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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2013－2017年間五年來中國知網（CNKI）收錄的282篇期刊論文為樣本，

依據文章的研究主題、時間節點分佈、關鍵字、學科分佈、作者等指標，對中國大陸“葡萄牙研

究”的期刊論文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旨在客觀展現五年來內地“葡萄牙研究”的學術圖景，

以推動其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通過SPSS統計分析和CNKI高級檢索，可以發現五年來國內對“葡

萄牙研究”的熱度日益增強，研究主題分佈廣泛但不平衡、不充分，研究成果集中於經濟管理、

建築學、農學、語言學等少數學科，亦存在高學歷高層次學者的有關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高質

量研究成果較少、研究方法單一等不足，今後應更加注重研究選題的均衡性與創新性，加強各學

科之間的協同推進，注重跨學科研究和實證研究，並注意發揮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

的引領作用以及澳門的獨特價值。

[關鍵詞] 葡萄牙　澳門　新時代　研究現狀　文獻計量分析

“葡萄牙研究”在中國大陸並不常見， 1  關注度與存在感往往受特定時間點的影響。例如在

澳門回歸前後，國內關於葡萄牙或澳門的研究陡然增加。當前國內關於葡萄牙的介紹和研究顯然

比前幾年有所增加，這也是受到2019年為澳門回歸20周年及現任聯合國秘書長為葡萄牙人等多種

因素的影響。為更好地分析國內有關葡萄牙的研究，對其做一次文獻計量分析甚有意義。通過對

國內葡萄牙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能夠較為客觀地反映特定時段國內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的狀態

和趨勢，描述其研究成果，探知其研究前沿。鑑於迄今為止國內尚未有對“葡萄牙研究”進行文

獻計量分析，本研究擬對2013－2017年間國內學術界以“葡萄牙”為主題的期刊論文進行文獻計

量分析，以較為客觀地展現該五年來國內學者對葡萄牙研究的學術圖景，進一步推動國內學術界

葡萄牙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
“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

──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

曾祥明

作者簡介︰曾祥明，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83
* 	 本文是2016年度北京市教工委“揚帆資助計劃”（JGWXJCYF201622）和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越崎青年學

者”（800015Z113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 	本文所指國內數據，僅指中國大陸收錄於中國知網（CNKI）的期刊論文數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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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樣本、方法、數據統計與專項分析

本研究僅就以中國知網（CNKI）2013－2017年期間收錄的有關研究“葡萄牙”的期刊論文

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抽取時間為2018年5月29日。抽取路徑如下：運用中國知網（CNKI）高級檢

索系統，設定選取範圍為期刊論文庫，檢索項設定為“篇名”，檢索詞設定為“葡萄牙”，匹配

方式設定為“精確”，檢索時間設定為“2013－2017”。電腦自動檢索的結果顯示，中國知網

（CNKI）期刊論文庫中的以“葡萄牙”為篇名的論文數共有282篇，其中2017年58篇、2016年47

篇、2015年67篇、2014年68篇、2013年42篇。樣本確定後，通過CNKI高級檢索功能及SPSS統計

軟件，對樣本按年度節點、關鍵字、學科分佈、著作者和刊文載體等多項指標進行分析，其數據

統計和專項分析情況分述如下：

（一）年度節點分析 1

對1979年中葡建交以來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進行年度數量分析，可以清晰

地看出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時間熱度及其趨勢。據中國知網（CNKI）1979－2017年關於

“葡萄牙研究”的檢索結果顯示（圖1），20世紀80年代以前，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較

少，為個位數；20世紀80年代初到1998年澳門回歸前，多數年份的研究文章數量也僅為10－30篇

左右；1999年發表的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大增，增加至73篇；此後下降到每年20－30

篇，維持到2006年達到新的峰值96篇，之後每年的文章篇數維持在40－50篇之間，2017年出現了

一個小峰值58篇。可見，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比較顯著地受大事件的影響，例如1999年澳門

回歸、2017年葡萄牙人選任為聯合國秘書長等。可以預計，在2019年澳門回歸20周年前後的時間

節點上，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也將出現一個峰值。

圖1　1979－2017年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年度分析

1 	關於年度節點分析的時間檢索跨度為1979－2017年，其餘的時間檢索跨度為201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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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字分析

關鍵字是表達文獻主題概念的自然詞彙，是科研成果核心內容的概括和提煉。通過對“葡萄

牙研究”的期刊論文中關鍵字的統計分析，可以揭示出2013－2017年國內研究者對“葡萄牙研

究”的認知現狀，並較好地展現出國內“葡萄牙研究”的廣度和熱度，把握今後國內“葡萄牙研

究”的發展趨勢。關鍵字詞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個研究領域的熱點。為更好地呈現該五年

來282篇期刊論文對“葡萄牙研究”的熱點分佈，我們對所有關鍵字進行同詞合併處理，先合併部

分涵義相同、相近或者涵義交叉的關鍵字，再剔除涵義太廣泛或不明確的關鍵字，以消除相同關

鍵字的人為命名差異所帶來的統計誤差，從而提高關鍵字分析的準確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最

後，將出現2次以上的關鍵字從高到低進行了排序，結果如下（表1）︰

表	1　關鍵字詞頻統計表

關鍵字 葡萄牙
葡萄牙

牡蠣

葡萄

牙語

葡萄牙

共產黨

養殖

群體
澳門

歐洲

一體化

葡萄

牙人

閱讀

推廣

遺傳多

樣性
足球 風電

對外

傳播

教學

方法

頻次 34 11 11 3 3 3 2 2 2 2 2 2 2 2

從表1可以看出，關鍵字“葡萄牙”一詞出現的頻次最多，達到34次，但鑑於本項研究本身

就是以國內學術界對“葡萄牙研究”所在期刊論文的計量分析，故此，該關鍵字對本項研究並無

任何實際意義，因此不作考慮。接下出現頻次最多的關鍵字分別為“葡萄牙牡蠣”和“葡萄牙

語”，均為11次，說明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牡蠣和葡萄牙語的關注和研究較多。出現3次的關鍵字有

“葡萄牙共產黨”、“養殖群體”、“澳門”等3個，表明在現有不多的有關葡萄牙的研究中，涉

及“葡萄牙共產黨”、“葡萄牙養殖”、“澳門”的研究受到了相對較多的關注。出現2次的關鍵

字為“歐洲一體化”、“葡萄牙人”、“閱讀推廣”、“遺傳多樣性”、“足球”、“風電”、

“對外傳播”、“教學方法”等。這些關鍵字也反映了葡萄牙在這些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對中

國大陸研究者的研究產生了影響力。例如，在國際上葡萄牙的足球體育還是比較有競爭力的，自

然受到了中國研究者的關注。“閱讀推廣”受到關注也並不奇怪，記得筆者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學

留學期間，坐地鐵的時候，每每看到不少葡萄牙人拿着書本安靜地閱讀，足見葡萄牙的全民閱讀

比較普遍。

（三）學科分佈分析

“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多元寬泛的研究體系，當中包含諸多命題，決定着其是一項多學科參

與的研究課題。統計與分析“葡萄牙研究”期刊論文的學科分佈情況，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葡

萄牙研究”的學科差別，有助於瞭解各個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程度和研究進度，並為分

析論證不同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協同程度和合作狀態提供實證數據支撐。為此，我們將所抽

取的282篇期刊論文的學科情況繪製成圖（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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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13－2017年各學科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統計

從圖2所示的學科分佈情況來看，近五年來關於“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分佈較為不平衡。大致

可以分為4個梯隊。第一梯隊為經濟管理和建築學兩個學科，分別發表了68和48篇期刊論文，合

計佔論文總數的41.13%。第二梯隊文章數為10－20篇，分別是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

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學工程等。第三梯隊文章數為5－9篇，分別是旅遊學、電力工業

工程、輕工業學、地理學、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情報與出版學。第四梯隊文章數為3－

4篇，分別是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等。

從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外，國內各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較少，“葡萄牙研

究”在中國大陸學術界的存在感較低。

（四）作者分佈分析

對科研成果作者相關情況的統計分析，有助於確定特定研究領域的主要著作者；通過關注主

要著作者的研究方向和關切重點，可以進一步瞭解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1  過對

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的作者的所在機構、學歷層次的分析，可以揭示國內以期刊論文

為表現形式的“葡萄牙研究”的成果分佈、整體品質和成熟程度。

（1）作者所在機構分析

通過對“葡萄牙研究”期刊論文作者的所在機構的統計分析，可以瞭解“葡萄牙研究”在中

國大陸各產出單位的受關注程度及分佈情況。以下我們將通過對主要作者所在機構及其類型分佈

等進行分析。從設定參數之後的檢索結果來看，所有作者發表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期刊文章數

為1－5篇，其中多數作者僅發表了1篇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在此之後並無後續研究。

現將發表文章數在2－5篇的作者界定為主要作者，其統計情況如下（表2）：

1 	劉文雲、耿慶軍、李勇︰《我國情報學教育研究論文計量分析》，《現代情報》（長春）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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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作者情況分析表

作者姓名 文章數（篇） 所在機構 所屬學科或研究方向

寧岳 5 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 農學

祁劍飛 5 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 農學

巫旗生 5 湖南農業大學 農學

曾志南 5 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 農學

湯開建 3 暨南大學 歷史學

張文化 3 中共鄭州市委黨校 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

張慶勤 2 貴州農學院 農學

王冠宇 2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學

王昭萍 2 中國海洋大學 農學

潘玢渠 2 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 經濟學

王曉清 2 湖南農業大學 農學

何明星 2 北京外國語大學 圖書出版、新聞傳播

林嫻嵐 2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

王霄 2 福建師範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

閆喜武 2 大連海洋大學 農學

從表2可以看出，主要作者共發表了44篇文章，佔總數的15.6%。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其實

主要作者發表的有關文章數也不多，只是相對大多數作者僅發表1篇文章而言，他們是主要作者。

這類作者共有15名。從這15名作者所在機構的類型看，僅有3名創作者來自研究機構，其他均為大

學教師或研究生，表明大學為主要的創作單位。

（2）作者學歷層次分析

作者的學歷層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一般來說，博士研究生

具有更廣的研究視野、更泛的理論知識、更強的研究能力，因而更能準確地把握研究視角，產出

較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對期刊論文著作者的學歷層次進行統計分析，有助於從整體上描繪出

近五年來國內有關“葡萄牙研究”的研究成果的整體水平。經對282篇論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的統計，這些論文的作者總數為252人。進一步對252名作者的學歷情況進行分析，得出其中學歷

為博士研究生有79人，碩士研究生的有111人，其他學歷類型或未知學歷層次的有63人（圖3），

從中可以得知，當前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作者的整體學歷層次還比較低，可能使研究成果

品質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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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作者學歷情況統計圖

（二）刊文期刊分析

刊文期刊是反映文章品質及其所屬學科的重要表徵。通過對文章發表的雜誌載體進行分析，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知曉當前國內學術界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一般水平。根據檢索情況，刊發有關葡

萄牙研究文章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如下（表3）：

表3　2013－2017年刊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統計情況

期刊名 刊文數（篇） 是否核心期刊

室內設計與裝修 18 否

設計 11 否

世界建築 6 否

房地產導刊 6 否

現代裝飾 8 否

世界汽車 5 否

造紙信息 5 否

中華紙業 4 否

漁業研究 3 否

水利水電快報 3 否

世界教育信息 3 否

外國文學動態研究 3 是

世界橋樑 3 是

當代世界 3 是

從表3可以看出，刊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主要是非核心期刊。儘管雜誌是否評定為核心期

刊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不能說刊載在普通期刊上的文章品質就不行，但還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該五年來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整體水平，對葡萄牙有關情況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為進一步

論證此觀點是否準確，本研究進一步對282篇文章所在期刊的期刊類型進行了統計（圖4），得知

在282篇文章中，僅有40篇刊於核心期刊，這種情況與前文關於作者的學歷層次分析相呼應，即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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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相對充足的高學歷研究者參與到目前的“葡萄牙研究”當中，表明如果我們需要加深對葡萄牙

的認知、擴大中葡交流的話，包括學術界在內的國內各界急需從各方面加強研究力度，提升研究

水平。

圖4　282篇文章所在期刊類型情況

二、研究結論與討論

對2013－2017年中國大陸研究者“葡萄牙研究”所產出的期刊論文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

可一定程度上總結內地“葡萄牙研究”的研究進展。基於此，我們根據當前“葡萄牙研究”的研

究現狀，嘗試就“葡萄牙研究”的研究拓展與深化作出一些思考。

（一）研究現狀述評

2013－2017年期間，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研究”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是研究的受關注度越來越高。首先，成果產出單位數量增多。有數百家學術機構的學者或

研究生以此作為其論文的選題，並開展了研究，發表了不同篇數的期刊論文，產出了282篇論文。

其次，該五年比歷史上的任何階段的五年都發表了更多的葡萄牙研究論文。例如，從1998年澳門

回歸前一年以來的數據檢索來看，1998－2002年為188篇，2003－2007年為238篇，2008－2012年
為234篇，2013－2017年為282篇，該五年為歷來數量之最。再次，參與研究的學術機構頗多。據

統計共有40所高校、黨校和研究所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參與了研究，產出了共282篇的期刊論文。這

些機構分佈全國各地，從東部、中部到西部，都有機構的研究人員參與。

二是研究的主題分佈比較廣泛。該五年“葡萄牙研究”中所呈現的研究主題除了“葡萄牙

建築”、“葡萄牙經濟”、“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歐洲一體化”、“葡萄牙語”等幾大相

對熱點主題外，“葡萄牙體育”、“葡萄牙共產黨”、“葡萄牙政黨制度”、“葡萄牙旅遊”、

“葡萄牙牡蠣”、“葡萄牙電力”、“葡萄牙教育”、“葡萄牙美術”、“葡萄牙公路與水路運

輸”等主題也有一些研究論文產出。這表明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研究”所涉及的主題

範圍還是比較廣泛的，涵蓋了“葡萄牙研究”的諸多命題和領域。

三是期刊論文中不乏品質相對較高者。一方面，統計分析中的282篇期刊論文的著作者的學歷

層次，就文中能明確確定作者學歷身份的190篇論文而言，博士有79人，碩士有111人，分別佔比

為41.58%和58.42%。一般而言，研究生學歷者因其學習時間、專業訓練等保障，其創作的論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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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相對較高；另一方面，在282篇論文中，有58篇論文被引用過，其中最高的單篇被引8次，最少

的單篇被引1次，說明這些文章被人看過，並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借鑑啟發作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了這些論文中存在較高質量的文章。

該五年研究者們關於“葡萄牙”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主

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研究選題和學科分佈均呈現出較高的集中度和不平衡性。關於葡萄牙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葡萄牙建築”、“葡萄牙經濟”、“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歐洲一體化”、“葡萄牙

語”等幾大相對熱門的主題，圍繞這些主題所做的論文均超過10篇。前文關於“葡萄牙研究”的

學科分佈的結果也論證了這點。而其他研究主題就顯得比較分散和小眾。就研究主題分佈比較而

言，學科分佈的集中度和不平衡性更加突出。當前中國大陸的“葡萄牙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管

理和建築學兩個學科，各自發表了68篇和48篇期刊論文，合計佔論文總數的41.13%。排在第三至

第八位的依次是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學工程等。除

此之外，其他諸如旅遊學、電力工業工程、輕工業學、地理學、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

情報與出版學、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等

學科都在9篇以下。從此可以看出，除了少數幾個學科外，國內各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較

少，“葡萄牙研究”在國內學術界的存在感較低。

其二，整體成果品質有待提升。該五年來，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雖然具

有一定的研究品質，但從進一步分析可知，就期刊論文的產出單位而言，目前尚無清華大學、北

京大學等較具標桿性的高校或學術研究機構參與到“葡萄牙研究”當中，缺乏標杆性研究。就一

些期刊論文的內容而言，還處於闡述和資料整理階段，真正從理論高度論證的論文不多，除了農

學學科的幾篇論文進行較多的量化研究外，其他文章中的實驗數據或實證研究也較少。就282篇期

刊論文的引用情況而言，僅有176次引用，平均每篇僅有0.62次的引用，表明這些期刊論文在學術

界儘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影響力還是十分有限。

其三，經驗研究與定量研究偏少。根據對282篇期刊論文的查閱分析發現，僅有教育學、建築

學、經濟學等幾個學科的少量文章使用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佔論文總數的比重

不到10%。再進一步而言，定性研究中大多數論文採用的是文獻研究法和歷史分析法，而其他諸

如案例研究、數據分析等方法的使用則比較欠缺。

（二）未來研究方向

綜上所述，以中國大陸期刊論文呈現的研究現狀而言，當下研究者們關於葡萄牙的研究尚

處於前期階段，還需要進一步拓展研究空間，提升研究力度，更新研究方法。下面，筆者嘗試就

“葡萄牙研究”的拓展與深化問題，提出幾點思考：

一是要注重選題的均衡性和創新性。“葡萄牙研究”在當前的國內學術界長期以來不受重

視，僅有的一些研究也只是集中在經濟管理、建築學、語言學等少量幾個學科和少量選題上，而

其他有關選題相對較少，這對於全面深入研究和認知葡萄牙不具有較好的促進作用。同時，選題

集中也容易造成重複性研究，造成缺乏研究的創新性和研究資源的浪費。

二是要加強各學科的協同推進，加大跨學科研究力度。“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內涵豐富、

命題寬廣的理論體系，需要各個學科協同推進和合作研究。要在繼續加強經濟管理、建築學、語

言學、政治學、農學等學科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發揮其學科優勢的同時，加強教育學、法學、社

會學、民族學、工程力學、考古學、美學等相關學科的專題研究，不斷拓展研究視域和領域。此

外，由於“葡萄牙研究”涉及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以及國際社會治理體系的諸多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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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面十分廣泛，包羅萬象，因此，除了在單門學科內部的精耕細作之外，還要超越分門別類的

研究思路，開展跨學科、多維度的複合研究，推動“葡萄牙研究”邁入新時代。

三是要充分發揮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的引領作用。深化“葡萄牙研究”必須

高度重視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的功能和作用。高學歷高層次學者由於其學術經驗更

加豐富、研究視野更加開闊、問題意識更加精準，在“葡萄牙研究”中具有引領和核心作用。高

端學術機構是高質量科研成果的主要產出地，它們以及其中的研究者們的研究傾向在很大程度上

起着“葡萄牙研究”的指示燈和方向盤作用。近期，國內一些高端學術機構陸續集中力量成立了

“中葡語言文化中心”，這將有助於“葡萄牙研究”的凝心聚力和動態引領。

四是要拓展研究方法，注重理論與實證層面等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葡萄牙研究”是一個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大體系，是一個理論指導實際、推動社會發展的實踐問題。從這個意義上

來說，“葡萄牙研究”需要從理論構建研討和實踐操作設計兩個層面來推動。當下的“葡萄牙研

究”主要集中在文獻研究、歷史與邏輯研究等理論層面，實踐與實證研究層面的研究成果還十分

欠缺。“葡萄牙研究”的研究者們應該進一步增強方法意識，重視運用實證研究方法，注重理論

與實踐等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組合，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體系中實現研究的有效突破，進

而為“葡萄牙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和實用性建議。

五是要增加課題立項數量，提升研究成果應用率。“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理

論與實踐課題，光靠研究者的興趣愛好難以持續發力，需要一定的研究經費和研究便利的支持。

但是當前有關這類選題的研究支持比較少。因此，除了增加國家社科和教育部社科立項外，各省

市和高校等有關學術機構也要自行設立一些有關資助課題。對於這種小眾研究選題，來自政府等

有關部門的資助支持十分重要。同時，也可通過課題的形式加強對這類研究的資助和引導力度，

促進有關研究的繁榮發展及其成果的運用轉化。

六是加強澳門在葡萄牙研究中的獨特作用。一方面，澳門相對內地來講，其對葡萄牙的認知

具有語言和文化上的優勢，在鏈接中葡學術交流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價值。內地研究人員要善於、

常於與澳門的有關研究人員加強學術合作。另一方面，我國正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通

過澳門，發揮葡萄牙的橋頭堡作用，有利於我國在葡語世界開展有關合作活動。因此，要發揮澳

門的平台作用，甚至是助推澳門發揮某些領域的主導作用。

結語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只是針對2013－2017年期間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成果之一

的期刊論文進行的文獻計量分析，有關的學術著作、碩博學位論文、報紙文章和研究報告等並

未列入數據分析源。就資料庫而言，雖然採用的是收錄文獻最廣且使用頻次較高的中文文獻資

料庫“中國知網（CNKI）”，並且在數據篩選的過程中，力求做到完全與真實，但中國知網

（CNKI）的資料庫本身可能由於諸如論文保密、文獻收錄時間差等原因未能全部收錄該五年來的

有關期刊文章。除此之外，本研究僅以內地中文資料庫作為數據源，對於台港澳及國外中文資料

庫、以英文等其他語種創作的有關文章皆並未考察在內。綜上所述，本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這些不足，筆者將在後續的持續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加以補充和拓展。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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