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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
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
导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
思想（何立峰，2022）。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承载了中国经济发展
和社会变革的众多关键问题，体现了中国在新时代
的经济工作理念和战略方向，凝聚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蕴含了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强调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追求，其不仅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更
是新时代背景下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
循（张开等，2023）。

随着研究论文、学术讨论和政策报告的急剧增
加，习近平经济思想学术研究领域变得日益庞大，系
统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
研究。目前该领域发展脉络梳理主要采用传统定性
方法，依靠学者主观构建的研究框架梳理文献内容
和主题，如王小广（2017）根据“重大判断—重大决
策—重大政策调整”新政策框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主要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
未全面把握该领域研究进程，也未关注 2023 年发展
状况，如韩玉坤（2022）运用 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软件对 2013-2022 年知网中 2472篇习近平经济思
想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从基础分析、知识
结构和演化路径三个方面探析了该领域的理论动
态。孟飞等（2023）通过文献时序、研究作者与机构分
布展现以及关键词的共现和聚类分析，梳理习近平
经济思想领域内 2013-2022 年知网 414篇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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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热点和演进逻辑，并从研究区域、视角、内容
和逻辑体系四个维度对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建议。
也有部分学者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张福军，2023）、高
质量发展（刘凤义，2023）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某一
具体领域进行论述回顾。

作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
础，习近平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政策和理论问题，涵
盖的内容丰富且复杂。为全面反映我国习近平经济
思想研究进展，深入刻画学术阐释总体脉络，准确定
位研究关注焦点主题，本文借助 Citespace可视化
分析工具，从文献特征维度考察该领域文献时序分
布、研究人员与机构合作共现情况；借助 LDA主题模
型，从文本内容维度挖掘该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议
题或问题，以跟踪 2013 年至 2023 年我国习近平经
济思想研究的发展动态，补充验证既往基于定性综
述的研究结论，定量展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术阐释
的发展历程与研究焦点，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我国
经济中的深化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学术研究的图谱分析方法
（一）数据采集及预处理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具有较高权威性、数据著

录规范、并可方便下载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
KI）”，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根
据党的二十大报告选定的 49 个核心词为检索词①。
选择北大核心、CSSCI、CSCD与 AMI核心期刊为样本
来源，时间跨度为 2013-2023 年，经篇名检索共获得
34426条文献数据。

为提高文献集合的质量和相关性，使文本数据
更具可分析性、可理解性和可用性，删除会议通知、
论坛、征文启事、研讨会简讯、重复项、公告、无作者
等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习近平经济思想领域研究
文献 33435篇。文本预处理方面，首先，去除摘要文
本中如广告、版权声明、HTML 标签等无关信息，通过
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文本替换来完成，同时去除不
包含任何领域主题相关信息的标点符号或数字；其
次，使用 Python中 jieba分词工具包将摘要文本分

割成词语，为改善分词效果，去除停用词、无用高频
干扰词，并提取词干；再次，为准确识别习近平经济
思想研究领域的特殊词汇，如“两个毫不动摇”“高
水平对外开放”等，创建了一个包含领域特定词汇的
自定义词典；最后将上述步骤整合到一个文本预处
理函数中，为隐性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准备清洁、专业化的文本数据，在
提高主题建模效果和可解释性的同时，更好地捕捉
和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领域的主题结构以及更
深入地探索文本数据中的有价值信息。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计量②、科学知识图谱③与

LDA主题模型进行研究。其中，LDA 主题模型是由
David Blei（2003）提出的一种用于在文档集中发现
隐藏主题的文档主题概率生成模型，其核心是文
本—主题—词语的三层贝叶斯结构，用于描述文档
中主题和词汇的生成过程。作为一种无监督机器学
习方法，LDA主题模型能够揭示研究领域内部关系
及其内部体系结构，发掘领域内容的演化路径（谭春
辉和熊梦媛，2021）。数学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w
为词汇，d为文档，t为主题。

（1）
在使用 LDA 模型进行文献内容分析时，Gibbs

采样是一种常用的求解方法，其通过迭代更新每个
单词的主题分配，获得全局的主题分布和词语分布。
LDA模型有 3个超参数 α、β、k（最优主题数），在实践
中，α、β通常使用默认值，最优主题数 k可通过模型
的困惑度（Perlexity）和一致性（Coherence）指标来
确定。困惑度与一致性的计算公式分别为式（2）和式
（3）。其中，式（2）中 D为测试集，M为文本数量，di为
文档d中的单词序列，Ni为文档 d的单词数目；式（3）中 T
表示主题中词汇的总数，wi与 wj表示主题中的两个词
汇，sim(wi,wj)表示 wi与 wj之间的语义相关性得分。

（2）

（3）
主题强度作为主题本身的属性，可用于评估研

①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国有资本、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企业家精神、中国式现代化、高质
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负面清单、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新常态、现代化经济
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两个“毫不动摇”、共同富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由贸易港、现代预算
制度、现代财政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简政放权、宏
观经济治理体系、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雄安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制度型开放、党对经济工作的
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新驱动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全面扩大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
②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利用数量关系和结构分布特征来分析、描述和评价研究领域发展状况的科学方法，旨在通过科技文献中的各种
可计量数据（作者、引用次数、关键词频率、年限等）来揭示研究领域的发展规律、合作模式和研究主题，有助于科研决策和深入理解
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与演变特征。
③科学知识图谱法是一种信息可视化和知识管理技术，旨在构建和呈现科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和关系，并将收集、整理和链接的
各种科学文献、研究项目、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等数据以图形或图谱的形式表示出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学科之间的联系、知识
传承、研究趋势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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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中每个主题的重要性，通过主题强度的综合
评估和比较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哪些主题在
文本数据中更具影响力或相关性，进而了解习近平
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不同主题的受关注程度以及这些
主题在时间轴上的演变趋势。主题强度计算公式为：

（4）
其中，Q(Zt,k)为当前时间切片中主题的强度；θd,k

为在第 d篇文献中第 k个主题的概率；Dt为时间窗
口 t上的文献集合。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献特征维度分析
本文从文献特征维度的文献时序分布特征、研

究人员数字特征与研究机构数字特征三个分析维度
进行图谱分析。
（一）研究文献数量分析
文献时序分布主要用于描述和分析学术文献在

时间轴上的分布情况，帮助了解特定领域或主题随
时间的演变趋势，指导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方向。
对 33435篇习近平经济思想领域学术文献进行统计
可得到该领域文献时序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整
体上看，该领域研究文献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33%的
高位，2020 年，疫情防控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
时也催生了大量关于公共卫生、数字化转型对经济
影响等方面的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2021 年
发文规模与增速。

（二）研究人员的集聚特征
研究共现网络图谱体现了研究领域内不同研究

者之间的互动程度和合作模式。通过节点（代表研究
人员）和连线（代表合作关系）的可视化呈现，可以帮
助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领域的关键研究者及合
作网络结构。在 CiteSpace 节点类型中选择“Au-
thor”，阈值设置中选择“TOP N=15”，网络裁剪选择
“Pathfinder”，运行 CiteSpace 6.3.R1，得到习近
平经济思想领域研究人员共现网络，其中，节点 234
个，连线 64条，网络密度为 0.0023。总体看，习近平
经济思想研究领域已形成关键核心作者群，一些关

键研究者不仅具有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且
在共现网络中连接到许多其他节点，学术合作比较
活跃，在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进展、引领研究方
向与促进学术合作方面发挥着关键核心作用，对习
近平经济思想的实际应用和政策制定产生了积极影
响。同时，共现网络中还存在一些孤立的节点，一部
分可能是新进入该领域的学者，尚未与其他研究者
建立合作关系，一部分可能是切换到较新研究方向
的学者，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可能更倾向于个人独立
研究。学术合作有助于促进知识交流和共享、提高研
究质量、拓宽研究视野与加速研究进展，对于孤立的
节点而言，未来可考虑通过学术活动、研讨会、会议
等方式加强与其他学者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该领域
的研究发展。
（三）研究机构的共现特征
研究机构共现网络是一种用于展示不同研究机

构之间合作关系和协作模式的图谱。在图谱中，每个
研究机构被表示为一个节点，而合作关系则用节点
之间的边或连接表示。这种图谱通过可视化的方式
呈现了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有助于研究者和决策
者了解研究领域的结构、合作强度、跨学科合作、关
键机构以及不同机构在科研项目和知识传递中的作
用，为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见解和指导。
在 CiteSpace节点类型中选择“Institution”，阈值
设置中选择“TOP N=15”，网络裁剪选择“Pathfind-
er”，运行 CiteSpace 6.3.R1，得到习近平经济
思想领域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其中，节点 76个，
连线 79条，网络密度为 0.0277。

总体看，研究机构之间连线较多且边的权
重较高，反映出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合作
关系，研究主题的集中性较强，可在相似的研
究方向上共同协作。这种密切的合作不仅存
在于高产出的研究机构，而且扩展到研究领
域内其他的节点，体现了学术社区的协作精
神和共同追求卓越研究成果的愿望，有力地推

动了研究领域创新成果的涌现与学术的进步。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本内容维度分析
本文从文本内容维度运用 LDA主题模型确定习

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领域研究主题数与热点主题，分
析不同主题热点研究方向、研究不足及未来发展趋
势，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科学的政策制定与发展规划
等提供参考。
（一）热点主题确定
在判定最优主题数的基础上，将每个主题对应

的词数量设置为 20，随即运行 LDA模型得到习近平

图 1 2013-2023 年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献时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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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主题数量、主题强度①及各主题
Top20概率词分布（见表 1）。识别出 5个研究热点主
题分别为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新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重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内涵与质量；农业农
村发展关乎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关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政策制定的根
本立场，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新发展阶段标志着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创新驱动发展则是提升国
家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5个热点主题直
接关系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彼此
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相
互促进的体系。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创新驱动，而农业
农村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共同富
裕和社会和谐的基础，新发展阶段则统领整体发展
方向。这些主题共同推动我国从全面小康向基本实
现现代化迈进。
（二）热点主题分析
1.高质量发展。由表 1可知，高质量发展主题强

度最高，为 0.1653，表明其在习近平经济思想领域
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
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
会进步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2017年 12 月，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
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
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③。新时代下
我国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方针的重
大调整旨在实现更为平衡、协调和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好地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社会
的全面进步。

高质量发展主题包含“高质量
发展”“经济”“创新”“升级”
“结构”等高频关键词项，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于：（1）数字经济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探讨数字经济如何推
动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
结构的优化。其中，数字技术的应
用被视为提升经济效率和质量的
关键，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领域的创新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葛和平和吴

福象，2021；杜传忠和疏爽，2023）；（2）高质量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关注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包括提高城乡发展水平、社会治理现代化以
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强调在现代化进
程中维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平衡（张占斌，2022；姚
树洁和王洁菲，2023）；（3）不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
质内涵、动力因素及发展路径等，着重于探讨不同产
业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等在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
分析这些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驱动因素、发展模式
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钟漪萍和李颖，2022；王
志军，2022）。

该主题热点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缺
乏微观层面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在具体产业或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上尚显不足。未来研究可以
更多地关注高质量发展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特
别是在减贫、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增长方面；可以加强

表 1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主题强度、主题类别及各主题 Top20概率词分布（按主题强度排序）

①根据文档—主题概率分布可以计算出每篇文档从属于不同主题的关联概率。通过这些概率值可以计算出某一主题在特定时间窗
口内的主题强度。主题强度表示某一主题在特定时间段内受到的关注程度，其大小与包含该主题的文档数目成正比。主题强度越大
就越有可能被认为是热点主题，此方法可以在不同时间段内追踪和识别受欢迎的主题，有助于了解主题热度变化。
②每个词项前面的数字代表了该词项的分布概率。对各主题高概率词项分布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每个主题
的侧重点和特征，进而标识出主题类别。
③人民网.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EB/OL].(2020-12-1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1217/c1001-3196
91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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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探索中国模式在全球背景
下的适应性和推广的可能性；在方法论上，可以考虑
采用更多交叉学科的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的研究，
以获得更全面的视角。另外，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
标准和指标体系的构建仍需深入探讨，以提供更有
效的政策指导和评价机制。

2.农业农村发展。农业农村发展主题强度（0.1354）次
于高质量发展主题，位列第二，表明农业农村发展对国
家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①。我国
政府已将“三农”问题置于极高的发展优先级，并致
力于通过一系列综合性措施来促进农业农村的全面
发展。

农业农村发展主题主要包括“乡村振兴”“数字
经济”“农村”“农民”“脱贫攻坚”“城乡融合”
“农业”等高频关键词项，热点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于
如何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的综合
发展，涉及农业产业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
治理和生活质量的提升等方面（陈锡文，2018）；（2）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相融合的现实障碍与突破
路径，主要探讨数字技术在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应用，
包括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实现数字经济与
农业农村经济融合的路径（温涛和陈一明，2020）；
（3）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特征和评价体系，主要研究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概念框架，包括其发展目标、标
准、评价指标和实现路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
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2021；蓝红星等，2023）。

农业农村发展主题相关热点研究更多关注宏观
层面，对农村各个具体地区、不同类型的农业以及农
民群体的差异性和特殊需求关注不足。未来研究：
（1）可以考虑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特别是农
村人口老龄化、青年劳动力流失等社会问题；（2）可
以考虑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在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应用
实践，特别是如何克服现有障碍，实现技术普及和应
用效果的最大化；（3）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评价体
系和标准仍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便更准确地反
映发展成效。

3.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该主题在习近平

经济思想研究中也表现出较高的强度（0.1316），体现
其在中国政策制定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
护人民根本利益”②。强调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要以人
民的幸福和福祉为核心，确保发展过程中人民的利
益得到最大程度的考虑和满足，其不仅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此主题高频关键词项主要有“共同富裕”“现代
化”“人民”“社会”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实践探索是该主题的热点研究方向：一是主要
集中探讨如何在经济发展中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和
提高其幸福感（李冉，2017）；二是主要关注如何将这
一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包括通过改善民
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公共服务、实现共同富
裕等方式实践该思想（刘泽宇，2018）。

当前该主题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在实际操作
和具体应用层面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未来研究可
以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不同地区、不同
群体中的实践效果，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
的影响；可以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国际
发展理念的比较研究，探索中国模式在全球背景下
的意义和贡献；对于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经济和社会
环境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未来研
究的重要方向。

4.新发展阶段主题热点研究。该主题强度（0.1296）
位列第四，反映了其在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理论与
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新发展阶
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③。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
新的历史方位，强调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推动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由规模扩张向
结构优化、由简单重复向创新驱动方向进行的历史性
转变，将经济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①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EB/OL]. (2017-10-27). 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②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3).https://
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③求是网.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EB/OL]. (2022-08-3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8
/31/c_11289600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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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
人民，着眼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格局，进一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
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此主题包含的高概率词项主要有“制度”“创
新”“改革”“双循环”“新发展阶段”等，主要热点
研究方向除了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内涵、主要特征及
重大意义以外，还涉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
发展格局的系统逻辑，新发展阶段相关政策决策中
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城镇化等。方向
一集中于解析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包括其在中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主要特征以及对中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魏志奇，2021）；方向二探
讨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内
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分析这些概念如何共同构成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框架（蒋鑫，2022；李彬等，2023）；
方向三研究聚焦于在新发展阶段下如何解决城镇
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绿色转型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以应对这些挑战（杜修立和
张昱昭，2022；任保平；2023；于法稳和胡晓燕，2023）。

新发展阶段主题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
的探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新发展阶段政策的具
体实施和效果评估，特别是在地方和基层层面的
应用；也可以探索新发展阶段下的城乡融合、产
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等领域的具体策略和模式；着
重研究新发展阶段下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

5.创新驱动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习近平经
济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在学术研究中的主
题强度（0.1011）反映出中国在新时代下推动经济发
展和提升国际核心竞争力的核心策略。“十四五”规划
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①。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原则
强调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必须把创新置于国家发
展的核心位置，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等多维度的创新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创新驱动发展主题包含的高概率词项主要有
“创新”“金融”“驱动”“评价”和“效应”等。此主题
热点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分支：（1）创新驱动发展的
理论基础、本质内涵与评价研究，此方面研究探讨创
新驱动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其基本原则、核心内容
和运行机制，同时还聚焦于如何评价创新驱动发展
的效果和影响（王海燕和郑秀梅，2017；李政和廖晓
东；2023）；（2）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此类研究分析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
作用，探讨影响创新效率和成效的各种因素，如技术
创新、金融支持、政策环境等（王慧艳等，2019）；（3）
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等，研究侧重如何在实践
中有效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包括确定战略方向、构建
支持体系、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等方面（洪银兴，
2013；李洪文，2013；刘燕，2023）。

创新驱动发展主题热点研究在创新与经济发
展关系的具体机制和实证效应方面还不够深入，需
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假设。未来研究可以
进一步关注创新在不同经济领域和产业中的具体应
用和效果，以及如何通过创新解决社会和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加速，
研究还需要关注创新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的作用，
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五、结论及展望
文献特征层面，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领域的文献时序分布特征，结
果显示，自十八大以来，该领域相关研究文献发表数
量大幅度增加，总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反映出学术
界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深入研
究；通过研究人员共现网络图谱可知一些关键研究
者在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领域研究进展、引领学术
研究方向与促进学术合作方面发挥着关键核心作
用；通过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图谱发现，研究机构之间
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研究主题的集中性较强，这种
密切的合作不仅存在于发文较多的研究机构之间，
而且扩展到整个研究领域内其他的节点，体现出学
术社区的协作精神和共同追求卓越研究成果的愿
望，有力地推动了创新成果的涌现与学术的进步。

文本内容层面，本文运用数量指标确定了习近
平经济思想领域研究热点主题，根据主题词项分布
进行主题标识，识别出受关注程度较高的 5个主题
分别为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新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热点主题直
接关系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彼此
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相
互促进的体系，共同推动我国从全面小康向基本实
现现代化迈进。

目前习近平经济思想领域的研究较多专注于其
理论体系本身，因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学科界限的存
在、实践导向的需求与跨学科研究的挑战等原因与
其他领域交叉和融合较少，如探讨其对全球经济治
理的影响，其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

①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https://www.gov.cn/xin－
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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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Review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From bibliometrics to topics research (2013-2023)

WANG Shan, YUAN Lei and FU Minjie

Abstract: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and action plan for conducting economic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n academia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learning, under-
standing, and deepening. Grasping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future trends helps to advance further research of
this field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Selecting CNKI as the search database, this paper takes 33435 re-
search papers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as the research sample from 2013 to 2023, covered by CSSCI, Peking Univer-
sity Core, CSCD, and AMI evaluation systems,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software, co- occurrence network maps of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are drawn.
Utilizing the LDA topic model, the number of topics is determined, topics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topic- term distribution,
and topic strength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topic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
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here is active academic collabo-
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con-
t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new develop-
ment stage, and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are categorized as research hotspots. The research outcomes under each
hotspot theme a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social needs, Domestic research focus in the future can discus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nalyze it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global markets, and the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bibliometrics;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LDA topic model

的作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思想应用于解决国际和跨领
域的问题。未来在研究视野上，可考虑将习近平经济
思想放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分析
其对国际经济和全球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国际
合作和竞争中发挥作用。实践应用上，可注重习近
平经济思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效果分析，以
及如何应对当下面临的经济挑战。研究内容上，增
加对社会、环境和技术创新等维度的研究，不仅有助
于更深入地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本身，也可为
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等提供
解决方案。另外，分析其与法治、生态文明、强军、外
交、文化等思想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全面理解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多维度和深层次含义。研究方法上，可采
用更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案例研究等，
以丰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
总体而言，未来研究可以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以更
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复杂多变的社
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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