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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 CSSCI 数据库中 1998-2019 年收录的“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主题文献为研究对

象，运用 CiteSpace V 可视化分析该领域高产作者及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时间

脉络知识图谱，以揭示中国该阶段理论研究热点、趋势和最新进展。研究发现：覃成林、汪

德根和姜博等人的热点文献揭示了该领域主要研究热点为高铁对经济影响效应、区域可达

性、城市群都市圈以及旅游空间结构等影响效应；国内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理论研究总体

经历了停滞、缓慢发展和快速增长 3 个阶段；而高铁对企业管理创新、产业效率提升、区域

与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中介效应”的探讨则有望成为未来理论研究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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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CSSCI in 1998-2019，the knowledge map of co-

citation, co-occurrence and temporal context of high-yielding authors and literatures on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were visualized with CiteSpace V, so as to reveal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hotspots, trends and latest progres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hot 

literatures of Qin Chenglin, Wang Degen and Jiang Bo et al. reveal that the co-citation clustering of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major topics: economic accessibility, regional impact effects, 

regional accessibility,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2) China'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first one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almost in a stagnant state, the second phase begins to develop 

slowly, while at this stage shows rapidly development; 3) The discussion of “mediating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dustri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tren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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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pping 

 

一、引言 

1964年10月日本第一条运营时速达200公里的新干线高铁开通运营，标志着世界上第一

条高铁正式诞生，从而加速推动了欧洲乃至全球高铁系统的建设进程，如1981年法国的TGV、

1988年意大利的Direttissima、1991年德国的ICE、1992年西班牙的AVE、2000年北美第一辆

高速列车Acela Express以及2004年韩国的KTX。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较早对高铁开通的影

响效应展开了研究[1,2]，反观国内相关研究则相对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胡天军和申金升[3]

才较早论述了京沪高铁开通可能会对沿线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不过还仅处于理论探讨层面。

然而，随着2003年中国第一条高铁线路——秦沈客运专线和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的相继开通

运营，中国正式迎来了“高铁时代”。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就高铁开通是否对区域发展产生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等展开了积极的理论探讨。 

经过近20年相关理论研究的积淀和发展，其总体探讨了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3,4]、区域

可达性[5,6]、产业结构与集聚[7,8]以及旅游空间格局[9]等方面的影响效应。虽然王谢勇等[10]以

“CNKI”为文献来源，对2008-2015年中国高铁对国家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交通空间以

及相关产业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李廷智等[11]以高铁对区域空间发展可达性、区位

优势、要素流动和区域差异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展。

但以上研究均存在对该领域相关视角及热点研究进展总体把握的明显不足，而基于文献计量

法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则可更直观地满足对整体研究动态剖析的要求，且当前学术界还未

在该领域得到应用。为此，拟通过选取CSSCI收录的“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相关文献，运用

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 V，从作者与发文共被引、关键词聚类和时间脉络等方面

绘制相关知识图谱，以直观反映相关研究热点和进展，并就研究结果总结揭示出该领域未来

发展新趋势。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与工具 

1.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即利用统计学方法对相关文献特征进行简单统计分析，根据统计数据描述

和解释文献数据特征及变化规律，以此达到整体把握该领域研究现状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文献

统计分析方法。因此，在分析“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时，可借助其实现对

其相关主题研究的文献量、涉及学科、主要作者、机构及期刊等信息的统计分析，以初步了

解相关研究基本情况。 

2.可视化分析 

由美国 Drexel 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 V 作为一款基于 Java 平台的通过可视化手

段呈现科学知识结构、规律及分布情况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软件，其在文献可视化分析方

面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12,13]。从而在对“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影响”相关主题的研究过

程中，可借助该软件实现时间脉络、共被引网络图谱等的绘制，以可视化该领域的研究动态

和未来发展趋势。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择 CSSCI 为目标数据库，设定检索年限为 1998-2019 年，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8

日，分别以“高铁”和“高速铁路”为检索关键词，分别检索到 249 和 139 篇文献，筛除与“高

铁对区域发展影响”主题不相关以及由于文章主副标题中“高铁”与“高速铁路”不一致描述导

致两次检索重复的文献，最终获取有效文献 266 篇。 

 



三、数据知识基础分析 

（一）基于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的研究内涵分析 

科学论文发表量多少是评价科研人员创造性劳动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而言优秀学者的

发文量也相应较为可观。利用 CiteSpace V 对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相关研究作者进行共被引

分析（见图 1），可以看出蒋海兵、汪德根、王姣娥、吴康、王缉宪、王昊、金凤君、罗鹏飞、

覃成林、董艳梅、王雨飞和张学良等学者为当前该研究领域相对最大的被引作者。其中，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两位著名地理学家王姣娥和金凤君，长期从事铁路交通运

输经济的相关研究，就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理论研究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盐城

师范学院的蒋海兵长期从事着高铁对区域可达性和空间布局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国高铁建设

与全国旅游景点可达性等方面提供着借鉴和指导；苏州大学的汪德根在高铁对旅游、铁路交

通运输经济等方面同样进行着长期的理论研究，在国内高铁对旅游经济及时空分布影响方面

取得了丰硕成果；香港大学的王缉宪就高铁交通运输经济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做出

了大量贡献；南京大学的罗鹏飞长期关注着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对区域可达性影

响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相关领域学者的广泛引用；同时，吴康、王昊、覃成林、董艳梅、王雨

飞和张学良等学者也较好的推动了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理论研究进展。 

其中，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覃成林和苏州大学旅游系的汪德根发文量最大，达到了 8 篇，

相应被引频次最高文献分别为《国外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动态》和《京沪高铁对主要站

点旅游流时空分布影响》，前者较早提炼了国外学者就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14]，

后者则主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沿线旅游空间格局改变的影响[15]；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的姜博和初楠臣紧随其后，发文 7 篇，其合作最高被引频次论文《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

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利用可达性模型和 GIS 技术测

度了哈大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可达性和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16]；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

科学学院的张文新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王丽均发文 6 篇，其最高被引频

次论文《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和《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述评》分

别运用 GIS 技术论证了京津城际高铁开通对原有城际交通分布结构、居民城际出行强度和

需求等方面的影响[17]和论述了高铁在高铁站区、沿线城市和区域等 3 个层次上，圈层用地

布局与站区重建、城镇化与铁路轴线集聚以及通达性与区域一体化联动效应等方面的影响效

应[18]。此外，学者侯雪发文 5 篇，学者赵映慧、林晓言和吕国玮等发文 4 篇，其高被引文献

分别从高铁对居民出行行为选择[17]、区域可达性和空间格局演变[16]、区域经济发展影响[19,20]

等角度充实了该领域国内现有理论研究。 

 



图 1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作者共被引图谱 

 

表 1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高频作者及高被引文献(发文量≥4)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被引频次最高文献 

1 覃成林 8  《国外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动态》（50） 

2 汪德根 8  《京沪高铁对主要站点旅游流时空分布影响》（145） 

3 姜博 7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72） 

4 初楠臣 7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72） 

5 张文新 6  《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84） 

6 王丽 6  《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述评》（45） 

7 侯雪 5  《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84） 

8 赵映慧 4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72） 

9 林晓言 4  《高铁对中国经济影响评价的实证研究》（32） 

10 吕国玮 4  《高铁综合交通枢纽对周边区域影响研究——以北京南站为例》（39） 

 

（二）基于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的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 CiteSpace V 就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的相关来源期刊进行共被引分析（见图 2），

可以看出高被引期刊主要为地理科学、铁路交通、区域经济、城市规划、旅游学刊以及其他

综合性社科性核心期刊，如《地理学报》、《经济地理》、《铁道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国际城市规划》、《旅游学刊》以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等。同时，一些刊登于《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Tourism Management》、《Transport Reviews》和《Technovation》

等国际知名期刊的文献也多次被引到我国学术界该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在

该领域研究中所具有的国际思维和意识。可见，国内“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得到

了经济、管理、地理和城市规划等类型核心期刊的广泛关注，也从侧面证实了当前我国普遍

重视对该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探讨。 

进一步分析得出相关文献主要涉及经济学、人文经济地理、环境科学、政治学和管理学

等 5 个主要学科（见图 3），其中经济学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其他学科，为 76%，说明“高速铁

路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所涉及的主要为社会科学领域，偏重于社会经济分析，而这与高速

铁路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统计从事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影响主要研究机构基本情况发现（见表 2），共

有 22 个相关机构的发文量达到了 3 篇及以上，其中北京交通大学发文量最多，达到了 11

篇；苏州大学紧跟其后，为 10 篇；暨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分别以 9 篇和 8 篇暂居其后；

发文量在 6 篇以上的机构还有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还有部分机构发文量处于 3-5 篇之间。在排名

前 22 位的机构中，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高铁交通较为密集城市，特别是北京和南

京的机构数均较多，说明高速铁路修建情况与机构的关注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其在高速

铁路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学术氛围。 



 

 

图 2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的期刊共被引图谱 

 

图 3  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涉及学科分布情况 

 

表 2  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发文量 3 篇及以上主要机构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地 文献量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地 文献量 

1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1  12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 

2 苏州大学 苏州 10  13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 
南京 4 

3 暨南大学 广州 9  14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3 

4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8  15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南京 3 

5 北京大学 北京 7  16 浙江工业大学 杭州 3 

6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7  17 安徽工业大学 马鞍山 3 

7 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 6  18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3 

8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北京 6  19 

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

划研究中心 
南京 3 

9 安徽师范大学 芜湖 6  20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南京 3 

10 南京大学 南京 6  2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3 

11 东南大学 南京 5  22 天津大学 天津 3 

 

（三）基于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的研究热点分析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文献共被引分析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高铁对区域发展影



响的研究围绕关键节点形成了多个文献聚类，据此可总结出当前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聚类 0 主要是高铁对经济可达性的影响研究。关于这一方向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包括

冯长春等[21]通过高铁对中国省际可达性的影响研究，得出高铁运营带来了省际联系时间缩

短、可达性最优区域大幅增加等效应；黄洁等[22]以铁路服务价格、城镇居民消费铁路服务能

力两方面为突破口，分析了高铁网络对中国省会城市经济可达性的影响，得出高铁网络不同

程度地提升了省会城市铁路服务价格,降低了铁路服务价格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性，同时还

改变了铁路服务价格的分布格局。 

聚类 1 和 4 主要为高铁带来的区域差及影响效应分析。在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高铁

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有学者对高铁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影响的研究

内容、方法以及视角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研究综述，初步划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阶段，并就

当前的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23]。 

聚类 2 和 6 主要是高铁对区域交通发展与时空压缩效应研究。随着中国高铁的快速发

展，引起交通格局相应改变的同时，由于极大地缩短了铁路沿线地区间的到达时间，进而对

区域间产生了时空压缩效应。孟德友和陆玉麒[24]对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及长三角、珠三角

和环渤海地区城高铁开通前后的省际可达性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高铁使中国东中西地带

内、地带间的总体可达性都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但圈层状的空间格局比较突出，具有明显

的两极分化趋势，即高铁建设对各地区空间经济效应存在着较大差异；吴康等[25]通过分析京

津城际高铁开通后城际之间的空间流动情况发现，城际高铁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两地之间的

时空距离，但其对居住和工作空间地点的迁移改变程度十分有限；蒋海兵等[26]研究发现，高

铁开通的确带来了时空压缩效应并加强了两地之间的联系，而效应同样离不开城市内部交通

网络的优化。 

聚类 3 和聚类 7 主要是高铁对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影响。随着中国“四纵四横”和“八纵八

横”高铁建设规划的相继确立，近年来，学术界就高铁开通带动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

都市圈的理论研究给予了重大关注。其中，汪德根和章鋆[27]通过对长三角地区 5 大都市圈

研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后，都市圈内部及都市圈之间重要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拉近，可实

现跨城市的当日流动，进而形成“同城效应”；宋文杰等[28]同样认为高铁具有促进相邻大城市

间“同城化效应”的作用，但当前还仅仅处于同城化的初始阶段同时高铁还将使巨型城市周围

的中小城市因高铁经济的“扩散效应”带来有益影响。 

聚类 5 主要是高铁对旅游空间结构转型的研究分析。高铁的发展，在给人们出行提供极

大便利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发展，因此，部分学者同样关注到了高铁对旅游空间

结构转型的影响效应。如蒋海兵等[26]针对高铁开通后全国旅游景点可达性的研究发现，高铁

沿线城市可达景点数量具有显著增加的趋势，“日”字形高铁沿线城市与景点或将成为中国重

要旅游经济带，将成为高铁网络效应的主要受益者；汪德根[29]利用 GIS 空间技术分析方法

测度了武广高铁对武汉、长株潭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可达性影响后，得出三大都市

圈核心城市"一日游"所辐射范围的城市数量出现猛增，依据"核心—边缘"理论和"板块旅游"

空间结构原理，构建不同等级旅游板块建构武广高铁旅游带，最终将实现高铁区域旅游一体

化的发展目标；穆成林等[30]对长三角地区 16 个城市在高铁网络下的旅游经济发展状况进行

研究，分析发现其呈现出以上海为主核心，以南京、杭州为副核心和南北两翼各自抱团的空

间分布特征，整体上构成“一主两副双翼”发展格局。 



 

图 4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文献共被引图谱 

 

（三）基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 CiteSpace V 对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相关文献关键词进行共被引分析（见图 5），

若图谱中关键词越大则代表其出现频次越高，以及与其他关键词关系越密切。可见，除去“高

铁”这一处于图谱中心的最大关键词外，“可达性”、“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等均是图谱中的

次大节点，这体现出了中国高铁网络逐步完善的同时，学术界就高铁开通在加强区域间联系

紧密、内部作用传导机制以及可能影响的众多要素等领域所给予的重点关注。此外，随着中

国高铁的不断修建，“高铁时代”、“高铁效应”和“高铁产业”等关键词也开始逐渐被学者广泛

使用，而“空间格局”、“区域发展”、“经济潜力”及“企业创新”等作为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

重大体现，也同样受到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关注；同时，在关于高铁对具体区域的影响研

究方面，“京沪高铁”、“武广高铁”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关键词出现频次也较多，反映了当

前学术界在对该领域进行实证研究时所集中选取的数据来源及偏好性。而从方法论上看，当

前学术界则普遍采用了“双重差分法”以衡量该领域相关公共项目的实施效果。 

 

图 5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关键词共现图谱 

 

（四）基于关键词时间脉络知识图谱分析的研究演进及发展趋势分析 

关键词能较集中地反映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内容，通过对关键词的变化分析可较好把握

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过程和规律。通过借助CiteSpace V关键词共现分析中的“Timezone”

选项对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时间脉络共现分析，并对各标签进行适当调整，最终得到高铁对

区域发展影响研究的关键词时间脉络图（见图 6）。 



从时间上可将 1998-2019 年中国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998-2007 年为第一阶段，2008-2012 年为第二阶段，2013-2019 年为第三阶段。首先，1998-

2007 年为起步阶段。该阶段仅有“高铁”、“高铁时代”和“技术追赶”等相对单一的关键词，这

与该时期中国高铁项目还仅仅处于理论探讨和初步实施阶段，国内关注该领域的学者相对较

少的现实情况基本一致。其次，2008-2012 年为缓慢发展阶段。随着 2008 年京津城际铁路、

2009 年武广高铁和 2011 年京沪高铁等相继开通运营，中国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此后关于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才逐步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并在高铁影响区域发展、

空间格局、可达性和旅游业等方面所具有的“高铁效应”，以及这一经济效应背后的影响因素

及作用机制等方面展开了相对热烈探讨。最后，2013-2019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随着中国高

铁项目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也随之持续快速发展。其中，除高

铁影响区域经济效应、区域可达性、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旅游流等传统研究视角和普遍采用

“双重差分法”测度其影响效应之外，高铁对企业管理创新、产业效率提升和区域与城乡均衡

发展等方面所起到的“中介效应”也开始成为当前该领域的几大研究新热点，与此同时也将实

证样本由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等扩展到了以雅万高铁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更加丰富的

研究区域，并在该领域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等新型研究方法。可见，总体来看，当前中国

学术界就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在方法论和实证样本选取上均逐步将更多研究视

角和区域纳入到理论探讨之中，并进一步呈现出更加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新趋势。 

 

图 6  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关键词时间脉络图谱 

 

四、结论 

研究热点反映出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在特定时期的研究偏好，本文通过绘制 1998-2019

年间相关作者、文献及关键词共被引知识图谱，系统分析了该领域相关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 

第一，覃成林、汪德根、姜博和初楠臣等为主要长期从事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相关研究

的作者。其中，蒋海兵、汪德根、王姣娥和吴康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共被引次数相对较多，

影响也相对较大，其研究视角主要涉及经济可达性、区域交通发展、时空压缩效应、城市都

市圈和旅游服务业发展等。 

第二，中国关于高铁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总体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2007 年前，中

国就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展还十分缓慢，但随着中国高铁建设的逐步发展，2008 年之后，

中国就相关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缓慢发展趋势，尤其是在 2013 年后中国关于高铁对区域发展

影响的研究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第三，相关领域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高铁对经济影响效应、区域可达性、交通发展、城市

群都市圈以及旅游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效应探讨，但近两年则主要集中于高铁在对企业创

新、产业效率提升、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所发挥出的“中介效应”，并有望成为今后理



论研究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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