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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生态移民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1988-2017年收录的生态移民

相关研究文献为数据库,
 

运用Citesapce软件对生态移民研究主题、
 

知识体系框架、
 

热点、
 

研究团队及机构进行梳

理和分析,
 

结果发现:
 

(1)
 

研究热点集中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
 

研究方法以定性结合定量为主,
 

研

究主题历时萌芽—发展—成熟3个阶段,
 

注重实证研究,
 

欠缺理论研究.
 

(2)
 

研究区域具有趋同性,
 

多集中于西北

地区的中小尺度研究,
 

微观尺度少.
 

(3)
 

生态移民研究已经形成了较稳定的,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小型学术团队,
 

但彼此间合作较少,
 

未形成系统的合作关系网络.
 

(4)
 

中西部地区的高产研究机构较多,
 

但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

少,
 

形成了宁夏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为核心、
 

宁夏医科大学为核心的两个较为明显的合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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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环境危机和移民问题的紧迫性使得生态移民研究一直是国际组织、
 

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研

究关注的重点[1].
 

自生态移民开始以来,
 

移民就开始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2].
 

国外

生态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与分类的探讨[3-4]、
 

发生机理和相关理论的研究[5]、
 

移民后续发展问题的预

测[6-7]及生态移民对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等.
 

其中生态移民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是国外研究

的热点,
 

特别是生态移民所带来的社会经济、
 

文化生活、
 

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同时,
 

生态移民的后续安

置、
 

福利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研究者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8-9].
中国的生态移民(Ecological

 

Migration)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反贫困双重压力下的应对行动.
 

近30年来,
 

国内不同学者对中国的生态移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早期主要从生态移民的原因、
 

目的、
 

行为等角度对生

态移民的概念进行阐述[10-12],
 

对生态移民的可行性、
 

必要性、
 

适应性、
 

分类、
 

安置模式等进行研究[13-20].
 

随

着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
 

其研究重点逐步转向生态移民的后续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21],
 

涉及生态移民社

会适应[22]与文化重构[23]、
 

政策研究[24]、
 

安置后生存状态[25-26](效益评价、
 

生活质量、
 

宜居环境、
 

满意度)、
 

后续产业与可持续生计[27]、
 

社会管理与福利保障、
 

综合效益评价[28]与风险评估[29]等诸多研究视角.
 

国内

对生态移民的研究时间跨度长,
 

涉及内容广,
 

但对生态移民整体知识框架及演变的分析涉及较少.
 

因此,
 

有必要对其主题演变进程、
 

研究框架、
 

热点及研究团队进行分析,
 

以加深对生态移民研究领域的认识和把

握.
 

本研究基于科学计量方法,
 

使用Citespace软件,
 

通过关键词挖掘,
 

对中国生态移民研究进行可视化分

析,
 

绘制知识图谱,
 

通过对过去研究成果的汇总和梳理,
 

有助于了解相关研究的空缺与不足之处,
 

为今后

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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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生态移民”既指生态移民主体,
 

也指生态移民这一活动行为.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

的“生态移民与环境影响评估”国际研讨会指出,
 

生态移民源于生态环境引起的问题,
 

属于特殊类型的移

民,
 

是一个交叉性综合研究课题,
 

很难对其做出全面的科学阐释[30].
 

一些研究者将生态移民与环境移民等

同,
 

一些研究者认为生态移民包括了环境移民、
 

扶贫移民、
 

灾害移民等[31].
 

基于以上,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

(CNKI)为数据来源,
 

以生态移民和环境移民为主题词,
 

对生态移民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检索统计,
 

检索共

得到2
 

545篇,
 

筛除与主题无关、
 

无作者、
 

无关键词的文章,
 

共得到1
 

200篇有效文章(表1).
表1 数据检索条件

类别 说   明 类别 说   明

数据来源 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
 

文献类别 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

检索条件 主题=生态移民or主题=环境移民 有效论文数量 1
 

200篇

时间限制 无

1.2 研究方法

将数据导入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中绘制图谱,
 

结合文献阅读法,
 

总结梳理生态移民的研究团队、
 

机

构、
 

主题等.
 

Citespace软件是大连理工大学 WISE实验室与陈超美博士联合研发的一款可视化分析软

件,
 

它通过可视化的手段分析科学知识结构、
 

规律和分布情况[32].
 

将下载的1
 

200篇文献数据输入

Citespace软件中:
 

将时间跨度(Time
 

Span)选为1988-2017年,
 

时间片层(Time
 

Splices)设置为每一年一

个阶段,
 

主题词来源(Term
 

source)选择标题(Title)、
 

摘要(Abstract)、
 

作者关键词(Author
 

Keywords)以
及附加关键词(Keywords

 

Plus),
 

抽取研究对象的前50项(Top
 

50),
 

选择寻径网络算法(原始图谱过于庞

大、
 

混乱,
 

寻径网络算法使图谱更加清晰明了)(Pathfinder
 

Network
 

Scaling),
 

并对合并后的网络进行裁

剪(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分别选择关键词(Keyword)、
 

作者(Author)、
 

机构(Institution)绘制生

态移民领域知识图谱.

2 分析结果

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2.1.1 研究主题时区分析

通过提炼关键词,
 

可以分析研究领域的热点[33],
 

剖析研究主题.
 

提取1988-2017年中每年出现频

次最高的50个关键词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图1),
 

图中共有261个节点,
 

314条连线,
 

网络密度为

0.009
 

4,
 

关键词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度,
 

说明生态移民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较为集中.
对关键词进行时区可视化(图2),

 

了解生态移民的研究主题演进路径.
 

时区可视化视图是将相同时区

的关键词集中显示,
 

且关键词所在时区代表其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结合生态移民发文量变化曲线图(图3),

 

将生态移民的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
(1)

 

1988-2000年,
 

生态移民研究的萌芽阶段

这一时期研究文献数量较少,
 

变化平稳.
 

早期实施的移民工程以减缓环境造成的贫困为主导,
 

1998年

特大洪涝灾害让生态移民开始被重视,
 

自2000年开始,
 

文献发文量略有上升.
 

这一阶段对环境移民的研究

较为常见,
 

出现的关键词有“环境移民”
 

“环境容量”
 

“人口”
 

“广西”
 

“气候”
 

“土壤”
 

“生态移民”等.
 

通过分

析相关文献发现,
 

国内对生态移民的研究开始于对环境移民的研究,
 

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
 

内容

主要停留在环境移民相关概念内涵的辨析、
 

移民生存环境状态的分析等方面[34],
 

研究者多认为环境移民是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种手段,
 

因此研究区域也多集中在西部贫困地区,
 

同时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环境移

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如熊康宁[35]对贵州喀斯特地区环境移民提出开发式扶贫、
 

发展生态农业、
 

建立多功

能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以生态移民命名或是为关键词的文章并不多见,
 

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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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耀武等[36]对三峡库区移民的论述,
 

他在这篇论述中首次对生态移民的概念进行界定,
 

为今后生态移民的

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概念基础.

图1 1988-2017年生态移民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2 生态移民关键词共现时区分析

图3 1988-2017年生态移民文献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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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1-2010年,
 

生态移民研究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
 

为了改善西部落后的状况,
 

我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生态移民工程,
 

因此发展阶段早期的

研究主要以对生态移民相关政策研究为主.
 

整体而言,
 

发展阶段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70多个,
 

词

频数大于等于20的有“宁夏”
 

“三江源”
 

“可持续发展”
 

“社会适应”
 

“对策”
 

“城镇化”
 

“文化变迁”
 

“生态

环境”,
 

可以看出发展阶段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宁夏、
 

三江源地区,
 

在研究主题上也开始关注生态移

民的社会适应问题,
 

生态移民的生活、
 

经济、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其制约因素,
 

寻找影响移民

社会适应能力的原因,
 

如陶格斯[37]对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性进行分析,
 

发现其在生

活适应性方面较差,
 

且搬迁前后经济收入的差异是影响其社会适应性的显著因素,
 

提出对民族地区要根

据地区特点进行搬迁移民.
 

敏俊卿等[38]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适应性

进行描述,
 

提出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
 

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移民的真正发展.
 

同时该时期大部分研究对

生态移民的安置、
 

教育等社会问题提出了对策,
 

认为生态移民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
 

是应对

生态环境危机的政策措施.
 

如王静爱等[39]将生计、
 

生态与教育相结合提出“生态教育移民”,
 

并基于人地

关系的和谐提出生态教育移民对策,
 

王方捷等[40]通过对巴东县的生态屏障建设与生态移民基本情况进

行分析,
 

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移民模式,
 

即城镇集中安置、
 

农村居民点安置、
 

外迁安置、
 

自谋职业安置,
 

并对移民安置的风险进行分析,
 

提出对应防范对策.
(3)

 

2011年至今,
 

生态移民研究的成熟阶段
 

“十二五”规划时期,
 

国家政策对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促使生态移民研究成果数量上升.
 

这一阶段的关键

词多达180个,
 

频数大于等于15的关键词有:
 

“扶贫生态移民”
 

“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
 

“生计资本”
 

“可持续

生计”.
 

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
 

视角也更为多元,
 

生态移民的扶贫、
 

文化生态重建、
 

生计重构及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社区发展等问题受到学者关注,
 

出现了“扶贫生态移民”
 

“精准扶贫”等新的概

念,
 

关于“扶贫生态移民”的研究以广西、
 

贵州等地的相关研究为主,
 

研究内容也侧重对移民就业、
 

生计等民生

问题的研究,
 

如王飞跃等[41]就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合精准扶

贫提出改善移民就业的策略.
 

精准扶贫与生态移民工程的结合,
 

丰富了生态移民工程的扶贫途径,
 

因此精准扶

贫背景下的生态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扶贫路径方面,
 

且以定性研究为主,
 

定量研究还较少.
 

2.1.2 研究热点问题
 

中介中心性代表了其在网络图谱中的媒介能力,
 

中介中心性越高,
 

关键词的地位就越高,
 

控制的信

息流就越多[42].
 

关键词频数越高,
 

说明其被关注程度越高.
 

统计频数及中介中心性排在前10位的关键

词(表2)发现,
 

“宁夏”出现的频数最高,
 

“城镇化”的中心性最高,
 

“三江源”
 

“对策”
 

“移民安置”不仅属于

高频词汇,
 

还具有高的中心性.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移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

两个方面.
 

移民安置区被看作是一个集社会-经济-自然为一体的生态系统,
 

生态移民对生态环境的治

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43],
 

从环境保护研究来看,
 

对生态移民的研究往往侧重对人的研究,
 

基于自然生

态理论的研究还较少,
 

因此生态移民相关研究在空间和内容方面仍具有较广的延展性.
 

基于社会学理论

对生态移民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寻求移民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路径.
 

如韩晓佳等[44]利益相关者理论

构建生态风险因子体系,
 

对生态风险的认知和管理进行研究,
 

万炜等[45]首次提出“生态移民区划”的概

念,
 

对生态移民的区域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

机制、
 

政策以及标准的制定上,
 

如张林洪等[46]以生态获益方的角度在水质改善、
 

泥沙减少、
 

保持土壤养

分补偿等方面计算补偿收益,
 

目前对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涉及较少,
 

因此需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
 

此

外生态修复作为生态移民的研究方向之一,
 

同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虽然很多研究

者针对特定研究区的生态现状提出相关了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
 

但多以定性研究为主,
 

定量研究较少.
 

从社会发展研究来看,
 

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适应、
 

脱贫扶贫等社会问题是研究关注的重点,
 

对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往往是基于生计、
 

就业等视角进行的,
 

此外生态移民作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之

一,
 

主要从城镇化发展路径及效应进行研究,
 

且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以论述、
 

定性研究为主,
 

衡量城镇化

发展程度、
 

城镇化效益等的定量研究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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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态移民研究主要热点词汇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排序 关键词 中心性

1 宁夏 111 1 城镇化 0.84

2 三江源 100 2 三江源 0.61

3 可持续发展 65 3 生态保护 0.61

4 社会适应 34 4 生态修复 0.29

5 对策 34 5 移民安置 0.28

6 生态移民区 31 6 现状 0.28

7 移民 30 7 移民 0.27

8 扶贫生态移民 27 8 对策 0.22

9 移民安置 24 9 生态补偿 0.18

10 城镇化 22 10 建议 0.17

2.1.3 研究前沿辨识

突现表示某一变量在某一时间段突变、
 

剧增.
 

通过查看关键词的突变值,
 

可以了解生态移民在特定时

间内的研究热点.
 

根据Citespace制作突现词变化图(图4)及突变时间表(表3)可以看出:
 

①生态移民研究

萌芽时期,
 

“环境移民”表现出强突变性.
 

环境移民的概念一经提出,
 

就引起来了关注,
 

直到2000年生态移

民的实施,
 

环境移民研究的热度才有所下降.
 

②生态移民研究的发展时期,
 

突现词数目上升,
 

“移民安置”
 

“生态环境”
 

“三江源”
 

“生态保护”
 

“后续产业”都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前沿问题.
 

③生态移民研究的成熟时

期,
 

“扶贫生态移民”
 

“精准扶贫”
 

“可持续生计”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前沿问题.

图4 突现词变化图

表3 突现词突变时间表

研究时期 关键词 突现值 突现起始时间 突现结束时间

萌芽时期 环境移民 10.67 1988 2001

发展时期 生态保护 4.91 2002 2007

生态环境 4.19 2003 2004

移民安置 4.16 2002 2005

三江源 9.80 2006 2012

后续产业 3.86 2009 2012

成熟时期 可持续生计 3.49 2014 2017

扶贫生态移民 6.06 2014 2016

精准扶贫 5.71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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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研究知识体系框架

对关键词进行分类统计,
 

构建生态移民研究知识体系框架(图5).

图5 生态移民研究知识体系框架

首先,
 

研究知识体系中的生态移民区域与我国生态移民地域一致,
 

包括西北、
 

华北、
 

西南、
 

华南,
 

其中

西北地区是研究的热点地区,
 

尤其是宁夏和三江源地区,
 

对华北地区生态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牧

区,
 

西南、
 

华南地区的生态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山地地区,
 

但关注度不及西北地区.
其次,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环境、
 

社会文化、
 

生计发展3个方向.
 

生态方面的研究,
 

多选择典型

或特殊地貌类型区(如喀斯特地貌地区、
 

干旱半干旱地区、
 

农耕游牧交错带以及国家重点森林功能生态

区等),
 

一是关注安置区生态保护、
 

生态风险、
 

环境容量等方面的研究;
 

二是对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补

偿、
 

生态恢复、
 

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
 

土壤肥力等的研究.
 

社会文化方面主要集中在社会适应性、
 

移民安

置、
 

城镇化问题、
 

文化变迁、
 

文化调适、
 

民俗文化等.
 

移民生计发展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

可持续生计、
 

生计模式、
 

生计方式以及移民后的生计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如产业发展、
 

扶贫就业、
 

经济效益等.
最后,

 

在研究方法上,
 

生态移民的研究以定性方法结合定量方法为主要方式,
 

定量分析方法有层次分

析法、
 

因子分析法、
 

参与式乡村评估法等,
 

层次分析法使用的较多,
 

层次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多用来对生态

移民的社会、
 

经济效益进行评价,
 

参与式乡村评估法、
 

χ2 拟合优度检验用于研究移民土地利用、
 

发展模式,
 

结构方程模型用于分析移民青少年行为问题.
 

现有的研究方法多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相对来

说不够丰富,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研究方法的丰富化与复合化.
2.2 生态移民研究的学术团队

将Citespace中的Node
 

Type设置为作者(Author),
 

对生态移民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及研究团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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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目前我国生态移民研究领域的学者非常多,
 

但研究者之间的关联性不强,
 

合作度较低,
 

大部分研究

者选择独立撰写论文,
 

小部分研究者选择团队化合作,
 

一般为2~8人(图6).

图6 1988-2017年间生态移民研究者合作网络图谱

筛选出团队合作人数大于5人(包括5人)的学术团队(表4),
 

发现:
 

①华北地区以中国科学院的王克

林、
 

苏以荣、
 

肖润林组成的研究团队为主;
 

②西北地区分别以宁夏医科大学方建群,
 

宁夏大学刘小鹏、
 

苗红

组成的研究团队为主;
 

③学术团队在研究区域的选取上,
 

往往选取工作、
 

生活所在地理空间作为首要研究

区域,
 

在研究内容上也各有侧重点,
 

呈现出研究内容多元化的特点.
表4 合作团队一览表

合作团队 团队成员 研 究 重 点

Ⅰ 王克林、
 

苏以荣、
 

肖润林等共计18名成员
以喀斯特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区域,

 

从社会、
 

经济、
 

生态、
 

农

业等方面对生态移民进行研究.
 

Ⅱ 方建群、
 

王志忠、
 

张朝霞等共计12名成员
以生态移民的青少年儿童为研究对象,

 

对其心理、
 

行为、
 

认

知以及家庭教育等问题进行研究.
 

Ⅲ 刘小鹏、
 

王亚娟等共计8名成员
选取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作为研究区域,

 

从地理学视角对安

置区的景观、
 

聚落、
 

土地利用等进行研究.
 

Ⅳ 刘学武、
 

冯雪红、
 

束锡红等共计8名成员
以宁夏无土安置区作为主要研究区域,

 

对其产业、
 

社会发展

等问题进行研究

Ⅴ 苗红、
 

薛晨浩、
 

邓慧丽等共计6名成员
基于社会、

 

生态视角,
 

对宁夏生态移民生计、
 

家庭以及生态

移民区的自然环境进行研究.
 

Ⅵ 张萍、
 

杨向军,
 

石晶波等共计6名成员
选取宁夏为主要研究区域,

 

主要对生态移民所导致的土地利

用变更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Ⅶ 乔茂云、
 

路京选、
 

刘文承等共计5名成员 主要对黑河流域额济纳绿洲的生态移民工程进行研究

Ⅷ 张荣飞、
 

王建力、
 

李健等共计5名成员
基于农业视角对宁夏黄河流域的生态移民现状、

 

家庭农场模

式进行研究

Ⅸ 王永平、
 

周丕东、
 

金莲等共计5名成员
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为主要研究区域,

 

从生态移民的可持续

发展角度对生态移民问题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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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作者发文量,
 

史俊宏、
 

张爱国、
 

王克林的研究成果最多(表5),
 

史俊宏作为高产作者,
 

以独立撰

写论文为主,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农业与农村发展等,
 

他对生态移民的研究主要从移民生计角度出

发,
 

对少数民族居住的牧区生态移民进行研究.
 

张爱国作为高产者之一(表5),
 

组建了稳定的合作团队

(图6),
 

主要对移民后的生活状况进行研究.
 

王克林与高产者肖润林、
 

苏以荣等组成了生态移民研究领

域最大的研究团队(研究团队Ⅰ).
 

结合表4-5与图6,
 

可以看出高产作者已经组建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团

队,
 

但是团队之间学术交流有待进一步加强.
表5 高产作者发文量统计表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史俊宏 11 方建群 8

张爱国 11 冯雪红 8

王克林 11 王永平 8

肖润林 9 王志忠 7

苏以荣 9 周丕东 7

2.3 生态移民研究的机构分布

科研合作网络分析不仅可以发现生态移民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
 

也可以发现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
 

分

析近30年来高产机构(表6),
 

发现发文量排在前10名的机构多位于中西部地区,
 

以宁夏地区为最多,
 

与生

态移民实施区一致.
 

发文量最大的是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表6 高产机构发文量统计表

发文量 发文机构 发文量 发文机构

23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1 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19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12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11 宁夏社会科学院

11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10 贵州财经大学

1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0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7)表明:
 

①生态移民研究的机构数量较多,
 

机构之间的合作表现出一定的跨地

区性;
 

②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高校及研究所(中心),
 

以地理学科院系、
 

生态研究所、
 

社会科学院系、
 

民族研

究中心、
 

经济学院等为主;
 

③生态移民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合作机构群:
 

合作群Ⅰ以宁夏大

学与中国科学院为核心,
 

其内部的合作机构达50多个,
 

无论是从研究区域,
 

还是研究主题,
 

都较为全面多

元,
 

合作群Ⅱ以宁夏医科大学为核心,
 

这一合作群主要以生态移民区的青少年儿童为研究主体.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我国近30年来生态移民研究的学术团队、
 

研究机构、
 

研究主题和知识体

系框架4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总结,
 

得到以下发现:
(1)

 

多学科背景的学术团队.
 

近30年来,
 

生态移民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术团队,
 

不同

的学术团队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
 

每个学术团队都较为关注其机构单位所在区域的生态移民研究,
 

学术团

队内部人数较少,
 

多为师承关系,
 

整体上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合作关系网络.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学术

团队之间应该加强学术交流.
(2)

 

地缘优势的研究机构.
 

中西部地区的高产机构较多,
 

其中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发文量最

大.
 

研究机构集中在地理学科院系、
 

生态研究所、
 

社会科学院系、
 

民族研究中心、
 

经济学院系等,
 

研

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
 

并形成了宁夏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为核心、
 

宁夏医科大学为核心的两个较为明

显的合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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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88-2017年生态移民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3)
 

从研究热点来看,
 

生态移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
 

对环境保

护的研究主要侧重对移民群体的研究,
 

对社会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适应、
 

脱

贫扶贫等问题,
 

研究内容仍具有较强的延展性.
 

研究主题历时萌芽—发展—成熟时期,
 

逐渐表现为中、
 

小

尺度的研究,
 

逐渐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
 

对于微尺度的研究还较为欠缺.
(4)

 

从研究知识体系来看,
 

具有研究区共性和多元研究方向特点.
 

研究区域选择具有较强的共性,
 

西

北地区的关注度较高,
 

主要集中在地理条件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
 

人口贫困地区.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

环境、
 

社会文化、
 

生计发展3个方面,
 

其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应用实践,
 

而对于理论研究还较欠缺.
 

研究方

法多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以定性结合定量为主,
 

研究方法不够丰富,
 

今后的研究应注意研究方法的丰

富化与复合化.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首先本研究仅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文献作为数据来源,
 

在一定程度

上没有做到数据的全面性,
 

其次本研究仅对中国近30年的生态移民研究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今后还可以结

合国外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探讨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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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project
 

has
 

been
 

receiving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Up
 

to
 

now,
 

ecological
 

immigr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scholars
 

enthusiasm
 

for
 

its
 

research
 

has
 

not
 

diminished.
 

This
 

paper
 

takes
 

the
 

ecological
 

im-

migration-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88
 

to
 

2017
 

collected
 

by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as
 

the
 

data-

base
 

source,
 

and
 

uses
 

Citesapce
 

software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ecological
 

immigration
 

research
 

theme,
 

knowledge
 

system
 

framework,
 

hotspots,
 

research
 

teams
 

and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Chinas
 

ecological
 

immigration
 

focus
 

on
 

two
 

aspects,
 

namely,
 

ecological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ainly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

titative
 

analyses,
 

and
 

the
 

research
 

theme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germination-development-matura-

tion.
 

On
 

the
 

whole,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focuses
 

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

search
 

is
 

inadequate.
 

In
 

this
 

study,
 

a
 

regional
 

convergent
 

inclination
 

is
 

found.
 

Most
 

of
 

the
 

study
 

areas
 

are
 

concentrated
 

on
 

small-and
 

medium-scale
 

research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and
 

micro-scale
 

re-

searches
 

are
 

few
 

in
 

number.
 

Some
 

small
 

and
 

relatively
 

stable
 

academic
 

teams
 

for
 

ecological
 

immigration
 

re-

search
 

having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have
 

been
 

formed,
 

but
 

cooperation
 

among
 

them
 

is
 

poorly
 

de-

veloped.
 

On
 

the
 

whole,
 

the
 

research
 

on
 

ecological
 

migration
 

has
 

not
 

formed
 

a
 

systematic
 

network
 

of
 

coop-

eration.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high-yield
 

study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r
 

other
 

ethnic
 

areas
 

of
 

China.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cooperation
 

among
 

them.
 

At
 

the
 

same
 

time,
 

two
 

distinct
 

cooperation
 

groups
 

have
 

been
 

formed,
 

one
 

with
 

Ningxia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the
 

nucleus
 

and
 

the
 

other
 

with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as
 

it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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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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