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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党组织建设研究综述 
——基于文献计量与扎根分析视角 

彭寒婷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850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建的论述，说明了民族地区党建在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的重要性。基于此，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数据来源，以 2000—2022 年的 346 篇民族地区党建领域的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呈现该领域
的发展轨迹、核心力量及知识基础，梳理民族地区党建特色，最后，借助扎根分析的编码技术，归纳其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目前
该领域侧重于对培育少数民族党员、如何将党建与民族地区的现实状况结合以及发展高校党组织对于民族地区党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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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族地区党建研究是关于党建研究领域的热点。目前该领域研

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指导思想方面，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治党思想进行相关研究；二是关于民族地区各类党组织建设方式，
以高校党建与基层党建为基本内容。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民族
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
群众合法权益”。这对建设民族地区意义重大，随着党中央对民族
地区重视程度增加，学界对其的重视程度也得到提升，成为该领域
的热点话题。尤其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关于民族地区党建的研究中
积聚了丰富成果，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研究范围得到扩大，研
究领域展现了相融合态势。因此，全面准确的掌握该领域的研究格
局和整体趋势，可为深入该领域研究提供一个坐标参照。 

鉴于此，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民族地区党建的研究进行
归结，并利用扎根理论对其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在厘清既有研究现
状及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以期形成一个理论框架模型，为更好发挥
党组织在完善民族地区治理、加强民族团结的作用中提供理论指
导。 

二、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对关于民族地区党建领域的文献进行研究。因此，选

取了 Cite Space（5.8）对“民族地区党建”文献分析，以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为本文数据来源，检索时，将文献“类别”设为“全
部期刊”，将“主题”设为“党建”并含“民族地区”展开检索，
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7 日，涵盖了 2000-2022 年间关于“民族
地区党建”研究成果，总共检索出 375 篇文献，手动剔除有关会议
通知、工作简介以及无明确作者等 19 篇文献后，最终得到 346 篇
文献。 

（二）分析方法 
本文分析分为两部分，一是采用文献计量方法挖掘与整理该领

域既有文献的结构、特征及规律 1。在具体分析中，采用了 Cite Space
分析软件，该软件能对其所含潜在知识进行多元、多时、动态化的
分析，并随着软件的发展，可用功能得到增加，不仅能挖掘引文空
间，而且还有对其他知识单元（作者、机构等）之间的共现进行分
析的功能 2。 

二是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主要运用三级编码，即开放编
码、主轴编码以及选择编码 3，对现有文献的核心关键词进行编码，
归整出各类核心关键词间内在联系，并构建“民族地区党建”理论
框架模型。 

三、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发展轨迹、核心力量与知识基础 
任何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与具有代表的核心力量以及

支撑该领域深入研究的知识基础 4。了解构成其发展路线、主题力
量以及基础性知识的代表文献，是初步学习某领域知识的基础。 

（一）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发展轨迹 
要了解某领域的发展历程，常运用的方法是将每一年的发文量

通过图画形式展现；从图中（见图 1）可以看出，该领域发展轨迹
可分为三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90-2000 年）。在该领域的发展轨迹
图中可清晰的看到，早在 1990 年，学界已经着手研究民族地区的

党建工作；到 2000 年，该领域的文献量的分布曲线都处于一个平
缓的状态，证明在该阶段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度较低。 

第二阶段：缓慢发展阶段（2000-2011 年）。该阶段的分布曲
线呈缓慢增长态势。证明该阶段这一主题逐步得到重视，且共发文
89 篇，年均量 8 篇，占 25.72%。 

第三阶段：波动阶段（2011-2021 年）。这一阶段分布曲线的
波动度较大；共 287 篇，年均量 32 篇，占 82.95%；虽然该阶段分
布曲线的波动幅度甚大，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本文主要分析
2000 年后的文献。 

 
图 1 发展轨迹图 

（二）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核心力量 
1.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核心作者群 
作者群图谱的形成主要依据核心作者群的分布特征。核心作者

群是指在某领域中发文量较多，且影响力较大的作者的集合体；依
据普赖斯定律，进入某一领域核心作者群的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 

N1=0.747* xNma  

其中，N1 为某一领域的核心作者最少发文量， xNma 为该领
域统计年段内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 5。 

从最终进入 Cite Space 软件分析的 346 篇文献统计数据的前 5
名来看（表 1），目前，该领域中发文最多的是钟国云，共 5 篇。
通过计算，得出核心作者至少发表 2 篇，才能进入该领域的核心作
者群。通过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将节点类型设为“Author”,期限
设为“2000-2022 年”，时间切片为“1”，标准值设为“Top50”,
其他为默认值，得到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共 29 位，即钟国云（5 篇）、
哈斯（3 篇）、杨艳（2 篇）、兰良平（2 篇）、敏生兰（2 篇）、
全成程（2 篇）、袁飞（2 篇）、张龙（2 篇）、何文鹏（2 篇）、
徐昕（2 篇)（本文列举了共 10 位）。另外，在作者群图谱中，其
网络密度，即 Density 为 0.0021，则该领域的学者间未形成良好的合
作圈，因此该领域学者们应加强合作。 

2.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核心机构群 
运用 Cite Space 软件的“Institution”信息挖掘处理功能,分析 346

篇文献的发文机构，以其发文机构的整体状况。通过运行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得出该领域发文机构的发文量在 3 篇以上的共计
12 个，即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4 篇）、中共云南省委党
校党建教研部（4 篇）、右江民族医学院（4 篇）、广西民族大学
（3 篇）、大连民族大学（3 篇）、中共青海省委党校（3 篇）、北
方民族大学（3 篇）、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思政部（3 篇）、百色学
院政治与法律系（3 篇）、中央民族大学（3 篇）、西南财经大学
与马克思主义学院（3 篇）、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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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分析机构图谱，发现其密度为 0.0013，表明发文机
构间的合作度较低，且机构的网络密度比核心作者群的网络密度
低，说明目前该领域的作者间的合作，主要为单位内部合作。 

（三）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知识基础 
组成某一领域的知识基础的要素，通常是该领域内具有较高被

引数的文献。为更好反映民族地区党建领域的知识基础构成，本文
整理了该领域近 5 年高被引文献，共 5 篇：1.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党
员发展问题研究（惠文军、张霁薇，2019，被引数 13）；2.民族地区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策略探究（郑华萍、朱伟，2019，被引
数 7）；3.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探究（阿依
古丽 阿布都热西提，2018，被引数 6）；4.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民
族大学生党员教育的策略思考（范锡文，2017，被引数 5）；5.论新
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高蕾，2019，被引数
4）。 

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搭构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通过分析，
了解到该领域中被引次数较高的文献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高
校培养与发展少数民族党员的研究，二是关于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的
研究，三是如何将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入民族地区党建工作的研究；
四是如何在民族地区将党建工作与思政工作结合的研究。上述四个
方面都是在建设民族地区时的关键，民族地区党建是我国党建工作
中的重中之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治国必治边”，进一
步表明了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要性；而民族党员是民族地区未来建设
的核心，理应重视，民族党员培养的强化，可形成促进民族地区发
展的“千万根线”。这都是关于民族地区党建研究中无法绕开的基
本问题，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民族地区党建研究：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模 
扎根理论是基于经验性材料，运用系统化程序归整，然后通过

观察提炼相关概念及其关系，构建其理论模型，并寻求本质的一种
质性研究方法。本文的扎根过程有两个核心部分，即文本抽样与编
码分析。文本抽样是筛选该领域的高频词，从 346 篇文献中抽取 50
篇代表性文献，获取其关键语句及高频词，运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
编码，进而建构关于“民族地区党建”的理论框架模型，以探究其
系统性发展图景。 

（一）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关键词分析：开放式编码 
关键词是某领域中所发表文献中最具代表性内容，是对其研究

范围与主体思想的阐述。运用 Cite Space 软件的“Keyword”聚类分
析，得到某一领域的关键词聚类图谱，以了解其核心主题及内容。 

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将时间期限设为“2000-2022 年”，时间
切片为“1”，标准设置为“Top50”，其他为默认值，采用 Cosine 算
法，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并运用 LLR 算法命名关键词的聚类，最
终得到该领域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聚类分析共提取 11 大谱系，通
过分析聚类图谱，可知模块值，即 Q=0.7097（大于 0.3），平均轮廓
值，即 S=0.9271（大于 0.7），说明该聚类网络结构合理且令人信服。 

本文根据 Cite Space 软件最终生成的聚类标签，进行人工归整，
并结合初始代码的基本内涵，运用开放式编码对初始代码进行编
码，得到最后的聚类编码名称（见表 1）。 

表 1 关键词聚类标签统计表 

序号 
聚类代码 
（范畴） 

初始代码 

#0 指导思想 

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政治建设、党
的群众路线、从严治党、党建制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政工作、疫情防控、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党建工作 

党建工作、大学生、高校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中国梦、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民族高
校、学生党建、学生党员、党员、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 

#2 高校党建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校园文化、少数民族大学生差
异化党建工作、党建宣传工作、党建品牌、学生党

建工作、大学生党员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民族地区 

民族文化、边疆民族地区、民族院校、民族工作、
共产党员、新时代、创先争优、精准扶贫、群众路
线、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层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民族团结 村党组织、制度建党、党的执政能力、法治保障、

党建强基全面从严治党、民族复兴、从严治党、政
治建设、反腐败斗争、党建科学化 

#5 党建引领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五化”、村务公开、与时俱
进、乡村治理、制度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创新精神、党建工程 
注：初始代码来源 Cite space 软件抽取 
（二）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热点的关联分析：主轴编码 
提取的开放式编码最能反映该领域的范畴，仔细梳理相关内

容，试图找出各范畴间内在联系 6（见图 6），形成该领域的主轴编
码。 

主范畴 1：指导思想。通过梳理该模块文献，发现在每一时期
都有契合于当代的指导思想。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灵活结合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四个统一”，并将其作为当
时党建的主要理论 7；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提
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8、“科学发展观”9 等重要思想；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内国外新形势，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
提出了新时代治党思想。 

主范畴 2：党建工作。党组织是民族地区全部战斗力的基础，
肩负“固边”、“护边”的历史重担 10，发挥着战斗堡垒和先锋带
头作用。重视民族地区党建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 11。自党成立以来，
在建设民族地区党组织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民族地
区的具体化与实践化，始终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始终把思想
建设作为党在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原则，
进而为党在民族地区落实路线、方针等奠定坚实基础 12。 

主范畴 3：高校党建工作。民族地区高校作为输送建设民族地
区人才的地方，承担着推动和维护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的职责 13，
做好民族地区高校党建工作有利于培育优秀民族大学生党员，从源
头上解决民族地区建设的问题 14。 

主范畴 4：民族地区党建的特殊性。民族地区党建工作的特殊
性在于需灵活结合其所在地区的风俗文化、人文习惯等，以及不同
民族群众对于思想、文化、政治等需求 15。因此，民族地区的党建
工作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党建工作中融入民族文化 16、民族语言 17、
民族风俗 18 等，积极探索党建与民族地区治理的深层融合、同步发
展，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党建品牌 19。 

主范畴 5：高校党建对民族地区党建的影响及其调节作用。高
校党建工作的强化，不仅能使民族地区的党建工作更好结合自身特
色，提升党组织创新力 20；还能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同的思维方
式、风俗习惯、学习状况等，构建差异化的党员培养模式，以期更
好适应民族地区实际状况 21。 

主范畴 6：民族地区党建的重要性。在如何从脱贫攻坚转轨至
乡村振兴中，其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22，尤其是在自然环境、政
策制度、经济状况以及民族构成等具有差异性的民族地区，能否实
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强化党对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其关键所在
23。正因民族地区建设面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24，要求党组织以“党
建+互助”25、“党建带民生”26、“党建+文化 27”等模式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构建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振兴模式，以高质量推动民族
地区的发展 28。 

（三）理论框架模型构建：选择性编码 
通过利用文献计量软件以及对聚类标签后相关文献的分析，本

文共提炼 6 个主范畴，即指导思想、党建工作、高校党建工作、民
族地区党建的特殊性、调节机制、民族地区党建的重要性。在对各
主范畴间内在关系和对该领域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如
下理论框架模型（见图 6）：既有文献主要从民族地区特点与各类
党组建设工作的结合对该领域展开研究，其中还重视高校党组织在
民族地区特色与党建工作结合的调节作用，以及民族地区党组织对
于建设民族地区的引领作用，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丰富成果（见图 6
的实线部分） 

通过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解读相关文献后，发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尚未形成具体的研究体系（见图 6 的虚线部分）： 

1.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党建思想。虽然在民族地区的党建工作
中，有着普遍适用性的党建理论，但民族地区有自身的独特性，如
独特的民族文化、习俗、语言等，因此在 29 基于核心党建理论，围
绕民族特色，构建与发展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党建指导思想，对推
进民族地区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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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领域主要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与高校党组织的研
究，但是社会党组织 30、城市基层党组织、以及社区党组织 31 等对
提高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促进民族团结具有同等重要性。 

3.民族地区党建与新媒体的结合。民族地区党组织积极主动的
利用新媒体，既能促进党建网上平台创新发展、拓宽学习交流渠道，
更好传播先进的技术知识 32，还能更好接受少数民族群众的监督，
共同促进民族地区建设与发展 33。 

 
注：实线框为该研究内容的内在联系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虚线框为该研究内容尚未在该领域形成研究体系 
虚线箭头为该研究内容的内在联系尚未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图 2.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 
五、主要结论 
通过运用文献计量软件和扎根分析，在对该领域整体框架的分

析以及具体文献的梳理下，构建了一个关于该研究领域的理论框架
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结论： 

1.研究阶段、作者及机构特征。关于民族地区党建研究的既有
文献主要可分为三阶段，当前为波动上升阶段。通过对该领域既有
文献的分析，发现该领域的作者之间、机构之间、以及作者与机构
之间尚未形成良好合作圈。 

2.主要研究范畴。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 6 个范畴，
即指导思想、党建工作、高校党建、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党建引
领。 

3.研究优点及不足。通过对该领域主题词及其相关文献的分析，
发现它既有突出之处，也有其薄弱之点。突出之处主要表现为在该
领域研究中，一是在关于高校党建研究的文献中，重点关注对少数
民族党员的培养与发展，以及通过高校培养为基层党组织输入优秀
党员；二是在关于民族地区党建工作的研究中，如何将民族地区的
实际情况与特色结合相结合，成为该板块的侧重点，三是关于党建
引领的研究，在民族地区如何加强党组织的建设，通过“党建带民
生”、“党建带团建”等模式，带领其所在地区脱贫致富、实现振
兴则为该板块的关注点；但现有研究中仍有几点不足：首先，对民
族地区的各类党建组织的研究不够充分，其主要聚焦于高校党组织
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两方面，而对于社区党组织、社会性
党组织等其他党组织的研究处于较少的态势；其次，是对民族特色
与党建的融合尚停留在实践层面，未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党建指导
思想；最后，对民族地区党建与新媒体结合的研究较少等。 

4.理论框架模型分析。在民族地区党建的研究中已形成相对完
整的理论框架模型，既有文献主要从高校党建和基层党建与民族地
区实际结合对民族地区党建工作展开研究，同时高度重视怎样结合
民族特点，在高校中差异化培养民族大学生党员，发挥高校党组织
在民族地区党建工作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民族地区党组织对治理民
族地区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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