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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国内环境设计
预防犯罪研究可视化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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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采用尽可能的手段预防犯罪,国内学者逐渐对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
taldesign,CPTED)开展相关研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并借助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收录的328篇CPT-
ED相关文献,从发文时间、作者与机构和关键词聚类等角度展开计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结果显示:①国内

CPTED相关研究可分为初步探索阶段(1994—2007)、较稳定发展阶段(2008—2013)和显著增长阶段(2014至今);

②相关研究较为分散且不够深入,高产作者少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核心作者群,并且各团体缺乏合作与交流,尚

未形成跨地区、跨领域的共享共建的协同研究平台;③“犯罪预防”“环境设计”“居住区”“防卫安全设计”和“安全

性”等关键词代表CPTED领域各时期的主要研究热点;④研究前沿是“设计策略”“公共空间”和“CPTED理论”.
关 键 词: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犯罪预防;环境设计;CiteSpace;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5471(2022)01 0112 08

VisualizationAnalysisofDomesticCPTED
ResearchBasedonCiteSpace

WANGMengyao, ZHANGChenxi, YANGFangrong, ZHANGYige
CollegeofLandscapeArchitectureandArt,He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Zhengzhou450000,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agrowingresearchon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talDesign(CPT-
ED)havebeenconductedbydomesticscholarstopreventcrimeasfaraspossible.Inthispaper,328CPT-
EDreferencesfromCNKIdatabasehavebeenanalyzedthroughthebibliometricmethodandCiteSpace
software,andtheknowledgemappinganalysisontimeofissue,authorsandinstitutions,keywords,etc.
hasbeendrawn.Theresultsshowthat:First,thedomesticCPTEDresearchcouldbedividedintothree
stages:thepreliminaryexplorationstage(1994-2007),therelativelystabledevelopmentstage(2008-
2013)andthesignificantgrowthstage(2014-present).Second,therelatedresearchisrelativelyscattered
andnotin-depth,thenumberofhigh-yieldauthorsisfew,thereisnocoreauthorgroupwithacertain
scale,andthereisalackofcooperationandcommunicationamongvariousgroups,andthesharingcollab-
orativeresearchplatformofcrossregionalandcrossfieldhasnotbeenformed.Third,thehotspot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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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C.RayJeffery提出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taldesign,
简称CPTED)理论,认为环境设计可以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和减弱犯罪带来的恐惧感[1].随后OscarNew-
man从建筑学的角度提出“防卫空间”理论,强调了具体的设计特征即领属性、出入口控制、监督性、景象、
周围环境和目标强化等[2],形成了初代CPTED理论.犯罪是城市发展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城市环境的变

化会使得犯罪诱因增加,犯罪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为了全面预防犯罪,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环境设计预防

犯罪的研究,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在构建科学系统的CPTED理论研究框架[3]、实践案例应用与实施的

效用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有所欠缺[4].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为手段,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

CPTED研究发展现状、研究热点主题与未来焦点趋势进行整体评述,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现实参考

和可深入方向.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为了尽可能覆盖国内CPTED相关的研究内容并筛选出核心问题,本研究选取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

收集文献数据,设定“CPTED”“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可防卫空间”“防卫安全设计”“环境安全设计”为主题

词进行高级检索,时间范围不限,检索日期为2020年8月22日,共检索到869篇文献.为确保数据的有

效,进一步筛选,去除会议、报纸、专利、标准及与主题相关度较低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328篇.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可以分析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知识领域网络,通过图谱解读能清楚解释领域现状和预见

领域未来前景[5].本研究借助科学的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6.R1绘制知识图谱,根据分析计量结果

进一步探寻该科学领域演化趋势及重大知识拐点,并梳理关键文献与量化文献之间的相应特征,对发文时

间与学科、作者与合作网络、文献来源加以剖析,最终得出国内CPTED研究领域在选定时期内的研究热

点、演进趋势和前沿研究等重要信息.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时间分布的阶段特征

研究时间阶段的发文量变化,可以大体了解国内CPTED研究发展历程.国内对CPTED研究起步较

晚,检索文献中最早出现在1994年,可将其发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图1).①初步探索阶段(1994—2007
年),国内CPTED相关研究的发文总量较少,仅有38篇,年均2.7篇,占所收集文献总量的11.6%.随着

国外相关研究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社区犯罪预防中运用CPTED设计对策得到实证,国

内学者开始关注CPTED领域,但相关研究断断续续,也未出现较好的研究成果.②在较稳定发展阶段

(2008—2013年),文献数量明显增多,平均每年发表数量增长至13.5篇,占总发文量的24.4%.分析其原

因是国家对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视日益增加,2006年先后颁布《国家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以及《“十一五”
安全文化建设纲要》,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加强了社区的安全建设与管理[3],同时也推动了学术界

对CPTED理论在社区中的应用研究,此阶段文献类型多为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证案例研究.③在显著增

长阶段(2014至今),平均每年发表论文数量骤增至29.9篇,发文数量占总量的64%,研究类型逐渐丰富,
包含了文献综述、国外案例、技术手段和对比研究等方面.这一阶段是在借鉴国外的理论基础上建立我国

CPTED理论体系,并对理论展开实践研究.整个研究表明,国内CPTED研究关注度逐渐上升,并形成了

一定的学者规模.在理论基础上,学者开始转向对CPTED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研究.因此,预测之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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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发文量仍会持续上升.

因检索日期为2020年8月22日,所收集的2020年文献数量不能代表全年文献量,因此轮廓用虚线表示.

图1 国内CPTED相关研究发文量年代分布图

2.2 作者与机构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作者作为学科开展研究工作的主体,其发文数量与质量会影响学科领域发展水平,而

高产作者会形成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影响并带动学科的发展.根据普赖斯定律给出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

M≈0.749 Nmax,其中Nmax是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且当核心作者的发文量超过所统计文献总量的50%
时,才可以形成核心作者群[6].本研究检索出的328篇文献共有423位作者(包含第二作者及第三作者等),
其中最高产作者发文量为21篇,经计算得出M≈3.43,因此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可以认为是核心作者,共

有5位核心作者发表论文56篇,占文献总量的17.1%,而仅发表1篇的作者占比64.3%.表明我国

CPTED领域内研究学者相对较少而且比较分散,没有形成明显的核心作者群体,研究缺乏深入性以及缺

少核心作者群的学科导向作用.
作者和研究机构一般是一一对应的,机构通常是署名的机构或者作者所在单位,因此本研究采用作者

和机构的混合网络知识图谱(图2)[7].节点及标签大小表明作者或机构出现的频次,连接线条的粗细和颜

色深浅表明作者与作者或作者与机构的合作强度.从图2中可以看出,我国CPTED领域共形成了8个合

作团体,其中以毛媛媛、曾敏玲和廖良等人为主的苏州大学、常州市公安局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研究

团体发文量最高且联系比较紧密,以王科奇为主的吉林建筑大学师生团队发文量较高.各研究机构之间联

系较少,主要是机构下的二级学院与同一地区的机构之间有所合作,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从发文

机构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北京、长春、上海、苏州和广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可见CPTED的相

关研究力度与城市化进程存在一定的关系.总体上看,各团体内部合作有一定强度,但不同团体之间特别

分散、鲜有合作,需加强不同机构、地区、领域作者之间的合作,形成优质资源共享共建网络.就高校对

CPTED研究来看,其侧重点各有不同,其中吉林建筑大学主要从建筑学角度研究不同建筑外环境下犯罪

与环境的关系[8-9],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从犯罪学视角探究空间因素与犯罪之间的关系[10],同济大学主要

是从城市规划角度探讨国外犯罪预防在空间布局与环境设计层面对国内的参考借鉴[11].
2.3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2.3.1 研究热点

关键词可以了解文献的主要内容,其出现频次的高低可以说明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少,因此将关键

词出现的频次与节点的中心性作为衡量研究热点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对研究的整体发展起到

一定的控制作用[12].关键词共现图谱(图3)中共有59个节点,99条链接,网络密度为0.0579,形成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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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ED”“犯罪预防”“环境设计”3个关键节点为核心向外辐射后建起的图谱,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研究趋

势.节点“CPTED”作为文献检索的主题频次最高为77次,中心性为0.22,而环境设计的中心性最高为

0.41,频次为38次;“犯罪预防”“防卫安全设计”“城市公共空间”“可防卫空间”“建筑外环境”“居住区”和
“安全性”等关键词频次较高,代表CPTED领域各时期的主要研究热点,其中“CPTED”“环境设计”“长春

市”“犯罪预防”“安全性”的中心性均大于0.1(表1),说明这5个关键词是CPTED研究领域内连接不同研

究热点及推动研究发展的重要枢纽.

图2 研究作者 机构混合网络共现图谱

图3 CPTED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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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文献高频关键词(3次及以上)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时间/年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时间/年

CPTED 77 0.22 2009 空间环境 11 0.05 2008
犯罪预防 75 0.19 1994 城市规划 6 0.07 2008
环境设计 38 0.41 2004 犯罪 6 0.01 2008
防卫安全设计 27 0.02 2014 城市广场 5 0.00 2015
城市公共空间 22 0.06 2006 社区警务 5 0.00 2011
可防卫空间 20 0.04 2003 空间句法 4 0.04 2015
长春市 15 0.21 2014 设计策略 4 0.03 2016
建筑外环境 13 0.05 2014 安全环境 4 0.01 2016
安全性 12 0.10 2008 安全设计 4 0.00 2015
预防犯罪 12 0.08 2011 风景园林 3 0.00 2018
居住区 12 0.05 2008 高架桥下部空间 3 0.01 2016

2.3.2 研究主题与演进分析

聚类可以研究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CiteSpace的自动聚类(Cluster)功能进行关键词聚类

分析,选用LLR算法进行聚类主题提取,所得出的聚类标签较符合实际情况且重复相对较少[13],然后再

选择K聚类形式,结果生成6大类,即:0CPTED、1防卫安全、2环境设计、3犯罪预防、4城市规划、5
犯罪行为,代表我国CPTED领域研究的主要主题类别.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线视图(图4)可以展示其演进

分析,聚类时序图谱侧重于展现聚类所代表的研究类别的关系和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5].图谱聚类值

ModularityQ为0.6091(反映聚类网络模块度,一般来说在0.4~0.8间较好),平均轮廓 MeanSilhouette
为0.4392(反映聚类分子同质性,数值区间为0~1,数值越大相似度越高),由此表明生成的关键词聚类网

络结果合理并且比较显著.

图4 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序图谱

具体演进分析如下:

0CPTED聚类重要性最高且发文量最高,其相关文章最早出现在2007年,集中于2009年后.2006年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颁布《国家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强调建设安全社区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对居住区景

观的设计研究逐渐转变到可防卫性设计研究,并开始探究环境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加强了

对国外CPTED理论的学习借鉴及实践案例的探索.该聚类轮廓值为0.918,表明该聚类相关研究较为单

一,研究主题的同质性较高.
1防卫安全聚类研究比较集中地分布在2014年期间,并持续到2017年,聚类中的研究主要包括“长春

市”“防卫安全”“建筑外环境”“设计策略”等关键词,其主要原因是吉林建筑大学在此期间出现了17篇硕士

论文与9篇期刊文献,对长春市不同建筑类型的外部环境空间安全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设计策略[14-15],表

明了国内CPTED相关研究从理论学习借鉴,到将理论研究应用于不同对象的实践探索的演进历程,而且

在此过程中高校逐渐成为国内CPTED领域研究的主力军.
2环境设计聚类研究较为均匀地分布在2004年期间,该聚类轮廓值为0.708,表明该聚类相关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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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元化、异质性较强.CPTED理论的六大要素,即“领域性、监控、通道控制、景象与环境维护、活动支

持、目标强化”是主要的设计手段[16],在2010年之后逐渐开始应用于空间环境的实证研究中.基于行为安

全、心理安全等的环境设计策略也随之出现,并随着CPTED理念的运用以及景观环境因素的多样性,

2018年风景园林学对其关注度逐渐增高.
3犯罪预防聚类研究最早出现于1994年,并且时间跨度最大,反映了由早期的犯罪学视角的防控逐渐

发展到由建筑学角度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CPTED理论开始建立,国内学者受其

启发,从犯罪地理学角度分析得出居住区环境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17],奠定了国内CPTED相关研究

的发展基础.随着研究的持续与深入,国内在居住区、商业建筑等空间中运用CPTED预防犯罪的对策研究

已有部分成果.该聚类研究持续性较强,会影响并推动后续国内CPTED领域的研究发展.
4城市规划聚类体现了国内探索犯罪预防在城市空间中的应用.先前学者主要关注CPTED在居住空

间的对策研究,2008年后对城市广场、生活性街道、城市绿地和地铁空间等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逐渐增多.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会引发犯罪问题.通常诱发犯罪行为的因素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设计合理的空间

环境可对预防某些犯罪发挥一定的作用[18].针对城市的犯罪预防可以从3个层面出发,即宏观上的城市总

体规划、中观上的建筑设计以及微观上的景观设计,以此来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将CPTED理论应用于城

市规划中必定会推动该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并具有可操作的实际意义.
5犯罪行为聚类在2011年成为CPTED的研究热点,基于空间环境角度对犯罪发生及影响关系的研究

逐渐被证实,研究方法上也从定性的设计策略探讨转变到对犯罪行为的定量研究,如Depthmap空间句

法、SPSS回归模型、ArcGIS空间地图等方法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空间句法分析主要用于发掘空间层面

与犯罪的关系,如胡乃彦和王国斌[19]使用空间句法对不同的街道空间进行分析,挖掘街道的设计特征与犯

罪行为发生之间的潜在关系[19];SPSS软件的回归模型分析主要用于探究环境因素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如

毛媛媛和丁家骏[20]基于不同类型居住区的犯罪数据与环境要素建立回归模型,发现国内居住区领域感、通

道控制等方面与犯罪的关系不明显,和国外研究经验存在差异.
2.3.3 研究趋势及前沿

CiteSpace可以进行关键词突发性检测(Burstness),突现度反映的是短期内变化较大的变量的一种计

算值[21],通过关键词突现结合共现图谱有利于分析研究主题的演化趋势和研究前沿.由表2并结合前期研

究分析,可以将国内CPTED领域研究大致分为3个趋势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CPTED理论在国外建立

并发展,推动国内学者从宏观上关注不同地区及空间类型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逐渐对空间环境与犯罪行为

的关系展开研究,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具体某个空间环境中的影响要素.从1994年学者首次论述利用环境设

计预防城市犯罪起,之后的近十几年大多是对CPTED理论的认知与学习,此为第1阶段,这一阶段为后

续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2阶段从2008年开始,从“犯罪预防”(突现度9.4017)与“可防卫空间”(突
现度5.1429)的持续作用,到“城市规划”(突现度2.1028)、“社区警务”(突现度1.8756)、“环境设计”(突
现度2.8977)关键词的突现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CPTED应用于城市规划中展开对策研究,如通过合理

的功能分区、配置用地、限制土地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等设计手段降低犯罪率,反映此阶段趋势主题由理论

研究为主到设计对策研究的转变;第3阶段从2014年开始,“建筑外环境”(突现度2.3879)、“长春市”(突
现度4.4529)、“防卫安全”(突现度3.9234)等高突现度关键词的突现可以看出,以吉林建筑大学为主的高

校成为CPTED领域研究的主力军,并且对不同性质建筑外环境的防卫安全设计成为CPTED领域的转折

点,此后大量CPTED相关研究开始涌现,研究对象涉及城市街道、交通空间和校园等公共空间,设计方法

融入空间句法、回归模型和ArcGIS空间地图等.近两年也出现将CPTED理论应用于空间环境的安全评价

研究中[22],研究趋势由设计对策逐渐转变到实践应用,国内CPTED领域研究逐渐丰富.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CPTED领域有4个方面的前沿研究:①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风景园林

学科对CPTED的关注逐渐提高;②构建我国科学系统的CPTED理论研究框架;③对影响犯罪的环境因

素从定性到量化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不同类型居住区及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对策;④对CPTED实践案例

的应用并关注实施后的效用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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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4—2020年国内CPTED领域关键词突发性检测

关键词 突现度
起始时间
/年

结束时间
/年

突现时段示意1994—2020

犯罪预防 9.4017 1994 2010 ●●●●●●●●●●●●●●●●●○○○○○○○○○○
可防卫空间 5.1429 2003 2009 ○○○○○○○○○●●●●●●●○○○○○○○○○○○
城市规划 2.1028 2008 2010 ○○○○○○○○○○○○○○●●●○○○○○○○○○○
社区警务 1.8756 2011 2011 ○○○○○○○○○○○○○○○○○●○○○○○○○○○
环境设计 2.8977 2012 2012 ○○○○○○○○○○○○○○○○○○●○○○○○○○○
建筑外环境 2.3879 2014 2017 ○○○○○○○○○○○○○○○○○○○○●●●●○○○
长春市 4.4529 2014 2017 ○○○○○○○○○○○○○○○○○○○○●●●●○○○
防卫安全 3.9234 2014 2017 ○○○○○○○○○○○○○○○○○○○○●●●●○○○
安全设计 1.8335 2015 2016 ○○○○○○○○○○○○○○○○○○○○○●●○○○○
设计策略 1.8426 2016 2017 ○○○○○○○○○○○○○○○○○○○○○○●●○○○
公共空间 2.6634 2017 2020 ○○○○○○○○○○○○○○○○○○○○○○○●●●●
风景园林 1.6997 2018 2018 ○○○○○○○○○○○○○○○○○○○○○○○○●○○
CPTED理论 7.4152 2018 2020 ○○○○○○○○○○○○○○○○○○○○○○○○●●●
居住区 1.7687 2019 2020 ○○○○○○○○○○○○○○○○○○○○○○○○○●●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本研究以检索截止2020年8月22日前的国内CPTED相关中文文献作为数据来源,以科学计量软件

CiteSpace作为主要研究的技术手段,从文献基本情况分析其研究历程、作者、研究机构及期刊分布情况,
揭示研究热点、主题演进、研究趋势和前沿研究的发展情况.总体看,我国CPTED领域呈现出从单一到全

面,由理论到实践,从定性分析到科学量化的总体研究趋势,主要结论如下:

1)国内CPTED领域的相关研究自1994年开始起步,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特征,可将其分为

3个时期:初步探索阶段(1994—2007)、较稳定发展阶段(2008—2013)和显著增长阶段(2014至今).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和犯罪学这两个学科,学者逐渐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全方位多角度地对

CPTED展开系统的研究.
2)从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我国CPTED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局部小集中,总

体较分散的特征.出现了以毛媛媛和王科奇等为代表的核心作者,但此类研究高产作者少,未形成具有一

定规模的核心作者群.研究主要集中在吉林建筑大学、苏州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高校,个

别规划院研究成果显著,但未形成规模,缺乏区域之间的学术交流.各团体及不同高校之间合作交流少,尚

未形成跨区域、跨领域的共享共建的协同研究平台.
3)对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显示,“CPTED”“犯罪预防”“防卫安全设计”“城市公共空间”“可防卫空

间”“建筑外环境”“居住区”和“安全性”等关键词代表了CPTED领域各时期的主要研究热点,0CPTED、1
防卫安全、2环境设计、3犯罪预防、4城市规划、5犯罪行为是主要研究领域.研究整体趋势可以概括为从

理论的认知学习到设计对策的探索,再到多技术手段实证探究CPTED理论在国内的适应性,相关研究逐

渐丰富.
4)通过关键词时序图谱和突发性检测表示,目前“设计策略”“公共空间”和“CPTED理论”是国内

CPTED领域研究的前沿和重点.
3.2 展望

CPTED领域在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相关理论的完善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为CPTED研究的创新

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但研究深度与广度都需要增强.未来相关研究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构建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对CPTED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理论的学习与借

鉴、国内理论的历史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对比研究,还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地全面深化CPTED理论

研究,以此推动国内的实践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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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宽研究对象.目前CPTED相关研究对象较多集中在居住区,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
城市公园、街道空间、校园空间、交通空间等研究已有所涉及但不够全面,随着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的兴

起,CPTED的应用研究还应该扩展到乡村环境的犯罪预防设计中.
3)开展实践案例的实际效用评价研究.学者逐渐把重点转到设计对策的研究上,但缺少对相关对策开

展实验性的尝试,需要关注实际效用的评价是否适用.因此,需要建立相关机制体系,对CPTED应用实践

进行动态追踪监测,长期观察一些环境犯罪预防策略的实效,以此建立起适用国内的预防犯罪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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