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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和对比分析方法，对ＣＮＫＩ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间收录的哲

学社会科学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及图书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得出４０年来中国

“拉美研究”的各项评价指标和数据，从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研究机构和学者、高

影响力文献、传播载体和地区分布等角度，集中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态

势。这段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论文数量整体上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其中基金资助

论文数量增速明显，资助力度不断提高。从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分布来看，中国的拉

美研究向区域研究、大国研究和热点研究高度集中；从地理分布看，拉美研究机构、

学者高度集中于京沪苏鄂粤等省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占据绝对优势；

从图书引证统计来看，拉美研究图书著作的发展呈数量高增长、学科多元化和类型

偏译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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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以下简称 “拉美”）地理上距离中国较为遥远，但双方关系却

源远流长。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拉关系更是加速发展，双方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并日益形成一种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此外，在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国际合作

倡议方面，拉美是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 “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

与方，截至目前已有１９个拉美国家加入了 “一带一路”倡议。受中拉关系强劲发展的驱动，中

国的 “拉丁美洲研究” （以下简称 “拉美研究”）也快速发展起来。根据相关统计，截至２０１９
年７月，中国从事拉美研究的相关机构已达５６家，全职和兼职研究人员超过５００名。① 基于此，

利用文献大数据方式系统呈现４０多年来，特别是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２０年来的中国 “拉美研

究”状况，不仅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我国 “拉美研究”的科研成果及其学术影响力，为大

量新兴的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制定科学化的、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目标和规划，更重要的

是可以服务 和 引 导 中 国 “拉 美 研 究”学 界 科 学 地 认 识 自 我，以 推 动 “拉 美 研 究”整 装 再 出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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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 “拉美研究”的提质升级，这也正是开展本研究的根本动力和基本出发点。

一、中国 “拉美研究”的统计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基于ＣＮＫＩ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收录的期刊论文和博硕士学位论文等共计３８６１５篇中文

哲学社会科学 （以下简称 “哲社”）文献和２４０２种哲社图书 （统计时间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并

以 《中国引文库》为统计源进行文献分析，其中包括 《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版）》《中国博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的引文数据。检索条件是文献篇名或关键词 （如文献本身无关键词则选择机标关键词）中含有

拉美３３个国家名称以及 “中 拉ｏｒ拉 丁 美 洲”等 共 计５７个 与 “拉 美 研 究”紧 密 相 关 的 主 题 词

（参见表１）。本文以此文献大数据为根据，主要运用文献计量学和对比分析方法，从发展趋势、

研究热点、研究机构和学者、高影响力文献、传播载体和地区分布等角度，定量分析１９７９年以

来 “拉美研究”领域相关中文文献的各项评价指标和数据，以客观呈现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

展态势。

表１　中国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检索主题词

国家名称 关联国家 区域 （洲） 区域组织

阿根廷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中拉 拉美 美洲国家组织

安提瓜和巴布达 哥伦比亚 圣基茨和尼维斯 美拉 拉丁美洲 南方共同市场

巴巴多斯 哥斯达黎加 圣卢西亚 美墨 中美洲 南共市

巴哈马 格林纳达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加勒比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巴拉圭 古巴 苏里南 南美 太平洋联盟

巴拿马 圭亚那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或特多） 西印度群岛 美洲开发银行

巴西 海地 危地马拉 伊比利亚美洲 安共体

玻利维亚 洪都拉斯 委内瑞拉 安第斯 拉共体

伯利兹 秘鲁 乌拉圭 南锥体 争取进步联盟

多米尼加 墨西哥 牙买加 西半球 美洲倡议

多米尼克 尼加拉瓜 智利
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ＮＡＦＴＡ

本文选择１９７９年作为统计的起始时间，主要是基于该年被视为中国的拉美研究 “科学化”
“学术化”和 “制度 化”的 真 正 开 端。① “中 国 的 拉 美 教 学 与 研 究 最 早 是 从 聚 焦 历 史 问 题 开 始

的”，② 但起步阶段的 “拉美史的研究……应景性的文章过多，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足，许多

研究成果高腔大调，缺乏客观性”，③ 因此很难称其为 “学术研究”。而几乎与此同步的另一大研

究主题———拉美现实问题研究，主要偏重介绍拉美国家的基础知识，所谓 “研究”很大精力是花在

编译国外文献，收集整理资料上。“文革”十年间，刚刚起步的拉美研究被迫中断，直到１９７９年，

发生了一系列堪称中国 “拉美研究”的里程碑式事件：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

和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相继成立，以及中国第一份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学术刊物 《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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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刊》正式创刊。① 至此，中国的拉美研究开启了科学化、学术化和制度化发展的新征程。

二、中国 “拉美研究”的总体现状与发展趋势

１．文献学科分布

为客观呈现中国 “拉美研究”哲社文献的学科分布，本文在ＣＮＫＩ　１６８文献学科分类体系的

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ＧＢ／Ｔ　１３７４５—２００９）将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论文分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等共计２１个学科。

图１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拉美研究”３８６１５篇哲社文献中，位列前三的学科分别是经

济学、政治 学 和 体 育 科 学，发 文 合 计 占 比７３．２％。其 中 经 济 学 发 文 量 高 达１９３４１篇，占 比

４８．５％，② 接近其他学科的总和。这充分说明，经济学既是中拉合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 “拉

美研究”学 者 关 注 的 焦 点 领 域，而 包 括 国 际 关 系 在 内 的 政 治 学 研 究 发 文 量 达５７９４篇，占 比

１４．５％，符合 “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的规律。体育科学占比１０．２％，因为拉美是体育运动比

较发达的地区，也备受社会关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体育是中国读者认知拉美的一个重

要渠道。其他学科的占比分布依次是历史学２０１１篇，占比５．０％；艺术学１４１３篇，占比３．５％；

文学１４０９篇，占比３．５％；教育学１２７６篇，占比３．２％；法学１２５２篇，占比３．１％。

图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哲社文献学科分布

２．核心期刊历年发文统计及趋势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文献中共有１５００８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期刊ＡＭＩ综合评价报告 （２０１８年）》收录期刊 （简称 “社科院核心期刊”，包括顶级、

权威、核心和扩展四个等级），占 比３９％，年 均 发 文３６６篇。根 据 图２历 年 发 文 统 计 及 变 化 数

据，核心期刊发文整体上呈波动性增长趋势。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核心期刊发文量从７４篇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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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３９１篇。之后开始出现暴涨，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 间，中 国 “拉 美 研 究”的 发 文 量 年 均 保 持 在

５６０篇，其中又以１９９５年为最，高达６５３篇———这也是整个考察期的峰值。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可

谓中国 “拉美研究”的第一个热潮。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核心期刊发文量经过连续６年衰退之后，

开始于２００１年出现 恢 复 性 增 长；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发 文 相 对 稳 定，平 均 保 持 在３９０篇 上 下。尽 管

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不断增多，但核心期刊发文量却在此后数年间一直呈下

降趋势。到２０１９年已降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水平。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值得引起学界关

注和深思。不过，与核心期刊发文量具有较大波动性的特点不同的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的 “拉美研究”文献量始终呈稳定增长态势，特别是从２００２年的１篇持续快速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

７２篇。此后４年虽略有下降，但年均仍保持在５５篇左右。这些变化充分说明 “拉美研究”越来

越受到中国学界和决策机构的持续重视，受资助的数量和力度都在不断增加。

图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核心期刊年度发文量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文献量

３．非核心期刊历年发文统计及趋势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 美 研 究”文 献 中 非 核 心 期 刊①发 文 总 量 为２２０８２篇，占 比５７％，

年均５３９篇，其发展态势同核心期刊发文量相似，整体也呈波动性增长趋势。图３显示，１９７９—

１９９３年非核心期刊发文量相对较少，最高也未超过２６０篇，年均不足１６０篇。然而，从１９９４年

直到２００５年，非核心期刊发文量都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年均接近１０００篇。其中，从１９９３年的

２５１篇暴增至１９９４年的１０２３篇，其原因或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及同日爆发

的墨西哥后现代革命———恰帕斯大起义有关，偏远一隅的拉美开始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关

注。或许受后续关注的带动以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中国遭遇批判

的影响，非核心期刊有关拉美研究的发文在略有下降之后即迅速恢复增长，并在２００２年达到整

个考察期的峰值１５３７篇。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间的发文量相对比较稳定，除了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发文

量较高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在５００篇左右；其中２０１９年继非核心期刊发文量连续４年低于５００
篇之后重新上升到５３９篇。基金资助方面，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论文也从２００２年的２篇稳步增

长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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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非核心期刊年度发文量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文献量

４．博硕学位论文历年发文统计及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文献中博硕士学位论文共计１５２５篇，年均７６篇。其中硕

士论文１４１４篇、博士论文１１１篇。从图４历年发文量及变化趋势来看，博硕学位论文数量总体

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在２０１４年开始从之前最高不足１００篇猛增至１５０篇左右。其中，总发

文量和硕士发文量均在２０１７年达到峰值，分别为１７９篇和１７０篇，博士发文量则在２０１５年达到

峰值，为１４篇。

博硕士学位论文发文量一路走高，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培养拉美研究人才的力

度不断加大；其二，中国对 “拉美研究”人才或者对涉拉高素质人才的社会需求日益强烈。不

过，为这种高级别人 才 提 供 基 础 人 才 蓄 水 池 的 则 是 中 国 高 校 西 班 牙 语 和 葡 萄 牙 语 本 科 专 业 的

“井喷式”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国大陆地区开设西班牙语本科专业的院校已达１００所，是

１９９９年的８倍多；开设 葡 萄 牙 语 本 科 专 业 的 院 校 从１９９９年 的２所 上 升 至４１所，增 长 速 度 更

快。① 此外，还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拉美来华留学生也为博硕士学位论文一路走高贡献匪浅。根

据孔子学院总部数据显示，从２００６年拉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墨西哥城设立至２０１９年底，在拉美

２５个国家共开设４５所孔子学院和１８个孔子课堂。② 孔子学院在拉美的迅猛发展给中拉教育交

流以极大动力，不少拉美国家的留学生来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其撰写的学位论文也多牵涉

中国和拉美。这是中国 “拉美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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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书九主编：《全国高等院 校 西 班 牙 语 教 育 研 究》，北 京：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２０１５年，第２
页。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数量 （中国大陆地区）参见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 〔２０１８〕４号，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 〔２０１９〕７号，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教育部关

于公布２０１９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 科 专 业 备 案 和 审 批 结 果 的 通 知”，教 高 函 〔２０２０〕２号，２０２０年２月

２５日。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ｎｂａｎ．ｏｒ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ｎｏｄｅ＿１０９６１．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２０２０年，

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 “教育部中 外 语 言 交 流 合 作 中 心”，孔 子 学 院 品 牌 改 由 “中 国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基 金

会”负责运行。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博硕学位论文年度发文量

三、中国 “拉美研究”的热点领域

１．研究成果高频关键词

文献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统计发文高频关键词，可以分析该

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关注的热点话题。① 表２列出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中文文

献的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３０。可以发现，近十年发表的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中，“拉美国家”“拉

丁美洲”“拉美地区”“拉美”等描述整个地区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合计高达１４１１次；“巴

西”“巴西经济”出现的次数次之，但也高达８１６次；接下来按出现次数高低分别是 “墨西哥”

２９０次、“中国”２７０次、“美国”２０５次和 “阿根廷”２０３次。除了这些区域或国别的关键词之

外，其他反映热点领域的高频关键词集中于 “ＮＡＦＴＡ”“中等收入陷阱”“新自由主义”“经济

发展”“经济增长”和 “金融危机”等。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分布充分反映出中国 “拉美研究”特

点，即高度重视区域研究，相对忽视国别研究；重视大国研究，相对忽视小国研究；重视经济

研究，相对忽视非经济研究。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３０ （按频次降序排列）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巴西 ５６１　 １６ 委内瑞拉 １３６
２ 拉美国家 ５５１　 １７ ＮＡＦＴＡ　 １３３
３ 拉丁美洲 ３３７　 １８ 中等收入陷阱 １２５
４ 墨西哥 ２９０　 １９ 经济增长 １１９
５ 拉美地区 ２８５　 ２０ 巴拿马型船 １１７
６ 中国 ２７０　 ２１ 卡斯特罗 １１６
７ 巴西经济 ２５５　 ２２ 新自由主义 １１３
８ 拉美 ２３８　 ２３ 金砖国家 １００
９ 美国 ２０５　 ２４ 加勒比国家 ９６
１０ 阿根廷 ２０３　 ２５ 阿根廷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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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肖宏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研究———基于国际文献大数据的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

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续表２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１ 巴西人 １８９　 ２６ 秘鲁 ９４
１２ 智利 １７８　 ２７ 古巴人 ９３
１３ 墨西哥人 １７３　 ２８ 经济发展 ９３
１４ 查韦斯 １６６　 ２９ 金融危机 ８９
１５ 古巴 １６３　 ３０ 雷亚尔 ８９

２．最受学者关注国家

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中出现的拉美３３国频次 （对涉及国家的关

键词进行归并），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拉美国家的关注度。如表３所示，中国对３３个拉

美国家中的３１个国家均有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巴西以１７７４次高居榜首，比排名第二、三位的

墨西哥 （９１０次）和古巴 （４８７次）分别高出８６４次和１２８７次。此外，阿根廷、智利、巴拿马、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牙买加和乌拉圭等也都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国家关键词出现次

数均在１２５次以上。由此可以说明两点：其一，中国学者对上述拉美国家相对更感兴趣，研究

成果也比较多。其二，中国学者更重视大国以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小

国和与中国互动较少的国家的研究。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国家统计 （按发文量降序排列）

序号 国家 发文量 序号 国家 发文量

１ 巴西 １７７４　 １８ 尼加拉瓜 ２７
２ 墨西哥 ９１０　 １９ 危地马拉 １９
３ 古巴 ４８７　 ２０ 巴哈马 １７
４ 阿根廷 ４７６　 ２１ 巴拉圭 １５
５ 智利 ２８２　 ２２ 圭亚那 １２
６ 巴拿马 ２６９　 ２３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１２
７ 哥伦比亚 ２３０　 ２４ 巴巴多斯 １１
８ 委内瑞拉 ２１０　 ２５ 格林纳达 １１
９ 秘鲁 １６７　 ２６ 洪都拉斯 １０
１０ 牙买加 １４９　 ２７ 多米尼加 ８
１１ 乌拉圭 １２５　 ２８ 苏里南 ７
１２ 厄瓜多尔 ７３　 ２９ 圣卢西亚 ４
１３ 多米尼克 ５０　 ３０ 伯利兹 ２
１４ 哥斯达黎加 ４６　 ３１ 圣基茨和尼维斯 １
１５ 海地 ３９　 ３２ 安提瓜和巴布达 ０
１６ 玻利维亚 ３８　 ３３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０
１７ 萨尔瓦多 ３５

３．最具关联性主题

为进一步分析 “拉美研究”领域最具关联性的主题，根据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的

频次，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对及其共现频次进行了统计，表４
列出了发文量大于２５篇的关键词共现关系对。同时，利用软件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共词网络关系

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高频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图５所示）。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高频

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在共词网络中出现的次数，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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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共现关系，线段的粗细与这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一篇文献中的频次呈正比，代表两个关

键词之间的紧密程度。

数据显示，“拉美国家”分别与 “拉美地区” “拉美经济” “加勒比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美国”“中国”“新自由主义”等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次最多，反映出

中国学者对拉美国家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等收入陷阱、查韦斯、美拉关系、中拉

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等领域。“巴西”和 “中国”作为关键词共现频次也比较高，反映出

中国学者对发展中巴关系的高度关注；而 “巴西经济”与 “雷亚尔”“金砖国家”等共现频次较

高则反映出对巴西经济关注的关键领域。此外 “巴拿马型船”作为关键词与 “海岬” “日租金”
“灵便型”“干散货运输”以及 “运价指数”等关键词共现次数也比较高，说明巴拿马运河是中

国期刊 （特别是非核心期刊）关注拉美的一大专业领域。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频次统计 （按频次降序排列）

序号 关键词１ 关键词２ 频次 序号 关键词１ 关键词２ 频次

１ 拉美地区 拉美国家 １２６　 ２０ 拉美国家 新自由主义 ３０
２ 巴西 中国 ８２　 ２１ 巴拿马型船 好望角型船 ２９
３ 加勒比国家 拉美国家 ７０　 ２２ 经济发展 拉美国家 ２９
４ 拉美国家 拉美经济 ６０　 ２３ 经济增长 拉美国家 ２９
５ 拉美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５５　 ２４ 巴拿马型船 运价指数 ２８
６ 巴拿马型船 海岬 ４８　 ２５ 墨西哥 中国 ２８
７ 查韦斯 拉美国家 ４７　 ２６ 拉美 中国 ２８
８ 巴西经济 雷亚尔 ４６　 ２７ 海岬 日租金 ２７
９ 巴拿马型船 日租金 ４２　 ２８ 灵便型 日租金 ２７
１０ 巴拿马型船 灵便型 ３８　 ２９ 巴西经济 巴西政府 ２７
１１ 古巴人 卡斯特罗 ３８　 ３０ 巴拿马型船 航线运价 ２６
１２ 巴拿马型船 干散货运输 ３８　 ３１ 海岬 上海航运交易所 ２６
１３ 巴西经济 金砖国家 ３７　 ３２ 拉丁美洲 中国 ２６
１４ 菲德尔 卡斯特罗 ３６　 ３３ 布雷顿森林 牙买加体系 ２６
１５ 拉美地区 拉美经济 ３２　 ３４ 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 ２５
１６ 古巴 美国 ３０　 ３５ 日租金 上海航运交易所 ２５
１７ 拉丁美洲 美国 ３０　 ３６ 查韦斯 拉美地区 ２５
１８ 巴拿马型船 上海航运交易所 ３０　 ３７ 巴拿马型船 大灵便型船 ２５
１９ 查韦斯 杜罗 ３０　 ３８ 菲德尔 国务委员会 ２５

４．核心期刊历年高频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的年度变化不仅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脉络和发展趋势，而且可以动态呈

现研究主题随时间 而 发 生 的 变 化，从 而 帮 助 把 握 该 研 究 领 域 主 题 的 动 态 变 化 图 谱。表５所 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核心期刊论文历年ＴＯＰ１０高频关键词主要覆盖 “拉美国家”（或其他同类词语，

如拉美／拉丁美洲／拉美地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中国”“美国”“委内瑞拉”

等。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近十年来中国 “拉美研究”三个方面的发展特点。

其一，地区和大国是研究重点，也是研究热点。１０年间，排名最靠前的高频关键词均指向

大国或地区研究：其中 “巴西”荣登最高频关键词７次， “拉美国家”荣登最高频关键词３次。

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拉美研究比较关注影响地区格局的大国，也注重整体性的地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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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其二，中拉关系或中美拉关系成为２０世纪第二个十年研究的新关切。２０１０年，“中国”甚

至都无缘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说明中拉关系或者拉美研究中和中国相关的议题并没有成为中国

学者的主要关切。事实上，这和当时中拉关系的发展形势是一致的，中国学界对拉美的研究似

乎还 主 要 止 于 “以 拉 美 为 鉴”，防 止 “拉 美 化”。但 从２０１１年 起， “中 国”都 在 高 频 关 键 词

ＴＯＰ１０之列，成为继地区研究和大国研究等传统研究重点之外的新焦点。美国在拉美的角色是中

国 “拉美研究”学者关注的传统重点领域，但随着中国在拉美的影响不断增强，“美国”的关注度

略有下降。这里有两点细微变化需要关注：第一，“美国”有４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９）都

无缘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说明 “美国”在中国 “拉美研究”中的 “失落”。第二，“美国”和 “中

国”有５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同列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但在这５个年份中，
“美国”均排在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的第８—１０位，而同期 “中国”除了２０１１年外均名列高频关

键词ＴＯＰ１０的前５位。毫无疑问，这种中国 “拉美研究”高频关键词排名的升降变化，既和愈

加密切的中拉合作关系紧密相关，也和近年来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态势引起世界瞩目高度相关。

其三，时政焦点亦是研究热点。可以看到，“委内瑞拉”“查韦斯”“中等收入陷阱”“新自

由主义”也均多次入选中国 “拉美研究”年度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而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出当

时的政治焦点，也都引起过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另外， “一带一路”于２０１８年首次进入

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就跃居第二，共出现２２次；ＪＰ２０１９年再次入选ＴＯＰ１０，出现１１次。此外，
“一带一路”还和 “中拉关系”“中国”连续两年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同列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这充

分说明中国 学 术 界 对 中 拉 关 系，特 别 是 对 “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高 度 关 注。要 知 道，直 到２０１７
年，拉美才被中国政 府 正 式 确 认 是 “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的 自 然 延 伸 和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参

与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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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存海等：《“一带一路”和拉丁美洲：新机遇与新挑战》，北京：朝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前言”。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核心期刊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统计

５．非核心期刊历年高频关键词

“拉美研究”非核心期刊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的特征和核心期刊大体相似，但研究领域更加

具体，且随时事变化而变化。数据显示 （参见表６），除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外，历年高

频关键词的前三位均包含 “拉 美 （国 家／地 区）”和 “巴 西 （人）”，这 表 明 整 体 性 的 地 区 研 究

和大国研究仍是非核心期刊发文的重中之重。换而言之，无论是纯学术性研究还是学术性相对

不突出的普及性读物，中国学者和读者对拉美的关注仍聚焦于比较宽泛的整体框架，以及在华

认知度更高且同中国关系更加密切的大国。这种拉美知识的生产取向本身正是当前中拉关系发

展动态的集中映射。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非核心期刊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中，除

了 “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足球”和

“巴拿马型船”一直处于研究热点，表明非核心期刊对拉美这两个标杆性领域的特别关注，以满

足大众兴趣和专业需求。足球，是拉美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象征，

颇受中国社会大众的欢迎；而与之相反，“巴拿马型船”意外入选高频关键词，则集中反映出巴

拿马运河之于中国和拉美国家贸易的枢纽性地位。和核心期刊论文略有不同的是，非核心期刊

论文关注的焦点话题更加具体且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得更为明显。换而言之，非核心期刊论文更

加关注时事热点，比如２０１０年的 “金融危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的 “巴西队”“阿根

廷队”“德国队”等，以及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的 “巴 拿 马 型 船”等。与 核 心 期 刊 高 频 关 键 词 类 似，

２０１８年，“一带一路”也首次并于次年再度进入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且高居高频关键词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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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非核心期刊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统计

６．博硕学位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

表７统计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博硕学位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ＴＯＰ１０，主要覆盖了

“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古巴”“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中国”“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研究热点变化方面，２０１０年新关注 “冷战 （后）”“（美国）外交政策”“拉

美左派”；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聚焦关注国际投资环境下的贸易联盟及政策，如 “ＮＡＦＴＡ”“ＩＣＳＩ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则着力关注 “世界杯”“足球”等，相较期刊而言博硕学位论文对热点的反映有一

定的滞后性；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则相对关注 “汉语教学”，侧重教学过程中的 “偏误分析”等。

四、中国 “拉美研究”的机构和学者

为客观衡量拉美研究领域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产出及其影响力，本文分别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

国 “拉美研究”主要发文机构、博硕士主要人才培养机构、主要学者及其发文量、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总下载频次、篇均下载频次和 Ｈ指数①等多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１．期刊论文主要发文机构

表８列出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期刊论文发文量ＴＯＰ３０机构②及相关指标数据。其中，中国社会

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表现最为突出，发文量、总被引频次、

总下载频次等指标均位列前三。这凸显出传统拉美研究机构的综合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

美洲研究所是国内成立最早、影响力最大、研究人员数量最多的拉美研究专业机构。长达半个

多世纪的研究积累使其成为中国 “拉美研究”毋庸置疑的领头羊。南开大学是国内拉美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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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在一定时间内某作者、某机构发表的论文至少有ｈ篇的 被 引 频 次 不 低 于ｈ次，作 者 或 者 机 构ｈ指 数

越高，则表明其产出高影响力论文的能力越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发文时如具体到各下 属 单 位 则 单 独 统 计，如 无，则 以 其 实 际 署 名 的 “中 国 社 会

科学院”进行统计。



究的重镇，也是最早开展拉美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高校。另外，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智库机构在一

些指标方面也有较高的贡献率。这些机构堪称是中国 “拉美研究”的主力军。需要特别提及的

是西南科技大学 （发文量名列第九，是ＴＯＰ１０中唯一一个地方高校研究机构，其在核心期刊发

文量、总下载频次等方面也均有不俗表现），其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近年来可谓异军突起，是新生

代研究机构，也是地方研究机构的典型代表。西南科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２０１１年首批入选

教育部 “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是仅有的两个涉及 “拉美研究”的国家级培育基地之一。

表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博硕学位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统计

表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期刊论文发文机构ＴＯＰ３０ （按发文量降序排列）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 被引 下载

发文量
核心期刊

发文量

非核心期刊

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载

频次

Ｈ指数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５５７　 ４４０　 １１７　 １４７０　 ２．６４　 １２９８６８　 ２３３　 １２

２ 南开大学 １６３　 １１３　 ５０　 ４２８　 ２．６３　 ４７２５８　 ２９０　 ８
３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５７　 １０７　 ５０　 ４４２　 ２．８２　 ５２４４８　 ３３４　 １０
４ 北京大学 １２３　 ８５　 ３８　 ２４１　 １．９６　 ２９９０４　 ２４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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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 被引 下载

发文量
核心期刊

发文量

非核心期刊

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载

频次

Ｈ指数

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８７　 ５４　 ３３　 ２５１　 ２．８９　 ２３１８６　 ２６７　 ９
６ 武汉大学 ８６　 ４２　 ４４　 ３１０　 ３．６０　 ２６３０４　 ３０６　 ９
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７８　 ６７　 １１　 ３０９　 ３．９６　 ２３７９１　 ３０５　 １０
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７７　 ５７　 ２０　 ２８５　 ３．７０　 ３０４５１　 ３９５　 ８
９ 西南科技大学 ７５　 ５３　 ２２　 １２８　 １．７１　 １４２４０　 １９０　 ５
１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７０　 ３６　 ３４　 １２８　 １．８３　 １３２５６　 １８９　 ５
１１ 清华大学 ７０　 ３６　 ３４　 １６７　 ２．３９　 １９４６２　 ２７８　 ６
１２ 北京师范大学 ６７　 ３２　 ３５　 １１３　 １．６９　 １８６７９　 ２７９　 ５
１３ 北京外国语大学 ６５　 ３８　 ２７　 １１６　 １．７８　 １５３４７　 ２３６　 ７
１４ 复旦大学 ６１　 ３８　 ２３　 １９２　 ３．１５　 ２２５１７　 ３６９　 ７
１５ 上海大学 ５６　 ２５　 ３１　 ６１　 １．０９　 １０１３９　 １８１　 ３
１６ 南京大学 ５２　 ３１　 ２１　 １４４　 ２．７７　 １９１００　 ３６７　 ８
１７ 浙江外国语学院 ５２　 ３０　 ２２　 ２７６　 ５．３１　 １６６９７　 ３２１　 ７

１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５０　 ２２　 ２８　 １７１　 ３．４２　 １３３９３　 ２６８　 ６

１９
中国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４７　 １６　 ３１　 ８８　 １．８７　 ８１１１　 １７３　 ５

２０ 天津外国语大学 ４７　 １４　 ３３　 ２９　 ０．６２　 ５５９０　 １１９　 ２
２１ 厦门大学 ４４　 １７　 ２７　 ２７０　 ６．１４　 １３４６７　 ３０６　 １０
２２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４４　 ２２　 ２２　 ８３　 １．８９　 ９０４２　 ２０６　 ９
２３ 中国传媒大学 ４３　 ２３　 ２０　 １１１　 ２．５８　 １２９９９　 ３０２　 ５
２４ 山东大学 ４３　 ２６　 １７　 １８４　 ４．２８　 １２６４８　 ２９４　 ７
２５ 华东师范大学 ４３　 ２５　 １８　 １２０　 ２．７９　 １２６７６　 ２９５　 ６
２６ 华中师范大学 ４０　 １６　 ２４　 ７８　 １．９５　 ８５２８　 ２１３　 ５
２７ 河北大学 ３９　 １１　 ２８　 ８２　 ２．１０　 ７５４５　 １９３　 ６
２８ 浙江大学 ３８　 １７　 ２１　 ６４　 １．６８　 ７２２９　 １９０　 ５
２９ 首都师范大学 ３７　 ２５　 １２　 ５２　 １．４１　 ９２８８　 ２５１　 ４
３０ 四川大学 ３７　 １２　 ２５　 ９２　 ２．４９　 ９３７４　 ２５３　 ６

表９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期刊论文发文量ＴＯＰ１０机构历年发文情况及变化趋势

进行统计和展示。从变化情况来看，这些机构的发文量并不稳定，均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等机构的发文量保持相对稳定；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发文量波动

较大，南开大学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连续５年发文量都在２０篇以上，但从２０１６年开始逐年连续大幅

下滑，到２０１８年发文量仅有４篇，２０１９年又有所恢复，达到１０篇。西南科技大学的发文量也

经历了类似变动趋势：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连续５年发文量均保持在１０篇或以上，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下降到只有个位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仅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达到创纪录的１３篇和１６篇以后，

又重新下降到之前的个位数水平。这或许意味着特别是近三四年来中国 “拉美研究”机构及其

学者正处于新一轮的变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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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期刊论文ＴＯＰ１０发文机构历年发文量统计

序
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总下载

频次

历年发文量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５５７　 １４７０　１２９８６８　 ４４　 ４２　 ４４　 ６５　 ６７　 ５３　 ７０　 ６１　 ６３　 ４８

２ 南开大学 １６３　 ４２８　 ４７２５８　 １２　 ２６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１６　 ９　 ４　 １０
３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５７　 ４４２　 ５２４４８　 １６　 １７　 １２　 １６　 ２０　 １４　 ２１　 １０　 ２１　 １０
４ 北京大学 １２３　 ２４１　 ２９９０４　 １３　 ９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６　 １１　 １５　 １１　 ９
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８７　 ２５１　 ２３１８６　 ４　 ７　 ７　 ８　 １３　 ８　 １２　 １０　 １０　 ８
６ 武汉大学 ８６　 ３１０　 ２６３０４　 ９　 ４　 １０　 ２　 １２　 １０　 １３　 １４　 ６　 ６

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７８　 ３０９　 ２３７９１　 ５　 ４　 ５　 ６　 １３　 ７　 ９　 ６　 １２　 １１

８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

７７　 ２８５　 ３０４５１　 ４　 ４　 ７　 ５　 ５　 １３　 １６　 ８　 ５　 １０

９ 西南科技大学 ７５　 １２８　 １４２４０　 １　 ０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０　 ５　 ８　 ９

１０
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
７０　 １２８　 １３２５６　 ３　 ５　 ６　 ４　 ７　 ８　 １３　 ６　 ９　 ９

１１ 清华大学 ７０　 １６７　 １９４６２　 ６　 ５　 ９　 ９　 １４　 ５　 ４　 ４　 ８　 ６

通过对以上期刊高发文机构所发论文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拉美主力研究机构

产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领域，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发文量最多、

涉及范围最广，研究方向包括拉美地区研究，如拉美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司法制度、自贸协

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债、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左翼运动；拉美国家特定领域研究，如

巴西现代化、巴西石油、智利经济增 长、委 内 瑞 拉 社 会 主 义、古 巴 改 革；国 际 关 系 研 究，如 中

拉农业合作、中拉经济合作、中拉命运共同体、美拉关系等。

２．博硕士主要人才培养机构

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拉美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的产出机构统计，可以发现这一研究领域高层次

人才培养的主要单位及其贡献度。表１０列出了拉美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发文量ＴＯＰ２０及相关

指标数据。数据显 示，上 海 外 国 语 大 学、吉 林 大 学、广 东 外 语 外 贸 大 学 等 高 校 表 现 最 为 突 出，

发文量、总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等指标均居前列。另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山东

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也有较高的贡献度。说明这

些机构是中国 “拉美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高校。

表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博硕学位论文发文机构ＴＯＰ２０ （按发文量降序排列）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 被引 下载

发文量
硕士论文

发文量
博士论文

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载

频次
Ｈ指数

１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７０　 ６９　 １　 ２１５　 ３．０７　 １５３７１　 ２２０　 ９
２ 吉林大学 ６２　 ５８　 ４　 ５５　 ０．８９　 １４０７４　 ２２７　 ５
３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６０　 ６０　 ０　 １７４　 ２．９０　 １２２８９　 ２０５　 ８
４ 北京外国语大学 ３８　 ２９　 ９　 １４　 ０．３７　 ５９７１　 １５７　 ７
５ 外交学院 ３８　 ３５　 ３　 ４２　 １．１１　 ９３３３　 ２４６　 ５
６ 山东师范大学 ３０　 ２８　 ２　 ６９　 ２．３０　 ８７３１　 ２９１　 ７
７ 河北大学 ２８　 ２８　 ０　 ６２　 ２．２１　 １００７３　 ３６０　 ６
８ 大连海事大学 ２４　 ２３　 １　 ７０　 ２．９２　 ６１９７　 ２５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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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 被引 下载

发文量
硕士论文

发文量
博士论文

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载

频次
Ｈ指数

９ 南京大学 ２２　 ２０　 ２　 ８１　 ３．６８　 ７２３１　 ３２９　 ８
１０ 山东大学 ２０　 １８　 ２　 ２７　 １．３５　 ６４５６　 ３２３　 ７
１１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９　 １７　 ２　 ３２　 １．６８　 ３４２６　 １８０　 ５
１２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９　 １９　 ０　 ５７　 ３．００　 ４３９２　 ２３１　 ５
１３ 安徽大学 １９　 １９　 ０　 ６９　 ３．６３　 ３６５７　 １９２　 ７
１４ 西南政法大学 １９　 １９　 ０　 ２０　 １．０５　 ２９２４　 １５４　 ５
１５ 湖南师范大学 １８　 １７　 １　 ４１　 ２．２８　 ４８１９　 ２６８　 ５
１６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６　 １３　 ３　 １３　 ０．８１　 ６２３０　 ３８９　 ６
１７ 北京体育大学 １６　 １４　 ２　 ３５　 ２．１９　 ４０７８　 ２５５　 ４
１８ 浙江大学 １６　 １３　 ３　 ２１　 １．３１　 ５４６７　 ３４２　 ５
１９ 福建师范大学 １５　 １４　 １　 １０　 ０．６７　 ２２５９　 １５１　 ６
２０ 辽宁大学 １５　 １５　 ０　 ２４　 １．６０　 ７２７１　 ４８５　 ４

博硕学位论文高发 文 高 校 的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则 与 其 机 构 特 色 紧 密 相 关。如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位论文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拉美国家的文学研究、汉

语教学与学习领域，北京体育大学主要集中于世界杯、全民健身领域，大连海事大学主要集中

于航运市场、巴拿马型船相关领域，外交学院则更集中于国际政治及外交领域，而吉林大学等

综合性高校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等师范类高校的研究方向相对广泛，各个领域均有涉及。值得一提

的是，内蒙古大学的王赫佳的硕士论文 《论莫言小说的魔幻性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２０１２年）引

起广泛关注，发表至今被引用２６次，被下载４７１６次，该论文主要认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拉美

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莫言受其影响，创作一扫以往的柔美感情和写实格调，大胆地将拉美魔幻

现实主义、意识流、狂欢化的语言糅为一体，以奇异新颖的感觉、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

言，又结合 “中国元素”和 “民族底色”，创造了一个辉煌瑰丽的小说世界，较之拉美魔幻现实主

义有了较大的超越，获得了世界文学界的认可。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燕的博士学位论文 《国

际能源合作研究———中国与拉美合作案例分析》（２０１１年），被引用１５次、下载２２５４次，该论文主

要认为拉丁美洲油气资源丰富，不仅日趋成为中国扩大原油进口的战略替代来源地，而且也是中国

石油公司实施 “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区。总结中拉能源合作的经验、特点，并评估未来合作面临的

机遇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针对拉美地区的投资、贸易、

市场风险的深度研究也逐步多了起来，中拉经济合作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受关注。

３．期刊论文主要发文学者

表１１列出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间期刊论文发文量ＴＯＰ３０学者。① 数据显示，ＴＯＰ１０学者中共

有８名、ＴＯＰ３０学者中共有１９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这充分说明了该机构在

中国 “拉美研究”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在发文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徐世澄研究员发文量最多，高达８１篇。徐世

澄研究员在拉美研究中涉猎非常广，学术期刊的发文统计表明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其研究领

域相对侧重于三大层面：即左翼、政党以及政治选举。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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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文机构以截至２０１９年作者最新署名单位进行统计。



周志伟研究员，发文量５６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张勇副研究员位列第三，发文５２
篇。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江时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袁东振研究员分

列第四和第五，发文量分别为４６篇和３１篇。

从发文的被引频次看，徐世澄、江时学、周 志 伟、张 勇 和 袁 东 振 等 五 位 学 者 的 总 被 引 频 次

较高，分别为２５３次、２０５次、１３９次、１０８次和９６次；篇均被引频次前五位的学者分别是柴瑜

（５．９３次）、贺双荣 （４．９３次），吴国平 （４．７８次）、孙洪波 （４．４６次）和江时学 （４．４６次）。

从发文的下载频次看，江时学、徐世澄、周志伟、张勇和袁东振等五位学者的总下载频次最高，

分别为１９４７７次、１５３２４次、９６２６次、９１４２次和８６２４次；篇均下载频次前五位的学者分别是江时学

（４２３次）、柴瑜 （４１６次）、李紫莹 （３７５次）、陈涛涛 （３７４次）和贺双荣 （３５０次）。

表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期刊论文发文学者ＴＯＰ３０ （按发文量降序排列）

序
号

作者 作者机构

发文 被引 下载

发文量
核心期刊

发文量
非核心期
刊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载
频次

Ｈ
指数

１ 徐世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８１　 ４１　 ４０　 ２５３　 ３．１２　 １５３２４　 １８９　 ７
２ 周志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５６　 ２９　 ２７　 １３９　 ２．４８　 ９６２６　 １７２　 ６
３ 张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５２　 ２７　 ２５　 １０８　 ２．０８　 ９１４２　 １７６　 ５
４ 江时学 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４６　 ２８　 １８　 ２０５　 ４．４６　 １９４７７　 ４２３　 ４
５ 袁东振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３１　 ２８　 ３　 ９６　 ３．１０　 ８６２４　 ２７８　 ５
６ 杨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２６　 ２５　 １　 ９３　 ３．５８　 ７３００　 ２８１　 ５
７ 孙岩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２５　 ３　 ２２　 １４　 ０．５６　 ３３７７　 １３５　 ２
８ 王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２３　 １９　 ４　 ５８　 ２．５２　 ６２６９　 ２７３　 ４
９ 王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２１　 １６　 ５　 ３１　 １．４８　 ４３３５　 ２０６　 ３
１０ 岳云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２１　 １３　 ８　 ６７　 ３．１９　 ５０９３　 ２４３　 ６
１１ 曹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２０　 １３　 ７　 １５　 ０．７５　 ２８８３　 １４４　 ２
１２ 吴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８　 １８　 ０　 ８６　 ４．７８　 ５８７７　 ３２７　 ６
１３ 靳呈伟 中共中央编译局 １７　 １６　 １　 ４２　 ２．４７　 ３７０６　 ２１８　 ３
１４ 魏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１６　 １６　 ０　 ３８　 ２．３８　 ４００１　 ２５０　 ３
１５ 李紫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１６　 １５　 １　 ６５　 ４．０６　 ６００１　 ３７５　 ４
１６ 郭存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６　 １５　 １　 ５８　 ３．６３　 ５１９１　 ３２４　 ５
１７ 韩琦 南开大学 １６　 １３　 ３　 ３４　 ２．１３　 ４３２２　 ２７０　 ３
１８ 张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６　 １５　 １　 ３３　 ２．０６　 ３１２８　 １９６　 ３
１９ 牛海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１５　 ９　 ６　 ３２　 ２．１３　 ３１５１　 ２１０　 ４
２０ 方旭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４　 １１　 ３　 ３５　 ２．５０　 ２８９９　 ２０７　 ４
２１ 柴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４　 １４　 ０　 ８３　 ５．９３　 ５８２７　 ４１６　 ７
２２ 陈涛涛 清华大学 １４　 １３　 １　 ５２　 ３．７１　 ５２３２　 ３７４　 ５
２３ 贺双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４　 １３　 １　 ６９　 ４．９３　 ４８９５　 ３５０　 ５
２４ 孙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３　 １３　 ０　 ５８　 ４．４６　 ４２３９　 ３２６　 ４
２５ 唐俊 浙江外国语学院 １３　 ９　 ４　 ４７　 ３．６２　 ２８４６　 ２１９　 ４
２６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 １３　 １２　 １　 １５　 １．１５　 ２６６７　 ２０５　 ２

２７ 周密
中国商务 部 国 际 贸 易 经 济 合 作 研
究院

１３　 ２　 １１　 １３　 １．００　 １９９０　 １５３　 ２

２８ 张芯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１２　 ６　 ６　 ７　 ０．５８　 ２０２６　 １６９　 １
２９ 杨志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２　 １１　 １　 ２３　 １．９２　 ２８６１　 ２３８　 ３

３０ 韦震
广东 省 佛 山 市 奇 美 兴 贸 易 有 限
公司

１２　 ０　 １２　 ８　 ０．６７　 ２６０　 ２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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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１

序
号

作者 作者机构

发文 被引 下载

发文量
核心期刊

发文量
非核心期
刊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载
频次

Ｈ
指数

３１ 谢文泽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２　 １０　 ２　 ２９　 ２．４２　 ３１７７　 ２６５　 ３
３２ 宋国明 国土资源部 １２　 ０　 １２　 ４７　 ３．９２　 ２４６９　 ２０６　 ３
３３ 芦思姮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２　 ９　 ３　 １９　 １．５８　 ３０７１　 ２５６　 ２
３４ 林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１２　 １２　 ０　 １５　 １．２５　 ２５７０　 ２１４　 ２
３５ 成晓叶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１２　 １０　 ２　 ２５　 ２．０８　 ２２１４　 １８５　 ２
３６ 董经胜 北京大学 １２　 １１　 １　 ２７　 ２．２５　 ３３７７　 ２８１　 ４

五、中国 “拉美研究”的高影响力文献

被引频次反映了文献被同行学者参考和借鉴情况，下载频次则体现了读者 （包括学者）对

文献的阅读和使用行为，即前者反映的是对同行学者的影响力，后者反映的是对普通读者的影

响力。分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的高被引、高下载等高影响力文献，有利于帮助揭

示整个学术界 对 “拉 美 研 究”领 域 关 注 的 重 点 和 前 沿 问 题、普 通 读 者 最 感 兴 趣 的 现 实 和 热 点

话题。①

１．期刊高被引文献分析

表１２列出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有关 “拉美研究”的期刊高被引文献ＴＯＰ２０。数据显示，“拉美

小额信贷监管”“中国与智利双边货物贸易”“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等

是近１０年来中国 “拉美研究”领域名列前茅的高被引文献，被引次数在７６—１２９次之间。

高被引文献ＴＯＰ２０广泛发表于多个学术期刊，其中 《国际贸易问题》独占三篇。排名第一

的是２０１１年李东荣发表于 《金融研究》的 《拉美小额信贷监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该

文系统考察和总结了包括监管原则的适用条件、监管工具的调整使用、监管手段的特殊限制等

在内的拉美各国小额信贷业务和小额信贷机构监管方面的相关经验，并据此提出改善我国小额

信贷行业监管的具体措施和建议。此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南京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天

津财经大学等机构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引用，被引频次高达１２９次。被引用的具体内容主要集中

在 “由ＮＧＯｓ（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小额信贷工地共

同构成的小额信贷行业已初具规模”“我国已初步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法人属性小额信贷组织

共同发展的格局”“对小额信贷，应该区分适用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的不同情况”等理论和观

点上。此文也是高下载文章第一名，被下载了３８３４次。排名二、三位的论文均刊载于 《国际贸

易问题》上，分别是２０１３年李亚波发表的 《中国与智利双边货物贸易的潜力研究———基于引力

模型的实证分析》和２０１２年 吕 宏 芬、俞 涔 发 表 的 《中 国 与 巴 西 双 边 贸 易 的 竞 争 性 与 互 补 性 研

究》，被引频次分别为１１６次和９５次。可见，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

的双边贸易是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因此才会被广泛引证。

事实上，纵览高被引文献ＴＯＰ２０的全部论文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可以发现其中多数作者并

非我们所熟知的专门致力于 “拉美研究”的、专业拉美研究机构的学者，而是非拉美专业研究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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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肖宏等：《从文献大数据看近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状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中国社会科学评

价》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机构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拉美”只是他们用其本领域的研究方法分析或剖析的对象，抑

或可为中国援以镜鉴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反映出 “拉美研究”在不断升温，其受关注度已外

溢至 “拉美研究小圈子”之外，正被更多的学者同行所关注，纵使 “拉美”只是作为案例分析

的对象或者追逐热点的区域。另一方面反映出国内 “拉美研究”学者视野下的 “拉美”与其他

学者眼中的 “拉美”是不一样的，即专业 “拉美研究”学者和非专业 “拉美研究”学者在关注

领域上的脱节。这是由于本质上来说，“拉美研究”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小众领域，专业研究队伍

不够壮大，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当然，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拉美研究”专业学者与

社会关注度的脱节，其研究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需求。

表１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期刊高被引文献ＴＯＰ２０ （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序
号

篇名 作者 作者机构 刊名
发表年
（期）

被引
频次

下载
频次

１
拉美小额信 贷 监 管 经 验 及 对 我 国 的
启示

李东荣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２９　３８３４

２
中国与智利 双 边 货 物 贸 易 的 潜 力 研
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亚波
上海 财 经 大 学 国 际 工 商
管理 学 院、云 南 大 学 滇
池学院经济系

国际贸易

问题＊ ２０１３ （０７）１１６　３０７５

３
中国与巴西 双 边 贸 易 的 竞 争 性 与 互
补性研究

吕宏芬
俞涔

浙江 外 国 语 学 院 国 际 工
商管 理 学 院；浙 江 商 业
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

问题＊ ２０１２ （０２） ９５　２４８４

４
拉美国家利 率 市 场 化 经 验 及 对 我 国
的启示

孔丽娜
郑新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南方金融＊ ２０１１ （０４） ７６　１９３０

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国 女 排 与 世 界 强 队
技战术运用对比研究

屈东华
张岩

河南 大 学 体 育 教 育 科 学
研究所

首都体育

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０１） ６８　７７２

６
对中国—智利 自 由 贸 易 区 贸 易 效 应
的引力模型分析

吕宏芬
郑亚莉

浙江 外 国 语 学 院 拉 丁 美
洲研究所

国际贸易

问题＊ ２０１３ （０２） ６１　２５１５

７
拉美西语 国 家 汉 语 教 育 的 现 状、问
题及策略

黄方方
孙清忠

暨南大学文学院
未来与

发展＊ ２０１１ （１１） ６１　８７６

８
美国 墨 西 哥 湾 溢 油 事 故 应 急 响 应、
治理措施及其启示

王祖纲
董华

中国 石 油 集 团 经 济 技 术
研究院

国际石油

经济＊ ２０１０ （０６） ６０　１８７６

９
ＦＤＩ是否提 升 了 发 展 中 东 道 国 的 经
济增长质 量———来 自 亚 太、非 洲 和
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

随洪光
刘廷华

山东 大 学 经 济 学 院；山
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

研究＊

２０１４ （１１） ５９　１９６１

１０
拉美国家 “中 等 收 入 陷 阱”及 对 我
国的警示

杜传忠
刘英基

南开 大 学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研 究 院；南 开 大 学 经
济学院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１ （０６） ５７　１９２５

１１
比较优 势 演 化 与 经 济 增 长———基 于
阿根廷的实证分析

伍业君
张其仔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工
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工业

经济＊ ２０１２ （０２） ５６　２４９５

１２

移动式钻井 平 台 油 污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限制问 题 研 究———由 墨 西 哥 湾 溢 油
事故钻井平 台 适 用 责 任 限 制 引 发 的
思考

何丽新
王功伟

厦门大学
太平洋

学报＊ ２０１１ （０７） ４９　８１５

１３
巴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时空格局及
驱动因素

杜国明等
中国 科 学 院 地 理 科 学 与
资源研究所等

地理科学
进展

２０１５ （０１） ４７　１７３４

１４
拉美城市化 的 教 训 与 中 国 城 市 化 的
问题——— “过 度 城 市 化”与 “浅 度
城市化”的比较

郑秉文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拉 丁 美
洲研究所

国外理论

动态＊ ２０１１ （０７） ４７　２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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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２

序
号

篇名 作者 作者机构 刊名
发表年
（期）

被引
频次

下载
频次

１５
ＢＰ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应急处置与危
机管理的启示

刘景凯
中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集 团
公司

中国安全
生产科学

技术
２０１１ （０１） ４７　１４３０

１６
对 境 外 灾 难 报 道 的 新 闻 框 架 分
析———以 《中国 青 年 报》海 地、智
利地震报道为例

范明献
中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中国传媒大学

当代传播＊ ２０１１ （０２） ４５　３４５４

１７ 真的有 “中等收入陷阱”吗 江时学 —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１ （０７） ４５　９５８

１８ 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全景时评 黄璐 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体育成人
教育学刊

２０１４ （０４） ４３　１５６

１９
中国—拉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宋海英
浙江 外 国 语 学 院 国 际 工
商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

问题＊ ２０１３ （０３） ４２　１７０２

２０ 负面清单：国际投资规则新趋势 任清 中伦律师事务所
中国中小

企业
２０１３ （１２） ４２　１０２８

　　　注：＊ 表示该期刊为社科院核心期刊。

２．期刊高下载文献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期刊高下载文献ＴＯＰ２０如表１３所示。其中，下载频次最高的

是２０１２年邵骏鹏发表于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的 《关于 〈百年孤独〉中孤独意

蕴的剖析》，已被下载高达５２１５次。同时，与期刊高被引文献ＴＯＰ２０对比后可以发现，其中有

１０篇论文 （分别为序号２、３、４、８、９、１０、１２、１７、１９、２０）既是高被引文献，又是 高 下 载

文献。这些文章的选题关注了拉美几个主要国家的具体问题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重视。其他高下 载 文 献 主 要 是 关 于 “债 务 危 机” “墨 西 哥 湾 漏 油 事 件 和 渤 海 湾 漏 油 事 件”
“自贸区建设”等 方 面 的 研 究，由 此 说 明 比 较 而 言 普 通 读 者 更 加 关 注 这 些 当 下 的 热 点 话 题。此

外，就期刊高下载文献作者及其机构属性来看，它反映出和期刊论文高被引文献作者及其机构

相同的属性，即高下载文献的作者亦非专业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

表１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期刊高下载文献ＴＯＰ２０ （按下载频次降序排列）

序
号

篇名 作者 机构 刊名
发表年
（期）

下载
频次

被引
频次

１
关于 《百年 孤 独》中 孤 独 意 蕴 的
剖析

邵骏鹏
宁夏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院

宁夏大学学报 （人
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０６）５２１５　 ８

２
拉美小额 信 贷 监 管 经 验 及 对 我 国
的启示

李东荣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 （０５）３８３４　１２９

３
对 境 外 灾 难 报 道 的 新 闻 框 架 分
析———以 《中 国 青 年 报》海 地、
智利地震报道为例

范明献
中南 大 学 文 学 院 新 闻
系；中国传媒大学

当代传播＊ ２０１１ （０２）３４５４　４５

４
中国与智 利 双 边 货 物 贸 易 的 潜 力
研 究———基 于 引 力 模 型 的 实 证
分析

李亚波
上海 财 经 大 学 国 际 工
商管 理 学 院；云 南 大
学滇池学院经济系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３ （０７）３０７５　１１６

５
拉美债务 危 机 和 欧 洲 债 务 危 机 成
因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叶谦
沈文颖

浙江财经学院 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１１ （１０）２９６８　４１

６
南美沿海 型 和 内 陆 型 自 贸 区 实 践
与我国自贸区建设

何力 复旦大学法学院 国际商务研究＊ ２０１４ （０２）２６３４　４０

·５４１·

中国 “拉丁美洲研究”发展趋势



续表１３

序
号

篇名 作者 机构 刊名
发表年
（期）

下载
频次

被引
频次

７
变 革 中 的 社 会 主 义 四 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越 南、古 巴、老
挝、朝鲜四国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马 克
思主 义 研 究 院 当 代 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室

当代 世 界 与 社 会

主义＊ ２０１１ （０５）２６１７　１１

８
对中国—智 利 自 由 贸 易 区 贸 易 效
应的引力模型分析

吕宏芬
郑亚莉

浙江 外 国 语 学 院 拉 丁
美洲研究所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３ （０２）２５１５　６１

９
比较优 势 演 化 与 经 济 增 长———基
于阿根廷的实证分析

伍业君
张其仔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院；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２ （０２）２４９５　５６

１０
中国与巴 西 双 边 贸 易 的 竞 争 性 与
互补性研究

吕宏芬
俞涔

浙江 外 国 语 学 院 国 际
工商 管 理 学 院；浙 江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２ （０２）２４８４　９５

１１
国际 货 币 体 系 改 革 与 人 民 币 国
际化

陈江生
陈昭铭

中共 中 央 党 校 国 际 战
略研 究 所；中 共 中 央
党校研究生院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报＊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４０９　３２

１２
拉美城市 化 的 教 训 与 中 国 城 市 化
的 问 题——— “过 度 城 市 化”与
“浅度城市化”的比较

郑秉文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拉 丁
美洲研究所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１ （０７）２０８３　４７

１３
美国墨 西 哥 裔 女 性 的 声 音———近

３０年 《芒 果 街 上 的 小 屋》研 究
综述

张婷婷
张跃军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０５）２０７２　１７

１４
论海上石 油 开 发 环 境 污 染 之 法 律
救济———以墨 西 哥 湾 漏 油 事 件 和
渤海湾漏油事件为视角

高翔
武 汉 大 学 国 际 法 研
究所

法律适用＊ ２０１２ （０３）２０５５　２６

１５ 中国外交６０年变迁
沈大伟
黄语生

美国 乔 治·华 盛 顿 大
学 政 治 与 国 际 事 务
学院

当 代 中 国 史

研究＊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００６　１７

１６
“修昔底德”逻辑和规则遏制与反
遏制———中美 贸 易 摩 擦 背 后 的 深
层次动因

沈伟
上海 交 通 大 学 凯 原 法
学院

人民 论 坛·学 术

前沿＊ ２０１９ （０１）１９６３　１０

１７
ＦＤＩ是否 提 升 了 发 展 中 东 道 国 的
经济 增 长 质 量———来 自 亚 太、非
洲和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

随洪光
刘廷华

山 东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数量 经 济 技 术 经

济研究＊ ２０１４ （１１）１９６１　５９

１８
巴西经济 发 展 的 历 史 回 顾 及 经 济
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

张琳力
内蒙 古 民 族 大 学 政 法
与历史学院

才智 ２０１１ （１６）１９５６　１４

１９
拉美国家 利 率 市 场 化 经 验 及 对 我
国的启示

孔丽娜
郑新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广 州
分行

南方金融＊ ２０１１ （０４）１９３０　７６

２０
拉美国家 “中 等 收 入 陷 阱”及 对
我国的警示

杜传忠
刘英基

南开 大 学 经 济 与 社 会
发展 研 究 院；南 开 大
学经济学院

理论学习 ２０１１ （０６）１９２５　５７

　　　注：＊ 表示该期刊为社科院核心期刊。

六、中国 “拉美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和作者地理分布

表１４列出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发表 “拉美研究”相关论文数量ＴＯＰ３０的学术期刊。根据 《中

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２０１９版）统计，这３０种期刊多为政治、经济类期刊，有５种世界

政治学科期刊、４种贸易经济学科期刊。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的 《拉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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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研究》发文量最高，为５８６篇，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为０．８７，① 影响力指数ＣＩ为１１２．６９、② 位

列４７种世界政治学科期刊的第３４位。这是可以理解，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拉丁美洲研究》

是中国国内唯一一份专门致力于刊发 “拉美研究”成果的中文期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

的 《当代世界》发文量为１２０篇，排名第二，其复合影响因子为０．８８９。发文量排名第三的是中

国农业出版社主办的 《世界农业》，共计发文９７篇，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为１．２８６。农业是拉美经

济的特色和主要支撑，也是近年来中拉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就此而言 《世界农业》刊发相当

数量的拉美农业相关的论文不足为奇。

可以说，上述三种刊物是近年来 “拉美研究”成果的主要传播媒介和发文平台，也是拉美

研究相关学者应重点关注的。尽管如此，但需要指出的是，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学术期刊在篇均

被引次数和篇均下载频次两项指标上并不占优势，排名都在１０名之外。

表１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中文文献发文期刊ＴＯＰ３０ （按发文量降序排列）

序
号

刊名

发文统计数据 期刊评价指标

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
被引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
载频次

学科
复合影响

因子
影响力
指数ＣＩ

ＣＩ学科
排序

１ 拉丁美洲研究＊ ５８６　 １７０３　 ２．９１　１６０２９１　 ２７４ 世界政治 ０．８７　 １１２．６９　３４／４７
２ 当代世界＊ １２０　 ３２４　 ２．７０　２２５５８　 １８８ 世界政治 ０．８８９　 ２２６．２８　２１／４７
３ 世界农业＊ ９７　 ３４７　 ３．５８　２３７２３　 ２４５ 农业经济 １．２８６　 ２５５．７８　１０／４７

４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７２　 １１３　 １．５７　１１３８０　 １５８ 人文社会科学综合 ０．３　 ６３．３２　２０４／４３６

５ 国外理论动态＊ ６２　 ２５６　 ４．１３　２０５０６　 ３３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０．９９７　 ６０４．４２　８／１６
６ 国际工程与劳务 ５８　 １９　 ０．３３　 ４０１９　 ６９ 贸易经济 ０．１４２　 １１．０８　３３／３８
７ 国际经济合作＊ ５５　 ２７１　 ４．９３　１８９１７　 ３４４ 世界各国经济 １．４０６　 ８９．１３　 ９／１２
８ 水运管理 ５０　 ２４　 ０．４８　 ２２６２　 ４５ 流通与服务 ０．３１４　 ４７．２０　２０／３１
９ 国际石油经济＊ ４８　 １８８　 ３．９２　１１９３８　 ２４９ 工业经济 １．３４３　 １０３．２４　５／４１

１０
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 ４４　 １４９　 ３．３９　１６７５９　 ３８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４１３　 ７１３．７１　６／１６

１１ 对外经贸实务＊ ４２　 １３０　 ３．１０　１０３４８　 ２４６ 贸易经济 ０．７８７　 ８９．７６　１８／３８
１２ 人民论坛＊ ４０　 １２６　 ３．１５　 ８９９３　 ２２５ 中国政治 ０．４８４　 １０４．５６　５４／２０７
１３ 国际研究参考＊ ３６　 ６２　 １．７２　 ６４３５　 １７９ 世界政治 ０．４８７　 ８８．７７　３９／４７
１４ 中国经贸导刊＊ ３３　 １０８　 ３．２７　 ６７９４　 ２０６ 贸易经济 ０．４６２　 １４４．９８　１６／３８
１５ 当代电影＊ ３２　 ５０　 １．５６　 ８３１５　 ２６０ 艺术 ０．５５６　 ６０５．６６　５／６８
１６ 国际贸易＊ ２７　 ２１７　 ８．０４　１５３８０　 ５７０ 贸易经济 １．８０９　 ３２４．４１　１０／３８
１７ 国土资源情报 ２６　 １００　 ３．８５　 ４６１３　 １７７ 工业经济 ０．６５３　 ５６．９０　１３／４１

１８ 中国金融＊ ２６　 ９６　 ３．６９　 ７１１６　 ２７４
货币／金融、
银行／保险

１．１８７　 １９４．２１　７／６２

１９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２３　 １２　 ０．５２　 ３６０５　 １５７ 世界政治 ０．２３３　 １０１．９６　３６／４７

２０
当代世界

社会主义问题＊ ２３　 ５６　 ２．４３　 ５６９７　 ２４８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０．５８３　 １６６．２８　１１／１６

２１ 比较教育研究＊ ２２　 ４８　 ２．１８　 ８７３２　 ３９７ 教育 １．５４１　 ３４１．５５　２６／２７４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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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 源 引 用 总 次 数 与 该 期 刊 在 前 两 年 内 发 表 的 可 被

引文献总量之比。

反映一组期刊中各刊 影 响 力 大 小 的 综 合 指 标，它 是 将 期 刊 在 统 计 年 的 总 被 引 频 次 （ＴＣ）和 影 响 因 子

（ＩＦ）双指标进行组内线性归一后向量平权计算所得的数值，用于对组内期刊排序。



续表１４

序
号

刊名

发文统计数据 期刊评价指标

发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
被引

总下载
频次

篇均下
载频次

学科
复合影响

因子
影响力
指数ＣＩ

ＣＩ学科
排序

２２ 对外传播 ２０　 ４　 ０．２０　 ２１００　 １０５ 信息与新闻出版学 ０．４９５　 １８１．１３　２１／４９
２３ 电影评介＊ ２０　 １０　 ０．５０　 ３２５９　 １６３ 艺术 ０．１２３　 ３４．８１　６１／６８
２４ 太平洋学报＊ ２０　 １２３　 ６．１５　 ８３９５　 ４２０ 社会科学综合 １．７４８　 １３９．９３　２４／１９１
２５ 水利水电快报 １９　 ８　 ０．４２　 １１７９　 ６２ 水利工程 ０．１７３　 ３５．９４　４８／７５
２６ 法制与社会 １９　 ３７　 １．９５　 ４６４５　 ２４４ 法律 ０．２５５　 １５．１２　８４／９８
２７ 当代体育科技 １９　 １９　 １．００　 １４０２　 ７４ 体育 ０．１４９　 ７．５６　 ４０／４１
２８ 现代国际关系＊ １９　 ６８　 ３．５８　 ８４１２　 ４４３ 世界政治 ２．１２６　 ６２６．００　４／４７

２９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　 ３３　 １．７４　 ３８４６　 ２０２ 人文社会科学综合 ０．４３９　 ２０２．１９　８６／４３６

３０ 电影文学＊ １８　 ３０　 １．６７　 ５９８８　 ３３３ 艺术 ０．１２８　 ２９．５３　６３／６８
３１ 红旗文稿＊ １８　 ７０　 ３．８９　 ５９６２　 ３３１ 中国政治 １．１８１　 ２３０．１５　２７／２０７
３２ 现代经济信息 １８　 １６　 ０．８９　 ３１８６　 １７７ 经济科学综合 ０．１４６　 １１．０３　８５／９６

　　　注：期刊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于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２０１９版），＊表示该期刊为社科院核心期刊。

图６按发文机构所在省 （直辖市、自治区）统计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文献的

各地发文量。观察发现，北京市的发文量高居榜首，达３０８１篇，远高于其他地区，充分展示了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实力。另外，上海、江苏、湖北、广东、山东、天津等

地在 “拉美研究”领域也有较高的文 献 产 出，活 跃 度 较 高。事 实 上，这 同 中 国 “拉 美 研 究”机

构的地理分 布 是 一 致 的：拉 美 研 究 机 构 数 量 前３位 的 是 北 京 （２２家）、上 海 （７家）、江 苏 （３
家）和广东 （３家）。① 这种地理分布既同京沪的政治和经济的地缘优势相关，又同其国际大都

市定位及优质高校大量集中相联系。紧随京沪两市之后的江苏和广东等省份同拉美国家经济关

系密切，自然需要学术产出为发展对拉关系提供知识和智慧支撑。事实上，从全局来看，在几

乎所有同拉美有密切合作的地区都有了拉美研究相关机构和学者，以满足地方发展对拉合作的

知识需要。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发文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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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① 郭存海：《中国拉美研究７０年：机构发展与转型挑战》，《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七、中国 “拉美研究”图书著作

１．图书著作数量统计与趋势分析

根据 《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收录１９４９年至今中国正式出版的５００余万种图书书

目信息及其被引频次数据）统计，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出版的 “拉美研究”相关哲社图书著作共

计２４０２部。

从历年图书著作数量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 “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出版数量整体呈快

速增长趋势，从１９７９年的６部增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６２部 （参见图７）。整个考察期出现了两个增长

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７部稳定增长至２００４年的９３部，增长了近５倍，年均出

版５１部。第二个高峰期是从２００６年低落后的６５部逐年攀升至整个考察期的峰值，即２０１６年的

１８３部，增长了近２倍，年均出版１０６部。此后３年间，增长态势虽略有波动，但年均出版量仍

接近１５４部，其中２０１９年最新出版的 “拉美研究”图书著作达到１６２部。

图７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相关图书历年出版数量及变化趋势

２．图书著作的学科和类型分布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图书著作的学科分布如图８所示。在２４０２部 “拉美研究”

图书著作中，文学学科图书数量最多，计有８５８部，占比３５．７％；其次是历史学，计有３８２部，

占比１５．９％；经济学排名第三，计有２７５部，占比１１．４％。“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的这种学

科分布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文学因 “具有直抵人心的沟通力量”而成为中拉文化交流和增进相

互认知的先导。事实上，中国对拉美的了解正是从译介拉美文学作品开启的。① 而且，由于文学

没有专业壁垒的限制，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迄今仍是中国读者了解拉美的媒介和窗口，

不难理解１９７９年以来出版的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中何以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文学类作品。而

正如前所述，中国的拉美研究是从历史教学与研究开始的，可以说历史学是中国拉美研究最悠

久且迄今仍充满活力的一大研究领域。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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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楼宇：《中国对拉美的文化传播：文学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图８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相关图书学科分布

《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还 按 照 图 书 性 质 将 著 作 分 为 译 著、古 籍、年 鉴、工 具 书、

标准、报告、文艺作品、普及读物、中小学教材与教辅资料、国内学术著作等十类。图９显示，

２４０２部 “拉美研究”图书著作中，译著类图书数量最多，高达１０４７部，占比高达４３．６％。其次

是文艺作品和国内学术著作，分别为４２０部和４１６部，占比１７．５％和１７．３％。这种类型分布反

映出仍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 “拉美研究”以 “引进来”为主，① 通过大量译介国外拉美研究经典

著作来丰富和补充国内拉美研究图书的不足。

图９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相关图书类型分布

３．高被引图书

图书出版后被期刊、博硕、会议论文引用的频次一定程度上可科学、客观地揭示图书的学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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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彦超： 《〈拉 丁 美 洲 的 精 神：文 化 与 政 治 传 统〉中 文 版 发 布》，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ａｓｓ．ｏｒｇ．ｃｎ／ｋｅｙａｎｄｏｎｇｔａｉ／ｂａｏｋａｎｃｈｕｂａｎ／２０１９１０／ｔ２０１９１０２５＿５０２０７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



术价值和影响力。表１５列出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高被引图书著作ＴＯＰ２０。其中

被引频次最高的是１９９２年 由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美 国 英 克 尔 斯 和 史 密 斯 著、顾 昕 译 的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 （根据在智利、阿根廷等六国的实

地调查结果，分析使人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几个重要因素），目前已被引１１４２次，其中期刊论

文引用最多，其次是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引用相对较少。本书的引用高峰

期为２０１８年，被引１０９次。施引文献主要集中在 “现代人研究”“城镇化理论”“人力资本”“社
会心理服务”等社会学研究领域论文。美国学者约翰·亨利·梅利曼的 《大陆法系———西欧拉

丁美洲法律制度介绍》和巴西学 者 特 奥 托 尼 奥·多 斯 桑 托 斯 的 《帝 国 主 义 与 依 附》位 列 第 二、

第三，被引频次分别为７０１次和４２３次。这些图书著作出版后被学术界援引较多，因此具有较大

的影响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表１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高被引图书ＴＯＰ２０ （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１
从传 统 人 到 现 代 人———六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的 个 人
变化

［美］英 克 尔 斯 （Ｉｎｋｅｌｅｓ　Ａｌｅｘ）、 ［美］
史密斯 （Ｓｍｉｔｈ　Ｄａｖｉｄ　Ｈ．）著，顾昕译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１９９２ 北京 １１４２

２
大陆 法 系———西 欧 拉 丁 美
洲法律制度介绍

［美］约翰·亨 利·梅 利 曼 著，顾 培 东、
禄正平译

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４ 北京 ７０１

３ 帝国主义与依附
［巴 西］特 奥 托 尼 奥 · 多 斯 桑 托 斯
（Ｔｈｅｏｔｏｎｉｏ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著，杨衍永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１９９９ 北京 ４２３

４ 博尔赫斯全集
［阿 根 廷］豪·路·博 尔 赫 斯 （Ｊｏｒｇｅ
Ｌｕｉｓ　Ｂｏｒｇｅｓ）著，王永年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９ 浙江 ３２２

５ 原始艺术———插图珍藏本
［美］弗 朗 兹 · 博 厄 斯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
著，金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贵州 ３１９

６
民主 与 市 场———东 欧 与 拉
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美］亚当·普沃斯基 （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著，包雅钧、刘忠瑞、胡元梓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北京 ３０６

７ 拉丁美洲史稿 李春辉著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北京 ３０５

８
国外 城 镇 化———比 较 研 究
与经验启示

新玉言著
国家行政学院

出版社
２０１３ 北京 ２４２

９ 百年孤独
［哥 伦 比 亚］马 尔 克 斯 （Ｍａｒｑｕｅｚ，Ｇ．
Ｇ．）著，范晔译

南海出版公司 ２０１１ 海南 ２３４

１０
第三波———２０世 纪 晚 期 的
民主化浪潮

［美］亨廷顿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２ 北京 ２２７

１１ 电影语言的语法
［乌 拉 圭］丹 尼 艾 尔·阿 里 洪 （Ｄａｎｉｅｌ
Ａｒｉｊｏｎ）著，陈国铎等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１９８１ 北京 ２２３

１２
两 百 年 的 孤 独———加 西
亚·马尔克斯谈创作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朱景
冬等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云南 ２００

１３ 美洲华侨华人史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０ 北京 １８８

１４
剑 桥 拉 丁 美 洲 史———约

１８７０—１９３０
［英］贝 瑟 尔 （Ｂｅｔｈｅｌｌ，Ｌｅｓｌｉｅ）主 编，
胡毓鼎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１９９２ 北京 １７８

１５ 拉美发展模式研究 江时学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１９９６ 北京 １７１

１６
美国 西 裔 移 民 研 究———古
巴、墨 西 哥 移 民 历 程 及 双
重认同

钱皓著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北京 １７１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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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５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１７ 拉美国际关系史纲 洪育沂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１９９６ 北京 １６９

１８
谎言 中 的 真 实———巴 尔 加
斯·略萨谈创作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云南 １６５

１９ 百年孤独
［哥 伦 比 亚］马 尔 克 斯 （Ｍａｒｑｕｅｚ，Ｇ．
Ｇ．）著，黄锦炎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上海 １５８

２０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毛相麟著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北京 １５０

４．高被引图书———拉美译著类

译著是 “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中数量最多的类型。在１９７９年以来正式出版的１０４７部译

著中，拉美译著 （原作者为拉美国家）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

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帝国主义与依附》 （１９９９），被 引 频 次 高 达４２３次。

其次是王永年等译的 《博尔赫斯全集》（１９９９）和范晔译的 《百年孤独》（２０１１），以及陈国铎等

译的 《电影语言的语法》 （１９８１）和朱景冬等译的 《两百年的孤独———加 西 亚·马 尔 克 斯 谈 创

作》（１９９７），被引 频 次 分 别 为３２２次、２３４次、２２３次 和２００次 （见 表１６）。就 学 科 分 类 来 看，

这些高被引拉美译 著ＴＯＰ２０大 多 是 文 学 类 图 书，只 有 少 数 政 治 和 历 史 类 图 书。最 引 人 瞩 目 的

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经典名著 《百年孤独》共有４个版本名列高被引译著前２０名，可

见这部著作的影响力。

表１６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拉美译著类高被引图书ＴＯＰ２０ （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１ 帝国主义与依附
［巴 西 ］ 特 奥 托 尼 奥 · 多 斯 桑 托 斯
（Ｔｈｅｏｔｏｎｉｏ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著，杨衍永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１９９９ 北京 ４２３

２ 博尔赫斯全集
［阿 根 廷］豪·路·博 尔 赫 斯 （Ｊｏｒｇｅ　Ｌｕｉｓ
Ｂｏｒｇｅｓ）著，王永年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９ 浙江 ３２２

３ 百年孤独
［哥 伦 比 亚］马 尔 克 斯 （Ｍａｒｑｕｅｚ，Ｇ．Ｇ．）
著，范晔译

南海出版公司 ２０１１ 海南 ２３４

４ 电影语言的语法
［乌 拉 圭］丹 尼 艾 尔 · 阿 里 洪 （Ｄａｎｉｅｌ
Ａｒｉｊｏｎ）著，陈国铎等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１９８１ 北京 ２２３

５
两 百 年 的 孤 独———加
西 亚 · 马 尔 克 斯 谈
创作

［哥伦比亚］加 西 亚·马 尔 克 斯 著，朱 景 冬
等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云南 ２００

６
谎 言 中 的 真 实———巴
尔加斯·略萨谈创作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云南 １６５

７ 百年孤独
［哥 伦 比 亚］马 尔 克 斯 （Ｍａｒｑｕｅｚ，Ｇ．Ｇ．）
著，黄锦炎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上海 １５８

８ 巴西新民法典 齐云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９ 北京 １４０

９ 博尔赫斯谈诗论艺
［阿 根 廷］豪 尔 斯·博 尔 赫 斯 （Ｊｏｒｇｅ　Ｌｕｉｓ
Ｂｏｒｇｅｓ）著，陈重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２ 上海 １３７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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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６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１０
批 评 的 激 情———奥·
帕斯谈创作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著，赵振江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云南 １１９

１１ 博尔赫斯谈艺录
［阿根廷］博尔赫斯 （Ｂｏｒｇｅｓ，Ｊ．Ｌ．）著，王
永年、徐鹤林、黄锦炎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５ 浙江 １１５

１２ 百年孤独
［哥 伦 比 亚］马 尔 克 斯 （Ｍａｒｑｕｅｚ，Ｇａｂｒｉｅｌ
Ｇａｒｃｉａ）著，黄锦炎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 浙江 １１０

１３
拉 丁 美 洲 被 切 开 的
血管

［乌拉 圭］爱 德 华 多·加 莱 亚 诺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Ｇａｌｅａｎｏ）著，王玫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北京 １０７

１４
作 家 们 的 作 家———
豪· 路 · 博 尔 赫 斯
谈 创 作

［阿 根 廷］豪 尔 赫 · 路 易 斯 · 博 尔 赫 斯
（Ｊｏｒｇｅ　Ｌｕｉｓ　Ｂｏｒｇｅｓ）著，倪华迪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云南 １０３

１５
拉 丁 美 洲 国 际 关 系
简史

［委 内 瑞 拉］博 埃 斯 内 尔 （Ｂｏｅｒｓｎｅｒ，Ｄ．）
著，殷恒民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 北京 １００

１６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
［阿根廷］博尔赫斯 （Ｂｏｒｇｅｓ，Ｊ．Ｌ．）著，王
央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３ 上海 ９９

１７

菲德 尔·卡 斯 特 罗 在
古巴共产党第一、二、
三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中心报告

［古巴］卡 斯 特 罗 （Ｃａｓｔｒｏ，Ｆ．）报 告，王 玫
等译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北京 ９４

１８ 百年孤独
［哥 伦 比 亚］马 尔 克 斯 （Ｇ．Ｇ．Ｍａｒｑｕｅｚ）
著，高长荣译

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

１９８４ 北京 ８２

１９
拉 丁 美 洲 的 文 明 与
文化

［秘 鲁］陈－罗 德 里 格 斯 （Ｃｈａｎｇ－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Ｅ．）著，白凤森等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 北京 ６９

２０ 最新阿根廷民法典 徐涤宇译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北京 ６７

５．高被引图书———文艺作品类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文艺作品类高被引图书ＴＯＰ２０见表１７。由残雪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的 《解读博尔赫斯》一书被引频次最高，有１２３次。其次是由李德恩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的 《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及朱景东和孙成敖著、百花文艺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的 《拉丁美洲小说史》分列二、三位，被引频次分别为６１次和４５次。总体

来看，文艺作品类图书的被引频次相较译著类普遍不高。

表１７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文艺作品类高被引图书ＴＯＰ２０ （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 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１ 解读博尔赫斯 残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北京 １２３
２ 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 李德恩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６ 上海 ６１
３ 拉丁美洲小说史 朱景东、孙成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３ 天津 ４５
４ 拉丁美洲文学简史 吴守琳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北京 ３６
５ 博尔赫斯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申洁玲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０ 湖北 ２９
６ 番石榴飘香 马尔克斯、门多萨 南海出版公司 ２０１４ 海南 ２６
７ 略萨传 赵德明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２０１１ 北京 ２４

８
加西亚·马 尔 克 斯 作 品 的 汉 译 传
播与接受

曾利君著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北京 ２３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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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７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 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９
拉丁美洲 文 学 “文 学 爆 炸”后 小
说研究

郑书九等著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北京 ２２

１０ 拉美文学流派与文化 李德恩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上海 ２１

１１ 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
赵振江、滕威、

胡续冬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湖北 １８

１２
新大陆 的 再 发 现———周 恩 来 与 拉
丁美洲

黄志良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４ 北京 １８

１３ 活着为了讲述 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２０１５ 海南 １８

１４
卡 斯 特 罗 与 古 巴———出 使 岛 国
见闻

陈久长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湖南 １７

１５ 卡洛 黄舒屏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河北 １７
１６ 傅云龙日记 傅训成整理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浙江 １６
１７ 阿根廷文学 盛力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９ 北京 １６
１８ 里维拉 曾长生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河北 １５
１９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陈众议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２０１１ 北京 １１

２０
“硬汉”卡斯特罗———中国驻古巴
大使手记

陈久长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９ 北京 １１

２１ 中拉建交纪实 黄志良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７ 上海 １１
２２ 查韦斯传 徐世澄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北京 １１

２３
马尔克 斯 与 他 的 百 年 孤 独———活
着是为了说故事

杨照著 新星出版社 ２０１２ 北京 １１

２４ 弓与琴 奥克塔维奥·帕斯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２０１４ 北京 １１

６．高被引图书———国内学术专著类

表１８列出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 “拉美研究”国内学术专著类高被引图书ＴＯＰ２０，其中被

引频次最高的为李春辉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出版的 《拉丁美洲史稿》一书，被引频次为３０５
次。其次是新玉言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出版的 《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

示》以及李春辉和杨生茂主编、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 《美洲华侨华人史》，被引频次分别

为２４２次和１８８次。

表１８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拉美研究”图书———学术专著类高被引ＴＯＰ２０ （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 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１ 拉丁美洲史稿 李春辉著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北京 ３０５

２
国外城 镇 化———比 较 研 究 与 经 验
启示

新玉言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３ 北京 ２４２

３ 美洲华侨华人史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０ 北京 １８８
４ 拉美发展模式研究 江时学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１９９６ 北京 １７１

５
美国 西 裔 移 民 研 究———古 巴、墨
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

钱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北京 １７１

６ 拉美国际关系史纲 洪育沂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６ 北京 １６９
７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毛相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北京 １５０
８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苏振兴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００ 北京 １４９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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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序
号

书名 责任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 出版地
被引
频次

９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苏振兴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北京 １４８

１０ 拉美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研究 刘纪新著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北京 １１７

１１
技术进 步、收 入 分 配 与 人 力 资 本
形成———以东 亚 与 拉 美 为 例 的 分
析及对中国问题的启示

许学军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北京 １１０

１２
金融全球 化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济
安全

江时学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北京 １０９

１３
帝国霸 权 与 拉 丁 美 洲———战 后 美
国对拉美的干涉

徐世澄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２ 北京 １０９

１４ 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 周新城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安徽 １０３
１５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 林一安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云南 ９８
１６ 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 袁东振、徐世澄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北京 ９８
１７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苏振兴、徐文渊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北京 ９４

１８
流散族 群 的 身 份 建 构———当 代 加
勒比英语文学研究

张德明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浙江 ８９

１９ 古巴社会主义 肖枫、王志先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北京 ８７
２０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 徐世澄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北京 ８５

结论及建议

本文是基于中国知网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收录的期刊论文和博硕学位论文等共计３８６１５篇中文哲

社文献和２４０２部 图 书 著 作，以 及 中 国 知 网 研 发 的 《中 国 图 书 引 证 数 据 库》和 《中 国 引 文 数 据

库》，运用文献计 量 学 针 对 中 国 “拉 美 研 究”领 域 开 展 的 文 献 大 数 据 分 析。这 在 国 内 外 尚 属 首

次，它系统、客观、完整呈现了过去４０多年来中国 “拉美研究”的发展动态和特点。

首先，中国的 “拉美研究”相关成果产 出 数 量 整 体 保 持 平 稳 增 长。研 究 发 现，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中国的 “拉美研究”文献数量保持整体平稳发展态势。其中，博硕学位论文稳定增长，期刊

论文则呈波动性增长，一方面 “拉美研究”发文量增长的背后是中国 “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

的扩张，另一方面 “拉美研究”的发文量却在２０１４年达到峰值后开始逐年下降。这种悖论和反

差亟须引起中国 “拉美研究”学界的反思和重视。此外，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论文数量

保持快速增长，这表明中国的 “拉美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持续重视，受资助力度不断

提高。

其次，中国的 “拉美研究”向区域研究、大 国 研 究 和 热 点 研 究 高 度 集 中。从 文 献 高 频 关 键

词的统计来看，无论是核心或非核心期刊论文，还是博硕学位论文，近十年发表的 “拉美研究”

文献都体现出对整体性的区域研究，对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大国研究，以及对 “中拉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以及 “新自由主义”和 “一带一路”的高度关注。文献高频关键

词的分布充分反映出中国 “拉美研究”的特点，即高度重视区域研究，相对忽视国别研究；重

视大国研究，忽视小国研究；重视经济研究，忽视非经济研究。

再次，中国的 “拉美研究”机构、学者 及 其 地 理 分 布 过 度 集 中。从 机 构 统 计 结 果 来 看，中

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名列前三甲，是发表研究成果数量最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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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机构。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发文量ＴＯＰ１０学者中有

８名都隶属于该机构。事实上，该机构主办的 《拉丁美洲研究》杂志是国内刊登拉美研究成果最

多、也是唯一一本专门以 “拉丁美洲研究”命名的期刊。从发文机构所在省市分布来看，“拉美

研究”的机构和学者高度集中于京沪苏等省市，反映出 “拉美研究”同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

经济具有密切的 关 联 度。近 十 年 来 培 养 “拉 美 研 究”博 硕 人 才 的 主 要 高 校 是 上 海 外 国 语 大 学、

吉林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统计和分析也发现，无论是高被引文献还是高下载文献，其作者大

多数并非是专业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而更多是拿拉美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或者追逐热点的区

域，但却具有较高的文献影响力。这非常值得中国 “拉美研究”学界的反思。

最后，从图书著作统计来看，“拉美研究”图书的发展呈现高增长、多学科和偏译著的分布

特点。统计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 “拉美研究”图书出版数量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并在最近两

个十年出现了两 个 发 展 高 峰。从 学 科 分 布 上 来 看，文 学 著 作 占 比 三 分 之 一 强，其 次 是 历 史 学、

经济学和政治 学，这 反 映 出 “拉 美 研 究”图 书 著 作 学 科 分 布 的 多 元 化 特 点。从 图 书 性 质 来 看，

译著类图书数量最多，占比４３．６％。这反映出中国的 “拉美研究”在图书著作上仍以 “引进来”

为主。因此，也不难理解的是，高被引图书ＴＯＰ２０中７０％被译著占据，其中排在前５位的高被

引图书也均是译著。

通过上述文献大数据方式对中国 “拉美研究”相关文献及其相关指标的统计分析，基本上

全貌反映了中 国 “拉 美 研 究”发 展 的 现 状、趋 势 和 特 点，为 相 关 领 域 的 政 策 制 定 和 学 术 交 流、

为学术机构和智库制定发展规划、为学者明确或调整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参

考。比如，鉴于大数据发现过去一个时期中国 “拉美研究”领域的一些失衡，或许未来要更加

重视地区研究和国 别 研 究 的 平 衡，宏 观 研 究 和 微 观 研 究 的 平 衡，大 国 研 究 和 小 国 研 究 的 平 衡，

经济研究和非经济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历史等领域研究的平衡。

〔责任编辑：陈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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