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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产业振兴作为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的关键,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进一步梳理乡村产业振兴

研究发展脉络,可视化分析近30年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领域。从发文趋势看,2017年研究领域出现转折后发文量呈上

升趋势,但研究领域内的合作有待提高。从宏观层面看,研究热点的演进历经“产业结构调整、乡村产业初步融合、乡村产

业融合理论不断完善、乡村产业振兴概念正式提出、多元化产业振兴道路探索”五个阶段。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表现出较

为明显的阶段性。从微观层面看,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集群上。因此,
未来应从加强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的研究、探究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有效衔接的路径、探究乡村产业集群的表现形式

3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期为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提供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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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werhouse,anditisemergingasanewdrivingforcebehindruraleconomicdevelopment.Inordertofurtherdelineate
thedevelopmentaltrajectoryofruralindustrialrevitalizationresearch,avisualanalysisofthescholarlylandscapeoverthe

pastthreedecadescanbeundertaken.Whiletherehasbeenanincreasingtrendinpublicationsfollowingapivotalpointin
2017,thereremainsroomforenhancedcollaborationwithintheacademiccommunity.Fromamacroperspective,the
evolutionofresearchhotspotshasgonethroughfivestagessuchas“adjustmentofindustrialstructure,initialintegration
ofruralindustries,continuousimprovementoftheorieson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formalproposaloftheconcept
ofruralindustrialrevitalization,andexplorationofdiversifiedpathsforruralindustrialrevitalization.”Thisevolution

processdemonstratesdistinctstages.Ata microlevel,academicresearch primarilyfocuseson digitaleconomy
empowermentinrelationtocommonprosperity,industrialintegrationefforts,andagriculturalindustryclustering.
Therefore,inthefuture,furtherresearchshouldbecarriedoutfromthreeaspectsasfollows:strengtheningtheresearch
on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uralindustries,exploring the path for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andcommonprosperity,andexploringthe manifestationformsofruralindustrialclusters,withthe
expectationofprovidingbeneficialexplorationfortherealizationofruralindustryrevitalizationinChina.
Keywords:industrialrevitalization;ruralrevitalization;developmentvein;visualanalysis

0 引言

产业兴则乡村兴,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也是中国乡村由衰落走向振兴的关键一步[1]。一

方面,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基础与前提,能够为

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2]。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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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环,不仅能

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也能改变以往城市单向“输
血”的局面[3]。

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

期。研究的焦点从农业的振兴,逐渐延伸到乡村产业

的全面振兴。学界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3]、驱动机

制[4]、发展模式[5]等方面的深层次研究,推动了乡村产

业振兴的理论构建和研究体系梳理。目前,研究聚焦

于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一方面,从数字经济[6]、共同

富裕[7]、产业融合[8]、产业集群[9]等视角探索乡村产业

振兴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围绕生产空间系统要

素[10]、生产要素[11]、城乡资源[12]等要素的融合与优

化,探索乡村产业演变规律[13]。部分学者运用文献分

析法和归纳总结法,从创新发展模式[14]、产业融合[15]

等视角进行了综述性探究。然而,鲜有研究系统性梳

理乡村产业振兴研究的发展脉络。

Citespace软件是用于深度挖掘复杂、多元文本信

息的技术,能帮助使用者梳理出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目前,部分学者运用该软件,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16]、家庭农场[17]等视角梳理已有文献,但已有研究

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具体表现为:一是梳理乡村

产业振兴研究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把握乡村产业振兴

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二是提炼归纳乡村产业振兴研究

的演变过程与趋势,有利于从多维度完善乡村产业振

兴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借助该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

能,探究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演变的过程,系统性梳理近

30年乡村产业振兴研究的发展脉络。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的期刊。
为保证文献的代表性与权威性,文献类型限定为北大

核心、CSSCI来源的期刊文献。对比多组主题检索词

所筛选出的文献数据,最终设置检索词为SU=“乡村

产业振兴”+“农村产业振兴”+“一二三产业融合”+
“农业高质量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乡村产业”+
“农村产业”+“产业振兴”andFT=“农村”+“乡
村”+“农业”+“产业振兴”。经专业检索初步得到

1994—2024年的2223篇文献。为确保数据的可用性

与准确性,逐篇阅读2223篇文献的主题、关键词、摘
要等内容。在剔除与中国乡村产业振兴概念相对不符

或关键信息缺失的文献后,筛选出1997篇有效文献。
借助Citespace软件,对这部分文献的关键词、作

者、研究机构等方面进行关键特征提取。为使数据关

系网络的显示更为直观,在网络裁剪(Pruning)中选择

寻径 算 法 (Pathfinder)和 裁 剪 切 片 网 络 (Pruning
slicednetworks)。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的运用能够帮助使用者找到研究

领域的前沿方向和研究热点[18]。因此,借助软件,可
视化分析所检索出的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使用科学

知识图谱和文献计量法,进一步分析提取出的文献关

键特征。科学知识图谱以知识域为对象,能够转化知

识域内复杂关系为可理解的可视化信息[19]。文献计

量法是利用数理统计等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该方法

分析研究领域内文献的数量关系与老化规律,能够揭

示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历程[20]。

2 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文献统计分析

2.1 研究领域发文趋势分析

历年发文趋势分析是对研究领域内历年发文数量

以及变化趋势进行文献特征分析,其主要目的是得出

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及其受学界关注的程度。
由图1可知,研究领域总发文量呈现出逐年递增

的趋势,指数增长趋势较为稳定(y=6.5855e0.0827x,

R2=0.4876)。通过分析该研究领域发现,1992—

2008年为起步探索阶段,该阶段发文量较少,未能形

成相对稳定的发文趋势。2017年是该研究领域的重

要转 折 点,2009—2017 年 之 间 发 文 量 相 对 平 缓,

2017年之后发文量则持续增加。该转折点出现的原

因可能为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在首次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时,将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进而推动这一概念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随着国家政策

的倾斜,学界根据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从一二三产业

融合、农业高质量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等视角展开深入

研究,推动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

图1 历年发文趋势

Fig.1 Documenttrendsovertheyears

2.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美国科学史学家普赖斯认为研究领域内10%的学

者所发表的文献占总发文量的一半,而75%的学者往往

只发表一篇文献。其中,这10%的学者作为核心作者,
是研究领域的主要影响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影响着研究

领域的发展动态。因此,使用“普莱斯定律”分析研究领

域内的核心作者群体,具体计算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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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0.749× C (1)
式中:C———研究领域内学者的最多发文量;

Q———认定为核心作者的最少发文量。
姜长云是该领域内发表文献最多的学者,一共发

表11篇。根据普莱斯定律,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学

者是该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而得到164位学者构成的

核心作者群体,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核心作者发文量表

Tab.1 Coreauthorpublicationscale

序号
发文数
量/篇

人数
/位

核心作者 占比/%

1 11 1 姜长云 0.55
2 8 2 周立、朱德全 0.80
3 7 1 庄晋财 0.35
4 5 2 芦千文、李晓龙 0.50

5 4 13
杜 志 雄、刘 涛、温 涛、张
林、何广文等

2.60

6 3 37
李玉琴、郭俊华、王兴国、
夏显力等

5.56

7 2 108
封 进、付 伟、李 彦 岩、高
鸣、贺立龙等

10.82

合计 423 164 21.18

  根据莱普斯定律,核心作者群体的发文量占研究

领域总发文量50%时,将形成学科高产作者群。该领

域核 心 作 者 群 体 发 文 量 为423篇,占 总 发 文 量 的

21.18%。与高产作者群的标准相比,该领域已初步形

成较为稳定、高凝聚力的作者群体。随着核心作者群

体对该领域的不断探索,将带动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
借助软件分析该领域的作者合作网络(图2)分析发

现,各学者之间的合作较为松散。

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Fig.2 Authorcooperativenetworkmap

其中,以姜长云和杜志雄为主的学术团队,侧重

于探讨龙头企业等产业组织以社会化服务推进乡村

产业振兴的机制,从产业融合、共同富裕、农业现代

化等视角探究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意义;以周立、李
彦岩和王彩虹为主的学术团队,侧重于从产业融合

与新产业新业态的视角研究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

以杨建利和杨坤为主的学术团队,则基于产业融合

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时空演变等视角研究乡

村产业振兴;以杨亚东、刘洋和罗其友为主的学术团

队,不仅分析了产业融合中不同模式的差异与潜力,
也探讨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机制。整体来

说,大部分学术团队之间的合作交叉着“学缘”和“地
缘”关系,并以“学缘”关系为主。

2.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学者受知识动态化增长

与专业化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影响,难以熟练掌握大部分

的专业知识。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成为该领域进

一步发展的关键。对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的分析,有利于

识别该领域的核心机构。普通机构加强与核心机构之

间的交流合作,将有利于自身突破研究瓶颈。
由图3可知,农林类与财经类高校的经济管理学

院为文献主要来源。从整体层面看,该领域内大部分

机构的合作较少,不利于研究领域的可持续化发展。
从局部层面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等影响力较大的机构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

关系,从而促进研究领域的多样化发展。

图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3 Researchinstitutioncooperationnetworkmap

在衡量核心机构的标准上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意

见,因而本文将借用“莱普斯定律”判定核心机构。目

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是该领域内发

表文献最多的研究机构,一共发表25篇。因此,发文

量在4篇及以上的44个研究机构构成核心机构群体,
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该领域内的核心机构群体发文量为318篇,占研

究机构总发文量的15.92%。与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

体相比,核心机构群体发展相对缓慢,研究层次有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作为发文最多的核

心机构,主要从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供给侧结构

改革、社会性服务等视角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方

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作为发文量第二

的核心机构之一,主要从供给侧机构改革、生态农业、
产业融合、生产性服务等视角研究乡村产业振兴。整

体来说,核心机构群体的研究方向较为相似,充分表明

它们在该领域的发展上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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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核心研究机构发文量表

Tab.2 Coreresearchinstitutionpublicationscale

序号 发文数量/篇 机构数量/个 核心研究机构 发文量占比/%

1 25 1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1.25

2 17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0.85

3 15 1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0.75

4 14 1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0.70

5 13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0.65

6 11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1.10

7 10 1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0.5

8 9 1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0.45

9 8 4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 1.60

10 7 7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江苏大学管理学院等 2.45

11 6 3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等 0.90

12 5 10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2.50

13 4 11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 2.20
合计 318 44 15.92

3 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热点演进

研究热点是在一定时期内学界较为关注的研究主

题与研究视角。分析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有利于把

握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凝练后

的高度概括和描述。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可以找到

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推动对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

的分析。因此,为更好地展现研究领域内关键词的时

间分布与相互关系,选择对时区网络视图(图4)进行

分析。

图4 关键词时区网络图谱

Fig.4 Keywordstimezonenetworkmap

  突现强度是关键词在某时期内使用频次增长的强

度。对关键词突现强度的检测,能够得到领域内研究

兴趣的增长情况。新突现词的出现,往往代表研究领

域出现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突现词的分析,能够得

到研究领域阶段性的研究前沿,如表3所示。对研究

热点和突现词演进的分析,有利于梳理研究领域的发

展脉络。从宏观层面,按研究热点与突现词的动态变

化,可将发展脉络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6年):学界主要研究乡村产

业结构的调整。该阶段的热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调
整、结构调整、乡村产业、产业集群。1991年,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结束,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该时期的研究重点。
在高被引文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
中,朱希刚[21]着重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转换的

联系,并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而认为产业结构调整

需要农产品结构的优化。该阶段,部分学者对产业结

构调整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其从优质农业、高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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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产农业等视角探讨产业结构的优化,为农业产业

化与集群化的发展奠定了研究基础。
表3 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突现关键词表

Tab.3 Listofkeywordsfortherevitalizationofrural
industriesinChinaemergedabruptly

突现词
关键词

出现时间/年
突现
强度

突现开始
时间/年

突现结束
时间/年

产业结构 1995 13.77 1995 2012
调整 1995 10.84 1995 2006
农村 1999 12.66 1999 2017
结构调整 2000 4.28 2000 2013
产业集群 2005 7.96 2005 2014
乡村旅游 2006 16.75 2011 2018
产业融合 2013 8.47 2016 2018
现代农业 2016 4.42 2016 2018
精准扶贫 2017 3.48 2017 2021
产业兴旺 2018 5.96 2018 2020
脱贫攻坚 2019 4.73 2020 2021
职业教育 2013 6.34 2021 2022
共同富裕 2021 14.90 2022 2024
数字经济 2021 6.81 2022 2024

  第二阶段(2007—2013年):学界主要研究乡村产

业的初步融合。该阶段的热点关键词为乡村旅游、发
展对策。早期农村的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经营模

式单一等诸多困境,亟需新的动力,该阶段乡村产业的

发展已经显现出对农村经济活力的影响。因此,部分

学者进一步探讨乡村产业的发展模式。在高被引文献

“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

研究”中,牛凯[22]探讨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增

长之间的协同关系,不仅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加

强第一产业在生产技术与经营模式上的创新,也认为

产业的规模调整需要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拓展。尤

其是乡村旅游与农业的融合,不仅能够以聚集效应与

规模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进

一步调整和优化升级。随着产业融合程度的提高,乡
村产业呈繁荣发展趋势,逐渐释放出中国乡村的强大

生产力。该阶段,学界对农旅融合的初步探索,奠定了

乡村产业融合理论的研究基础。
第三阶段(2014—2016年):学界主要研究乡村产

业融合理论。该阶段的热点关键词为产业融合、现代

农业、新业态、发展路径。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加强了乡村产业之间的联系。乡村新业态、新产业的

不断涌现,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因此,学界展开对乡村

产业融合的重点研究。在高被引文献“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中,苏毅

清等[15]结合分工理论,探究了农村三产融合的内涵,

并认为建立农业获益的机制是农村的三产融合的关

键。该阶段,学界从路径、影响机制、动力机制等多元

化的研究视角探索乡村产业融合的道路。
第四阶段(2017—2019年):学界主要研究乡村振

兴战略下产业振兴的实现。在乡村产业结构上,由单

一产业的重点发展,逐渐转变为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

展。在乡村产业发展形式上,由产业融合延伸到农业

高质量发展和新产业新业态。该阶段的热点关键词主

要为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实现路

径、产业兴旺。目前,大部分乡村产业的发展存在诸多

问题。一方面,乡村产业的振兴不仅需要政府职能部

门的上下协同,还需要合作社、村治能人、农户等社会

力量的共同参与[23]。另一方面,乡村产业振兴应遵循

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利用地方社会资源、均衡配置

公共资源,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外源动

力[24,25]。同时,在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路径中,
产业振兴不仅承担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还承

担着产业扶贫的艰巨任务。该阶段中国乡村产业振兴

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乡村产业振兴成为研究的重点。
因此,学界从利益联结机制、三产融合、精准扶贫等多

元化的研究视角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
第五阶段(2020—2024年):学界持续关注实现中

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该阶段的热点关键词主

要为数字经济、共同富裕、数字技术、数字化、职业教

育。贯穿“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始终是农民增收。随

着全面脱贫的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成为“三农”工作中

新的问题。产业扶贫、乡村产业振兴等政策在农村的

实践证明,乡村产业的振兴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和

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善,加快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7]。
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通过

提高资源利益率、信息互通等方式形成数字化动力,推
动农业产业的多元化与集约化发展[6,12]。然而,产业

振兴的实现既依赖于大量技术人才的支撑,又因数字

经济赋能的技术门槛,而对人才的素养提出更高的要

求。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通过技术赋能乡村产业的融

合、分工与运作,对乡村产业的转型与优化显得更为重

要[26]。该阶段,各学者对研究领域的研究仍聚焦于实现

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但在研究视野上拓展探究了

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职业教育、数字经济等方面的

联系。

4 中国乡村产业振兴主要研究领域

Citespace作为文献计量辅助软件,能够辅助使用

者从整体上分析文献特征。但是,该软件易忽略文献

某些关键性的特征,而不能完全作为发展脉络梳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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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因此,以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热点演进为基础,
提取文献特征及其关键信息。从微观层面,将中国乡

村产业振兴主要研究领域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4.1 乡村产业振兴与数字经济赋能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大数据战略的衔接过程

中,学界展开了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联系的日渐紧密,数字经济

赋能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提质增效等方面已发挥出

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11]。然而,数字经济赋能的有效

发挥,仍受限于数字基础设施不足、复合型人才供给稀

缺、数 据 共 享 不 畅、科 创 体 系 发 展 滞 后 等 诸 多 因

素[6,27]。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落后于乡村产业振兴,
也严重阻碍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基于此,早期研

究主要集中在驱动机制[12]、赋能机制[27]、推进路径[6]

等理论探讨上,探索数字赋能乡村产业的形式。数字

经济赋能与乡村产业的良性互动,已经推动智慧农

业[28]、区块链农业[29]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加快了乡村

产业振兴的进程。为进一步找准乡村产业振兴与数字

经济的结合点,学界从数字经济赋能的理论探讨,逐渐

转变为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路径的研究。研究聚

焦于乡村旅游的供应链、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农产品供

应链溯源等方面[6,27,29],并更加注重于数字经济赋能

的实际运用。

4.2 乡村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

在实现全面脱贫之前,学界从产业发展关系[30]、评
价体系[31]等方面研究论证乡村产业对农村扶贫的重要

性。在实现全面脱贫后,共同富裕成为脱贫攻坚时期的

重要目标,使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为探

究新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学界从共同富裕的内

涵与测度方法[32]等视角展开新的思考。
目前,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仍面对一些挑战。农

村“共富”未能实现的外在表现为,农民收入低与收入

结构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等现象[32]。农村“共富”未能实现的内在原因为,产业

基础薄弱、资源要素流转不畅、农业发展缓慢、同质竞

争严重等问题[7,33]。鉴于内外问题的存在,现阶段产

业振兴的研究,主要从效率与公平[34]、产业高质量发

展[33]、产业振兴模式与保障体系[3537]等方面探索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乡村产业振兴能够兼顾乡村经

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但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存

在阶段性差异[34]。在产业振兴达到一定程度后,产业

振兴水平的持续提高才能逐渐缩小农民收入的内部差

距。在此基础上强化乡村产业振兴的底线思维,完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更有利于

农户的增收与共同富裕的实现[33]。

4.3 乡村产业振兴与产业融合

201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政策的倾斜推动乡村产业融合

的初步发展。该时期学界从产业融合的内涵界定与驱

动因素[4]、农旅融合[36]等方面初步探索乡村产业融合

的实现路径。然而,该时期学界的研究目的未能上升

到以产业融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层面。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颁布,产业融合成为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从产业融合的共生机

制[8]、演变规律[13]、价值增值[37]等视角展开大量的研

究。在硬环境实力上,农村存在着产业基础薄弱、关联

度不高、聚集程度低等问题。在软环境衔接上,农村存

在着利益联结机制不全、资源配置不佳、政策执行偏离

目标等问题。硬环境实力欠缺与软环境衔接不足的问

题,严重阻碍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乡村产业融合的外

生动力在于“税收”与“财政”。以“税收”赋能乡村产业

融合,税收取之于乡村,又用之于乡村产业全链条的完

善[38]。以“财政”赋能乡村产业融合,促进产业规模扩大

和产业链延伸[39]。由此来看,在政策支持下,产业协作

紧密度的纵向加强与农业功能宽度的横向拓展是产业

融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理想型样态[37]。但是,乡村产

业融合存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模式,政府保障措施要因时

而异、因地而异[36]。因此,在运行机制与模式选取上,学
界从经济可持续发展[36]、共享发展[7]等视角出发,深入

研究产业融合的单循环与双循环模式、起始型、专业型、
休闲型、理想型等路径[35,37]。

4.4 乡村产业振兴与农业产业集群

最早在研究振兴西部农业经济的路径时,任瑞洪

等[40]便提出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产业化。农业产业化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集群。如

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农业示范园区等形式,便是农业高

度规模化和产业化的产物。因此,对农业产业化的研

究,逐渐细化到农业产业集群化上,并探究产业集群的

定位[41]、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9]等方面。在具体

的表现形式上,研究聚焦于现代农业产业园[42]、现代

农业产业组织[43]等农业组织形式。然而,在推进农业

产业集群的进程中,主导产业同质化严重、政策支持力

度有限、配套设施不到位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43]。基

于此,在农业产业集群适度发展的基础上,把握特色产

业发展的一般趋势性规律,包容不同主体发展诉求。
以农业产业集群包容性的提高,调动参与主体积极

性[44]。以关键资源的聚集和动态能力的聚变[44],构建

“共赢共享”的新型产业价值链。目前,农业产业集群

呈现出全产业链建设初见成效、生产方式转型效果明

显等态势,推动了乡村农业产业的振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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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借助软件可视化分析功能,基于文献计量学和知识

图谱分析方法,分析近三十年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文献。

1)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以国家战略和农村

实际需求为导向,在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研究

领域出现转折。发文量呈总体上升趋势,研究内容表

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2)目前,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呈现出局部集中、
整体分散的特点。核心作者群体接近高产作者群体标准,
但学者群体很少进行跨机构、跨地域的合作交流。

3)从宏观层面看,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热点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乡村产业初步融合—乡村产业

融合理论不断完善—乡村产业振兴概念正式提出—多

元化产业振兴道路探索”五个阶段不断演进。研究热

点的演进过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

4)从微观层面看,系统性越来越强的研究内容,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不同时

代背景下,学界对数字经济、共同富裕、产业融合与农

业产业集群的不同视角展开深层次研究。研究全面探

讨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规律、发展路径等问题,已形成

相对成熟的乡村产业振兴研究体系。

5.2 展望

中国乡村产业振兴领域研究取得较大的发展,乡
村产业振兴的理论研究适度超前于政策,才能指导乡

村产业振兴的实践。乡村产业振兴研究领域仍存在很

大的发展空间。具体来看,未来研究应持续推进以下

三个方面。

5.2.1 加强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的研究

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的已有研究集中于机理、内
在逻辑、路径等方面,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存在趋同现

象。首先,应加强对乡村数字产业人才培养机制和人

才流动机制的研究。以乡村数字人才的培养,满足不

同乡村产业数字化的实际需求。以数字人才的流动,
加快乡村数字技术的推广。其次,应加强数字化赋能

乡村产业的应用性研究,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
农产品质量监管、农产品溯源等环节。最后,应探究数

字化赋能与农村传统产业高度融合的路径。此外,为
促进乡村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研究既要注重数字农

业、智慧农业等第一产业的数字化,也要探索数字经济

赋能初加工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其他产业的路径。

5.2.2 探究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有效衔接的路径

学界尚未实现两大政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有效

衔接。一方面,在政策扶持上,学界应加强对税收政

策、财政政策、保障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在
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上,研究应深入对利益联结机制、共
生机制、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此外,在产业振兴推动共

同富裕上,产业振兴对共同富裕的增收效应、共富效应

等影响效应的研究有待深入。在共同富裕推动产业振

兴上,共同富裕对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邻里效应、空
间溢出效应等影响效应的研究有待加强。

5.2.3 探究乡村产业集群的表现形式

乡村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集群,很少有

学者研究其他形式的产业集群。首先,在理论内涵上,
从内涵、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方面理清乡村产业集群

的概念,把握乡村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规律。其次,
在表现形式上,既要深入研究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区
域农业等已有的农业产业集群形式,也要加强对电子

商务、加工业、文化产业等产业集群形式的创新研究。
最后,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上,加强对产业集群的成

长机制、集群效应、竞争力、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剖
析产业集群与产业融合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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