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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知识图谱分析 
王宇豪  叶  勋  邹广林 

（渤海大学  辽宁锦州  121000；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金华  321004；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基于 CSSCI 数据库，将 2000—2021 年间我国有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 2752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融合定性分析和定

量分析，并通过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厘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状况、研究热点和演进过程，提出未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

究深入推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与高校思政教育及意识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研究四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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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时代课

题，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引领和指导地位的必然要

求。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域的研究，既可

以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又为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不断注入新兴的研究视角和参考借鉴。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代表性，本研究以中国文献数量最多，

学科覆盖最广的全文数据库（CNKI）为样本，以“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期刊来源类别分别选中核心期刊和 CSSCI，

文献检索年限以 2000—2021 年为时间段，通过筛选不符合条件的文

献最后得到有效研究数据样本共 2752 篇。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生成的科学知识图谱以知识域为对

象，不仅能够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还能清晰地呈

现既有研究的共被引情况[1]。 

本文运用 CiteSpace.5.8.R3 版本，立足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文献

计量以及可视化分析，再现近 20 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结构

特征、热点主题和演进历程等内在逻辑。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计量学分析结果 
（一）年度发文情况分布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这一领

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根据 CNKI 整理

出的 2752 篇样本，绘制出年度发文情况分布图（图 1）。 

 
图 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2000—2021 年）年度发文时间分

布 

图 1 显示，2000—2007 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萌芽发展

阶段，相关文献为 18 篇，约占第一阶段总发文量的 0.7%，年均发

表文献 2.25 篇，说明发展态势平稳但发文量底。2008—2011 年为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飞速发展阶段，该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为

1189 篇，约占同期总发文量的 43%，年均发表文献 297.25 篇，年

增量大幅增长。2012—2021 年则为稳固减少阶段，该时期的文献数

量虽然占比不少，但是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二）发文作者分布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到相关研究作者虽多但是相互之间

的合作程度却很低。通过确定某领域的核心作为，可以大致发现该

领域的“知识地图”，从而促进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3]。作为

文献计量学五大基本定律之一的普莱斯定律是衡量各学科领域文

献作者分布规律的主要方法[4]。其计算公式为：M=0.749（Nmax）1/2

（其中 M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篇数，Nmax 为发文最多作者的发文篇

数）[5]。从数据结论得出，以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发文最多的

是广西科技大学的李宪伦教授，发文量为 21 篇。依据上述公式计

算得出 M≈3.4，即核心作者认定标准位至少发文 3 篇，最终满足条

件的作者共有 91 人，发表文献量为 405 篇，占样本总数的 14.7%，

不满足普莱斯定律所要求的“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

生产能力所撰”，由此可认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还尚未形

成核心作者群。 

（三）发文机构分布 

经分析后发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域研究的机构比较多。为

便于分析，本文只列举了发文量（≥10 篇）的 18 家机构（见表 1）。

从发文数量来看，发文最多的是武汉大学，然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近 20 年来的研究当中，

具备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等院校、党校等单位对于此

领域的研究较集中深入。但也从侧面也反映了其余高等院校、各级

党校等科研机构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应得到进一步

的增强和支持。 

序号 发文单位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 
序号 发文单位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 

1 武汉大学 49 1.78% 10 
贵州师范大

学 
15 0.55% 

2 
中国社会

科学院 
43 1.56% 11 

广西师范大

学 
15 0.55% 

3 
中共中央

党校 
25 0.91% 12 吉首大学 14 0.51% 

4 
东北师范

大学 
24 0.87% 13 山东大学 12 0.44% 

5 
中国人民

大学 
22 0.80% 14 

南京师范大

学 
12 0.44% 

6 北京大学 22 0.80% 15 复旦大学 1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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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陕西师范

大学 
20 0.73% 16 

天津社会科

学院 
11 0.40% 

8 吉林大学 17 0.62% 17 
中国地质大

学 
11 0.40% 

9 
上海师范

大学 
16 0.58% 18 

华中师范大

学 
10 0.36% 

表 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高频发文机构（≥10 篇）分布 

（四）发文期刊分布 

序号 期刊名称 
载文量

/篇 

百分比

/% 
序号 期刊名称 

载文量

/篇 

百分比

/% 

1 
学校党建与

思想教育 
135 4.91% 10 理论月刊 48 1.74% 

2 人民论坛 121 4.40% 11 社会主义研究 46 1.67% 

3 
思想理论教

育导刊 
109 3.96% 12 红旗文稿 45 1.64% 

4 探索 99 3.60% 13 理论学刊 44 1.60% 

5 
广西社会科

学 
76 2.76% 14 求实 42 1.53% 

6 
思想教育研

究 
70 2.54% 15 理论视野 37 1.34% 

7 理论导刊 64 2.33% 16 学术论坛 36 1.31% 

8 
马克思主义

研究 
63 2.29% 17 

毛泽东邓小平

理论研究 
35 1.27% 

9 
毛泽东思想

研究 
55 2.00% 18 理论探索 34 1.24% 

表 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高频发文期刊分布（前 18 名） 

对某研究领域论文文献的期刊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能够确

定该领域的核心期刊。[6]通过核心期刊数据库收录的 2000—2021 年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文献共 2752 篇。从表 2 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发文期刊中排名前 18 位的期刊载文量占总

期刊载文量的 42.11%，且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量和学术界的影响

因子相对较高。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热点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在知识计量学的维度下，研究热点是指从某一领域、学科的高

被引研究型文献中抽取出的关键词汇共同探讨和演绎的主题或专

题。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是某一领域、学科研究热点的直观体现。
[2]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热点分析 

图 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关键词共线图谱 

本文将 2000—2021 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2752 篇文献，

经过 CiteSpace 数据转换，绘制出研究热点的关键词共线图谱（图 2），

一共得到了 547 个关键词节点和 487 条连线。关键词是由圆形的节

点标识，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其频次由圆环的大小表示，其

关键词出现频率越多，它的节点也会随之增大，也说明它正是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且年轮外层红紫色表示词频的突现程度，并且年轮

的宽度越大，中心度越大，说明关键词的影响度也越高，具有较强

的中介作用。如图 2 显示，“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等关键

词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领域当中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 

高频词与低频词的界定主要是根据多诺霍提出的公式：T=[-1+

（1+8I）1/2]/2，I 为关键词个数[7]，得出该研究领域中高频词与低频

词的界分阈值约为 32.55，即出现频率在 33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是高

频关键词，如表 3 显示高频词共 13 个，前三位分别是“大众化”（703

次）、“中国化”（189 次）、“时代化”（141 次）。同时，中心度大于

0.1 的关键词为研究热点，如意识形态、大众化、先进文化等基本

反映了该领域在近几年的研究主题。 

序号(Number) 关键词（Keyword）频次（Count） 中心度（Centrality）序号(Number) 关键词（Keyword） 频次（Count） 中心度（Centrality）

1 大众化 703 0.29 8 延安时期 46 0.11 

2 中国化 189 0.08 9 大学生 44 0.01 

3 时代化 141 0.18 10 意识形态 42 0.42 

4 毛泽东 73 0.13 11 当代中国 37 0.06 

5 高校 72 0.06 12 实现路径 35 0.12 

6 路径 56 0.1 13 理论创新 34 0.08 

7 传播 52 0.02     

表 3 2000—2021 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高频关键词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主题分析 

将 CiteSpace 软件的相关参数进行如下设置：Timespan（分析时

间）=“2000—2021”，Slice Length（时间切片）=“1”，Node Types

（提取节点）=“Keywords”，各时间切片阈值 TopN=“50”，通过聚

类并采用对数拟然率算法（LLR），从关键词中提取各各聚类的红字

知识单元标识以诠释研究热点。见图 3。其中一共有节点 547 个，

连线 905 条，Modularity Q 值是 0.5506（符合在区间[-0.5,1]），表明

聚类有较好的效果。 

 
图 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2000—2021 年）关键词共线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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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知识图谱 

从图 3 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研究关键词，一共有 12

个知识群在共线聚类时间线知识图谱中生成：大众化、高校、当代

中国、中国化、毛泽东、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实践、生活世界、

通俗化、话语体系、主题出版知识群是国内学者新近关注的研究主

题。 

总结并归纳这 12 个知识群，整合比较接近的知识领域，归纳

出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高校思政教育及意

识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文化研究和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研究四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此研究热点覆盖知识群#0、#2、#3，涉及到的重要关键词有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思潮等。例如陈晓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大

众化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

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

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并且

也能被社会大众认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8]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高校思政教育及意识形态研究 

此研究热点覆盖知识群#1、#5、#8，涉及到的重要关键词有互

联网、红色文化、青年群体等。马福运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一个主要载体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切实提高思政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功能的有效路径。[9]邓山认为要探索高校思政教育中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发展新方式，应该既需要始终突出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主渠道作用，还需要注重第二课堂为载体，并且在我国的文化

当中，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新路径、新平台和新载体。

[10] 

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文化研究 

本研究热点覆盖知识群#4、#6，相关的重要关键词有中国共产

党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我国并得到了发展，具

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李大钊、艾思奇、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他们对

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初步的传播和启蒙教育。[11]1935 年，马克思

主义在毛泽东等人的作用下在中国得到了深入传播。1949 年新中国

成立之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占据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

地位。1978 年后，邓小平理论的出现改正了之前所犯下的错误，使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得到了历史性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

产党人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100 多年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历史发展时

期，马克思主义也在历史的见证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次又一次

的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下“飞入寻常百姓家”。 

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研究 

此研究热点覆盖知识群#7、#9、#10、#13，涉及到的关键词为

出版传播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使人们的思想

和需求越来越不同。我们需要以图文、游戏、影音等形式实现马克

思主义理论知识通俗化，将思想的魅力与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密切

结合，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紧紧团结在一

起。[12] 

四、结论与思考 
结合 CSSCI 中 2000—2021 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关的文献

数据，使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围绕主题特点和

结构特征，对我国近 20 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

分析，得到下面的结论： 

第一，从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研究是多角度、深层次、全方面的。在一定的时期当中，研究的热

度出现了相当显而易见的增加趋势，在比较重要的刊物当中，总发

文量达到了 1189 篇，主要由国内重点高校、党校等发布。与此同

时，可以看出科研者的学术视角能够十分结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美

中不足的是缺乏科研人员和相关权威机构的相互配合，没有形成核

心的科研群体。 

第二，从研究的热点来看，“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等

关键词都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并且可以归纳出，当前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高校思政教育及意识形态研究；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传播路径研究四个方面。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在中国起步并

没有很早，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较为主要，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尚且不足。 

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有关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客观、

公正的分析出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但是缺乏对文献内部特征和

主要内容的微观分析。这也导致会产生部分片面性和不准确性，在

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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