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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CNKI 数据库 2004 － 2014 年核心期刊中关于民族认同研究的文献，分别从发文量、关键词、来源期刊

分布、作者情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该领域研究是当前研究

者所关注的焦点，具有跨学科性、民族性和区域性的特点，研究所发表的期刊质量较高，但仍存在所发表期刊分

布范围较窄，研究领域内互动较弱，“民族”和“族群”概念的混淆、缺少本土化分析和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在

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对民族认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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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各类矛

盾激化凸显，民族认同关系着国家安全稳定的大

局，逐渐成为各领域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之一。目前充分了解我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发展状

况和未来进行深入探讨的方向是解决一系列民族

认同问题和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前提。文献计量

分析能够较直观和全面地了解一个领域的研究现

状和发展趋势。然而，鲜有研究者对民族认同领

域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本文通过对 2004 － 2014
年间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民族认同领域相

关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试图理清近年来我国民

族认同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研究取样

本文选取 2004 至 2014 年间发表于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关键词为“民族认同”的文献，总计 931
条，并在 Excel 中建立“我国当代民族认同研究文

献( 2004 － 2014 ) ”数据库，而后剔除人物传记、非

我国民族认同研究、非当代民族认同研究和非学

术性论文，剔除后为 247 篇文献。主要集中于民

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领域。本文将样本

文献按照发文量、作者情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和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二、数据分析

( 一) 发文量分析

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核心期

刊中涉及民族认同领域的文章在近十一年间总计

有 247 篇，年发文量为 22. 45 篇。其中，2004 年至

2008 年是发文量的增长阶段。说明在此期间，民

族认同这一领域逐渐获得研究者的关注。2010 至

2011 年发文量达到高峰，总计发表论文 78 篇( 见

图 1) ，2012 年到 2014 年基本保持这一趋势，发文

量占总发文量的 40. 49%。

图 1 样本文献数量分布图

( 二) 关键词分析

在文献计量研究中，共同存在的特征项间有

着某种关联，将此种共现信息进行定量分析，能够



揭示某个领域研究的内在规律。其中，关键词共

现分析就是最常见的共现分析法。该方法通过对

样本文献中关键词关联程度的分析，揭示某一研

究领域的发展动态［1］［2］［3］。
将样本文献导入软件 SATI 3. 2，对其关键词

频次进行分析［1］［2］。结果表明，“民族认同”与“国

家认同”共现的频次最高，为 73 次，除此而外，“民

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中国华民族”、“多民族

国家”、“民族”、“全球化”的共现频次也比较高。
这说明“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中国华民

族”、“多民族国家”、“民族”、“全球化”的相关程

度较高。
表 1 样本文献的关键词共现词频统计矩阵

民 族
认 同

国 家
认 同

文 化
认 同

中华
民 族

多民族
国家

认 同
族 群
认 同

民 族 全球化
少 数
民 族

民族认同 73 11 8 8 2 3 9 7 4

国家认同 73 7 1 7 2 1 1 3 3

文化认同 11 7 0 1 0 0 0 0 1

中华民族 8 1 0 0 1 1 1 0 0

多民族国家 8 7 1 0 0 0 0 0 0

认同 2 2 0 1 0 0 1 0 0

族群认同 3 1 0 1 0 0 1 0 0

民族 9 1 0 1 0 1 1 1 0

全球化 7 3 0 0 0 0 0 1 0

少数民族 4 3 1 0 0 0 0 0 0

在关键词共现词频统计的基础上，采用

UCINET 6. 0 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共现进行网络

图谱绘制和中心性可视化分析。如图所示，“民族

认同”、“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民族识别”、
“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多元一体”、“中华民

族”等节点处较为密集( 图 3) ，说明这些是当前我

国民族认同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而“身份认同”
远离中心( 图 2) ，节点较小( 图 3) 说明在民族认同

领域内，研究者对身份认同的关注点较低。
运用 UCINET 软件进行整体密度分析，结果

显示，我国民族认同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的

整体密度为 0. 09，密度值较小，表明各关键词之间

的联系并不紧密，这一结果表明当代我国民族认

同研究领域的内部强度较弱，研究欠缺紧密性，彼

此间研究的互动较少。

图 2 样本文献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图 3 样本文献高频关键词共现中心性可视化分析图谱

( 三) 来源期刊分布

文献来源期刊的分布往往能反映某领域研究

的专业化和综合化程度。在本研究中，对样本文

献来源期刊种类的分析表明，涉及我国民族认同

领域的核心期刊总计 84 种。其中，载文量超过 5
篇的期 刊 有 12 种，总 计 138 篇，占 文 献 总 数 的

55. 87%。
表 2 样本文献核心期刊载文量汇总表

期刊 篇数 期刊 篇数

广西民族研究 19 民族研究 9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18 云南社会科学 9

贵州民族研究 18 思想战线 9

黑龙江民族丛刊 15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8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0 民族教育研究 8

青海民族研究 10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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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作者分析

1. 作者合作情况

根据样本文献中作者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2004 年至 2006 年间，合作率呈现下降趋

势，2006 年低至 10%，2007 年有大幅上升，随后又

呈现下降趋势，2007 年合作率有所上升，2014 年

达到最大值 58. 82%。这说明对于民族认同研究

的合作较弱，并未呈现出稳定发展趋势。因此政

府应加强对于该领域研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引

导，鼓励开展民族认同合作性研究，尤其是跨地域

的民族认同合作性研究。

表 3 样本文献作者合作情况统计

单篇论文作者数
出版年份 合计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 4 5 9 4 13 10 31 22 20 17 14 148

2 4 1 0 2 8 5 6 15 12 12 18 84

3 0 0 1 1 1 1 2 1 2 1 1 11

4 0 0 0 1 0 0 0 0 1 1 1 4

合计( 篇) 8 6 10 8 22 16 39 38 35 31 34 247

作者数 9 7 12 12 30 22 48 53 50 50 56 348

平均作者数 1. 13 1. 17 1. 20 1. 50 1. 36 1. 38 1. 23 1. 36 1. 43 1. 61 1. 65 1. 41

合作率( % ) 50 16. 67 10 50 40. 9 37. 5 20. 5 42. 11 42. 86 45. 16 58. 82 40. 08

2. 作者所在机构分布

对作者所在机构的分析表明，高等院校是我

国民族认同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且主要分布在

我国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及附近区域。
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 如表 4 所

示) ，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发文量居于各大

学前列。

图 4 样本文献主要发文机构数据统计

( 五) 研究对象分析

1. 民族

在所检索到的 247 篇文章中，有 152( 61. 54% )

篇未 明 确 阐 明 研 究 对 象 的 具 体 民 族，另 外 95
( 38. 46% ) 篇都阐明了研究对象的具体民族。研

究者所关注的民族群体按照文章篇数计 ( 每篇文

章出现计 1 次) ，按照次数高低分别为: 回族( 21) 、
藏族( 13) 、汉族( 12) 、壮族( 8) 、苗族( 8) 、蒙古族

( 7) 、维族( 7) 、佤族( 7 ) 、彝族( 6 ) 、白族( 6 ) 、傣族

( 6) 、满族 ( 6 ) 、朝鲜族 ( 6 ) 、土家族 ( 5 ) 、僳僳族

( 4) 、哈尼族 ( 4 ) 、仡佬族 ( 4 ) 、瑶族 ( 4 ) 、朝鲜族

( 4) 、哈萨克族( 3 ) 、侗族( 3 ) 、仫佬族( 2 ) 、达翰尔

族( 2) 、畲族( 2 ) 、乌兹别克族( 2 ) 、阿昌族( 1 ) 、羌
族( 1) 、锡伯族( 1 ) 、布依族( 1 ) 、穿青族( 1 ) 、拉祜

族( 1) 、水族 ( 1 ) 、土族 ( 1 ) 、基诺族 ( 1 ) 、鞑靼族

( 1) 、俄罗斯族 ( 1 ) 、塔吉克族 ( 1 ) 、吉尔吉斯族

( 1) 、景颇族( 1) 、德昂族( 1 ) 、东乡族( 1 ) ，其中以

台湾人和澳门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分别有 2 篇和

1 篇。
2. 年龄

对样本文献中的研究对象的年龄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大学生和成人是目前是我国

民族认同研究领域中较受研究者关注的群体。其

中量化研究主要以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而

质性研究主要以成人为研究对象。

表 4 2004 － 2014 年我国民族认同研究对象年龄分布表

学前 小学 中学 大学 成人 老人 未涉及 总计

次数 1 2 11 23 23 8 196 264

百分比 0. 38% 0. 76% 4. 17% 8. 71% 8. 71% 3. 03% 74. 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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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研究方法分析

对样本文献中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如表 5、图 5 所示。目前，我国民族认同研究以

理论探讨和质性研究为主，多采用深度访谈法、参
与观察法和实地调查法。量化研究自 2009 年以

来呈现上升趋势，以测量为主，其中研究者们较多

将国外学者编制的量表进行修订后进行本土化研

究，即使是自我编制量表也多是参考国外学者的

民族认同量表的维度。测量民族认同的问卷主要

有 Phinney 编制的多民族认同量表( MEIM) ［4］、王
亚鹏等人编制的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调查问卷

( TUEI) ［5］和史慧颖编制的民族认同问卷［6］。
表 5 2004 － 2014 年我国民族认同研究方法统计表

实验 测量国外 测量国内 测量自编 质性研究 理论探讨 总计

篇数 1 13 9 18 102 151 294

百分比 0. 34% 4. 42% 3. 06% 6. 12% 34. 69% 51. 36% 100%

图 5 我国民族认同量化研究趋势图

( 七) 研究内容分析

目前，理论研究是我国民族认同领域的研究

重点，仅有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关注民族认同的

影响因素、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

支持、民族认同对学习绩效的影响、民族认同与国

家认同的结构和关系、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对民族

交往态度的影响、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民族认同

与社会适应和自尊、民族本质论对于民族认同和

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等问题。经统计，在样本文

献中 有 关 国 外 民 族 认 同 理 论 研 究 有 140 篇

( 54. 90% ) ，实证研究也多是以运用国外量表和实

验来试图解决本土化的民族认同问题为主。

三、结果与讨论

自 2004 年至 2014 年以来，与我国民族认同研

究相关文献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涉及民族学、社
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研究内容都是

与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有关的重要问

题。本研究针对近年来我国民族认同的文献从文

献年度分布、关键词等七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如下:

第一，民族认同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

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们的关注。尤其是在乌鲁木齐

“7. 5”事件之后，对于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达到高

峰，并由于民族冲突和不和谐现象的存在，如何缓

和民族矛盾，减少民族偏见，增加民族认同成为现

阶段丞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二，民族认同的研究与国家认同、民族识

别、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联系较为紧密，但是与

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民族认同的研究依然较为

独立，缺少研究间的互动，内部强度较弱。在未来

研究中应加强各领域之间的交流合作，丰富民族

认同研究的内容，进行多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
第三，一段时间内民族和族群概念的混淆和

误用。目前，在我国民族认同领域的研究中对于

民族和族群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和使用规范，

我国学术界在是否能够用“族群”来代替“民族”
这一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导致民族和族群概念

的长期混用。朱伦教授认为“族群”观体现了主体

与非主体的不平等，不利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因此“族群”并不能代替 原 本 正 确 的“民 族”理

论［7］。然而，马戎等人提倡淡化民族的政治色彩，

力图构建“国族”概念，坚持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走

族群去政治化的思路［8］［9］。此外，纳日碧力戈、郝
时远等学者对这一问题持反思和审慎的中立态

度，他们通过对“族群”这一词源的质疑和分析，发

现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在对该术语存在理解片

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10］。
第四，总体来讲，刊载民族认同相关文章学术

杂志的质量较高，但综合化程度较低，缺少从心理

学和教育学视角出发，对该问题进行多样化的深

入探讨。目前，民族认同研究的文献主要刊载在

民族类和政治类的杂志上，缺少诸如心理学、教育

学等领域的高质量杂志。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拓宽民族认同研究文献的发表源，充实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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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使研究结果能更好的运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第五，我国的民族认同研究具有区域性特点。

从事民族认同领域研究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西北

和西南地区，研究对象也有所不同。西北地区的

研究对象主要是回族、藏族、蒙古族和维族等，西

南地区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苗族、佤族、彝族和白族

等。其中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认同研究中

受到更多的关注，这可能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较

为落后，近年来民族矛盾凸显而造成的。在今后

的研究中，应加强对于某些共性问题的合作研究

和南北少数民族的差异比较研究，使研究结果具

有更好的生态效度。
第六，我国民族认同研究的研究方法单一。

主要以理论探讨和质性研究为主，采用个案分析、
实地调查、访谈法和观察法对民族认同问题进行

研究，缺少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法和测验法，然而

测验法能够大量取样，实验法能够测量研究对象

的内隐态度，致使数据收集经济有效，研究结果更

加客观。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质性研究和量

化研究相结合，在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

形成问卷进行测量，辅以合理的统计方法进行数

据分析，提高研究的信、效度。
第七，我国民族认同研究以介绍国外认同理

论为主，缺少本土化分析。国外的认同研究是建

立在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上的，例如，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民族认同问题主要存在于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群体中，美国移民与中国世

居的少数民族相比，在融入主流社会的态度和方

法上肯定存在差异，相应的民族认同理论也会存

在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加甄别地运用国外理论试

图解释我国的民族问题是不妥当的。未来的研究

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尤其应加强对于我国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间的民族认同特点、认同过

程和提高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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