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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在“双碳”的政策背景下，研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文章收集了CNKI数据库中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中文核心期刊

数据样本，并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文献中的机构、关键词进行共现和聚类分析，得出数据

的知识图谱、聚合网络等可视化信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并为其在供应链领

域的研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等是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CiteSpace，影响因素，研究热点 

 
 

Research Hotspot and Trend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Total Factor 
Rat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Based on the CiteSpace 

Yuqing Zhang, Jie Tao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Mar. 18th, 2024; accepted: May 29th, 2024; published: Jun. 6th, 2024 

 
 

 
Abstract 
The Party’s 20th annual report points out that promo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economic an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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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development is the key link in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ark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carbon” policy,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article collected CNKI database about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core journal data samples, and through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o-product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in the literature to obtain 
the knowledge map of the data, aggregation network and other visual information, to help re-
searchers analyze the field of research hotspot and frontier,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upply chain. It is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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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而我国

通过“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

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旨在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

赢[1]。 
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中，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核心内容之一。而通过研究绿色全要素率的影响因

素，进而找到提升路径，将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提高经济增长的环境效益，并推动企业和整

个社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对我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2]。本文旨在探讨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和指导。通过综合分析已有文献，

揭示当前研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对其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研究对象为国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文献，

为了挖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文献类别为学术期刊，以“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为检索主题，为保证数据质量，剔除与主题不密切相关的文章，以提高文献筛选的效率和准确性，

最终获取有效中文文献 468 篇。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用于可视化科学文献网络分析的工具[3]。本文运用可视化技术，对中国知网收录的

国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整理。此次研究主要运用 CiteSpace.6.3.R1 高级版对年度

发文量、发文机构以及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网路等进行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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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通过关键词突变探测图谱分析，预测该领域的发展路径、热点及趋势。 

3. 研究现状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年度发文量的变化展现了该主题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将数据进行整理，

得出发文量变化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整体来看，有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发文量呈递增趋势。

第一篇研究性文献在 2011 年出现，而在 2011~2019 年间，发文量较少，数量保持在 50 篇以内。而从 2020
年开始，发文数量迅速增多，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近期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而这恰好与我国“双

碳”目标的提出的时间线紧密相关。通过观察其变化趋势，预测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仍会

呈现增长趋势。 
 

 
Figure 1.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fluencing factors literature annual release trend 
图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文献年度发文量趋势 

3.2. 发文行业分析 

2011 年以来，国内学者围绕着多个行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发文量最多

的集中在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农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其中，以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对

象的文章高达 50 多篇，以生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有 30 多篇，以农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

对象的为 20 多篇，以海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为 10 多篇，相对于来说，其他行业对其的研究较少，未来

研究趋势对于其他行业的研究可能更为广泛。 

3.3. 发文机构分析 

通过发文机构分析，可以全面了解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和合作模式，发现重要机构和研究方向，并

评价机构的影响力和贡献[4]。通过软件分析，可以得出发文机构图谱，如图 2 所示，结合图谱与数据分

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研究机构为各个高校，而规划院或责任有限公司对其的研究很少。从表 1
可知，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最多，发文量达到 14 篇，其次是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发文量分别为 8 篇、8
篇、7 篇、7 篇。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研究机构更集中在华北、西北地区，而东北、华南、西南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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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但是，总体来看，机构间学术关联并不紧密，总

体呈现学界重视该主题研究但合作较少的局面。 
 

 
Figure 2. Cooperation map of th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图 2. 发文机构合作图谱 

 
Table 1. 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the top 10 in total publications 
表 1. 总发文量前 10 位的机构信息统计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所在地 

1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14 山东 

2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8 陕西 

3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7 安徽 

4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7 山东 

5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6 甘肃 

6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 陕西 

7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6 天津 

8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6 湖北 

9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6 山东 

10 河海大学商学院 5 江苏 

4. 热点与前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了解此领域的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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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及时跟进研究趋势并开展相关研究[5]。本文将搜集到的文献文本数据导入 CiteSpace 中，进行“关

键词”的数据分析，得到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通过分析可以发

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产业集聚、

绿色金融等视角。其中，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重点研究角度。

研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于资源效率、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双碳

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深入研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而找到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路径至关重要。 
 

 
Figure 3. The keyword map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图 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键词图谱 

4.2. 关键词聚类热点呈现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一种将关键词按照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聚类的方法。导入相关数据，运行

CiteSpace，结果如图 4 所示。其中，聚类的模块值 Q (Modularity)值为 0.4434，大于 0.3 表明聚类密集程

度较好，聚类的效果比较好。平均轮廓值 S (Mean Silhouette)值为 0.8502，大于 0.5，表明所形成的图谱

可信度高，有较好的聚类效果。关键词划分的 11 个聚类内容分别是：#0 制造业集聚、#1 生产性服务业、

#2 人力资本、#3 环境规制、#4 高质量发展、#5 技术创新、#6 空间杜宾模型、#7 外商直接投资、#8 门

槛效应、#9 产业结构优化、#10 产业集聚。通过聚类 11 个内容分析得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

研究热点分为四个方面： 
1) 环境规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出现，全球越来越重视环境和资源保护。我国也积极

履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提出“双碳”目标，并一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目标[6]。在这样的政策

背景下，我国也不断地出台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研究学者不断关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

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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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集聚。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各个产业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增大，带动了我国很

多产业出现了产业集聚化的现象[7]。通过研究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不仅要注重加

快产业发展、扩大产业规模，更要着眼于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对产业进行合理的

布局和规划，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3) 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可以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环保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应用，促

进绿色供应链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系统向着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实现经

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4) 外商投资。外商投资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技术引进。这些资金和技术的引入可以提升企

业的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使得企业更加具备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的能力，从而促进绿色生产和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一些外商投资项目可能存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如果管理不当，可能

对当地环境和资源造成负面影响[8]。因此，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绿色发展的要求。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图 4.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键词聚类图谱 

4.3. 研究趋势分析 

为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趋势，本文运用CiteSpace工具得到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如图 5所示。

再进行相关操作，得到关键词突现图谱，如图 6 所示。结合这两张图的信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

究趋势进行分析。 
通过对图 6 分析发现，关键词突现强度在 0.44~3.33 不等，其中以“一带一路”最高。从图 6 中可以

看出 2018 年之前突现的关键词以一些模型的研究为主，说明 2018 年之前多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

算刻画模型进行探索。从 2018 年之后突现了“制度环境”“多样化集聚”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

素的研究。“创新效率”“绿色信贷”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从 2022 年至今一直维持着很高的热度。从突现

热点的变迁可以看出，前期阶段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更注重其计算模型的视角，而后面的研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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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模型的应用，通过寻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而探索其提升路径，促进经济的健康持

续发展。 
 

 
Figure 5. Timeline map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图 5.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间线图谱 

 

 
Figure 6.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words emergence map 
图 6.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键词突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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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为样本，对样本中的数据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相关可视化分析，呈现了样本数据的年度发文量趋势，绘制了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

现、发文机构以及关键词时线的知识图谱，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热点

与趋势，并得出如下结论： 
1) 由于国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视，通过“双碳”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等方案政策的提出，我

国学者对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的研究热情高涨。 
2) 当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产业聚集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是学者的研究热点。 
a) 环境规制。可以通过规章制度引导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

费，同时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增强企业的责任意识，但同时，环境规制对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过于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造成不必要

的经济压力[9]。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可行性，平衡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如何找到其影响的平衡点仍将是学者未

来的研究热点。 
b)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和经济系统提供创新的生产方式、产品和服务，从而促进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技术创新可以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损耗。通过引入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设备，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减少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这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其次，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应用。通过研

发环保型产品和服务，企业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促进绿色消费和可持续发展。另外，技

术创新还能够推动绿色供应链和循环经济的发展。通过引入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和循环经济理念，企

业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循环利用和废物的减少。这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促进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10]。 
c) 产业聚集。首先，产业聚集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企业之间更容易进行技术

交流与合作，共同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其次，产业聚集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循环利用，企业之间可

形成废物的互补利用和再利用网络，促进废物的资源化和循环利用，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

产业聚集地区通常会制定一系列的环境管理措施和规范，强调企业的环境合规性。企业在产业聚集地区

必须遵守环境法规与标准，改善环境绩效。这促使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11]。与此同时，产业聚集地区可能会存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对环境和资源造成负面

影响。 
d) 外商直接投资。外商投资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技术引进。这些资金和技术的引入可以提

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使得企业更加具备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的能力；而且外商投资者通

常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绿色经营理念。同时，外商投资者经常通过技术转移、合作等方式将绿色技术

引入到投资目标国家或地区。但是，外商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一些外

商投资项目可能存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如果管理不当，可能对当地环境和资源造成负面影响

[12]。 

5.2. 展望 

基于知识图谱及相关文献的研读，可得出如下展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发展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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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加强研究作者、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本文分析发现，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题的核心机构

在我国还未形成，作者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而加强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跨平台合作的意识有

利于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需要在区域尺度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区域的绿色发

展战略与规划，如何在区域层面上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如何协调区域内各方利益，是一个有

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总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社会等多个维度的因素。

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证相结合，采用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手段，以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解释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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