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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被引文献视角下中国经济学70年的演变

王 程 程 李 钢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经济学从扎根到成长再到成熟的7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经

济学在探索中缓慢成长，改革开放的40多年是中国经济学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经济学不仅从萌芽逐渐走

向成熟，而且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权威性和引领性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学者队伍和经济学研究阵地。从新中国成

立后565篇经济类高频被引文献的视角，对文献的发表量、被引量、下载量以及作者和来源期刊进行分析，并对经

济类高频被引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孙冶方、平心、骆耕漠、林毅夫、张

军等诸多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研究者，也出现了《经济研究》《中国金融》《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高质量的

学术期刊，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培养经济学人才的主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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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

对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国度性这一前提。国

家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单位；国家界定着

特定地域内总体经济矛盾的存在；国家又是政治

对经济制约作用的集中体现。因此，新中国的成

立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演变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

有的，新中国的成立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

制度基础，中国的不断发展使经济学理论日渐丰

富和成熟。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经济总体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夕，中国经济在曲折中前进，而改革开放后，中国

经济则以世界瞩目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经济学

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经演变，中国经济的现

实状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和体制的

现实土壤，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又反映着中

国经济从百废待兴到稳步前进再到加速腾飞的历

程，中国经济学在这一历程中也日渐成熟。学术

界一般认为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从客观上反

映其学术价值，文献的被引频次越高，该文献的学

术价值也就越大，影响范围就越广泛。基于该现

象，本文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2018年的

高频被引文献，试图通过对这些文献在数量、内容

和出处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

演变的方向和轨迹①。

一、基于发表量的分析

本文选取的文献共计 565 篇，其中，新中国成

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 年）的经济

类文献数量仅为 165 篇，改革开放至今（1979—
2018 年）的经济类文献数量为 400 篇。由于在新

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经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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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被引文献（下称“高被引文献”）篇数较少，因

此，将对文献发表量的统计分析划分为改革开放

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
年）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第一，从每年篇数分布情况看。该时间段内，

被纳入样本量的高被引文献共计 165 篇。值得注

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某些年度的高被引文献不足

10 篇的原因除了将非经济类文献剔除以外，是由

于该年度的经济类文献发表量本身就偏低。其

中，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经济亟待

复苏，与之相对应，经济类文献的发表量寥寥无

几，高被引文献数量为零。而 1967—1976年，也出

现了多次当年经济类高被引文献数量为零的现

象。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类高被引文献篇

数较低。

第二，从期刊来源分布来看。165篇文献的期

刊来源共有 29种，其中发表量在两篇及以上的（下

称“高被引期刊”）来源期刊有14种，这些期刊中，来

自《经济研究》的文献共计71篇，比重高达43.03%；

来自《中国金融》的文献有24篇，占比14.55%；来自

《地理学报》和《学术月刊》的文献分别有12篇和11
篇，占比分别为 7.28%和 6.67%。其中，来自《中国

金融》的文献集中于 1950—1954年，5年内 27篇高

被引文献中有 23 篇来自《中国金融》，而 1950 年、

1951 年和 1954 年的高被引文献则全部出自《中国

金融》。从 1955年开始，高被引文献的出处大部分

开始转向《经济研究》，并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

“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为数不

多的（10年共计20篇）经济学文献中，只有3篇出自

《经济研究》。

第三，从作者分布方面看。在 165 篇文献中，

排除作者不详的 15 篇文献，对余下的 150 篇文献

进行分析，发表篇数在两篇及以上的作者（下称

“高被引作者”）共有 5位。其中发表篇数最多的是

平心（4 篇），其余四位发表篇数均为两篇。5 位高

被引作者中，除王兰以外，其余四位均是来自于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可见，在改革

开放前的经济学人才培养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占

有重要地位。

2.改革开放后（1979—2018 年）的高被引文献

分析

第一，从期刊分布情况看。改革开放后的 400
篇高被引文献共来自 106种学术期刊，这些期刊既

有如《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经济类期刊，亦

有如《地理学报》《科研管理》等非经济类期刊。其

中高被引文献的发表量在两篇及以上的期刊（高被

引期刊）有34种。表2列举了这些期刊以及所刊载

的高被引文献篇数。

在 400篇文献的来源期刊中，《经济研究》所占

比例高达 34.75%，远高于排名第二位的《会计研

究》（所占比例为 7.75%），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

《经济研究》在高被引期刊中的地位亦无二致。可

以发现，自 1955年《经济研究》创刊以来，便成为中

国经济学类高被引文献的主要来源期刊，可见《经

表1 1949—1978年高被引期刊分布情况

期刊名称

经济研究

中国金融

地理学报

学术月刊

南洋问题资料

教学与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篇数

71
24
12
11
5
5
5

期刊名称

中国经济问题

世界经济

哲学研究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江汉学报

财经研究

篇数

3
3
2
2
2
2
2

表2 改革开放后高被引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经济研究

会计研究

地理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工业经济

管理世界

经济地理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地理研究

改革

城市规划

金融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

社会学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科研管理

南方金融

篇数

139
31
21
12
11
10
9
8
7
7
6
6
5
4
3
3
3

期刊名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国际金融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经济管理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经济学家

农村经济

农业经济问题

人民日报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审计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农史

中国软科学

自然资源

篇数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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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在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这一重要作用可以通过 1955年以来的高被

引文献中《经济研究》所占比重的年度分布进行呈

现。在 1955 年至 2018 年的 64 年中，来自《经济研

究》的高被引文献占比在 50%及以上的年数有 31
年，占比在 30%及以上的年数高达 44 年。这足以

说明，《经济研究》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和影响力非一般期刊所能及，并且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中国经济学的前沿阵地就是《经济研究》，在

特定时期，从该期刊中便可预见中国经济学的发

展动向。

第二，从作者分布（第一作者）上看。在改革开

放后的 400篇文献中，个人发表量在两篇及以上的

作者（高被引作者）共计 44位，在这 44位学者中有

25位来自高校，15位来自科研机构，3位来自政府

机构，1位来自企业。由此可以看到，高校和科研院

所是经济学人才最主要的机构来源，亦是经济学人

才培养的主要基地，而且，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学者

必然也经历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教育和培养。在

这44位作者中，个人发表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为

17 位，其中有 4 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占比为

23.5%；个人发表量为 2篇的作者有 27位，其中有 5
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占比为18.5%。因此，在改

革开放后的高被引作者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数量最多，而在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中，中

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占据最重要的

地位。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发展状况汇总分析

从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讲，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

化迎来了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飞跃；从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来讲，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迎

来了从注重物质文化需要到注重美好生活需要的

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类文献的发表量从

1979 年的 4261 篇增长至 1987 年的 40404 篇，增长

率为 848.23%。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

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改革开放前的高被引文献数量为165篇，高被引

期刊种类为 14种，而改革开放后，高被引文献数量

为 400篇，高被引期刊种类为 106种。高被引文献

发表量在两篇及以上的作者数，改革开放前是5位，

改革开放后增加至44位。总体来看，改革开放极大

地繁荣了中国经济学，使中国经济学有了更加丰富

多样的前沿阵地。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教育水

平的提升，中国经济学的人才储备日益丰富，涌现

出更多的经济学研究者和更具权威性的经济学家。

第一，从期刊分布方面来看。在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 565篇高被引文献中，刊载篇数在 3篇及

以上的期刊共计 26 种。这些期刊中，排名第一的

是《经济研究》，其刊载的高被引文献篇数最多，为

210 篇，接近其余 25 种期刊的刊载量总和（221
篇）。排名第二位的是《地理学报》，刊载的高被引

文献片数为 33篇，排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是《会计

研究》和《中国金融》，刊载的高被引文献篇数分别

为31篇和24篇（见表3）。

第二，从作者分布方面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 565篇高被引文献中，发表量在 3篇及以上的第

一作者总计 20位。高被引文献个人发表量最多的

作者是林毅夫，共 8篇，排名第二的是周一星，个人

发表量为5篇。在这20位作者中，有9位来自高校，

9 位来自科研院所，其余 2 位来自企业和政府机

构。而在 9位来自高校的作者中，来自北京大学的

有 3位，占比最高；在 9位来自科研院所的作者中，

有8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二、基于内容的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被引文献的写作内容

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呈现出时代特

征鲜明、多学科互相渗透交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

表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被引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经济研究

地理学报

会计研究

中国金融

中国社会科学

学术月刊

中国工业经济

管理世界

经济地理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地理研究

改革

城市规划

篇数

210
33
31
24
12
11
11
10
9
8
7
7
6

期刊名称

金融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

南洋问题资料

教学与研究

社会学研究

世界经济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科研管理

南方金融

社会学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篇数

6
5
5
5
5
4
3
3
3
3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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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限逐渐明晰、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发展

细化等特点。

1.时代性特征鲜明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发展和演变以现

实社会状况为根基和土壤。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人民在每一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任务和使命，也

面临着多样的境况和抉择，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学

的发展也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性和任务性。新中国

成立以后，百废待兴，为了解决商业资本不足和农

村问题，党中央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城

乡物资交流和国内贸易发展。1950年年初，在经过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之后，国内市场发生了重大变

化，全国贸易系统得以恢复统一管理。与之相应

的，这一阶段的经济类高被引文献基本集中于利率

调整和货币管理问题，并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3年。接下来，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于

1956年年底完成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任务，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

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合作社经济、农业合作

化以及价值规律等问题。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高被引文献基本均在讨论生产力发展

和人民公社发展问题。进入 20世纪 60年代，中国

经济进入调整巩固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

向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探讨，并且涌现出了大

量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文献，如 1962 年何建章的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问题》，以及

1965年胡序威的《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20
世纪 70年代，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为数不多

的经济类高被引文献中，除研究关于劳动者收入、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政治经济学问题外，多数是关

于对外贸易方面的问题研究，如钟海运的《国外主

要港口对“C&F”和“CIF”价格调节的解释和运用》

和南涛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的统制和经济计划》。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在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影响下，改革开放伊始出现

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文献，比较典型

的有刘国光、赵人伟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

市场的关系》。并且，这一阶段时间，经济学文献的

年份特征非常突出，例如 1980年，经济类高被引文

献的 10篇中有两篇是关于会计学以及会计学科的

文献。而 1986年的经济类高被引文献中有 4篇是

关于城市化问题的文献。除此之外，20世纪 80年

代的高被引文献还集中于农村和区域经济发展以

及所有制方面。20世纪 9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

类高被引文献集中于探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影响，

如集中于对制度创新、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以及

公司运营和企业竞争力等问题的研究。2000年以

后，经济类高被引文献的主题则愈益广泛，研究越

来越具体，与其说难以去概括总结这些文献集中于

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不如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

经枝繁叶茂，以至于已经不能将这棵大树的枝干分

开来进行观察。

2.多学科互相渗透交融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中

国经济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70年的时间，与地

理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相互渗透交

融，学科边界开始逐渐变得模糊，这一现象可以从

高被引期刊的类型得到说明。在改革开放前的高

被引期刊中，非经济类期刊有《地理学报》《南洋问

题资料》《哲学研究》和《教学与研究》；而在改革开

放后，除《地理学报》外，还有《地理研究》《城市规

划》《社会学研究》②。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初期，中

国经济学需要通过从其他学科汲取经验，而对特定

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会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

1957年周起业的《我国农业区划基本问题的探讨》

和 1979 年吴友仁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

题》，就需要一定的地理学知识和方法予以支持。

而随着中国经济学的日益成熟完善，其他学科也需

要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的帮助，如 2014年王田苗、陶

永的《我国工业机器人技术现状与产业化发展战

略》，就体现了机械工业和人工智能发展也需要经

济学的理论支持。

3.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界限逐渐明晰

国内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分主要

侧重于阶级立场和研究对象两方面。政治经济

学一般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

级的立场上，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及其特点，研究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

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整个流通过程，着重考虑的

是资本的再分配问题。而西方经济学是站在经

济运行的角度上，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经济

问题进行阐释，着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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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和社会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按照这

样的思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被引文献进行

分类，结果如图 1所示。

具体来看，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方面的首

高频被引文献视角下中国经济学70年的演变

图1 高被引文献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类下的年度分布

要任务是恢复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然后再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从这时期一直到社

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探

索阶段，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高被引文献中属于政

治经济学类文献居多，典型的如 1956 年孙冶方的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 1962
年卫兴华的《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这说明，

新中国刚成立，中国经济需要先进行制度和体制

上的建设，相应的自然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

法。随后，在改革开放后的头一个十年（1979—
1989 年），中国经济处于新旧转换的交替时期，新

的思想方法不断涌现，而且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各式各样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显露出来，这

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呈现出政治经济学分析和

西方经济学分析并立的特点。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经济一路突飞猛进，

西方经济学体系在经济学中逐渐占据主导，这一

时期由于制度的逐渐成熟，在经济方面遇到的问

题更多的是运行层面的问题，因而就需要西方经

济学的分析方法。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

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

的文献研究随之而起，随后政治经济学类的文献

数量出现了增长。

4.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发展细化

在每年的高被引文献中，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微

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统计相对应类型的篇数，按

照年度分布绘制折线图，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在

改革开放前的 165篇文献中，研究内容属于宏观经

济学的文献有 98篇，占比近 60%，属于中观经济学

的文献有56篇，占比为33.94%，属于微观经济学的

图2 高被引文献在微观、中观、宏观分类下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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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仅有11篇，占比为6.67%。而在改革开放后的

400篇文献中，有23篇文献无法辨别出所属的类别，

其余377篇文献中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文献有190篇，

占比为47.5%，属于中观经济学的文献有136篇，占

比为 34%，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文献有 51篇，占比仅

为12.75%。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宏观经济学分析更适应当时的经济学要求，在

1950—1964年，宏观经济学文献的比重远远高于中

观和微观经济学。“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经济类高

被引文献本身的发表量偏低，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

整体的低谷。

三、基于被引量和下载量的分析

本部分的研究主要选取的是在当年和相邻年

度被引量都显著高于其余文献的文献，作为典型文

献进行分析。一篇文献在当期所有文献中拥有极

高的被引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这篇文献具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将此类文献作为典型文献，对

其在发表后不同年份的被引量进行统计，得出文献

的被引量走势图，由于选取的文献来自新中国成立

后的不同时期，因此可以借此反映出中国经济学由

稚嫩走向成熟的历程。

1.被引总量分析

1950年，唯一的一篇高被引文献是《什么是“货

币管理”?》，被引量为54次。1979年的10篇文献被

引总量为 417 次，相比于 1950 年增长了 672%。被

引总量最高的年份出现在 2001 年，被引频次高达

26604次。改革开放前，文献的被引总量总体较低，

被引总量最高的年份为 1956 年，被引频次为 162
次。165 篇文献中被引量最高的是 1956 年孙冶方

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被引频

次为 69 次，占当年总量的 43%。改革开放后至

1991年，文献被引总量出现平稳增长的趋势，1984
年，被引总量出现了首个小高峰，原因在于当年马

世骏、王如松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被引量高达2494次，是当年其余9篇文献被引量总

和的 3.5倍。1991—2001年，高被引文献的被引总

量呈现出激增趋势并于 1996年出现了第二个小高

峰，原因在于1996年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和张维迎的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

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被引量分别为4744次和

4014次，两篇文献极大地拉高了当年的被引总量。

被引总量的最高峰是2001年，被引量最高的一篇文

献是林毅夫、李永军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

企业融资》，被引频次为 5858 次。2001 年后，高被

引文献的被引总量出现下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

文献实际被引量的下降，而是因为距离本文统计的

时间较为接近，相当一部分文献的学术价值还没有

体现出来。

在被引总量的期刊分布方面，本次调查针对

文献的期刊来源，统计了所刊载文献被引量排名

前十位的期刊。在改革开放前被引总量排名前十

位的期刊中，《经济研究》居于首位，来源于《经济

研究》的高被引文献被引总量为 682 次，是其余 9
本期刊被引量总和的 1.6倍。排在第二位的是《地

理学报》，被引总量为 152 次，排名在第三位和第

四位的是《学术月刊》和《中国金融》，被引总量分

别为 74次和 35次。在改革开放后的期刊排名中，

《经济研究》依然居于首位，并且在被引总量上远

超居于第二位的《会计研究》。据统计，《经济研

究》的被引总量接近 16万次（159259次），是其余 9
本期刊被引总量的 1.8倍。排在第二位的《会计研

究》被引总量为 35315 次，排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

是《中国工业经济》和《管理世界》，被引总量分别

为 9617 次和 8878 次。结合对前文高被引文献发

表量的分析，《经济研究》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要远超

其他经济类期刊。

在被引总量的作者（此处的作者是指高被引文

献的第一作者）分析方面，基于高被引文献的被引

量，统计所发表文献被引总量排名前十位的作者，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发表文献被引量最高的作

者为孙冶方，被引量为105次，比排名第二位的平心

（被引量为41次）的被引量高了156%。排在第三位

和第四位的作者是于光远和张同铸，被引量分别为

40次和38次。除排名第一的孙冶方的文献被引总

量显著较高外，其余 9位作者的被引总量总体上相

差不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0位作者中有 6位

（孙冶方、平心、于光远、何建章、吴承明、骆耕漠）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改革开放后，文献

被引总量排名第一的作者是林毅夫，被引总量为

13075次，被引次数高于排名第二的张军（被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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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417 次）55.34%。排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是李

增泉和张维迎，被引次数分别为 6950 次和 5975
次。由此可以看出，孙冶方、平心、林毅夫、张军、李

增泉等经济学者具有较深的经济学学术造诣和较

强的经济学影响力，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很

大贡献。

2.平均被引量与平均下载量分析

一篇文献的被引次数反映的是其学术价值或

学术影响力，但被引次数作为一种评价指标，与下

载次数相比会有相对的滞后性。直观上，文献的下

载次数能够与该文献被阅读的次数呈高度正相关，

从而下载次数可以用来反映该文献的受利用程度，

另外，文献的下载次数也可视为对文献学术价值的

先期反映。

总体上讲，平均下载量和平均被引量的历年变

化存在一致性，平均被引量高的年份，平均下载量

往往也较高。1984年马世骏、王如松的《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不仅拉高了当年的平均被

引量，更大大拉高了当年的平均下载量，使两条趋

势线出现了第一个小高峰。1996年周其仁的《市场

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和张维迎的《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

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亦是如

此。同样地，2001年林毅夫、李永军的《中小金融机

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在对平均下载量的拉动上

更加显著，该文章的下载量高达40006次，是被引量

的6.83倍。在2010年之前，平均被引量和平均下载

量两条趋势线的高峰段和低谷段分布大体一致。

2010年后的文献由于发表时间较短，被引指标的滞

后性导致文献年平均下载量呈现下降趋势，而下载

量指标不受滞后性影响，年下载量趋势线出现了极

强的高峰段，二者的差值也显著增大。从平均下载

量与平均被引量的比值来看，2011—2018年的平均

比值接近82倍。

被引量与下载量的比值可以反映文献的学术

价值和影响力，如果一篇文献的下载量高而被引

量低，即被引量与下载量的比值较大，可以说明该

文献受利用程度高但学术价值并不突出。从对数

据的分析看，2010 年之后的文献由于发表时间较

短，年平均下载量与年平均被引量的比值自然较

高。而且，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年平均下载量与

年平均被引量的比值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后，从比

值的平均值来说，改革开放前比值的平均值为

33.29，比改革开放后的22.69高了46.72%。比值的

峰值出现在 1974年，比值为 212。1974年有 3篇高

被引文献，分别是渡边利夫和南经的《日本对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一种贸易政策——日本对东

南亚援助的事例研究》、马正书的《〈帝国主义是资

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说》以及《哥达纲领批判》解

说（作者不详）。这 3篇文献的被引总和仅为 6次，

而下载总和为1127次，比值为212。由于历史和现

实原因，改革开放前的文献有一部分是政策性文

献、政府文件或对某著作的解读性文献，如 1951年

的《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综合记录》、1952年的《基

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以及 1962年的《〈资本论〉的

方法》和 1974年的《〈哥达纲领批判〉解说》，这些文

献的类型决定了其下载量高而引用量低的特点。

此外，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还处在探索成长阶

段，文献发表量不高，高学术价值的文献相应也

较少。

四、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年既是中国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 70 年，也是中国经济学从扎

根到成长再到成熟的 7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

开放，中国经济学处于缓慢成长期，这一时期的经

济学文献发表量总体不高，但是呈现出缓慢增长

的趋势，并出现了《经济研究》《中国金融》和《地理

学报》等高质量的期刊，给处于幼年的中国经济学

提供了发展阵地，也出现了像孙冶方、平心、骆耕

漠等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经济学者，为中国经

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文化大革命”期间，

经济学的文献发表量减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行，中国经济学很快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改革开

放后，中国经济学得以蓬勃发展。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是中国经济学逐渐走向成熟的黄金发展时

期，它不仅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

究案例，也为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的交流与

借鉴打开了对话的窗口，逐渐探索并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道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

民银行等科研院所和机构外，北京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也是中国经济学

高频被引文献视角下中国经济学70年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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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Economics Evolution for 70 Year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ited References
with High Frequency

Wang Chengcheng Li Gang
Abstract: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70 years from the root of Chinese economics
from growth to maturit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economics
has grown slowly through explor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been a golden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cs has not only grown gradually from its infancy to maturity, but also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authoritative and leading economic journals, teams of economists and research positions of economic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blication volume, citation volume, download
volume, author and source journals based on 565 economic high-frequency cited literatures, and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these literatures. We found that in the Chinese economics field exist Sun Yefang, Ping Xin, Luo Gengmo,
Lin Yifu, Zhang Jun and many other influential and authoritative researchers, and also arise many high quality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Chinese Finance, Accounting Research,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have become the main basses for cultivating
economic talents.
Key Words: Cited References with High Frequency；Cited Numbers；Downloads Numbers；Journal；Author

（责任编辑：齐 双）

发展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世界》

《金融研究》等经济学期刊逐渐成长为中国经济学

界的权威性核心期刊，并在一定时期引领了整个

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各个学科的界限

变得越来越模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不

仅广泛吸取地理学、建筑科学、资源科学等各个学

科和领域的经验知识，还努力借鉴国外经济学的

先进理论和方法，以实现更好拟合现实问题和探

索问题解决办法的目的。

注释

①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选取相关经济子专辑为

范围进行高级检索。对 1949—2018 年，每年发表的经济

类文献按照被引频次进行降序排名，这里所说的经济类

文献是指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项下的 19 个经济类子专

辑，即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

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统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交通

运输经济、企业经济、文化经济、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

服务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与税收、金融、证券、保险、

投资、会计、审计。对每一年度的选定文献按照被引频次

进行降序排名，选取前 10 名进行分析。由于研究的样本

量为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因此也是以时间为线索研究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经济学的演变。②由于从学术

角度难以界定高校学报（辽宁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

以及人民日报的类型，所以在此未做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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