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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屯垦戍边是中国几千年开发保卫边疆的历史

遗产 [1]。中央政府在西域新疆大规模屯垦戍边始

于 2000 年前的西汉，以后历代沿袭。1949 年新

疆和平解放，1954 年中央政府在新疆成立生产建

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兵团有汉、维、哈、

回、蒙古、锡伯等 37 个民族。兵团下辖 14 个师，

176 个团，辖区面积 7.0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270.14 万。

60 年来，兵团肩负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

光荣使命，艰苦创业、奋发图强、为新疆的国防

建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兵团在新疆战略

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研究人员也从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等不同领域，对兵团展开了持续深入

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兵团研究的

现状、进展和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多

角度的客观反映和评价有关兵团研究的发展态势，

进而推动兵团领域的相关研究，促进兵团更快、

更好的发展。

2  数据来源与建立文本库

本文将 CNKI( 中国知网 ) 作为文献统计来源，

检索策略为：使用“兵团”作为主题词；选取文

献数据库名称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采用精确检索，将检索时域限定在 2000—2014 年，

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3 日。检索出文献 12200

条，剔除无关内容文献，最终筛选出兵团研究相

关文献 2317 篇，同时这些文献数据组成新疆兵团

研究文本库，并以此为基础，利用 Excel 软件对

检索出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3  数据统计结果分析

3.1 论文发表年度分析

统计范围内，在 CNKI 数据库中检索出各年

度发表兵团研究文献情况见图 1。

图 1  2000-2014 年 CNKI 中兵团研究文献发文量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2000 年—2014 年，兵

团研究相关文献整体呈波动性增长趋势。2001—

2009 年间，发文量从 95 篇达到顶峰的 221 篇，

2010 年之后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显然，近年来，

基于文献计量的兵团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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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构想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平台的建立，兵团迎

来开展研究的重要时期和发展阶段 [3]。

3.2 研究机构分析

统计范围内，在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发

表兵团研究论文的居前 10 位的研究机构见表 1。

排名 研究机构 发文量（篇）

1 石河子大学 191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4

3 塔里木大学 22

4 新疆农业大学 19

5 新疆兵团疾病控制中心 18

6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17

7 新疆大学 15

8 新疆农垦科学院 15

9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15

10 新疆农垦科学院 365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1 唐景霞 15

2 李万明 14

3 王力 12

4 吕新 11

5 李豫新 11

6 秦江梅 11

7 梁斌 9

8 雷晓云 8

9 张红丽 8

10 李凡卡 7

表 1  2000-2014 年 CNKI 兵团研究发文量居前 10 位的研究机构

统计结果显示，发文量超过 20 篇的机构分别

是石河子大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大学

和新疆农业大学，体现了这 4 个研究机构在此领

域的研究实力。从研究数据看，2000-2014 年，

开展兵团研究的主体机构主要集中在新疆 3 所高

校。其中，石河子大学在兵团研究领域的研究实

力最强，以较大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同时，可以

看出新疆有关兵团研究的学术影响显著，这与其

地域和文化背景优势有关 [4]。

3.3 研究人员分析

统计范围内，对中国知网 CKNI 收录的有关

兵团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处理。对每篇文章前三位

作者进行统计，并采取作者平权方式，得到作者

发文情况 [5]。兵团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发文量

居前 10 位的研究人员见表 2。

表 2   2000-2014 年兵团研究领域居前 10 位研究人员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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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显示，发文 10 篇以上研究人员 6 位，

依次是唐景霞、李万明、王力、吕新、李豫新、

秦江梅等人，他们在兵团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力。

3.4 高被引论文分析

统计范围内，在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发

表的兵团研究领域高被引论文见表 3。

排名 题    目 作  者 被引频次（次） 来源期刊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膜下滴灌技术的

形成与发展
顾烈烽 67 节水灌溉

2 新疆兵团林果业机械化现状与发展
汤智辉， 贾首星，

沈从举等
37 农机化研究

3
塔里木河中下游退耕还林还草综合生态
效益评价——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

师 33 团为例

古丽努尔·沙布尔哈孜，
尹林克， 

热合木都拉·阿地拉等
31 干旱区研究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97—1999 年居民

期望寿命调查分析
李凡卡，陈春燕，刘为 2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5
1954-2005 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

及制约因素分析
刘月兰，汪学华 24 西北人口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

考
高岗仓 , 张凤艳 21 社会主义研究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

的战略思考
李豫新 , 殷朝华 20 人口与经济

8
机器人在新疆兵团农业生产中

的应用前瞻
张若宇 , 坎杂 , 江英兰等 17 农机化研究

9 兵团移栽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概况 刘磊 , 陈永成 , 张茜 15 农机化研究

10 新疆兵团城镇化建设问题研究 朱磊 , 张琰 15 中国农垦经济

11
新疆兵团棉花机械采收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
王刚 , 刘辉 , 赵海 14 中国棉花

12 兵团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研究 张风丽 , 程刚 , 罗芳 13 安徽农业科学

13 新疆兵团农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李豫新 , 杨卫华 , 殷朝华 13 中国农村经济

14
产业链视角下棉花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
李豫新 , 付金存 12 农业现代化研究

15
新疆南疆兵团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水平

的实证分析
李青 , 徐崇志 10 生态经济

表 3  2000-2014 年 CNKI 中兵团研究前 15 篇高被引论文

表 3 数据显示出，被引次数最高的是由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顾烈烽发表的一篇论文，被

引次数达 67 次。15 篇论文中前 7 篇论文的被引

次数均超过 20 次。在 15 篇高被引论文中，来自

石河子大学的李豫新发表了 3 篇。15 篇高被引文

献内容主要集中在农业科学、农业经济建设、土

地管理规划、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

3.5 学科领域分析

统计范围内，兵团研究共涉及主题 14 个，按

基于文献计量的兵团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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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列出前 5 个学科见表 4。

排   名 学    科 发文量（篇）

1 经济 277

2 农业科学 191

3 文化、教育 124

4 政治、法律 53

5 卫生事业管理 1023

排   名 期 刊 名 称 发文量（篇）

1 兵团建设 668

2 新疆农垦经济 301

3 当代兵团 294

4 新疆农垦科技 221

5 石河子大学学报 196

6 兵团党校学报 151

7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121

8 中国农垦经济 66

9 农村经济与科技 48

10 新疆农业科学 40

表 4  2000 年 -2014 年 CNKI 中兵团研究涉及的前 5 个学科

表 4 数据显示，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

科中，发文量占比达 44%。其次为农业科学、文化、

教育和政治、法律，发文量均超过 100 篇，是兵

团研究中涉及较多的学科。

3.6 研究发文期刊分析

统计范围内，按发文量，在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发表兵团研究文献的前 10 种期刊见表 5。

表 5  2000-2014 年 CNKI 中发表兵团研究的前 10 名期刊

表 5 显示，载文量位于前 5 位的期刊是《兵

团建设》、《新疆农垦经济》、《当代兵团》、《新

疆农垦科技》、《石河子大学学报》，这些期刊

的载文量均在 40 篇以上。这 10 种期刊可作为研

究人员关注兵团研究进展的主要期刊。

3.7 资助项目分析

统计范围内，资助兵团研究的并且发文量在

5 篇以上的主要基金类别与发文量统计见表 6。

表 6 显示，资助发文量最多的是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资助，共 58 篇。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共 46 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的文献 38 篇。

除此之外，资助发文量大于 5 篇的基金分别是：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软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基金。上述 9 项基金中，其中，6 个为国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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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兵团研究论文影响力

从发表的兵团研究领域高被引论文的前 15 位

作者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顾烈烽发表的

一篇论文，被引次数达 67 次（表 3），领先于其

他论文。15 篇高被引论文中，前 7 篇论文的被引

次数均超过 20 次。在 15 篇高被引论文中，石河

子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了 9 篇，显示出石河子大学

在兵团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论文的影响力。

4.3 兵团研究涉及的学科

 从发文数量看，兵团研究涉及学科依次是（表

4），经济、农业科学、文化、教育、政治、法律、

卫生事业管理。从研究主题可以看出，2000 年起，

由于兵团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类论文大幅增加，

平均每年发表经济类论文 68 篇。研究内容涉及农

业部门经济、工业部门经济、地方农业经济建设、

区域经济研究等。

统计数据表明，农业科学、文化、教育、政治、

法律、卫生事业管理学科，也受到研究人员的高

度重视，而对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

学科的关注较少。

2000—2014 年，国家基金资助发文量共 168 篇，

占论文总量的 7.25%，充分体现国家对兵团相关

研究的关注和支持程度。

4  研究结论

论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从各项文

献计量指标入手，分析了 2000—2014 年兵团研究

领域的现状，得到以下结论：

4.1 兵团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机构

在研究新疆兵团领域的科研产出和影响力

时，将 2000—2014 年的论文数和研究人员进行分

析。从发文量来看，石河子大学 365 篇（表 1），

以绝对优势领先，占全部发文量的 15.75%。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位居第二，占全部发文量的 8.24%。

塔 里 木 大 学 发 文 量 排 第 三， 占 全 部 发 文 量 的

1.47%；从研究人员看，发文量最多的 10 人中，

8 人来自石河子大学（表 2）。由此，可以认为石

河子大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大学在兵

团研究领域走在前列，值得关注。

表 6   2000-2014 年 CNKI 中兵团研究论文被资助情况

排   名 基 金 名 称 发文量（篇）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58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6

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38

4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10

5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10

6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 8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软科学研究计划 7

8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6

9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5

基于文献计量的兵团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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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高兵团研究科研水平的对策

与建议

5.1 加强兵团研究科研领域的合作

根据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新疆高校和科研院

所是开展兵团研究的主要机构，其中，高校是研

究主体。应加强新疆各高校之间，或与内地相关

高校的科研交流、合作，可尝试通过信息共享平台，

把各高校的研究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增强相互间

对学科和人才信息的了解，形成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和课题攻关方面的高校集团 [6]。

5.2 注重兵团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兵 团 研 究 涉 及 学 科 较 多， 但 相 对 比 较 单

一， 应 注 重 多 学 科 交 叉 研 究， 可 在 多 学 科 中

依 托 各 级 科 研 项 目，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逐 步 增

加研究成果。

5.3 提高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相关兵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进一

步提高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增加兵团研究领域核

心期刊的发文量，增加论文的被引频次，提高研

究成果的影响力。

5.4 完善科研人才培养体系

根据兵团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新疆兵团

研究的核心群体基本形成，但是，核心作者群数

量较小，建议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制定出梯队人

员培养计划，逐步扩大核心科研队伍，实现兵团

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5.5 建立学科竞争力评价体系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粗略分析

了，兵团研究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在后续的研

究中，各科研机构可从多方面考虑设立学科竞争

力指标，进行学科竞争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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