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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南亚地处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交汇点,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以 CiteSpace
软件为工具,对源于 CSSCI的５６４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发文数

量、研究力量、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等方面,就新时代国内学者对 “一带

一路”倡议向南亚推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研究发现:研究成果颇

丰,但尚未形成显著性的核心作者群与紧密型的机构合作网络;当前南亚

研究中 “一带一路”的研究热点涉及国别区域、经济形势与政治外交三部

分,印度、中巴经济走廊、西藏问题、印太战略、贸易格局是该领域的核

心热点;该领域研究热点爆发与国内外时事息息相关,研究热点演进印证

了 “一带一路”倡议由顶层设计到稳步推进的转向,同时表明在 “一带一

路”建设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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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南亚是新时代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该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先后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马尔代夫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上述五国的贸易额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０４９５亿

美元猛增到２０２１年的６１２５８亿美元,① 与阿富汗和不丹在共建 “一带一

路”上也取得重要进展.正如２０１５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基斯坦议会演

讲中所指出的: “南亚地处 ‘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是推进 ‘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合作伙伴.”② 可见,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

建设,事关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至２０２３年,“一带一路”倡议已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

学科对其向南亚推进做了大量研究,成果丰硕.从研究内容看,相关成果

主要聚焦于对外贸易、互联互通、地缘政治和周边外交.从研究方法看,
多使用质性的方法对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建设中的相关议题进行探讨,
鲜见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量化分析的成果.本文

从宏观层面入手,以文献计量学的CiteSpace软件为工具,对国内南亚研究

领域 “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进行量化分析,剖析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与演

进趋势,以期为学界提供参考.

CiteSpace６１R６③ 是一款引文可视化的分析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

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

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

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④ 考虑到数据的权威性与代

表性,本文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CSSCI)为数据来源.为更加

全面精准地梳理新时代国内南亚研究领域 “一带一路”的研究概况与趋势,
本文以 “一带一路”和 “南亚”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３年

２

①

②

③

④

UNComtradeDatabasehttps://comtradeplusunorg/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
日,第２版.

参数设定:时间切片为 “１年”,连接强度为 “夹角余弦距离” (Cosine),对象筛选为 “gＧ

index＝２５”,图谱修剪为 “寻径算法”(Pathfinder).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科学学

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２４２~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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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５日,检索时限为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共检索到有效文献５６４篇,而后分别

以 “关键词”、“作者”和 “机构”为网络节点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一、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研究概况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研究概况可从 “发文数量”和 “研

究力量”两方面进行评价.“发文数量”包括 “年份分布”和 “期刊分布”

两个维度.“研究力量”包括 “核心作者”和 “高产机构”两个维度.

(一)发文数量

１年份分布

图１为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２２年间,根据CSSCI数据来源绘制的文献刊发时

间分布图.图中显示,新时代国内南亚研究领域有关 “一带一路”研究成

果的产出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快速增长阶段.此阶段发

文量的快速增长与国家 “一带一路”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２０１５年３月,

随着相关部委出台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文件,“一带一路”向南亚推进的

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发文量迅速增长.二是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高位

运行阶段.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国家的落地,尤其在中国分别与

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马尔代夫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后,引发

学界对该领域的更大关注,相关文献的产出大幅度增加.此阶段年发文数

量稳定在１００篇上下,且不乏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三是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

逐步回落阶段.这一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并持续扩散,“一带

一路”倡议向南亚推进的步伐放缓,直接导致相关研究成果产出的回落.

图１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文献时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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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刊分布

基于相关研究在不同核心期刊的发文量及被引情况,可一目了然地对

相关期刊的影响力与权威性做出评估.从发文数量及其期刊分布看,从

CSSCI数据来源共检索相关文献５６４篇,其中,占总量５４７９％的３０９篇文

献相对集中地刊发在２６种核心期刊上 (见图２).刊发总量大于等于２０篇

的期刊包括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主办的 «南亚研究季刊» (５９篇)、中国社

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南亚学会联合主办的 «南亚研究»
(４２篇)、西藏民族大学主办的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３０篇)和云南财经大学主办的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篇).从相关文

献的刊发学科类型看,一是以 «南亚研究季刊»、 «南亚研究»和 «印度洋

经济体研究»为代表的政治学类期刊,二是以 «亚太经济»和 «国际贸易»

为代表的经济学类期刊,三是以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和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为代表的民族学类期刊.①

图２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文献期刊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４

① 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目录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中,«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被划分进 “民族学与文化学”类,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被划分进

“综合性高校学报”类,但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刊发的文章以民族学为主,“藏学研究”

和 “西部论坛”是其常规栏目,因此本研究将其视为民族学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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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被引用频次是评估该文及其刊发载体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重要指

标.对相关文献在核心期刊总被引频次的统计结果 (见表１)显示,«南亚

研究»以９３５的被引频次高居首位,较名列第二位的 «南亚研究季刊»多

出两倍以上.«南亚研究»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创刊最早的刊物之一,

是中国南亚学会的会刊,被引频次高居榜首显示了该刊物所具有的影响力

和权威性.«南亚研究季刊» (被引４６２次)、 «亚太经济» (被引３５４次)、

«太平洋学报» (被引３３９次)位列二至四位,三刊均开设过 “一带一路”

专题栏目,在该领域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此外,«国际问题研究»和

«现代国际关系»的被引频次均超过２００,是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要刊发平台.

表１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核心期刊被引频次

期刊 被引 期刊 被引

南亚研究 ９３５ 世界地理研究 １０４

南亚研究季刊 ４６２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０１

亚太经济 ３５４ 比较教育研究 ９１

太平洋学报 ３３９ 国际论坛 ９１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２１ 国际经济合作 ８６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２０ 和平与发展 ７５

云南社会科学 １７６ 西部论坛 ７５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１５４ 学术探索 ６８

国际展望 １３９ 世界宗教文化 ５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１３５ 当代世界 ４５

国际贸易 １２４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３９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１２３ 统计与决策 ２７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１４ 中国宗教 ５

　 　注: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二)研究力量

１核心作者

普赖斯定律是由文献计量学家德里克普赖斯 (DerekDeSollaPrice)

提出的一种确定某一研究领域内核心作者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M＝０７４９
　

Nmax( ) ,其中 Nmax 表示该领域核心作者发文量的最大值.本研究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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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ax＝８,M≈２１２,即发文量大于等于３篇的作者为本研究的核心作者.①

表２列出了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最多的２３位核心作者,其中戴永红、杨思灵、
陈利君、吴兆礼、林民旺和狄方耀是该领域发文量较多的学者.值得指出的

是,该领域核心作者总计发文量为９６篇,仅占总发文量５６４篇的１７０２％.
依据普赖斯定律,同一主题中应有半数论文产自核心作者.② 可见,国内南

亚研究领域 “一带一路”研究尚未形成显著性与专业化的核心作者群.

表２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单位及发文量

作者 单位 发文量 作者 单位 发文量

戴永红
四川大学 ６ 辛馨 西藏大学 ４

深圳大学 ２ 冯立冰 云南大学 ３

杨思灵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７ 姬广礼 四川大学 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１ 刘星君 西藏民族大学 ３

陈利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７ 刘勇 同济大学 ３

林民旺
复旦大学 ５ 聂姣 云南大学 ３

外交学院 １ 牛治富 西藏民族大学 ３

吴兆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６ 宋周莺 中国科学院 ３

狄方耀 西藏民族大学 ５ 图登克珠 西藏大学 ３

冯传禄
云南财经大学 ３

武汉大学 １
王珏

西安交通大学 ２

陕西师范大学 １

楼春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４ 吴磊 云南大学 ３

卢光盛 云南大学 ４ 徐菲 成都理工大学 ３

唐鹏琪 四川大学 ４ 叶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３

　 　注:篇数相同的情况下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顺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２高产机构

用CiteSpace工具可绘出产出相关研究成果的机构共现图谱 (见图３),
节点字体大小表示发文量多少,颜色深浅表示发文时间先后,连线表示合

作性.图谱显示,机构节点 N有２１１个,连接线E有１０６条,网络密度为

０００４８.目前,已形成以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云南省

６

①

②

本研究对核心作者的统计包含第二作者和第三作者.

DerekdeSollaPrice,LittleScience,BigScienc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１９６３),p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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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西藏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云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和西

藏大学等为代表的高产研究机构.对表２中核心作者的单位进行统计发现,

８２６１％的作者来自上述机构,即核心作者与高产机构有较高的重叠性.然

而,从图谱连线与密度来看,虽然合作网络中存在一些明显的节点,但连

线的强度不甚显著,网络密度还显稀疏.可见,机构间虽有较多的交流与

合作,但尚未形成大范围、紧密型的合作圈子,机构间的合作深度有待进

一步提升.

图３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高产机构共现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二、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研究热点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研究热点可从 “关键词共现分析”

和 “关键词聚类分析”两方面进行评价. “关键词共现分析”涉及 “频次”

和 “中心性”两个维度.“关键词聚类分析”中依据聚类标签和前人研究成

果对该领域研究主题进行归纳.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高度概括与凝练的词汇,通过分析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和中心性大小便可了解相关研究的主题.运用CiteSpace软件,将网络节点

设定为 “关键词”,可生成国内南亚研究领域 “一带一路”研究的关键词共

现图谱 (见图 ４).图谱中共有 ３３６ 个节点,３７１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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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６６.图谱中节点字体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颜色深浅表示

关键词出现的时间先后,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共现关系.

图４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中心性反映了关键词在图谱中的中介特性,中心性越高,对连接不同关

键词所发挥的枢纽作用越强.表３和表４分别统计了频次≥６次和中心度≥０１
的关键词.结合图４可知,相关研究热点可从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进行如

下分析.

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包括 “印度” (７９/０４８)、 “巴基斯

坦”(２５/００９)、“斯里兰卡”(１２/０２８)、“尼泊尔”(１１/００１)在内的南

亚国家.二是以 “西藏”(３０/０１１)和 “云南”(６/００６)为代表的国内省

区.三是以 “美国”(８/００７)、“日本”(７/００４)、“俄罗斯”(５/０２０)为

代表的其他国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经济层面主要

有 “中巴经济走廊”(３３/０２３)、“互联互通”(１０/００５)、“对外直接投资”

(９/００１)、 “债务陷阱” (４/０２５)、 “全球化” (５/０１５)、 “全球价值链”

(５/０１５)、“产业内贸易”(５/０１３)等主题;政治层面主要有 “印太战略”

(１２/００５)、“地缘政治” (１０/００１)、 “周边外交” (７/０３０)、 “南亚大通

道”(６/００６)、“战略对接”(４/０２４)等主题.

需要说明的是,“季风计划” (０３４)、 “比较优势” (０１３)、 “亚东”

(０１１)等关键词虽然不是高频关键词,但由于中心性较高仍属于该领域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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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核心关键词.

表３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词频次排序表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２８７ ０６０ “一带一路” １１ ００１ 尼泊尔

７９ ０４８ 印度 １０ ００５ 互联互通

４３ ０３７ 中印关系 １０ ００１ 地缘政治

３７ ０５０ 南亚 ９ ００１ 对外直接投资

３７ ０２０ 中国 ８ ００７ 美国

３３ ０２３ 中巴经济走廊 ７ ０３０ 周边外交

３０ ０１１ 西藏 ７ ００４ 日本

２５ ００９ 巴基斯坦 ６ ００６ 南亚大通道

１２ ０２８ 斯里兰卡 ６ ００６ 云南

１２ ００５ 印太战略

　 　注:表内关键词按频次降序排列,频次相同的按中心性降序排列,频次和中心性都相同的按

关键词拼音音序排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表４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词中心性排序表

中心性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关键词

０６０ ２８７ “一带一路” ０２１ ６ 产能合作

０５０ ３７ 南亚 ０２０ ３７ 中国

０４８ ７９ 印度 ０２０ ５ 俄罗斯

０３７ ４３ 中印关系 ０１５ ５ 全球化

０３４ １ 季风计划 ０１５ ５ 全球价值链

０３０ ７ 周边外交 ０１３ ５ 产业内贸易

０２８ １２ 斯里兰卡 ０１３ ２ 比较优势

０２５ ４ 债务陷阱 ０１１ ３０ 西藏

０２４ ４ 战略对接 ０１１ １ 亚东

０２３ ３３ 中巴经济走廊

　 　注:表内关键词按中心性降序排列,中心性相同的按频次降序排列,中心性和频次都相同的

按关键词拼音音序排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指根据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关键词分成不同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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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的关键词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① 运用 CiteSpace工具对相关研究的

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得出频次排在前十位的聚类标签 (见表５).图

谱的模块值 Q＝０８６０４,大于０３,平均轮廓值S＝０９８２１,大于０５,表

明图谱的聚类结构显著且合理.

表５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汇总表

聚类编号 聚类名称 聚类轮廓值 文献数量

＃０ “一带一路” １０００ ４８

＃１ 南亚 ０９６３ ３７

＃２ 印度 ０９９８ ２２

＃３ 中巴经济走廊 １０００ ２２

＃４ 西藏 ０９４８ ２２

＃５ 中印关系 ０９９４ ２０

＃６ 美国 ０９４７ １９

＃７ 全球化 ０９９５ １８

＃８ 贸易互补 ０９８６ １６

＃９ 贸易结构 ０９８２ １５

　 　注:聚类编号依据聚类规模的大小进行排序,聚类规模越大表明该聚类所包含的文献数量越

多.文献数量相同的聚类名称排序由系统随机生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对国内学者就排序

前十的主题聚焦点和相关结论做出如下阐释.

第一,印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大国,在

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印方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

要涉及政府与民众两个主体,官方态度影响着民众的认知.② 印度政府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演化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明确、从谨慎观望到拒绝抵

制的过程.印度智库、学界及媒体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总体上相对消

极,除部分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机遇外,大多数学者与

０１

①

②

戴季容、黄毅、吴磊:«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研究的演进———基于１９８１~２０２２年 CNKI期刊

数据的可视化分析»,«民族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第４４~５２页.

王延中、方素梅、吴晓黎、李晨升:«印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调查与分析», «世

界民族»,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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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更强调 “一带一路”给印度国家安全与大国竞争格局带来的消极影响.①

在中国的应对方案上,首先要通过经济合作与人文沟通来增强中印彼此的

战略互信,其次要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与 “季风计划”、 “香料之

路”、“东向行动”等政策的战略对接,最后要建立较为松散的非正式磋商

机制消解印度的安全疑虑.②

第二,中巴经济走廊的意义、风险与对策.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 “一
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一是显著推动了两国走廊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是有利于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从而进一步改善国土开放格局,三是作为

样板工程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了示范效应.③ 目前,中巴经济走廊面

临着恐怖主义滋生、地缘政治博弈、资金相对短缺、异质文化冲突等系列

风险.④ 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顺利进行,一是要通过深化中巴的反恐合

作机制建设化解恐怖主义风险,二是要坚持开放共赢理念以化解地缘政治

风险,三是要坚持市场运作规则以应对投资风险,四是通过文化相融促进

民心相通以化解文化风险.⑤

第三,西藏融入 “一带一路”的历史依据、挑战与对策.西藏是连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南亚次大陆出海口的枢纽地带与重要桥梁,是 “一带一

路”南亚大通道建设的重要节点.从历史上看,西藏与南亚国家地缘相近、
文化相通、人心相连,是 “南方丝绸之路”、 “唐蕃古道”和 “茶马古道”
等通道的关键节点,在中国与南亚的交往交流中起着桥头堡的作用.⑥ 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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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兆礼:«印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演化与未来趋势», «南亚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
期,第２４~３９页;刘勇:«印度对 “一带一路”的认知及应对»,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６２~６９页.

梅冠群:«印度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研究»,«亚太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７８~８６页;

林民旺:«印度对 “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第４２~５７页.

王易之、李昊、梁沛:«“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中巴经济走廊为

例»,«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８３~８８页.

陈利君:«“一带一路”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当代世界»,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５４~５７
页;谢贵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其跨境非传统安全治理», «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
期,第２３~３７页.

吴兆礼:«南亚恐怖主义态势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及其应对», «南亚研究季刊»,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１７页;张耀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风险与对策»,«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４~２２页.

朱金春:«以稳为本:西藏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挑战与路径探索», «西藏民族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６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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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融入 “一带一路”面临诸多挑战,表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对外贸易水平不高、边疆口岸建设滞后、印度对 “一带一路”
倡议持消极态度等.基于此,西藏要从强化基础建设、优化产业布局、完

善边境口岸功能、加强与南亚国家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等方面使西藏更好更

快地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①

第四,美国 “印太战略”对 “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方

案.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力推 “印太战略”以再平衡中国 “一
带一路”倡议,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崛起.一方面,美国通过 “印太战略”
离间中印关系,阻碍印度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美印联手炮

制 “债务陷阱论”和 “新殖民主义论”等来干扰中国在南亚地区的 “一带

一路”建设.② “印太战略”与印度实现 “全球性领导大国”的战略目标相

向而行,中国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应对 “印太战略”对 “一带一

路”建设的影响.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要加强中印基础设施与融资合作,
推动中国与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在政治上要加强中印政治互信,在

多边和双边层面上继续加强务实合作;在文化上要强调中国与南亚诸国的

文化共同性,用东方伦理阐释 “一带一路”倡议.③

第五,“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南亚的贸易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贸易总额呈显著增长态

势.首先,从贸易对象上看,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显著不平衡,呈现出

“印度为主＋巴孟为辅”的特征;其次,从进出口类别上看,中国出口南亚的

商品类别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为主,中国进口南亚的商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

品;最后,从贸易竞争与互补上看,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互补性大于贸易

竞争性,未来贸易合作的潜力较大.④ 未来中国应从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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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郎宗贞、叶竹:«“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边境贸易商品结构与贸易潜力分析»,«西藏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０~１２７页;陈朴、王婷:«西藏融入 “一带一路”研

究领域的文献综述»,«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４７~５２页.

李青燕:«印度融入美国 “印太战略”新动向:驱动因素与局限性», «国际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５期,第１４０~１５４页.

葛成、沈铭辉:«美印视角下的 “印太战略”:政策限度及中国的应对»,«云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４３~５１页;叶海林:«美国 “印太战略”的逻辑缺陷与中国的应对»,«印度洋经

济体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１~１４页.

赵蕾、王国梁、吴樱、韦素琼:«“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世界

地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４４~５３页;李敬、雷俐: «中国和南亚四国货物贸易关系网络分

析———基于进出口、贸易竞争和贸易互补三个维度»,«西部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７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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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积极推动建立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自由贸易区、通过加强软硬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格局.①

三、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热点演进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研究热点演进可从 “关键词突现图”和

“聚类时间线图”两方面进行评价. “关键词突现图”涉及经济、外交、国际、
话语权四大研究领域.“聚类时间线图”包含宏观问题与具体问题两个研究层次.

(一)关键词突现图

突现词指短时间内使用频次突然出现或增加的关键性术语,如时间跨度

越大则爆发周期越长、持续影响力越大.借助突现词探测可进一步探析相关

领域的前沿研究动态.运用CiteSpace进行突现词探测,获取到该领域的１１个

突现词及突现状况.因该领域研究时间跨度较短,关键词的突现强度相对较小,
突现阈值在１６~４０之间 (见表６).突现出的关键词主要涉及经济、外交、国

际和话语权领域,借助其突现时限和强度阈值便可对研究动态做出研判.

表６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表

关键词 首次出现 突现强度 突现开始 突现结束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对策 ２０１６ １８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

中巴经济走廊 ２０１６ １７９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

印度 ２０１４ ２２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

经贸合作 ２０１８ １６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

洞朗对峙 ２０１８ １６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

印太战略 ２０１９ ３９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

尼泊尔 ２０１９ ２９６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

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９ ２０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

地缘政治 ２０１５ １９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

影响因素 ２０１９ １６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

对外直接投资 ２０１８ ２５３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

　 　注:表中红线表示关键词出现明显突现,绿线表示关键词出现较低程度的突现,蓝线表明关
键词未出现突现.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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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章喜、徐丝:«“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华南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１０~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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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中有 “中巴经济走廊” (１７９)、 “经贸合作” (１６８)和

“对外直接投资”(２５３)三个突现词.“中巴经济走廊”的突现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即 “一带一路”倡议在巴基斯坦落地的初期, “中巴经济

走廊”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成为该时期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
“经贸合作”(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与 “对外直接投资”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突

现起止时间具有承继性,表明学界对经济领域的关注经历了从宏观到中观

的转变.
在外交领域中有 “命运共同体” (２０３)和 “尼泊尔” (２９６)两个突

现词.２０１８年３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写入中国宪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并发表 «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

向新高度»一文,强调中尼两国人民 “命运相连”.① 在两次重大外交行为

的影响及叠加作用下,“命运共同体”和 “尼泊尔”在２０１９年成为突现词.
在国际领域中有 “印度”(２２０)、 “洞朗对峙” (１６８)、 “印太战略”

(３９３)和 “地缘政治”(１９９)四个突现词,这与中印 “洞朗对峙”和美

国 “印太战略”密切相关.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８日至８月２８日,中印在中国洞

朗地区进行长达７２天的对峙,严重影响了中印之间的政治互信, “印度”
和 “洞朗对峙”紧跟时事成为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１９年的突现词.２０１８年５月,
美国国防部将 “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 “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并于

２０１９年６月发布 «印太战略报告»,对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推进

产生显著阻力,使 “印太战略”和 “地缘政治”在２０１９年成为突现词.需

要说明的是,“印太战略”在所有突现词中的突现强度最大,表明 “印太战

略”在极短时间内攀升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在话语权领域中先后有 “对策” (１８５)和 “影响因素” (１６２)两个

突现词,表明相关学者在 “一带一路”的初期研究中更强调 “怎么办”,而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更倾向于解释 “为什么”.
(二)聚类时间线图

为探究关键词聚类的时间演化趋势,本文运用CiteSpace工具生成相关

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见图５).图谱中横向表示时间,从左到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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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第

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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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单位增加,代表各个聚类的 “兴起、繁荣以及衰落过程”.① 图谱中纵

向表示研究热度,从上到下依次降低.图５显示,该研究领域共生成十个

核心聚类,其中 “＃０ ‘一带一路’”和 “＃１南亚”两个聚类标签是该领

域的核心关键词,代表着该领域的宏观演变趋势,其他聚类代表着具体问

题的演变趋势.

图５　新时代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iteSpace６１R６检索数据自制.

从宏观上看,南亚研究领域涉及 “一带一路”的研究热点演进经历了

从政治到经济、从政策到行为的转型.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０”和 “＃１”

聚类下的关键词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政策特点,如２０１４年的 “一带一路”、

２０１５年的 “五大发展理念”、２０１６年的 “南亚”、２０１７年的 “地缘政治格

局”.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关键词呈现出较强的经济属性与行为特征,如２０１８
年的 “投资环境”和 “经贸合作”、２０２０年的 “中间品进口”、２０２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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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敦友、赵放、骆玲:«我国民族地区反贫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的可视

化分析»,«民族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９期,第５６~６５页.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制造业合作”和 “出版业”、２０２２年的 “人才培养”.可见, “一带一路”

倡议 “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受全球

欢迎的公共产品”.①

从具体问题上看,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涉及经济与政治两个领

域,体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经济领域中, “＃３中巴经济走廊”、 “＃４
西藏”、“＃７全球化”、“＃８贸易互补”、“＃９贸易结构”五个聚类中的关

键词演变体现出 “一带一路”倡议在稳步推进中不断精细化与具体化,如

“＃３”从２０１６年的 “中巴经济走廊”到２０２０年的 “互补关系”、“＃４”从

２０１５年的 “西藏”到２０１８年的 “对外开放”、 “＃７”从２０１６年的 “全球

化”到２０１８年的 “对外直接投资”、“＃８”从２０１６年的 “全球价值链”到

２０２１年的 “区域经济合作”、“＃９”从２０１５年的 “中印贸易”到２０２２年的

“农产品”.在政治领域中, “＃２印度”、 “＃５中印关系”和 “＃６美国”

三个聚类中的关键词演变表明美印等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蓄意阻挠与

破坏行动层出不穷,如２０１６年的 “侵权风险”、２０１７年的 “中印边界问

题”、２０１８年的 “洞朗对峙”、２０１９年的 “印太战略”、２０２０年的 “信任赤

字”、２０２２年的 “美日印澳”等.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负责任和有担当的大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落地不仅是中国在这一变局下参与南亚地区发展与

治理的重要举措,也事关国家的地缘政治、地缘安全与发展利益.

从经济领域上看,“一路”带动 “一带”, “一带”带动 “一方”, “一
方”带动 “一国”,以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尼泊尔跨

境铁路为代表的互联互通项目建设将有力推动中国与南亚诸国相关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伴随 “一带一路”在南亚建设的深入推进,目前以基础设

施建设与能源合作为核心的第一阶段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以产业合作为

核心的第二阶段正如火如荼展开,② 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将持续围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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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中国一带一路网,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８６６９７htm
张家栋、柯孜凝:«“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现状、挑战与机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９页.



　 新时代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推进的研究现状及演进趋势

业转移、产能过剩、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等展开.

从政治领域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推进受到大国博弈的深刻

影响.相关领域的高被引文献显示,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印度的关系

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文献中有

六篇集中探讨了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印关系,① 学界普遍认为中印关系

是影响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

域外少数西方国家在南亚的动作不断,从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行到美日

印澳 “四边机制”升级到首脑峰会,② 再到千年挑战协议在尼泊尔联邦众议

院正式通过,域外国家将会更深程度地参与南亚博弈,学者们也将更加关

注域内外大国博弈对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影响.

从研究理念上看,“一带一路”倡议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已经上升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和格局.倡议提出之初,中国在相关文件中

反复强调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

互对接.相关 “一带一路”项目在南亚的相继落地,显著拉动了沿线周边

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基本理念.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成为涉足南亚地区 “一带一路”

建设的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目标导向.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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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六篇文章是:林民旺:«印度对 “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被引３１３次;

朱翠萍:«“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 «南亚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２８页,被引６９次;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

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０６~１２８页,被引６３次;胡

仕胜:«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第９~２２页,被引

６０次;叶海林:«莫迪政府对华 “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

的态度»,«当代亚太»,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２４~４７页,被引５７次;陈菲: «“一带一路”与印度

“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国际展望»,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１５~３２页,被引５５次.以上数据

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

杨思灵、任吉蕾:«美日印澳 (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南亚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１期,第４８~７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