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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
研究的热点、趋势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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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挖掘、分析和整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１９７９ 年 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的 ３ ８６６ 篇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文。 围绕

该领域作者、机构、关键词信息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理清、归纳和刻画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研究力量、热点内容和演进路径。 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在核心作者群、机构地域分布、学术合作等方面有

待改善。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现实境遇、国际背景、研究力量等，未
来应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研究，构建富有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研

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坚持“问题意识”和“解决方

案”相结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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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唤醒了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认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将“开

眼看世界”和“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先后作为奋斗目标。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的诞生从根

本上改变了社会组织的低级状态和国家政权的分散状态，使得现代化的发展具备了现

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中国开始了

改革开放的全新探索———“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

大历史性任务之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式现代

化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长期事业，经历了“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基于中西方碰撞和中国本土发展境遇的双重

背景，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议题的研究四十多年热度不减，该领域未来依然存在广

阔的研究前景。 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热点内容及演进趋势，明确现有研究的

内在规律，客观反映其整体研究图景，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于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客观分析长时间、广样本、大尺度的文献数据，以科学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研究领域的

研究力量分布、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趋势”是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不同于传统文献梳

理方式的优点。 该方法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文献梳理方式主观性认知产生的偏差。 本文以中

国知网为数据来源，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 １９７９ 年邓小平同志创造性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因此选择文献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７９ 年 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８ 月”，手动剔除卷

首语、会议综述、书评、会议和论坛公告、无明确作者的非学术性文献，最终精选出 ３ ８６６ 篇可

供分析的有效文献，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８．Ｒ１ 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实践基础和广阔理论空间的议题，它吸引了很多学

者和机构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８．Ｒ１，绘制关于作者、研究机构、关

键词、主题演进的知识图谱，可以有效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热点、

前沿问题、主题及演化路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研究力量

１．作者合作网络

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及作者间的合作关系可以通过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图谱展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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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表示核心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该领域作者合作关系

知识图谱含有 ４ ４０７ 个节点，１ ５７１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０．０００ ２。 可见，合作关系只在一

部分学者之间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有较多学者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尽管一些学

者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总体而言，研究较为分散。 该领域发文量最多

的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从事社会学与社会建设研究的学者吴忠民（１８ 篇）。 发文 １０ 篇

以上的作者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从事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公丕祥（１５ 篇），清华大学

从事国情研究的学者胡鞍钢（１３ 篇），中国科学院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何传启（１２

篇）。 根据图谱中的突现点，可知吴忠民和周积明（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有较大的影响

力。 从文献作者半衰期可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刘伟与山东大学从

事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研究的学者包心鉴影响周期较长，为 ２０ 年以上。 大部分学者影响

周期在 ２ 年以上，这表明该领域存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核心作者共发表 ４７８

篇文献，占比约为 １２．４％。 “倘若在一个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占该领域总发文量

的一半以上，则这个领域存在核心作者群。” ［１］可见，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在这一领域并未

形成，作者之间的学术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２．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８．Ｒ１，获取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机构。

从发文量来看，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分别以 ２１

篇、２４ 篇、３０ 篇、３６ 篇、４４ 篇文献位居前列。 从半衰期来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半衰期分别为 １９ 年、２１ 年，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研究机构。 从学科分类来看，文献多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公共

管理等学科，这与对现代化认知层面的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科层化、民族国家等关

键词指标紧密相联。 从学术合作关系来看，该领域学者已在机构内部建立学术联系，

但机构之间的学术联系还很欠缺。 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研究机构集中于“双一流”

高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地理位置集中分布于

经济较为发达、交通较为便利、学术资源较为雄厚的东中部大城市。 结合核心作者发

文量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核心作者和机构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

为同一研究机构中多人涉足该领域，但并不存在具有核心影响力的学者；另一种为一

个研究机构中只有一位在该领域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 当然，这两种状态都不是学

术研究和发展的理想状态，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研究机构拥有多位具有核心影响

力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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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热点分析

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共含有 １ ２８５ 个节点，
１ ６１５条连线，密度为 ０．００２。 其中“现代化”是图中最大的节点，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连

线数量较多，是研究热度最高的关键词，“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所在节

点颜色丰富，表示相关研究时间跨度较大。 如果关键词中心性大于等于 ０．１，说明其在

一段时期内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 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界较高的关注。
２．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可以检测该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热点。 “现代化”“国家治理”“国
家治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为排名前十的高频词，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学

术界的高度关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周期最

长，分别为 ２０ 年和 １９ 年，其他突现词影响周期也长达 ７ 年以上。 根据关键词突现情况，
我们可将研究热点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从第一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２ 年）的突现词可以看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兼具现代化普遍特征、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从

第二阶段（１９９３—２０１３ 年）的突现词可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南方谈话之后被推

向更高阶段，建设与国民经济相协调的现代化农业是必然要求，学者们在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探索如何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现代化建设质量。 第

三阶段（２０１３ 年之后）的突现词体现出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在现代化建设从“富起来”
迈向“强起来”的征程中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日益增多。 换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的根本要求和下一阶段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领域的热点知识结构，在关键词

共现的基础上，我们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聚类命名提取的关键词呈现聚类结果。 “如果聚类的

社团结构具有显著性，则模块值（Ｑ 值）在 ０．３ ~１ 区间；如果聚类的社团结构具有合理

性，则平均轮廓值（ Ｓ 值）应大于 ０． ５；如果聚类的社团结构具有高信服度，则 Ｓ 值为

０ ７。” ［２］该拓扑网络的模块值为 ０．８７５ ７，平均轮廓值为 ０．９５９ ２，意味着该聚类结果兼具

合理性、明显有效性和高信度。 根据每个聚类情况及其包含的关键词，可以将聚类划分

为三个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一是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二是阐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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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中国传统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现

代化发展（中国农业现代化、现代性、城镇化）。
（１） 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认知。 “现代化既是世界性的现象，也是文明进步的

标志，又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 ［３］ “为推进现代化进程，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实际制定

相应的战略举措。” ［４］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野蛮外力下被迫开

启，日渐高涨的民族运动增强了各阶级追求现代化建设的意愿，有利于推进中国早期现

代化建设。 但是，这种意向性追求的程度远甚于早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与

此同时，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充斥着众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迅速发展的先进思想与根

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并存，相对先进的现代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状况是阻碍早期现代化进

程的二元结构。 直至 １９４９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社会组织的低级状态和国家政权

的分散状态得以改变，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才具备了现实条件。 “现代化模式一方面关系

能否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关系现代化建设能否具备合适具体的载体。” ［５］

以 １９７８ 年为时间节点，现代化模式由外生拉动型转变为自觉内生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新局面。 “自主地、科学地、合理地选择现代化建设道路是自觉内生型现代化模

式的首要内容，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共生性是改革开放后中国

现代化建设得以持续健康推进的必要因素。” ［６］自此，“中国共产党从‘被动地进行现代

化’到‘主动地走向现代化’，从器物层面的‘工业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进而突破器

物范畴，形成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综合性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 ［７］。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现代化的普遍性同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特殊国情相结合而提出的重大命题。 不可否认，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具有西方现代

化某些领域的“家族相似性”，但它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认识标签和独特内涵。
（２） 阐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１８４０ 年帝国主义的坚

船利炮将近代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化大潮，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推

进的现代化事业是畸形的。 历史证明，理念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要

条件。 当马克思主义真理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思想产生观念上的碰撞与交流时，中国

人民才在精神上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中国主流文化在近代哲学革命的孕育

下获得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８］ 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 究根溯源，这两种先进思想文化的有机结合正是因为二者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大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构建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景、对立统一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兼容。 更重要的是，中国

共产党“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创造出适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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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促进现实正向发展的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９］。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之魂与文化

之根。 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具备独立性和自主性，避免陷入“模仿的陷阱”，

孕育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其科学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为全方

位、立体式解决人类问题，为证明和优化现代化的多元模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１０］。

（３） 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进度和质量息息相

关。” ［１１］因为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皆不相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模式具有

差异性。 “由于人多、地少、水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被贴上 ‘中国特色’ 的标

签。” ［１２］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是以人的移动来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在城乡区域之间流转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２１ 世纪“农村劳动力人口日益短缺，消费

结构日趋脱粮化，人民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也与日俱增。 农业现代化发展比工业化、信

息化发展逊色不少” ［１３］。 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系统性支持［１４］。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农业

合作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产业化、农业农村整体推进再到乡村振兴，“中国共

产党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历程始终遵循人民价值，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将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路径结合，贯穿党的初心与使命，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 ［１５］。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走过了从新中国诞生创建现代国家制度，到改革开放后重建、改革、

完善现代国家制度，再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过程［１６］。 以党的

十六大为标志，制度建设时代开启。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互补的基本制度是推动制度转型和创新的战略举措。 以十八届

三中全会为节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明确以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３５

年、２０５０ 年为时间节点，分析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阶段目标，“明确提出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富含深刻内

涵与强烈时代实践要求的总体目标” ［１７］。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治理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推进“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实

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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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主题热点演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热点演进路径显示，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研究的关键词已不再 “杂
乱无章”，研究聚焦的关键词越发“简洁”而集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对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线逻辑高度关注和认同。 一方面，关于现代化、社会

主义、农业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早期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等关键词的内

涵随着研究的深化日渐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历次中央全会的

召开，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布局的蓝图日渐清晰，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背景下，
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阐释日渐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

研究也越发集中。 应该说，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进入一个新

阶段。
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越发具有中国特点和更加立足于本土

境遇的同时，对现代性的反思研究也在持续升温。 这表明在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下，由西

方发轫的现代性问题已经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不是说中国已经“被”现代性，
而是说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域下，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中国

现代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哲学反思。 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也说明学者们的研究具有全球

视野，呈现出一定的广度。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呈现出主线更加凸显、目标更加明

确、路径也更为清晰的特征，这为持续开展高质量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借鉴。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一）研究述评

本文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力量，归纳了其热点内容，刻画

了其演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形成了诸多具有一定广度和深

度的高质量研究文献，总体研究呈现愈加全面系统和多样化的趋势。
学者们愈加注重不同学科的协同性，运用不同理论来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

经验。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学者们愈

加明确问题导向，培养理论自觉，树立战略意识，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输入向理论输

出的转变。 但是，也应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目前尚未形成

稳定的核心作者群，核心作者与主要研究机构的分布也不一致，不同作者、不同机构之

间的常态化交流尚待深入，这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系统性和持续性；第二，主要

机构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东中部大城市，而西部地区则寥寥无几，不利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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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地域特色深入开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证研究；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者和

机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维度尚不全面，这不利于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进行该研究；
第四，虽然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总体趋向系统全面，但在新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中提炼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理论，从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和经验中

凝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解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方案

的独特性，发展 ２１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仍有待深化。
（二）研究展望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持续深化，有利于深入认识新发展阶段这

一历史方位，有利于细化和落实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任务，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

更高阶段发展，有利于完善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

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综合以上分析，围绕本主

题我们对后续和未来研究提出以下展望和建议。
第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研究，构建富有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现代化思想，尤其是从马

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中寻找并且逐步消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负面效应的根源。 加

强现代化在多领域的理论研究，加强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统筹现代化在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协同发展，涵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全

面发展，推进现代化发展更具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要深入把握中国现代化基于国

情的中国特色，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源及其创造性转化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阐明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成果及蕴含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基因。 要

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学理性阐释，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讲清楚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何能够形成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全新方案，讲明

白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是什么，讲透彻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国和世界

意味着什么，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
第二，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坚持“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相结合。 中国在新时代

面临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发展环境。 “两个大局”相互交织构成了新发展阶段前所未有的

时代背景。 这一时代背景既为我国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新的时空条件，也提出了挑战。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走向受到了深刻影

响，新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产生。 懂得在危机中孕育先机，在变局中开启新局，不仅是中

国式现代化转危为安的基本方略，也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向更高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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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密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后，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新征程之际，不仅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继续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还要努力寻找

有效的解决方案，避开和走出可能出现的“现代化的西方化陷阱”“缺失人的现代化的陷

阱”“高福利负担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
第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既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进步趋势，又满足世界人民共同期待的必要之举。 世界历

史演进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表明，全球现代化是一项未竟事业。 在全球治理体系经历

调整重塑的当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荆棘坎坷不可避免。 因此，这项伟业

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参与。 任何发展模式的“输入”或“输出”都将是对现代化的某

种伤害。 唯一的科学路径在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１８］。 显见，中国式现代化应遵循“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如既往为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作更大贡献”的基本原则。 我们探索总结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规

律、经验乃至教训，加强现代性的反思，是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应有命题，“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 ［１９］。 因

此，理清中西方现代化之路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并且加强比较研究尤为重要。
只有在普遍性规律基础上做好特殊性研究，才能立足本土境遇，实现更好发展，进而为

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作出更大贡献。
第四，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重要观点的研究，展现一条全面的、立体的、真实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现代

化”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艰辛求索中被赋予了新内涵、结构功能和精神境界的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意义进行

了总体性的叙述。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和

目标的全面概括，是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制度完善的科学凝炼，
是具有广泛世界意义、蕴含共同价值、兼并普遍特征、联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新形态。 此时，要坚持历史自觉，坚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进行创造，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深度，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广度。 加快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研

究的核心作者群，形成“一个研究机构内多个核心作者”的盛象。 加强不同学科、不同机

构、不同作者之间的学术联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作者和机构对中国式现代化

研究的力度。 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发挥地方高校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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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和学术优势，鼓励东中部大城市科研水平高的研究机构带动西部地区、科研水平低

的研究机构的学术发展。

参考文献：

［１］ 毕学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趋势与展望：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空间可视化分析方

法的计量研究［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１２）：８５－１０１．

［２］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 Ｊ］．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５ （ ２）：

２４２－２５３．

［３］ 何传启．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８（１）：５－１６．

［４］ 何传启．现代化概念的三维定义［Ｊ］．管理评论，２００３（３）：８－１４．

［５］ 吴忠民．现代化意味着什么［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３）：１５－２７．

［６］ 吴忠民．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变：从外在拉动型现代化到自觉内生型现代化［Ｊ］．江海学刊，

２０１８（５）：１２５－１３８．

［７］ 张雷声．从现代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研究，２０２１（５）：１３－２２．

［８］ 李旻，张允熠．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Ｊ］．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１７（５）：

３５－４２．

［９］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０］ 代玉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逻辑：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Ｊ］．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１）：４－１１．

［１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２－

２２（０１）．

［１２］ 孔祥智．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Ｊ］．调研世界，１９９９（１１）：１６－１９．

［１３］ 毛飞，孔祥智．中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态势和未来取向［Ｊ］．改革，２０１２（１０）：９－２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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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５］ 李浩然，马万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演变研究［Ｊ］．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２）：４９－５８．

［１６］ 胡鞍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和意义分析［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１）：

２１－３８．

［１７］ 胡鞍钢．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及内涵：从 ２０２１ 年到 ２０５０ 年［Ｊ］．前线，２０１９（１２）： ４１－４４．

［１８］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７２第 ５ 期 张　 斌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热点、趋势和展望



［１９］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责任编辑：刘佩丹）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 ＸＩＯＮＧ 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ｎｇｂｕ ２３３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ｅ ３ ８６６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ＮＫＩ）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７９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ｉｓ ｄｒａｗ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ｒａ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ｏ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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