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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重要战略，是以供给侧为

改革突破口，从制度、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综合研判世界

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该领

域的相关研究呈现信息量大且分散、跨学科跨领域性强、

实践性和政策性强等特点。为全面，准确地掌握该领域的

研究进展和核心观点，以中国知网2015-2023年北大核心

和CSSCI来源的3499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文献为研究对

象，运用CiteSpace6.3.R1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文量、

高产作者分布、研究机构合作分布以及热点分布进行可视

化分析。文献检索时将“报告”“会议”“要闻”“十三

五”“集锦”“咨询”“2016”“热点”等词汇设为屏蔽

词，对于筛选后的结果人工删除会议、论坛公告、专家访

谈、图书推荐和无明确作者文献等无效数据，最后获得有

效数据3499条。

2  文献统计分析

2.1 年度发文量分析

根据2015-2023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年度发文量

的升降变化。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动态简单划分为

2015-2017年热度上升阶段，2018-2023年热度下滑阶段。

在热度上升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2015年底首次

提出，发文量呈现井喷式密集增长，在两年左右时间发文

量跃升至四位数。究其原因，大致包含：战略高度性、理

论创新需求、前期研究积累。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著，去产能在2017

年底基本完成，研究进入热度下滑阶段，从聚焦于理论探

讨、政策解读和初步实施效果的评估转变为更具体、深入

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迎来了新的时代要求，与需求侧的协同发展彰显

出我国发展政策的一脉相承性，相关研究也呈现出螺旋式

上升的趋势（见图1）。

2.2 高产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分析

2.2.1 高产作者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发文最

多的学者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贾康，经济学博

士，著名经济学家，发文次之的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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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分别是新常态下的制度改革与精准扶贫探索期、新时代金融创新与科技驱动发展期、高质量发展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实

践期。2020年后，研究热点转向协同发展、扩大内需战略、需求侧改革、新发展格局和碳达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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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2023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文献发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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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理事长刘志彪。最后，任保平、陆岷峰、黄海燕、

许经勇等学者作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对该领域做出了

一定贡献。由此可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文作者尤其

是高产作者普遍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职务与头衔较高。

2.2.2 研究机构分布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研究领域的发文机构种类繁多，涵

盖了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专业财

经研究机构等，地理位置普遍集中在我国政治中心北京与历

史名城南京。其中，北京地区的高等教育学府与研究机构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依托紧

密的合作网络提高研究效率，产出高质量成果。

2.3 研究热点分析

2.3.1高频关键词分析

出现频次多且中心度大的研究议题有“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等。通过研读中心议题相

关文献发现：这些议题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占据核心地位，

而且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关键问题紧密相连。文

献中深入探讨了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目标、路径以及实施

效果，揭示了其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推动

经济增长质量变革的重要性。同时，研究还指出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例如：在企业减税方面的

投资促进作用可持续性较弱，"压力式"的财政激励使历次

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效果不佳，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建议和解决方案。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支持，也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

研究思路。

2.3.2 关键词共线图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主要是展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在图

形中，节点代表不同的关键词，而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

这些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共同出现的频率或强度。2015

至2023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词图谱节点分布较为密

集，关键词之间联系紧密，独立聚类数量较少，呈较为明

显的中心-边缘结构，以“供给侧改革”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连接到其它关键词，例如：结构性改革、创

新驱动，产能过剩，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农业，职业教

育，农业供给侧改革等，大致从背景、内涵路径、在细分

产业的发展与运用展开（见图2）。

2.3.3 关键词突现图分析

关键词突现分析是将某段时间内频次变化率高的词从

关键词中查寻出来，作为衡量研究主题前沿问题的主要

评价指标。这种分析可以揭示某个研究领域内不同时间段

内的研究热点和关注点变化。观察关键词突现图的突现词

开始与结束年份，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1）2014年12月10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从九个方面展开论述。（2）2017年10

月18日，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我国发展指出了新的历史方

位。（3）2020年10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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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依据以上三个重要时间节点，考虑相关会议报告均在

年末提出，并且学术发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将2015-

2023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历程划分为新常态下的制

度改革与精准扶贫探索期（2015-2017）、新时代金融创新

与科技驱动发展期（2018-2020）、高质量发展引领下的乡

村振兴实践期（2021-2023）等三个阶段（见图3）。

图2  2015-2023年关键词结构性改革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3  2015-2023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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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关键词时序图分析

关键词时序图用于反映某一研究主题随时间变化的主

要研究内容，反映了某一时间段内的研究趋势。2020年以

前研究热点聚焦在新常态、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内

容。2020年以后，研究热点聚焦在协同发展、扩大内需战

略，需求侧改革、新发展格局、碳达峰等内容。这表明

2020年以后，受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

响，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侧压力逐渐增大，因此研究热点

转向扩大内需战略、需求侧改革和新发展格局，旨在通过

刺激消费需求、优化需求结构、畅通经济循环等方式，推

动经济稳定增长。除此之外，碳达峰等环境议题成为研究

热点表明，中国经济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

越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和社会

各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并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

情的绿色发展道路（见图4）。

3  总结 

以中国知网2015-2023年北大核心和CSSCI来源的

3499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6.3.R1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文量、高产

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

表明：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文量在2017年前迅猛攀

升，之后逐年下滑。该领域的高产发文作者普遍具有深厚

的学术背景和较高的职务头衔。

（2）发文机构种类多样，包括综合性大学经济学院、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专业财经机构等。北京地区的高等教

育学府与研究机构在该领域形成了明显的规模效益。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新常态下的制度改革与精准扶贫探索期、新时代金

融创新与科技驱动发展期、高质量发展引领下的乡村振兴

实践期。2020年后，研究热点转向协同发展、扩大内需战

略、需求侧改革、新发展格局和碳达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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