发文量迅速增长，2018 和 2019 年的年发文量均超过了

200篇。该阶段的特点是关键词多样化、主题多元化、问题深入化。学者们主要围绕贸易网络、贸易效率、投资效率、投资风险

等主题开展研究。这一时期，发表论文的作者数量为 1041位，单一作者文章数为 219篇，占比为 31.4%；两位作者文章数为 263

篇，合作度为 1.9。有基金的文章数为 516篇，占比为 74.1%，平均每篇 8.3页。此阶段，发文作者数量猛增，是前一阶段的 4.6

倍，独著文章数量减少，作者之间合作有所加强，标有基金的文章数量迅速增加，每篇文章的篇幅也有所上升。 

2.2关键词分析 

本文对 848 篇论文进行关键词分析，发现所涉关键词 1580 个，出现频次 3287 次。对语义一致者进行归并处理，如“一带

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合并为“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海外投资和 OFDI，合并为“对

外直接投资”，处理后的结果见表 2。对共现次数大于等于 4 次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表达（图 2），节点大小表示共现关系的强

弱。从表 2 和图 2 可以看出，最大的节点为“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贸易潜力”“引力模型”“贸易便利

化”“农产品贸易”和“贸易效应”等关键词（表 2）。通过对重要节点及所对应的相关文献研读，发现有关“一带一路”地缘

经济的研究方法以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为主，研究内容集中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金融、旅游

等方面，研究区域涉及中国、日本、中蒙俄经济走廊、东南亚和中东欧等。 

2.3作者和机构分析 

2.3.1作者分析 

表 2出现次数最高的 20个关键词 

位序 关键词 频次 位序 关键词 频次 

1 “一带一路” 666 11 贸易效率 16 

2 对外直接投资 132 12 新兴经济体 13 

3 中国 40 13 投资风险 13 

4 贸易潜力 39 14 贸易成本 13 

5 引力模型 32 15 贸易互补性 12 

6 贸易便利化 29 16 双边贸易 11 

7 农产品贸易 24 17 影响因素 11 

8 贸易效应 21 18 投资环境 10 

9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9 19 对外贸易 10 

10 出口贸易 16 20 社会网络分析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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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发文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力[23]。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一带一路”地缘经济方面的

研究，总共有 1416位作者，发表了 848篇论文，有些论文署有两个及以上作者。从表 3可知，发文量较多的作者为陈继勇、沈

铭辉和宋周莺。陈继勇等主要从国际贸易视角，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竞争性、互补性和投资风险等方

面开展研究[24-26]。沈铭辉等则从经济学视角，围绕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产能合作、融资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27-29]。宋周莺等

从地理学视角，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和生产网络等开展研究[30-33]。 

2.3.2发文机构统计 

通过对作者单位进行信息统计，发现“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涉及 365 个机构。发文量位居前 3 位的分别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从发文机构的空间分布看，较为分散，没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这从另

一个侧面说明，“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发展是全国研究者们的共同关注点。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一步分析发文机构的合作

关系，从研究结果可视化表达看（图 3），机构合作网络的密度较低。图 3 显示，只有三个合作圈显示有一定的学术弱联系，第

一合作圈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新疆大学，第二个合作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武汉大学，第三

个合作圈为暨南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这表明机构间合作联系相对比较松散，跨机构、跨地域的合作论文较少，学术联系较弱，

团队规模较小。 

 

图 2关键词共现关系图 

表 3发文量排名前 10作者统计 

位序 作者 单位 发文量 

1 陈继勇 武汉大学 8 

2 沈铭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 6 

3 宋周莺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 

4 韩永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4 

5 肖海峰 中国农业大学 4 

6 刘志中 辽宁大学 4 

7 李晓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4 

8 郑国富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 

9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3 

10 刘清杰 北京师范大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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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高影响力论文分析 

本文对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排名前 10名的高影响论文相关情况进行了统计（表 4、表 5）。统计结果显示，在所有被引用的

文章中，单篇最高引用次数超过 400次的文章有 2篇，超过 200次的文章有 4篇；单篇下载频次超过 5万次的文章有 1篇，1～

2 万频次之间的文章有 7 篇。邹嘉龄于 2015 年在《地理科学进展》发表的论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

济贡献》，无论是引用次数（483次）还是下载量（50156次）均位居第一。此外，“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排名前 10的高被

引论文大都来自于地理学、国际贸易学和经济学期刊，其中经济学期刊发表 4篇，地理学期刊和贸易学期刊各发表 3篇。 

3“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热点分析 

学术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专题[34]。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可以跟踪学科的研究热点[35]。本文分别对两个阶段间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选择节点类

型（Node Types）=“Keyword”、时间切片（Time Slicing）=各发展阶段时间范围，设置“Years Per Slice=1”。对时间切

片内排名前 50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得到各发展阶段研究热点演进的聚类知识图谱。图谱中节点符号的大小表示关键词

出现的频次，符号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节点的颜色表示关键词共现程度的高低，即关键词的中心性。中心性越强，

说明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同出现频次越多，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频次和中心性高的关键

词往往是某一时段内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即研究热点。 

 

图 3单位之间合作的关系图 

注：光圈表示某机构发文量的多少；连线的粗细表示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强弱。 

表 4被引频次较高的前 10篇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期刊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邹嘉龄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483 

2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孔庆峰 国际贸易问题 2015 409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郑蕾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267 

4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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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公丕萍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211 

6 
“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 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张亚斌 国际贸易问题 2016 209 

7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 韩永辉 国际贸易 2014 187 

8 “一带一路”与中国出口贸易: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 张晓静 亚太经济 2015 171 

9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 谭畅 中国流通经济 2015 146 

10 
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关系—— 

基于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桑百川 经济问题 2015 142 

 

表 5下载频次较高的前 10篇论文统计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期刊 发表时间 下载频次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邹嘉龄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50156 

2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孔庆峰 国际贸易问题 2015 18819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郑蕾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16306 

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公丕萍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12194 

5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12166 

6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 谭畅 中国流通经济 2015 11760 

7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 孙楚仁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10450 

8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 韩永辉 国际贸易 2014 10279 

9 “一带一路”与中国出口贸易: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 张晓静 亚太经济 2015 8746 

10 
“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张亚斌 国际贸易问题 2016 7486 

 

本文从时间维度对有关“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论文的主题和关键词做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2015—2019年发表的论文研

究主题主要集中在“贸易潜力”“贸易网络”“贸易效率”“投资效率”“投资风险”“投资环境”等（图 4）。研究关键词从

初期的“贸易、投资”逐渐演变到后期的“区位选择、产能合作、制度质量、逆全球化、风险防控”等。表明“一带一路”地

缘经济研究的主题和关键词更加多元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 

 



 

 8 

图 4“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知识演进图 

3.1起步探索期（2014—2016) 

在“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的起步探索阶段，出现频次大于 2的关键词有 1346个，除“一带一路”和“一带一路”倡议

外，最高出现频次大于 20的关键词有 7个，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贸易潜力”“引力模型”“贸易便利化”“贸

易效应”和“农产品贸易”（图 5）。关键词间的关联关系比较松散，因此，在 CiteSpace 软件中设置 Thresholds 参数

C=1,CC=1,CCV=20，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从图 5可知，在此阶段，“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关注度较高，但研究主题较分

散。 

 

图 5 2014—2016年载文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2014年的相关研究围绕贸易和区域合作展开。2015年的研究热点是“贸易潜力”和“投资风险”。有学者测算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认为亚欧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地区间的贸易潜力大于同地区国家间的贸易潜力[36]，推

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出口贸易潜力，同时解析了“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格局[37-38]、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39]、

投资风险、投资空间格局[40]等方面。2016 年的研究热点是“农产品贸易”和“投资环境”。学者们探讨了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

与互补性，解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现状，研究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及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潜力，剖析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酒店投资环境、矿业投资环境、农业投资环境、油气投资环境等。 

综上所述，起步探索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贸易潜力”“农产品贸易”“投资风险”和“投资环境”这四个方面，

这是学者们从各自研究领域切入所进行的拓展性研究。 

3.2蓬勃发展期（2017—2019) 

在“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出现频次大于 2的关键词有 1272个，除“一带一路”和“一带一路”倡议

以外，最高出现频次大于 20次的关键词有 6个，分别是“贸易潜力”“引力模型”“中国”“贸易便利化”“贸易效应”和“投

资风险”，其中有 5个关键词与上一阶段相同，表明研究具有时间的延续性。在此期间，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加强，因此在 CiteSpace

软件中设置 Thresholds参数 C=2,CC=2,CCV=20，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 6）。 

根据文章出现的关键词频次，2017 年的研究热点是“贸易网络”和“投资风险”，侧重贸易网络、文化和服务贸易、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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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投资风险和投资区位选择等方面研究。这一年，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贸易网络

研究。有学者解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及影响因素[41]，并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32]。(2)文化

和服务贸易。学者们探讨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文化贸易的路径优化以及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等。(3)

贸易治理。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贸易治理的贡献，认为“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变革提供了新

的蓝本和范本[42]。(4)投资风险。学者们解析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因素，探讨了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了企业海外投

资的风险评估模型，提出了境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对策。(5)投资区位选择。研究者解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

择的决定因素，探讨了国家距离对“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43]。 

2018 年的研究热点是“贸易效率”和“投资效率”，主要围绕服务贸易、贸易效率、贸易格局、投资环境、投资效率和投

资风险等方面展开研究。该年，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1)服务贸易。学者们探讨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动态演进，解析了服务贸

易出口规模和影响。(2)贸易竞争。学者们采用夜间灯光数据或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方法，比较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贸易效率[44-45]，测算了农产品出口和原木出口的贸易效率及潜力。(3)贸易格局。学者们从国家、地区和地方尺度分析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格局，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和江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贸易格局。(4)投资环境。学者们一方

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中东欧、东南亚、南亚）和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46]
，另一方面对特定投资对象，

例如油气进行投资环境评价。(5)投资效率。学者们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比较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6)投资风险。学者们探讨了中国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防范、风险规避、

风险指数、风险评价、风险管理，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47]。 

 

图 6 2017—2019年载文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2019 年的研究热点是“贸易影响”和“投资风险”，主要围绕贸易关系、贸易结构、贸易影响、投资风险、投资环境、投

资区位选择等方面展开研究。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1)贸易关系。主要讨论了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包括中国与西亚国家、中国与印度[30]、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同时探讨了贸易关系的复杂

性和潜力[48]。(2)贸易结构。主要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中国与伊朗的贸易结构[49]、中国与东盟贸易结

构演进以及中国贸易结构优化[50]。(3)贸易影响。主要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影响因素，探究了贸易便利化、

物流等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双边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的影响。(4)投资风险。侧重对外投资风险的识别、风险评价、风险防控

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研究。(5)投资环境。学者们对东盟十国、阿拉伯国家、中东欧、巴基斯坦等地区和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

较和评价，明确了投资的区位选择。(6)投资区位选择。学者们从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角度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解

析了信息通路对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偏好。 

综上所述，本阶段的研究热点集中在“贸易效率”“贸易网络”“贸易影响”“投资风险”和“投资效率”，对“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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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投资、旅游、交通等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宽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有较大拓展。此外，该阶段研

究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贸易和投资，而是扩展到经济融合、全球治理、产业结构、产能合作、耦合协调、人民币汇率变动等方

面。 

4 研究趋势 

根据“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考虑逆全球化、全球产业转移、区域价值链重构、自贸区建设、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经济环境的剧变，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4.1研究内容的转向 

“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重点将由贸易和投资转向产业转移、产能合作、经济安全、环境评估、协同治理、人民币国

际化、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建设等方面。众所周知，贸易和投资是国家之间地缘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式。然而，随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由浅入深，以及环境、治理、风险、本土化等问题的出现，经济安全、投资环境评估、风险管控和协同治理

等方面的学术研究需要及时跟进，为中国政府和企业“走出去”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支持。此外，“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

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健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政策环境、监督管理和传导机制，那么当前“一带一路”人

民币国际化的地缘空间格局如何？人民币国际化的伙伴经济体有哪些？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是什么？如何构建人民币国家化新型

生态圈？这些都是学术界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 

4.2研究方法的改进 

随着大数据技术方法的日趋完善，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分析工具，大数据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一带一路”地缘

经济研究主要采用引力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 模型）、贸易强度指数模型、聚类分析法、网络分析法和

统计分析法对贸易和投资进行定量化分析。今后，则要与时俱进，采用大数据技术，使用多视图协同交互、可视化分析和计算

模拟等方法，深化对“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量化研究，探究地缘经济“空间流”之间相关关系，并通过可视化方法清晰地呈

现。 

4.3研究视角的交叉 

当前“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主要从经济学、贸易学和地理学的学科视角开展相关研究，而多学科交

叉的视角较少。地缘经济涉及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国家关系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需要从学科交叉视角全面地认识和理解

地缘经济。因此，建议今后加强经济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共同开展“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 

4.4研究主题的拓展 

“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的新主题将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园区；二是地缘经济循环生态圈。海外园区作为我国产

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承接平台，不仅是我国在新形势下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措施和关键抓手，而且有力

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如何优化中国海外园区的全球布局，将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耦合在

一起，全面评估全球布局的合理性，探寻海外布局空间分异和影响机制，成为海外园区研究领域十分重要且迫切需要解决的科

学问题。此外，“一带一路”区域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网络。那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地缘经济循环生态圈中处于何种生态位，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进行产业协作？“一带一路”生产网络能否构

成一个区域性闭环的产业价值链？地缘经济循环生态圈的形成机理和运行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地缘经济未来研

究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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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知网 2014—2019年刊载的 848 篇论文为研究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NetDraw 软件和 CiteSpace软件对研

究数据进行基础统计分析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展现，根据载文关键词的频次和研究热点的聚类知识图谱，反映“一带一路”地缘

经济的研究现状与热点。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使用定量化可视化分析工具，解析“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现状、研

究热点和研究趋势。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现状。“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自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受到越来越

多的学者关注，研究热点不断升温，学术成果日益增多，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强。然而，现有研究的体系化不

明显；研究方法较为传统，以引力模型为主；研究视角单一，以经济学、贸易学和地理学为主，而学科交叉的视角鲜有所见。 

(2)研究机构。“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机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没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研究学者形成

了若干作者群，但作者间的合作度不高，大部分论文都是同一单位的作者，跨机构、跨地域的研究合作论文比较少，表明学术

生态呈点状分布，单核聚集，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合作网络。 

(3)研究质量。“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是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和地理学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这些学科的核心期刊共同

推动着“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高引用和高下载量论文主要来自这些学科的核心期刊。目前高被引论文较少，

学界还需要潜心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地缘经济，发表一批高质量、高水平、高影响力的论文。 

(4)研究热点。根据年度发文量和载文关键词的频次分析，将“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2014—2016年，

“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关注度较高，但研究主题分散。研究热点集中在“贸易潜力”“农产品贸易”“投资风险”“投资环

境”这四个方面，此阶段属于学者们基于各自研究领域开展的拓展研究。2017—2019 年，关注度持续升温，研究主题进一步扩

大，研究热点集中“贸易网络”“贸易效率”“贸易影响”“投资风险”和“投资效率”，研究逐渐转向经济融合、全球治理、

产业结构、产能合作、耦合协调、人民币汇率变动等方面。本阶段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

深度都有所提升。 

(5)研究趋势。未来的研究在深耕“贸易”和“投资”等主题以外，还将进一步延伸到“境外经贸合作区”“产能转

移”“地缘经济安全”“区域价值链重构”“地缘经济生态圈”“协同治理”“人民币国际化”等主题的探讨。 

本文虽从关键词、作者、机构、高下载量和高被引文献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了不同

发展阶段的研究热点，但受文献搜索主题词的限制，所查找文献数量有限，本文只能从总体上呈现“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

情况，而不能完全反映所有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此外，“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研究涉及经济学、地理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

等多个学科，在总结研究热点时并未对不同学科进行分类讨论，是为本文研究不足。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一带一

路”地缘经济的深化研究：一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大数据技术，使用多视图协同交互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地

缘经济的空间流特征进行量化解析；二是在研究视角上，采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学科交叉的多维视角来

研究“一带一路”地缘经济，以丰富和充实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在研究主题上，加强对“一带一路”地缘体之间地缘经

济联系强弱的时空演变及特征，地缘经济流量网络中的地位与定位，地缘经济体的生态位和产业协作，地缘经济循环生态圈的

形成机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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