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3

农业科技管理: 2022年4卷1期
ISSN: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中国农产品溯源文献知识图谱分析
王汝浩　彭建红

九江学院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A1821班5号

九江学院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　332005

摘　要：农产品溯源建设是当今中国农业智能化发展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对CNKI 

2010—2020年10月31号近10年时间，303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对中国农产品溯源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

以下结论：1.前期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开发研究和应用；2.前期研究学科领域多集中于计算机、动植物学、物流和物

联网管理、经济学；3.前期研究的研究视角多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角度。从农户角度探讨农产品溯源的接受情况，

文献很少，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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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习总书记在中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食品安全源

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

品质量抓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提出：建立追溯体系，

以生猪等“菜篮子”为重点开展追溯试点，力争5年内

大部分合作社、龙头企业实现可追溯的目标。(付秀梅,	

薛振凯	et	al.	2019)因此，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

系势在必行。农产品大多都是食品，是人们膳食结构中

的重要比例，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对提

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曹庆臻	2015)

建立科学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必须了解

我国学者对农产品溯源的研究基本情况，如：目前我国

国内农产品溯源的研究现状如何?	农产品溯源的研究方

向、热点和趋势如何?	为系统总结和分析我国农产品溯

源的研究进展，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面板数据为

研究样本，运用	CiteSpace	等可视化软件进行挖掘、梳理

和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揭示我国农产品溯源研究的动态

规律，以期为我国农产品溯源研究与建设提供真实有效

的参考。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了比较全面和准确地了解中国关于“农产品溯

源”的研究状况和趋势，本论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

进行论文数据采集。考虑到“农产品溯源”包含农产品

安全，因此在中国知网的检索框中输入检索条件：“关

键词＝“农产品溯源”，查找主题包含“农产品溯源”或

者农产品安全。用Refworks格式导出数据信息，用于论

文的分析研究。在	CNKI	数据库“高级检索”中检索篇

名含有“农产品溯源”的专题性论文，时间节点设置为

2010年至2020年10月31号截止，共检索出492	篇论文。

通过删除参考价值不大的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书评，

留有303篇。本文将围绕303篇文献的题录信息展开分

析。本研究使用的软件工具为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

教授开发的应用	Java	语言的一款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该软件能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

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

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Chen,	Chen	

et	al.	2015)本文运用Citespace	对关键词共现情况和时区

视图进行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

2.2农产品溯源研究的基本情况

2.1.1.文献的年度分布

农产品溯源建设是当今中国农业智能化发展研究的

热点话题，是农业现代化重点关注的问题。根据图1显

示的农产品溯源研究文献年发文量，将农产品溯源研究

分为三个阶段:	（1）	2010—	2013年。这个阶段发文量较

少，年发文量25篇以下，表明这个时期农产品溯源研究

成果较少，主题的关注度较弱。其中以“农产品溯源研

究”为主题的首篇论文是2006年邢文英(邢文英	2006)

发表于《世界农业》的《美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制度》一文。随后，又有杨信廷(杨信廷,	钱建平	et	al.	

2006)等人，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有关农产品溯源建

设进行专题性研究，但2010年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还

比较高，居民对农产品数量关注度高于对农产品质量，

2008年，中国发生了有名的“三聚氰胺”牛奶事件，虽

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呼吁发展农产品溯源，但研究成果并

不多;	另一方面，此阶段，农产品溯源获得大企业的重

视，但是，大企业把农产品溯源当作自己与对手竞争的

技术优势，打造品牌和高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不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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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让研究成果流入市场。（2）	2014—2018	年。这个时间

段，随着中国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居民对农产品数量的

关注转为对农产品质量的重视，农产品溯源开始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要求借用现代化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

术、可视化技术深化农产品溯源，建立农产品溯源统一

标准，完善农产品溯源制度建设。这一阶段关注农产品

溯源的论文日渐增多，农产品溯源研究成为学者们持续

关注的问题。（3）	2019—2020。2018年国家颁布了《农

业农村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

认定、农业品牌推选、农产品认证、农业展会等工作挂

钩的意见》是导致发文量激增的直接原因	，该意见纲要

在农产品溯源方面提出技术性的标准和要求，并明确了

我国实施全面农产品溯源的时间安排，标志着农产品溯

源建设进入了实施阶段。从图	1可看出，这两年的发文

量急增，可见学者以农产品溯源为主题的研究较为迫切。

图1： CNKI 数据库 2010—2020年农产品溯源研究论文数量图

2.1.2.文献作者分析

随着农产品溯源研究学者队伍的逐步扩大。303篇

文章中，	发文	3	篇及以上的作者	20	人，共发表论文	64	

篇，占收录总文献的	21．1%。由此可见，有关农产品

溯源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已经基本形成。图1	统计了发文	

2	篇以上的作者，赵燕、刘世洪、杨宝祝、金海水、孙

立荣等作者为农产品溯源研究的中坚力量，推动了该主

题持续、深入的研究。如赵燕(赵燕	2011)从指纹图谱

出发，深入探讨了药用植物质量和鉴别真伪的方法，发

展了农产品溯源的内涵和技术应用;	杨宝祝等人(张俊,	

徐杰	et	al.	2012)探讨了基于国产基础软件提供的支撑运

行环境,搭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系统;	金海水(金

海水	and	张瑶	2010)探讨了农产品质量溯源应从更高层

次上实现企业信息孤岛的连接,通过唯一编码,数据采

集与交汇实现农产品质量快速溯源;孙立荣(孙立荣,	迟

志娟	et	al.	2009)从气相色谱法测定苹果中三乙膦酸铝残

留，主要从物理化学方法的角度对农产品溯源方法进行

研究。

图2  中国作者分布和发文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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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续研究展望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进一步归纳，以及进一步对相关

文献进行搜集和可视化分析，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农产品

溯源未来值得研究的设想和领域：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说，近十年的文献，集中于研

究农产品溯源的技术，信息技术、软件开发以及标准和

法律法规的制定，研究农产品溯源管理的集中于物流管

理和物联网管理。都是技术角度分析研究居多。从农产

品溯源技术的接受意愿角度分析很少。

第二，从研究视角来说，近十年的文献，从农户视

角研究农产品溯源技术的接受和应用，笔者曾以“农产

品溯源”和“农户”当关键词，在CNKI数据库进行过

搜索，做过文献计量分析，几乎没有相关文献。而农户

是农产品溯源的接受者，农户对农产品溯源的接受意愿，

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农产品溯源技术的推广和发展。所

以，对农产品溯源农户接受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很有研

究价值。

第三，从研究学科类别的角度来分析，近十年的文

献，学科主要集中于计算机、化学、动植物学、经济学、

物流管理、物联网和区块链的应用等。研究农户行为的

文献也多集中于经济学的领域，研究信息技术的推广和

接受的文献，集中于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和创

新扩散理论，这些理论，多从技术性的维度研究影响因

素，能结合技术因素和情感因素，多角度的研究农产品

溯源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几乎没有。

4.结论

通过对中国2010-2020年近十年农产品溯源研究资

料的文献计量看出，学术领域目前对该农产品溯源的研

究，多停留在对其信息技术的应用和软件开发；研究的

对象主要是农产品溯源技术，企业应用区块链进行农产

品溯源技术壁垒的打造，消费者对农产品溯源的评价等

方面；研究的学科主要集中于计算机、化学、动植物

学、经济学、物流管理、物联网和区块链的应用等。按

照食品供应链、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农

产品溯源可以使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从市场末端追溯到生

产源头，实现生产者责任可查询,使食品质量安全得到

全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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