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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演进动态与未来方向

邓学衷，陈伊灵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智力支持。运用文献计量法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开展知识图谱分析，旨在刻画其演进主题和动态趋势。研究表

明，近十年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是污染状况、治理效果，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以及治理路径；

在内容上由污染治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治理方式上从非政府主体的被动介入转为主动介入，在

研究层次上由局限于农村向协同网络展开，在研究方法上从理论阐释向实证主义发展。未来乡村环境治

理研究应聚焦乡村环境治理效能，重点关注乡村环境治理的协同效能、乡村生态环境公共产品的供需匹

配效能、乡村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数字化治理效能及农村农业发展与农村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治理效能。

关键词：乡村环境治理；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绿色发展理念；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治理效能；数字

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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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乡村环境治理是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和
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

目标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生

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乡村环境治理带来
了新的问题［１］。随着乡村环境治理政策的密集

出台，乡村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逐渐拓宽并充
满活力，已形成针对不同时期乡村环境突出问

题开展治理的多维知识体系，但仍存在不少争

议。

乡村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公

众参与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新机制［２］，并成为

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２０２０年３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

指出，要“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３］。在
新发展格局下，为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效能，学界

有必要系统梳理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演进主题

和动态趋势，并全面把握其重点、热点及盲点。

鉴于此，本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１０１、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等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

治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展知识图谱分析，旨在
刻画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演进主题和动态趋

势，探究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未来方向。

　　二、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总体描述

（一）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文献来源及筛选
回顾和梳理已有文献，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主要细分为农村环境污染、农村污染整治以及

农村绿色发展途径等几个层面，本文从中提取
了农村环境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环境

保护、农村环境整治／治理、农村绿色发展５个
关联词，作为检索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５
个主题词以及知识图谱分析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的５个主题。

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文献来源和筛选遵循

以下步骤：首先，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ＣＮＫＩ）中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称

北图核心）为文献来源期刊，用主题词在北图核
心期刊中搜索文献，所选文献的主题词中至少

包括农村环境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环
境保护、农村环境整治／治理、农村绿色发展５
个主题词中的一个，考虑到农村环境治理的政

策强度差异，本文选定文献年份为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剔除数据不全文献后，最终选定６７２篇文献

作为知识图谱分析的初始样本。其次，参照惯
例，关注环境学、农业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学

科领域，根据经验聚焦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科
学、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农业经济等相关学

科领域收录的乡村环境治理文献。最后，分别
记录农村环境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环
境保护、农村环境整治／治理、农村绿色发展５
个主题词的北图核心期刊收录文献总数、相关
学科领域收录文献数量、篇均参考文献数量以

及篇均被引频数的情况。
（二）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总体情况、

年份分布及聚焦点
表１报告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

治理研究文献的总体情况。结果显示，北图核
心期刊收录文献最多的主题词是农村环境整

治／治理、最少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学科
领域收录文献最多的主题词是农村环境整治／

治理、最少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篇均参考文献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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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的主题词是农村绿色发展、最少是农
村环境保护，篇均被引频数最多的主题词是农
村环境污染、最少是农村环境保护，由此可见，５
个主题中研究农村环境整治／治理主题词的文
献优势明显。另外，由于文献中存在主题词重
复的情形，故表１中５个主题词的北图核心期
刊收录文献总数合计不等于６７２。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

研究文献的总体情况

主题／主题词

北图核心

期刊收录

文献总数

经济与管理科
学、社 会 科 学、
环境科学与资源
利用、农业经济
等相关学科领域
收录文献数量

篇均参

考文献

数量

篇均

被引

频数

农村环境污染 １０３　 ８０　 ９．０１　 １４．１８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３１　 １９　 １０．４２　 １１．５８

农村环境保护 １６５　 １３１　 ６．００　 ８．０２

农村环境整治／治理 ３８７　 ２７５　 １０．４０　 １３．０５

农村绿色发展 １０３　 ８１　 １０．７１　 １０．７０

为了解国内乡村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动态
和研究热点，本文分析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农村环
境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农
村环境整治／治理和农村绿色发展５个主题词
检索文献数量的年份分布情况，结果如图１所
示。图１结果显示，在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这５个
主题词文献数量的总体发展趋势比较接近；农
村环境整治／治理主题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其
他４个，说明该主题为乡村环境治理领域的热
点；农村绿色发展主题词异军突起，其使用频率
在２０１２年处于末位，到２０１８年就上升为该领
域的第二位并一直保持；农村环境污染、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主题词使用频率总体发展较为平
稳，略有下降；但农村环境保护主题词的使用频
率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出现大幅下降，在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年的发展则趋于平稳。由此可见，近十年
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热点已由探讨乡村环
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转变为探索乡
村环境的整治、治理以及绿色发展。

农村环境污染×
农村环境整治/治理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农村绿色发展

农村环境保护1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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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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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文献的年份分布情况

为揭示农村环境治理领域的聚焦点，表２
报告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发表的被引量≥１００的
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情况。表２结果显示，
这些文献的主题聚焦在农村环境问题、农村环
境治理现状、农村环境治理对策及建议等方面，
其中，农村环境问题侧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问
题，农村环境治理现状主要探究不同主体在农
村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及作用，７篇文献中有５
篇涉及公众参与，由此看出，公众参与是近十年
间农村环境治理领域的主要聚焦点。

（三）研究方法
高频关键词是某一研究领域热点的重要反

映，其变化可在较大程度上体现该学科或该主
题的研究发展趋势。本文首先运用ＳＡＴＩ　３．２
软件提取文献中的关键词，作为分析乡村环境
治理研究文献热点的数据来源；其次，运用社会
网络分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开展关键词共现网络
分析，从而判断研究热点；最后，运用最新版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１０１引文空间分析软件，通过聚类算
法呈现乡村环境治理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与进
展情况，开展科学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二、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热点分析

为探究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热
点，本文以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６７２篇文献为
初始样本，运用ＳＡＴＩ　３．２软件获取了与主题相
关的１　７９６个关键词，同时合并了１　７９６个关键
词中的同义关键词，在确定国内乡村环境治理
研究文献中高频关键词词频范围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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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被引量≥１００的文献情况

序号 作者 题名 文献来源 主题 被引频次

１
黄森慰，唐丹，

郑逸芳（２０１７）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农村环境治理对策（公众参

与）
１６３

２ 于法稳（２０１９）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现有问题及

对策建议
１２２

３
邓正华，张俊飚，

许志祥，等（２０１３）

《农村生活环境整治中农户认知与行为响应研

究：以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水稻主产区为例》
《农业技术经济》

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

作用（公众参与）
１１２

４
沈费伟，刘祖云

（２０１６）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

理论的分析》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农村环境治理现状及对策

建议（公众参与）
１０９

５
杜焱强，刘平养，

包存宽等（２０１６）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以欠

发达地区Ｊ村养殖污染为个案》
《公共管理学报》

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

中的作用（公众参与）
１０８

６ 于法稳（２０１８） 《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动因、核心及对策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 农村环境治理对策及建议 １０４

７
颜廷武，何可，

张俊飚（２０１６）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

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

中的作用（公众参与）
１００

高频关键词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和高频
词云图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
运用高频关键词分析热点的重点是确定高

频关键词和低频关键词的分界频次。高频关键
词和低频关键词的分界频次公式如下：

Ｔ＝（－１＋
　
１＋８＊Ｉ■ １）／２ （１）

其中，Ｉ１指出现频次为１的关键词的频
数，Ｔ 为高频关键词和低频关键词的分界频次。

经计算，本文最终确定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和低频关键词的分界频次

Ｔ＝６，高频关键词的词频范围为Ｔ≥６。
表３报告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

理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表３结果可知，

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中提取的高频关键词是

４０个；从关键词的频数看，农村环境治理、乡村
振兴、农村环境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相关研究
是近十年间乡村环境治理领域关注的主要热点。

　　（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运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热点的前提是构

建关键词共现网络图。本文基于表３提取的

４０个高频关键词，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构建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关键词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

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农村环境治理 ９６　 ２１ 农村水环境 ９

２ 乡村振兴 ６１　 ２２ 协同治理 ９

３ 农村环境保护 ５４　 ２３ 农业 ９

４ 农村生态环境 ５２　 ２４ 新农村 ９

５ 农村环境 ４８　 ２５ 公众参与 ８

６ 农村环境污染 ４７　 ２６ 城镇化 ８

７ 农村 ４４　 ２７ 农业绿色发展 ８

８ 绿色发展 ４１　 ２８ 新农村建设 ８

９ 农村人居环境 ３９　 ２９ 农村经济 ７

１０ 生态文明建设 ３５　 ３０ 乡村治理 ７

１１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２４　 ３１ 农村生活污水 ７

１２ 治理 ２３　 ３２ 农村面源污染 ６

１３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１９　 ３３ 问题 ６

１４ 对策 １４　 ３４ 污染 ６

１５ 社会资本 １３　 ３５ 法律规制 ６

１６ 农村环境问题 １２　 ３６ 周生贤 ６

１７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１２　 ３７ 美丽乡村 ６

１８ 生态环境保护 １１　 ３８ 生态环境治理 ６

１９ 农村环保 １１　 ３９ 农业生态环境 ６

２０ 科研监测 １０　 ４０ 实现路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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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现网络图，最终得到如图２所示的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关键词共
现网络图。在共现网络图中，高频关键词节点
用矩形节点代表，节点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在共
现网络中的作用越大；核心关键词节点用圆心
节点表示，与核心关键词联系紧密的节点用菱
形节点表示；用实线连接表示节点之间关系，箭
头越多、越密集表示该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发挥

的中介作用越大。图２结果显示，农村环境治理
为共现网络图的核心，是与主题相关的核心关键
词；乡村振兴、农村环境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关
键词在共现网络图中节点较大、节点周围箭头的
数量较密集，是与农村环境治理联系最紧密的关
键词。这说明近十年间乡村环境治理领域关注
的主要热点是农村环境治理、乡村振兴、农村环
境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新农村建设

农村环保

新农村

公众参与

生态文明

实现路径

法律规制

农村面源污染

农业生态环境

农村水环境 城镇化

生态文明建设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农村环境

对策
人居环境

农业

农村

问题

污染

治理

协同治理

绿色发展

社会资本 农村经济

美丽乡村

乡村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

农业绿色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
乡村振兴

农村生态环境
农村环境治理

农村环境保护
农村环境污染农村环境问题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生态环境治理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三）高频词云图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热

点，本文还采用了新榜有数在线词云方法，在去

除农村环境治理关键词后，制作了如图３所示

的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

高频词云图。

图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国内乡村环境治理
研究文献高频词云图

图３结果表明，形状越大、越凸显的关键
词，其频次也越高，这进一步验证了近十年间乡
村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热点是乡村环境治理、

乡村振兴、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环境保护、绿色
发展、农村环境。

经过高频关键词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分
析和高频词云图分析后发现，近十年来农村环
境治理研究的主要热点和重点是农村环境治
理、乡村振兴、农村环境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三、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主题聚类分析

在揭示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之
后，以 关 键 词 共 现 网 络 图 为 基 础，利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聚类功能，聚类标签以标题的ｔ
ｆ＊ｉｄｆ算法为主，调整背景颜色和标签大小，生
成如图４所示的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共被引
与知识聚类图谱。图４结果共显示６个知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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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别是＃０农村环境、＃１绿色发展、＃２农
村环保、＃３乡村振兴、＃４生态环境、＃５生态
保护。根据图４显示的６个知识聚类，并通过
阅读相关代表性文献，可以进一步提炼出三大
主题：其一，知识聚类＃０和＃４主要涉及乡村
环境污染状况及治理效果；其二，知识聚类＃２
和＃５主要内容是影响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因
素；其三，知识聚类＃１和＃３重点关注乡村环
境治理的路径。

图４　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共被引与知识聚类图谱

（一）乡村环境污染状况及治理效果

以乡村环境污染状况及治理效果为主题的

研究目前表现为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对乡村

环境污染的系统描述，认为乡村环境污染主要

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水污染；二是固体废弃物

污染；三是土地污染；四是生态植被破坏；五是

空气污染。生活污水和乡镇企业工业废水等没

有经过处理便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海中，严重污

染水资源；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露天堆放和

不作处理直接填埋造成空气、土壤以及地下水

资源污染；在农业生产中，无节制使用农药化肥

等化学用品，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而农药化肥的

大量流失又对地表及地下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污

染，畜禽的粪便等处理方式不当，甚至不作处

理，造成空气、土壤以及水源的污染；使用农膜

产生的不可降解的“白色污染”严重危害土壤质

量。另一条路线则是从动态视角看乡村环境的

变化，认为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如

今乡村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４］。这两条路线

并没有实质性冲突，在看重ＧＤＰ的发展时期，

乡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是不争的事实，但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乡村生态

环境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但与《美丽乡村建设指

南》中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

造成乡村环境污染现状的主要原因可以归
纳为以下四点：一是经济利益长期置于环境利
益之上。在我国城镇化建设时期，许多地方政
府重经济、轻环保，中央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不
能得到有效实施；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环保意识
尚未觉醒，未能充分认识环境污染对自身利益
的损害。二是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难以
落实。农村面积大、农户居住分散、执法人员数
量不足等制约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效
执行。三是投入资金不足。农村环境设施建设
的资金主要源于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难以支
撑庞大的农村环境设施建设。四是缺乏先进的
环保技术。农村现有的环保技术难以进行资源
再利用，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影响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因素
已有研究认为，乡村环境治理效果未达预

期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归结为乡村环境治理
系统的“碎片化”。“碎片化”治理表现为农村治
理价值理念碎片化、治理组织结构碎片化以及
治理方法体系碎片化［５］。对具体影响因素的分
析，学界主要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分析。其
一，从地方政府角度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高ＧＤＰ，以此作为考核政绩指标，不但没有成
为乡村环境治理的“领头羊”，反而成为环境污
染违法犯罪的“放哨者”，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
价去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在乡村环境治理工作
中，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机制，

加之各部门间职责交叉，存在遇事推诿的现象，

也影响了乡村环境治理效率。其二，从农民角
度看，许多农民缺乏主体意识，认为环境保护是
政府的事情，未能意识到生态环境与自身利益
密切相关，乱倒垃圾、乱排废水的情况屡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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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而且，大部分农民因知识水平较低、环保意
识较低，在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化
肥。其三，从地方企业角度看，一些企业为了追
求自身短期经济利益，大肆砍伐树木，采用落后
的生产技术，缺乏先进的环保设施，直接向环境
排放大量污染物。

（三）乡村环境治理的路径
已有研究提出了政府治理模式、社区治理

模式、市场治理模式和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模
式，并将公众参与纳入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在
早期我国乡村环境治理主要采取政府治理模式
并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地方政府考虑自身利
益以及环境监管体制上的权责交叉、权责不匹
配、监管薄弱等问题［６］，有些地方政府不仅没能
发挥应有职责，甚至还助长了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现象的滋生。

社区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已成为弥补
政府治理模式不足的新路径。社区治理能够有
效实现农户与企业、政府的沟通，加强农户的话
语权。同时，社区是家庭、地缘、血缘所构成的
网络系统，社区内部对公共利益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有利于提升乡村环境治理的监督和约束作
用［７］。但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要求村民强参与，

可是目前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故农村社区治
理模式难以维系。市场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市场监管功能来推动农
村环境治理进程。市场治理模式能够实现专业
化的环境治理，提高管护能力以及资源配置效
率，减少地方政府债务［８］。但由于地方企业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有可能与公共利益背道而
驰，因此提出了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

协同治理模式除强调政府外，认为地方企
业、农户、农村社区以及各级社会组织都是乡村
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９］，关注每个利益相
关者的需求与作用，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在协同治理模式下，实现协同合作需要发挥地
方政府主导者责任，强化地方企业社会责任，增
强农民的主体意识，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环

境治理的能力，从而走出乡村环境治理“碎片

化”的现实困境，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协

同合作，最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更为重要的

是，乡村环境协同治理还需要发挥社会资本黏

合剂的作用。乡村社会资本由信任、规范、网络

三种要素组成，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环境资源利

用中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协调与合作［１０］。

　　四、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动态趋势

在知识图谱分析中，根据关键词的出现频

次和时间线图谱可揭示该领域研究的动态趋

势。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中前６
位关键词被引频次及中心性，如表４所示。由

表４结果可知，治理、乡村环境、乡村振兴为被

引频次前３位的关键词，接下来为绿色发展、生

态文明和农村；生态文明和农村是中心性最高

的关键词，说明在乡村环境治理研究中生态文

明和农村最为学界关注。乡村环境的被引频次

虽居第二，但中心性却低于生态文明、农村、治

理和绿色发展４个关键词，说明随着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乡村环境治理研究得到

了一定重视，但与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及生态文

明建设相比，重视程度略显不足。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

前６位关键词出现频次

关键词 被引频次 中心性

治理 ６９　 ０．３３

乡村环境 ４８　 ０．２４

乡村振兴 ４８　 ０．１１

绿色发展 ４３　 ０．２６

生态文明 ４２　 ０．３５

农村 ３９　 ０．３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关

键词的时间线图谱如图５所示。从图５结果可

以看出，＃０农村环境、＃１绿色发展、＃２农村

环保、＃４生态环境、＃５生态保护等研究时间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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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且根据其节点大小可知，早在２０１２年该领

域便受到学界大量关注。＃０农村环境、＃４生

态环境等领域在近十年间学界一直保持较高的

研究热度，而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学界较少关注＃２
农村环保。＃１绿色发展在时间轴上分布较

远，说明该领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３
乡村振兴领域，学界研究开始于２０１３年，更多

关注开始于２０１７年，此后５年一直保持着极高

的关注，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在时间上保持一致。

#0 农村环境

#1 绿色发展

#2 农村环保

#3 乡村振兴

#4 生态环境

#5 生态保护

2012 2013 2016 2019 2021

支付意愿
两部模型

污染治理
传播
措施

垃圾治理

生态扶贫
现实困境
法治化

协同共治
城乡分治

制度
分类治理
农地产权

水土资源土地整治

多元共治

乡村振兴
人居环境

协同发展 优化措施 全城旅游

地区差异产业升级协商议事启示
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
产业基础

农民素质
《青恋》
叙事

农村经济

生态保护
博弈

互动发展

协调发展地位
农村女性

国家治理
价值选择

农民行为
公私协作

政策引导

共生
演化博弈

参与意愿

传统文化
农村再生

欧盟
农业经济
共生理论

PPP

专题调研
乡村整治

协同治理

契约管理
土壤环境

连片整治
创新
jsf

农村居民
专项补助
采购金额

制度建设乡村环境

农村金融
绿色发展

湖北省

农村环保

农药施用
博兴县
化学化

农业资源

农村社区
环境整治
乡村社区生态文明

新农村

农村旅游
农业

农村
安徽省

保护
城乡统筹
城乡发展土地管理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关键词的时间线图谱

　　同时，本文还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１０１软件制作

了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突发词探测图，选

取了乡村环境治理研究中突发强度前１２位的

关键词，并从突发年份和突发强度两个维度开

展突显分析，以期揭示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动

态趋势。

图６是基于突发年度维度的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突发词探测图，可

以揭示乡村环境治理研究关注点的动态趋势。

从图６结果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乡村环境治

理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农村环保、污染减排、总量

减排、城镇化、对策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乡村环

境治理研究突显关注农业、绿色发展、多元共治

等；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集中于

乡村振兴、科研监测、人居环境、合作治理等。

图７是基于突发强度维度的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突发词探测图，可

以揭示乡村环境治理研究关键词突显强度的动

态趋势。图７突显强度结果显示，乡村振兴是

近十年来突显强度最大的关键词，其强度远超

排名第二的农村环保，说明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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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

突发词探测图（突发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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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

突发词探测图（突发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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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乡村振兴获得极高关注，而乡村振兴突显年
份为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实际已成为当前乡村环境
治理研究的焦点；农村环保、城镇化、污染减排、
总量减排四个关键词突显年份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虽突显强度较高，但随后五年的研究逐步减
少；绿色发展、多元共治、合作治理三个关键词
突显年份为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这些说明乡村环
境治理研究从以污染治理为重点逐步转向依托
绿色发展来解决乡村污染这个根本问题。

结合前文关于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文献的数
据分析和聚类分析，可以归纳出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动态趋势。

（一）乡村环境治理研究内容由污染治理转
向全面乡村振兴

本文通过时间线图谱分析和突显分析后发
现，近十年来乡村环境治理研究领域发生了重
大转向，由注重环保、节能减排转为关注农业农
村绿色发展、合作治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推动了这一转向。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特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这一战略的提出，推动了乡
村环境治理研究重点从关注乡村环境污染转向
发展和治理，进而带动了乡村环境治理研究主
题和热点的转向，使得乡村振兴、人居环境、合
作治理等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热点和前瞻
性主题。

（二）乡村环境治理方式从非政府主体的被
动介入转变为主动介入

根据图１结果可知，乡村环境治理的研究
热度一直较高，但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热度有所减
退。结合图１、图５、图６和图７的结果发现，近
十年来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发文数量持续走
高，且得到了持续性关注。通过分析乡村环境
治理研究的文献可知，早期学界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寻找乡村环境污染的成因、围绕乡村环境
治理的传统模式以及污染的防治等方面。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
疑乡村环境治理的传统模式和惯性效应，目标

聚集于乡村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提出多元共治、

合作治理等新的治理策略［１１］。
（三）乡村环境治理研究方法从理论阐释向

实证主义发展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

贯彻落实，各省份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了落
实工作，以乡村振兴先进县、先进镇、先进村为
表率，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稳步开展乡村环
境治理。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对乡村环境治理机制的参与主体、作用关
系及效率开展实证分析，涉及农户参与环境治
理的意愿、行为和农户绿色生产的动机与后果，

以及基于熵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模型
从技术效率、经济效率两个角度对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效率进行评价［１２］。

（四）乡村环境治理研究层次由局限于农村
向协同网络展开

通过上述知识图谱分析后发现，乡村环境
治理在研究视角和参与层次上转向多元化、合
作化。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学界跳出农村行政
管理的视域，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视角探
讨乡村环境治理的策略。二是在参与层次上，

学界提出搭建协同治理网络，从单一农村环境
问题的研究，拓展到自组织、市场以及各级政府
和职能部门间的协同研究，主张打破经济、政治
等领域的壁垒，乡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
化、合作化走向完善，初步形成了治理参与主体
之间的合作网络架构。

　　五、聚焦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未来走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环境治理在曲折中
摸索前进，成效显著。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乡
村环境治理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从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主要政策及举措（如表５
所示）可以看出，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提
升乡村环境治理效能。因此，未来乡村环境治
理研究应更多结合乡村高质量发展，聚焦乡村
环境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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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乡村环境治理主要政策及举措

年份 主要政策举措 效能目标

２０１７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
建立健全农村环保长效机制……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环境监管

能力和农民群众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２０１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

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

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

２０１９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点》
推进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加强村庄规划

管理。

２０２１

《关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的

指导意见》

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质量，建立健全农村人

居环境标准体系。

《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推进农村建设和用能低碳转型。乡村振兴要落实绿色低碳要求。

《“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
深化农业农村环境治理、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加快可再生能源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应用……整县推进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绿色防控、统防统治覆盖率分别达到５５％、４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

平显著提升。

　　（一）乡村环境治理的协同效能
提升乡村环境治理的协同效能是实现乡村

生态高水平保护目标的要求，不同协同治理的
机制和模式最终要落实到乡村生态高水平保护
目标上来。未来乡村环境治理的协同效能研究
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协同效能的考察
不仅仅是环保督察的合规表现，更重要的是乡
村环境治理政策及其组合的实施效果评估以及
行政机制、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道德文化机制
对乡村环境治理政策组合的传导效应。同时，

作为农户环境实践重要驱动的传统生态文化观
和风俗习惯，对协同效能的影响强度是后续需
进一步挖掘的方向。另一方面，乡村高质量发
展是以乡村绿色低碳发展为引领的，乡村环境
治理的协同效能不应只是实现污染治理，更要
提升减污降碳、减排固碳的整体效能。

（二）乡村生态环境公共产品的供需匹配效

能

乡村生态环境公共产品主要涉及乡村环境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实现乡村环境治理现

代化的基础条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依托政策的精准性，形成乡村生态环境公共

产品的供需平衡机制，集中体现了乡村生态环

境公共产品的供需匹配效能。未来针对乡村生

态环境公共产品供需匹配效能评估的研究，首

先应关注评价乡村生态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长

期性和有效性，尤其是村民参与乡村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效。其次，

应关注供需匹配契合度，即乡村生态环境公共

产品的种类、层次及其整个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的供需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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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数字化治理效
能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
村建设逐步改变了乡村治理生态。随着乡村生
态和人居环境的监测、管理不断采用数字化技
术，其数字化治理效能可以更充分、更准确描述
乡村环境治理的现实。乡村生态和人居环境的
数字化治理效能研究需要关注几个维度：一是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产业发展的
融合度，农业企业、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减排固碳
技术的应用效果；二是低碳农产品、节能农产品
的认证和管理的覆盖程度以及农产品碳足迹追
溯体系的效果；三是无人机、高清视频、物联网
等技术在农村人居环境监测体系中的运用效
果，包括村民通过ＡＰＰ小程序等方式参与人居
环境网络监督的覆盖率；四是农村生态系统的
数据收集与分析，动态监测和智慧监管能力。

（四）农村农业发展与农村生态系统的适应
性治理效能

农村本身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可以为农村
农业发展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
支持服务，后续研究应关注农村的农业发展与生
态系统的适应性治理效能。乡村环境的适应性
治理是一套包含自治领导力、非正式行动者网
络、多中心、公众参与和社会学习在内的灵活治
理体系，其效能体现在农村农业的经济价值及其
与生态、人文、休闲旅游等融合的附加价值、共生
增值，不断适应农村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反馈，达
到农村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陈文兴．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问题及对策［Ｊ］．云南行

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１）：１４８－１５１．

［２］黄森慰，唐丹，郑逸芳．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研究［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７（３）：５５－６０．

［３］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的指 导 意 见》［ＥＢ／ＯＬ］．中 国 政 府 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２０－０３／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４８６３８０．ｈｔｍ．

［４］蔺春华．浅谈临汾市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形势与

任务［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Ｓ３）：３７

－３９．

［５］李宁．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Ｊ］．理论

导刊，２０１９（１２）：７８－８４．

［６］沈费伟，刘祖云．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

关者理论的分析［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５）：

３２－３８．

［７］乐小芳，张颖．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初探［Ｊ］．开放导

报，２０１３（１）：７２－７５．

［８］杜焱强，刘平养，吴娜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会成为中

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吗？：基于全国若干案例的现

实检验［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１２）：６７－８２．

［９］张志胜．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

境治理创新模式［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１）：２０１－２１０．

［１０］张俊哲，王春荣．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创新［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２（３）：２３２－２３４．

［１１］杜焱强．农村环境治理７０年：历史演变、转换逻辑与未

来走向［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５）：８２－８９．

［１２］王俊能，赵学涛，蔡楠，等．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排放

及环境治理效率［Ｊ］．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２０（１２）：２６６５－

２６７４．

５６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邓学衷，等：国内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演进动态与未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