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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

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数据库收录的社科领域中有关新能源汽车研究的 542 条文献记录作为样本，

基于 CiteSpace 5.3 软件进行分析，得出发文机构、时空分布、期刊分布和研究主题等知识图谱，进而分

析社科领域的新能源汽车研究的核心力量以及近 18 年来研究脉络的演变趋势。研究表明：社科领域

新能源汽车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期研究主要侧

重于财税政策和市场扩散，目前的研究主要从创新驱动、生态系统、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关键技术突破、

市场扩散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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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化石能源的不可持续

性，传统燃油汽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受到了极大

影响；新能源汽车以其节能环保的优势受到了各

国政府的青睐。中国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已将新能

源汽车产业列为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

年行动纲领的十大领域之一，并推出了一系列财

政税收政策。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也激发了

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显著增长。从现有文献来看，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新兴产业发展、市场扩散、消

费者购买决策、财政补贴、税收政策、专利标准、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涌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综述性的文献回

顾和分类研究相对较少，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系统

研究还比较缺乏。

鉴 于 此， 本 文 基 于 引 文 分 析 理 论， 运 用

CiteSpace 5.3 信息可视化软件，通过关键词共现

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社科领域有关新能源汽车的

542 篇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梳理社科领域新能

源汽车的研究发展脉络，为推动社科领域新能源汽

车的研究工作以及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产业化

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 CiteSpace 5.3 软件对国内外社科领域

新能源汽车研究情况进行详细的梳理与分析 [1-3]。

文献数据来源于两个数据库。外文数据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文献搜索在

“ 标 题” 中 选 取“New Energy Vehicle”“Hybrid 

Vehicles”为关键搜索词，“学科”中选取“social 

sciences”，文献年限选择“2001—2018 年”，语

种选择“English”，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首

先对数据摘要进行一一查阅，对其中的期刊目录、

会议通知及评述、著作评述及新闻稿件等非学术研

究类的文献进行删除处理，对重复文献也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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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2018 年新能源汽车领域研究的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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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其次对剩余文献进行详细阅读，选取与本文

研究主题密切相关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文献，最

终得到 177 篇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外文研究

文献，具体见图 1。

中文数据对中国知网中收录的社科领域对中

国新能源汽车相关问题的 CSSCI 研究文献进行检索

在“标题”中选取“新能源汽车”为关键搜索，文

献年限选择“2001—2018 年”，文献类型定义为“期

刊”，索引“CSSCI& 核心期刊”。在中国知网共

检索到 498 条文献记录，经过对文献题目与摘要进

行相关性筛选、利用软件去重之后剩余 365 条文献

记录。

从 WOS 收录的文献记录的时间分布来看，

新能源汽车的研究从 2001 年开始起步（之前仅在

1997 年有 1 篇），但发展较为缓慢，截至 2009 年

发文量都保持在 1~3 篇 / 年，原因在于当时的汽车

市场仍以传统燃油汽车为主，而电动汽车的发展

仅于 1997 年在美国市场昙花一现。发文量开始增

长是从 2009 年开始，直到 2015 年发文量都保持在

20 篇 / 年以内；从 2016 年开始，发文量开始显著

增加，2018 年达到 33 篇。从图 1 可发现，国外相

关研究的发文量的增长趋势与我国发文量的增长趋

势大致相同。如图 1 所示，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

的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论文发文量来看，我国有

关新能源汽车研究的发文量呈阶梯状的增长趋势，

这与我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及政策法令的发

布时间不谋而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能源汽车产

业作为新兴产业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总体

上可划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7—2009 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研究文献较少，

仅在 2006 年有略微的起伏，但并未影响总体的走

势；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宏观政策发布来看，这

与 2004—2007 年我国发改委、科技部等多部门相

继推出政策，将电动汽车、车用动力电池等新兴动

力的研究和产业化提上日程不无关系。第二阶段为

2010—2014 年，年发文量保持在 20~30 篇之间。

从政策发布来看，2009 年我国推出“十城千辆”

工程，确定了明确的产销量发展目标，由此引发了

企业界、学术界对新能源汽车的共同关注，从技术

研发与政策落实、产业发展与市场推广方面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三阶段是

2015—2018年，年发文量上升到40~60篇。从2015年

7 月开始有关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财政补贴、准

入管理规定等政策相继出台，又一次引发了新能源

汽车关注度的新高潮，2018 年新能源汽车相关文

献的发文量已经超过 100 篇。

2　国内社科领域的新能源汽车研究脉络

2.1　发文机构分析

运用 CiteSpace 5.3 软件以年轮的形式将各科研

 ◇解茹玉：基于知识图谱的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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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2018 年 CNKI 收录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政策研究的机构及作者合作图谱

机构发表文献的产出量、合作情况展示出来，并以

中心性进行对比，可以给读者更为清晰的视觉信

息 [4]。软件参数设置如表 1 所示，绘制可视化网络

图谱，如图 2、图 3 所示。

从中国知网收录的核心论文的发文机构来看，

清华大学发表的文献数量达到 13 篇，其次是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分别发表了 7 篇，同济

大学、长安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以及北京理工大学

分别以 6 篇并列第三位；在基金资助方面，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发文 43 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

助发文 28 篇，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资助发文分别是 6 篇，另外还有地方政府

自然科学基金、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及各高校的科

研专项基金资助。期刊分布方面主要分布在科学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科技管理

研究、税务管理、科研管理等期刊。

表 1　软件运行参数的设置

软件参数 取值

时间切片（Time Slicing） 时间跨度：2001—2018；分割长度：1 年

主题词来源（Term Source） 选择文献的题目、摘要、主题词等

主题词种类（Term Type） None

节点种类（Node Types） Author/Institution

关联强度（Links Strength） Cosine

时间切片（Top N Per Slice） 30

网络约简（Pruning） Pathfinder and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可视化（Visualization） Cluster View-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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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新能源汽车政策研究主题词年份变化分布表

发展阶段 聚类 时间 主题词

第一阶段 #0 政府政策 2009 税收政策

2011 产业政策

2014 政策

2017 政府补贴

2017 财政政策

第二阶段 #2 新能源产业 2009 汽车产业

2010 新能源汽车

2013 新能源汽车产业

#1 汽车产业 2014 电动汽车

2015 市场培育

2016 低速电动车

第三阶段 #4 基础设施与商业模型 2013 充电设施

2014 充电基础设施

2016 商业模式

2017 消费

第四阶段 #5 创新驱动 2014 破坏性创新

2015 创新驱动

2015 创新系统功能

2015 地方保护主义

2018 技术创新

但从图谱中各机构之间的连线以及作者之间

的连线来看，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少，作者合作研

究的也比较少，只有个别的几个机构进行了较少的

合作，这也说明了当前国内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

与交流还比较少，大部分的专家学者还处于独自研

究的状态。从合作绩效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会严

重影响科研效率和效果。

2.2　研究脉络分析

为了更形象地呈现出社科领域有关新能源汽

车的研究热点演变情况，本文采用施引文共线聚类

的方法对文献进行了分析。CiteSpace 5.3 的主题词

类型选择“Noun Phrases”，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

和“Category”, 剪裁方式采取“Pathfinder”，可

视化方式选择“Timeline”，运行后获得社科领域

新能源汽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视图，如图

5 所示。

图谱聚类效果评价中，当 Q ＞ 0.3 时，表示图

谱划分的聚类结构显著；当 S ＞ 0.5 时，表示聚类

效果合理 [5]。在关键词共现时间线视图中Q=0.510 5，

S=0.746 2，表明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合理。

 ◇解茹玉：基于知识图谱的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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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NKI 收录的文献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主

要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政策工具”“新

能源汽车产业”“财税政策”。根据 CiteSpace 分

析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社科领域对新能源汽车研究

方向大致可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以聚类 #0 为代表，学者从

2009 年开始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财政政策和产

业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整体来看，大多数采用定性

分析的方法，如何治国 [6]、李晶等 [7]、丁芸等 [8]、

陈少强等 [9]、廖家勤等 [10] 梳理并分析了我国现行

新能源汽车发展侧财税政策，指出其激励措施存在

不足，并提出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

激励上，对长期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并提出建立

财税政策体系、扩大补贴范围、完成政府采购制度、

完善税收激励政策。李泉等 [11]、李绍萍等 [12] 使用

汽车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对企业税负、财政补贴及

税收优惠进行了回归分析。还有学者从国际经验方

面进行了研究，如于颖哲等 [13]、张钟允等 [14] 和高

秀平等 [15, 16] 分别研究了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新能源汽车财税政策。

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定性研

究，徐建伟等 [17]、王洛忠等 [18] 从新能源汽车产业

政策协同发展的角度回顾了现有汽车产业政策。白

让让 [19] 以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的出台、演变

和实施为背景，对林毅夫教授提出的“两轨六步法”

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产业政策指南适用于新能源

汽车等新兴产业的政策设计。国际经验研究方面的

成果比较丰富，符贵兴 [20]、陈羿等 [21]、卢超等 [22]

对比分析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企业绩效方面，金通等 [23] 通

过构建多任务博弈模型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聚类 #2、聚类 #1 为代表，学者从

2009 年开始从产业发展、市场培育的角度关注新

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产业发展方面，

桂黄宝 [24] 从创新、政策、需求及市场四个方面提

出了“四轮驱动模型”。袁健红等（2010）[25]、陈

芳等 [26]、袁华智等 [27] 分别从破坏性创新、协同理

论以及钻石模型理论等方面分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路径。冯辉 [28] 从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角度提出

了积分制的调控策略。市场培育方面，中南大学的

熊勇清教授团队 [29-31] 研究了供需双侧政策对制造

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效果，郭雯等 [32]

分析了政策组合的激励作用。

第三阶段以聚类 #4 为代表，相关研究开始涉

及从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模式的角度

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汪晓茜等 [33] 指出美

国特斯拉电动汽车分层次适应性及互联网销售模式

的成功经验、日本因地制宜的建设策略以及法国的

商业模式创新对我国充电设施建设提供了经验。张

厚明 [34] 提出政府保护主义之下的产能过剩、核心

技术缺失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主

要原因。马亮等 [35] 从续航能力视角研究了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博弈、产业链补贴策略等问

题。

第四阶段以聚类 #5 为代表，相关研究开始进

入到了更深层次，一方面关注到了创新驱动及技术

创新，另一方面也关注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发

展的影响。兰凤崇等 [36]、谢志明等 [37]、黄鲁成等 [38]、

王静宇等 [39] 梳理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专利情况。

沈阳大学的郭燕青研究团队 [40] 集中从产业创新生

态系统的角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系嵌入、创新

网络、效率测度、补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交通大学刘颖琦教

授所带领的团队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的研究成果

颇为丰富，从 2011 年至今，在 CSSCI 期刊上共发

表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论文 13 篇，其中 2016 年

发文 4 篇，2017 年 5 篇，2018 年 2 篇，此外 WOS

数据库也收录了该团队 8 条文献记录。研究成果主

要分布在政策研究、产学联盟、技术创新、市场预

测与培育、动力电池、商业模式等方面。中南大学

商学院熊勇清教授团队在 2016—2018 年在 CSSCI

期刊上共发表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论文 9 篇，研

究集中在财政补贴对各利益相关方的激励效果上。

3　国外社科领域的新能源汽车研究脉络

3.1　时空分析

从 WOS 数据（见图 3）可看出，社科领域新

能源汽车的相关研究主要分布在中国、美国、英国

等国家，其中中国的表现非常显著，发文量排名

第一，为 108 篇，占全球发文量的 21.69%；美国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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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1—2018 年WOS收录新能源汽车相关研究的国家分布图谱

排名第二，发文量为 92 篇，占到了全球发文量的

18.47%，比排名第三的英国多了 62 篇。然而从图

3 中国家节点间连线来看，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科研

合作较多，其中与美国的科研合作最多。中国的中

心性为 0.2，说明中国近年来也开始注重国际科研

合作。

3.2　期刊分布分析

运用 citespace5.3 软件对期刊的共被引情况进

行分析，得到新能源汽车政策研究的共被引期刊的

知识图谱，见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知，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相关研究

的共被引期刊排名靠前的主要有 7 个，分别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 and Hybrid Vehicles、

Energy Policy、Renew Sustainable Energy、Appl 

Energy、Journal of Power Source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 Environment、Energ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被 引 频 次 分 别 为

95、50、40、37、30、26、23， 说 明 这 些 期 刊

非常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的研究，其中期

刊 Energy、 Appllied Energy、Journal of Power 

Source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 Environment、Renew Sustainable Energy、Energy 

Policy 中心性显著高于其他期刊，分别是 0.38、0.35、

0.32、0.28、0.25、0.24，可见这些期刊发文质量较

好，是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产业研究方面的重要期

刊，既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研究成果的重要汇聚中心，

也是学者们交流的重要平台，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发展方向和政策制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3　研究脉络分析

CiteSpace 5.3 的 主 题 词 类 型 选 择“Noun 

Phrases”，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和“Category”,

剪 裁 方 式 采 取“Pathfinder”， 可 视 化 方 式 选 择

“Timeline”，运行后获得新能源汽车研究领域关

键词共现时间线视图，如图 5 所示。在关键词共现

时间线视图中 Q=0.478，S=0.517 3，表明聚类结构

显著，聚类效果良好。

从图 5 可以看出，国外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聚类 #1 为代表，从 2008 年开始，

关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发展、电池、设计及能源管

 ◇解茹玉：基于知识图谱的社科领域新能源汽车研究综述

意大利 英国

中国

美国



— 51 —

图 4　新能源汽车相关研究共被引期刊分布知识图谱

图 5　国外新能源汽车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线时间线视图

理战略等 , 侧重于技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

第二阶段以聚类 #0 为代表。从 2009 年开始，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研究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购

买决策、市场需求及产品扩散、二氧化碳排放等问

题。

在消费者购买决策方面，主要从影响因素方

·科技计划与管理·

运输研究 A（政策与实践）

能源政策

可再生和可持续能源评论
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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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源

能源电源杂志

计划行为理论

新能源汽车

补贴

解释性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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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Chattopadhyay 等 [41] 指出品

牌资产和定价会影响印度汽车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Wang 等 [42] 研究指出产品的内在本质、政府政策激

励、成本、参考群体、标志性因素 5 个因素对新能

源汽车的私人购买有显著影响。Cheng 等 [43] 研究

台北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指出节能环保和功能价

值是影响购买动机的重要因素，电池充电时间和维

护成本是决定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Du 等 [44] 构建

了包括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个人规范、

低碳意识和政策 6 个维度在内的构念模型，研究发

现政府政策的可接受性对新能源汽车的采纳有积极

影响。Liao 等 [45] 将影响消费者偏好的因素分为社

会经济变量、心理因素、流动状况、社会影响等。

市场需求方面，Sangkapichai 等 [46] 通过电话调

查定量地探讨了美国加州居民对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的兴趣。Glerum 等 [47] 在考虑消费者态度和风险感

知的基础上通过数学模型预测了电动汽车的市场需

求。Aishwarya 等 [48] 着重分析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电动

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普

及情况，探讨了影响采用率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

初步预测了未来轻型车的销量。Liu[49] 评估了美国

市场上混合动力汽车的需求，定量评估了消费者购

买混合动力汽车的意愿。Kieckhäfer 等 [50] 开发了一

种混合仿真方法来估计电动汽车市场份额的演变。

Sheldon 等 [51] 使用一个潜在的类模型来显示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吸引了不同的消费者细分市场，结论发

现，购买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意愿与传统车辆的

价格溢价之间的差距是按当前补贴的顺序排列的，

而纯电动汽车的价格溢价则是一个更大的数量级。

第三阶段以聚类 #2 为代表，从 2010 年开始研

究政策补贴问题，关键词有发展战略、模型、选择、

补贴、政策影响等。Chandra 等 [52] 分析发现加拿大

各省提供的退税补贴大幅提升了混合动力汽车的市

场份额。Gallagher 等 [53] 对比分析了美国税收激励

和非税收激励的相对效力。Ozel, F.M.[54] 提出了基

于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ANFIS）的评价框架，

分析了欧盟、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电

动汽车创新政策，并与这些地区的专利申请进行了

比较。Hans[55] 对通过案例研究对比分了日本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现状。Gulati 等 [56] 以混合动力汽车

的补贴为例研究了税收负担的内生质量和税收负担

问题。Coffman 等 [57] 回顾了电动汽车影响因素的相

关文献，发现政府激励政策对鼓励电动汽车普及是

有效的，但在时间和规模上的成果较少；目前电动

汽车的实际购买量远远低于消费者偏好，因此深入

研究“态度 - 行动”的差距对电动汽车的扩散很有

帮助。

4　主要研究结论

通 过 对 2001—2018 年 中 国 知 网 及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数据库所收录的 542 条核心文献的

发文机构、期刊分布、研究主题等进行了知识图谱

分析，结论如下：

（1）从研究的基本状况来看，国外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研究稍早于国内，但集中研究均始于

2009 年前后。发文量的显著变化与新能源汽车取

得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并获得大量政策扶持的现实情

况基本吻合。在研究团队方面，国内仅有 2~3 个团

队联系较为紧密，且研究成果丰富，但其他的学者

和机构之间明显缺乏联系，总体来说研究力量也较

为分散。

（2）从研究主题来看，社科领域对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市场扩散、财

税政策、基础设施建设 4 个主题。从研究趋势来看，

可划分为 3 个阶段，即初期的产业发展，中期的财

税政策、市场扩散以及后期的关键技术、创新生态

系统、节能减排等。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销量近几年

得到大幅增长，这与政府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但

由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与消费者以往经验之间

的差异，如充电耗时、续航里程限制等，以及配套

设施的建设速度、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与稳定性等关

键技术还未取得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可能

会随着财税政策的逐渐退坡而出现大幅下降的趋

势。因此，新能源汽车上下游技术壁垒的突破、配

套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引导、供

给侧的政策支持形式等将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

究重点。

（3）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扩散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模拟仿真，近两年开始

有学者采用汽车销量的省际数据、消费者的调查

数据进行市场扩散研究。对于创新扩散的研究，

采用真实的销量数据进行市场扩散的研究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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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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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in China 
based on Big Data

WU Dan
(College of Economics, Trad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sha Polytechnic, Changsha　410127)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presented satisfactory answers in term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ason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very unbalanced. The annual GDP of som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is dozens of times of that of 
the western backward areas. At the same time,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economic level of each province-level 
reg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ecosystem is very common. This paper tak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land province-level region in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macro and micro factors that cause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with the method 
of clustering. The province-level region economy is divided into eight categori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re given.

Key words: cluster analysis; regional economy;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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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New Energy Vehicl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Based on Knowledge Map 

XIE Ru-yu
(City Colleg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18)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social science field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Based on the 542 literatures about new energy vehicl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included in the database of CNKI and WOS,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5.3 to analyze the 
knowledge map, and obtains the knowledge map of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journal 
distribution, and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core team of new energy vehicl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evolution trend of research vein in the past 18 year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research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the early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middl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and market diffusion,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innovation 
driving effect, ecosystem,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key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market diffusion 
and so on.

Key words: new energy vehicle; social sciences; knowledge mapping;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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