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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 利用

文献计量方法, 对国内外海岛研究相关文献的年代、关键词、研究内容、发文期刊、发文国家及研究

机构等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国内外海岛研究的热点主要为海岛旅游业、海岛可持续开

发管理、海岛生物群落结构、海岛渔业资源、海岛地理环境等。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看, 世界各国的

海岛研究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方

面的研究起步早、科研产出较多, 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实践中得以应用示范; 中国的海岛研究起步较晚, 

但近几年的发展态势劲猛, 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加大, 全国各地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模式正在构建中。

此外, 海岛研究的国际合作相对较少, 合作集中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之间, 各国间的合作

网络仍需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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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是海洋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国家海洋

权益的前沿阵地 , 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带 , 也

是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平台[1]。随着海洋经济在世界

各经济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各国都在不断发掘

各自的海洋资源优势, 完善海洋发展战略。海岛作为

拓展海洋发展空间的关键基地, 其重要地位也更加

凸显[2]。 

如何保护海岛脆弱的生态环境、修复海岛受损

的生态系统、合理开发利用海岛能源资源、推动海

岛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相

关研究也应运而生[3-5]。首先, 海岛生态保护是一切

发展的前提, 从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生态安全

评价、生态修复技术到海岛生态保护模型的构建与

应用 , 各国基于本国海岛的地理区位及环境特点 , 

不断拓展海岛保护方面的研究广度和深度[6-7]。其次, 

海岛丰富的资源能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赋予其极大

的开发价值与发展前景, 各国以海岛渔业、海岛旅游

业和海岛能源资源为抓手, 积极探索适宜的海岛开

发利用方案, 推动海岛理论研究与应用示范的相互

衔接[8-11]。 后, 以海岛经济发展为目标, 构建统筹

“自然-社会-经济”的海岛综合性经营管理模式是海

岛研究的落脚点[12]。 

本研究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海岛研

究的热点范畴、当前各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与差距以

及国际间的合作情况, 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 

把握相关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 以期为我国海岛研

究与建设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以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数据库为基础, 以(TI=island* OR AK=island*) 

and (TI=(protect* or development or utilization or 
manage* or plan or planning or strateg* or Econo-
mic* or index or industry* or ecolog* or Cultu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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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 or Administration* or energ*) or TS=(Fisher* 
or Tour* or “Natur* Reserv*” or “national park” or 
“marine reserv*” or law)) and TS=(marine or ocean or 
sea)进行检索。选取的文献类型为 Article 和 Review。

时间范围是 1990 年至今, 检索日期截至 2021 年 7 月

18 日。在得到初步检索结果后, 将数据进行合并、

去重和清洗处理, 终得到 3 278 条数据, 从文献

计量角度分析全球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的发展态势。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 以 TI=(海岛 or 岛屿

or 岛礁) NOT SU=海岛棉进行检索, 限定期刊类型

为: 核心期刊、CSSCI 和 CSCD 来源期刊, 时间范围

是 1990 年至今, 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18 日, 得

到国内海岛相关研究文献 1 123 篇, 从文献计量角度

分析中国海岛研究的热点内容。 

数据分析主要利用汤森路透集团开发的专利信

息分析工具 Derwent Data Analyzer (DDA)软件对文献

数据进行基本的处理和清理, 利用 Ucinet 和 NetDraw

工具绘制国家合作网络, 利用 VOSviewer 软件对文

章题名、摘要和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利用 Excel 软

件对该领域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图表绘制的可视

化处理。 

2  国内外海岛研究热点分析 

2.1  主要研究内容聚类 

利用 VOSviewer 软件将国内外数据集中的论文

题目和摘要关键词进行领域聚类, 得到图 1 和图 2。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

用研究主要分为 4 个研究版块, 即海岛旅游业与可

持续开发管理、海岛生物群落结构、海岛渔业资源

以及海岛地理环境。相比之下, 国内海岛的研究热点

主要为: 海岛旅游业、海岛可持续发展管理、海岛生

物群落结构、海岛经济、海岛居民、典型海岛地区

发展等。 

2.2  研究关键词 

数据集中只有 83%的论文数据拥有作者关键词

字段, 虽然数据不全, 但也可以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分

析的参考依据之一。通过对海岛研究文献的作者有效

关键词的统计, 列出出现 25次及以上的关键词(表 1)。

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出, 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海岛(islands)、保护(conservation)、珊瑚礁(coral 

reefs)、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渔业(fisheries)及旅

游(tourism)等为高频出现的关键词。 

此外, 从关键词变化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2011— 

2020 年, 渔业管理(fisheries management)和海洋保护

区(marine protected area)相关词汇的出现频次比较稳

定, 一直属于热点研究范畴。旅游(tourism)、气候变

化(climate change)、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监测

(monitoring)、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等词汇 2019—2020 年出现频次较高, 属于新研究热

点(图 3)。 

 

图 1  国际海岛主要研究内容聚类图 

Fig. 1  Cluster map of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islands 

注: 联系紧密的关键词划分为同一区块; 字体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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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海岛主要研究内容聚类图 

Fig. 2  Cluster map of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Chinese islands 

注: 联系紧密的关键词划分为同一区块; 字体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 

 
表 1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高频关键词一览表(出现次数≥25 次) 
Tab. 1  List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international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e-

search (occurrence ≥25 times)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marine protected area 176 18 sea-level rise 34 

2 islands 127 19 small-scale fisheries 34 

3 conservation 85 20 ecology 33 

4 coral reefs 84 21 Caribbean 32 

5 climate change 76 22 oceanic island 32 

6 fisheries 73 23 Antarctica 31 

7 tourism 65 24 distribution 31 

8 marine reserve 60 25 South China Sea 30 

9 Canary Islands 58 26 island biogeography 29 

10 biodiversity 54 27 small islands 29 

11 Mediterranean Sea 49 28 Indian Ocean 28 

12 Pacific Islands 46 29 Greece 27 

13 fish 45 30 monitoring 27 

14 fisheries management 45 3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7 

15 management 37 32 Balearic Islands 26 

16 seabirds 36 33 renewable energy 26 

17 Solomon Islands 36 34 growth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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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主要关键词变化趋势 

Fig. 3  Change trend of main keywords in international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注: 圆圈越大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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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文期刊类型 
从论文发表期刊来看 ,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

发利用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海洋政策、海岸管理、

海洋生态学和渔业研究等几类期刊上, 见表 2。 

 
表 2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论文发表最集中的 10 个期刊 
Tab. 2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s with the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on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记录数 

1 Marine Policy 108 

2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94 

3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87 

4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84 

5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65 

6 Fisheries Research 53 

7 Polar Biology 49 

8 Aquatic Conservation-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48 

9 Journal of Fish Biology 41 

10 PLoSOne 40 

 

2.4  主要学科领域 
按 Web of Science 学科分类看, 国际海岛生态保

护与开发利用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学科有: 环境

科学与生态学、海洋与淡水生物学以及海洋学(表 3)。

其中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所占比重 大, 有 1 289 篇相

关论文。 

 
表 3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主要涉及的 Web of Science 学科领域 
Tab. 3  Web of Science Subject Areas covered by the research of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序号 学科领域 文章篇数 序号 学科领域 文章篇数

1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cology 1289 6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70 

2 marine and freshwater biology 804 7 water resources 238 

3 oceanography 434 8 zoology 225 

4 geology 392 9 science & technology - other topics 222 

5 fisheries 287 10 physical geography 194 

 

3  国内外海岛研究状况 

3.1  发文量变化趋势 

由图 4 可以明显看出,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

发利用研究论文量波动中有升, 整体呈现递增趋势。

SCIE 数据库收录量显示, 1990 年前的总发文量仅为

49 篇; 2008 年发文量过百, 为 108 篇; 2008—2020 年

期间 , 年均发文量均 173.46 篇 , 总被引次数为

61 228 次。发文数量的变化从侧面说明, 近几年世界

各国在海岛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加大, 海岛生态保

护及开发利用正在逐渐广泛地引起各国关注。 

3.2  国内外发文量对比 

虽然国内外海岛研究的总发文量呈递增趋势 , 

但各国的海岛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发文总量前十的

国家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法国、

中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和新西兰(图 5), 均高

于 100 篇。美国总发文量达 856 篇, 相对于其他国家, 

具有绝对优势。中国发文量为 206 篇, 排在第 6 位。

但是发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和近三年发文所占比

例 高的均是中国 , 分别为 90.78%、 91.26%和

49.03%, 表明中国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正

在蓬勃开展, 发展势头劲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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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论文发文量变化 

Fig. 4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图 5  国际海岛研究前 10 国家发文总量、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国家发文比例 

Fig. 5  The total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the proportion of the first authors and corresponding authors by the top 10 coun-
tries in international island research 

 
总被引次数均值为 20969 次。在发文量前 10 位

的国家中, 美国的发文量 高, 总被引次数也 高, 

高出其他国家总被引次数一个数量级。总被引次数超

过均值的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和英国。发文量前 10 位

的国家中, 平均篇均被引次数为 19.60 次/篇。篇均被

引次数 高的国家是英国, 达 24.54 次/篇。超过均值

的国家还有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表 4)。 

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论文数量和篇均被引

频次都高于发文量前 10 位国家的平均值, 处于第一

象限 ; 新西兰因为论文数量增长有限 , 但篇均被引

频次较高 , 处于第四象限 ;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

国家发文量和篇均被引频次均低于平均水平, 处于

第三象限(图 6)。 

3.3  技术发展水平与差距评价 
3.3.1  主要发文国的海岛研究及建设情况 

美国的海岛研究起步较早, 已形成相当完善的

岛屿管理制度, 其政府部门职权明确、分工有序, 高

效高质地开展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13]。首

先, 通过必要的研究、综合分析等, 把握海岛资源与

环境概况[14]; 其次, 众多科研机构、科技部门在前沿

研究和决策管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例如太平洋

岛屿气候科学中心(Pacific Islands Climate Science 

Center)、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等; 此外, 美国

还通过一系列社区弹性机制如赠款项目、支持技术

援助等, 保障海岛海岸带管理、珊瑚礁保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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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前 10 国家发文情况 
Tab. 4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top 10 countries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排序 国家 发文量篇 总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篇·次–1) 
第一作者国家比例% 通讯作者国家比例/% 近三年发文比例/%

1 美国 856 20 969 24.50 75.93 78.86 27.57 

2 澳大利亚 421 9 637 22.89 67.93 72.45 30.17 

3 英国 340 8 345 24.54 53.24 55.29 30.88 

4 西班牙 268 5 139 19.18 78.36 79.48 29.48 

5 法国 242 4 671 19.30 63.64 66.53 29.75 

6 中国 206 2 403 11.67 90.78 91.26 49.03 

7 加拿大 184 3 277 17.81 59.24 61.41 31.52 

8 意大利 168 2 882 17.15 73.21 75.60 38.10 

9 德国 158 2 670 16.90 48.73 55.70 36.08 

10 新西兰 127 2 796 22.02 66.93 63.78 21.26 

 均值 297 6 278.9 19.60 67.80 70.03 32.38 

 

图 6  各国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论文的发文数量和篇均被引分布 

Fig. 6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nd citations per paper on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each country 

 
的顺利进行 [15]; 终 , 在海岛空间规划的框架中 , 

纳入现有的海洋管理区 , 建立海岛型国家公园 [16], 

通过整体的、区域的、多用途的分区计划, 让各级利

益攸关方参与进来, 大限度地提高生态系统复原

力及社区的发展潜力[17]。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 大的岛国, 其国民经济、政

治等对海岛的依赖程度较高, 为了便于对众多岛屿

进行管理 , 其针对每个岛屿制定了不同法案 , 并采

取海岛保护优先的立法模式[18]。此外, 海岛旅游业也

是澳大利亚的黄金产业, 大堡礁作为世界七大自然

景观之一, 是世界上 大、 长的珊瑚礁群, 吸引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 [19], 为更好地处理自然保护与户外

游憩之间的关系, 澳大利亚在大堡礁海洋公园实行

分区管理计划 , 保护物种栖息地 , 实现生态环境效

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20]。不过, 也有学者认为, 

大堡礁的健康状况持续下降, 目前所采取的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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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手段未能达到理想效果, 未来仍需对其生态环

境进行更彻底的评估, 将珊瑚礁的管理作为海岛保

护和资源利用政策变革的催化剂[21]。 

英国在海岛管理上, 注重创新性、特异性和具体

性, 针对每一海岛的地理、文化、历史特色, 对海岛

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政策等予以调整, 形成各

岛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22]。此外, 英国的岛屿性

质为其商业渔业和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 其海岛第一产业为整个国家经济的稳步前进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23]。近几年, 英国注重于评估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综合生态影响, 将观测数据、实验数据、

理论基础与建模方法结合起来, 预测海洋酸化和全

球变暖对其未来渔获量、居民收入和就业的潜在影

响, 在特定区域制定应对性管理战略[24]。 

中国海岛资源丰富 , 多年来 , 海岛开发虽然也

取得了一定进展 , 但这种开发被专业人士评价为 : 

粗放型开发、开发层次不高、盲目性较大、经济效

益低下[25]。近几年, 如何有效利用和保护岛礁、维护

中国的岛礁权益和海洋权益已经成为很多研究开展

及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之一。为解决海岛能源供应问

题 , 中国不断尝试突破孤岛微电网的关键技术 , 从

孤岛资源和负荷分析、储能选择、控制策略和能量

管理系统等多方面开展研究, 逐步建成完善海岛微

电网系统 [26]; 在中国海岛开发及管理体系中 , 逐渐

将生态保护置于首位 , 合理兼顾经济开发 , 通过配

套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措施有效保护海岛生态, 实现

海岛的高效管理。 

3.3.2  国内外海岛保护模式对比分析 

国内外海岛保护研究主要以海岛资源环境承载

力评估、海岛生态安全评价、海岛生态修复技术以

及海岛生态保护模式为中心开展。 

国外在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的研究起步较

早, 已建立包括海岛区域生态承载力模型、灭绝概率

模型、经济-环境-发展模型、盒子模型等诸多海岛生

态承载力评估模型。此外, 国外学者基于多种空间尺

度、通过能值分析法等方法有效评估了不同类型海

岛生态承载力的大小, 充分探讨海岛生态承载力与

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海岛生态承载力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例如已建立基于时间尺度的生

态足迹计算模型以及单资源承载力核算方法等。但

与国外相比 , 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 例如未

能从“自然-社会-经济”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综

合评估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等[27-29]。 

国外在海岛生态安全评价方面的关注焦点是

“人”对“岛”的影响, 例如人类活动对海岛气候或

海岛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等。其研究成果主要为构建

了不同类型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海岸带区域生态承

载力、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程度及服务功能大

小等多个角度综合性分析评价其海岛生态安全状

况。国内学者也积极开展海岛生态安全评价方面的

研究, 从海岛旅游生态安全、生态灾害风险、土地重

金属含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以及城市环境质

量等方面建立了多种分析评价指标体系。但是, 国内

大部分研究仅限于从时空动态的角度评估海岛生

态安全状况, 未能深入挖掘相应的驱动力及关键影

响因子, 从而难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与管理

方法 [30]。 

国外的海岛生态修复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

代 , 已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 并在相关修复案例中

得以应用示范。从查明海岛生态的干扰因素, 到调整

生态系统种群、群落的相互关系, 再到利用岛陆护

坡、海岛沙滩修复等工程措施进行海岛生态修复, 逐

步构建完善海岛生态修复体系, 取得了良好的修复

效果 , 海岛物种多样性明显增加。与国外相比 , 我

国虽然在海岛水土保持、植被复绿和景观建设方面

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在修复理论、模式及技

术方面的研究尚不成熟, 海岛生态修复的成功案例

也不多[31-32]。中国的海岛生态修复研究还处于探索

阶段 , 仍需加强相关基础研究 , 深入探讨各类型岛

屿生态的演替恢复过程, 以制定海岛生态修复的科

学规划 [33]。 

在海岛生态保护模式方面 , 发达国家基于利益

相关者主导型保护模式、岛主协会主导型保护模式、

社区化管理主导型保护模式以及政府主导型保护模

式 4 种典型保护模式, 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海岛生态

保护体系, 并在各国海岛保护的具体案例中得以实

施, 例如圣地亚哥岛、泰特帕雷岛、所罗门群岛以及

科尔武岛的生态保护等[34]。中国在海岛生态保护方

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崔旺来等人对于海岛生态保护

红线类型的划定, 包括海岛重点生态功能区、海岛生

态敏感区以及海岛禁止开发区[35]。但是, 目前中国的

海岛资源、环境、防灾等监测、预报和信息服务体

系依然不够健全 , 仍需加速海岛保护模式的探索 , 

从生态系统保护的角度建立起海岛综合管理体系 , 

更好地保护海岛生态, 为建设海洋强国奠定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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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国内外海岛开发策略对比分析 

海岛渔业、海岛旅游业、海岛能源资源等一直

是各国海岛开发利用的重点研究范畴。开发策略的

不同导致各国海岛的开发水平、利用程度、发展前

景的不平衡。对比分析国内外海岛的开发策略, 借鉴

国外成功案例的开发经验, 是消除我国海岛的开发

壁垒、实现海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前 , 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小型海岛的经济发展

仍以渔业为主, 即使少数自然条件优越的大型海岛

也往往需要依托海岛渔业发展水产品加工、渔具制

造等海岛工业。海岛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程

度、以及转型模式等对海岛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国

外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海岛渔业资源的科学养护及合

理开发。在渔业资源评估、渔业权、捕捞限额和配

额制度、休闲渔业以及增殖放流等方面的研究不断

深入,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6]。近几年, 我国的海岛渔

业也迅速发展。渔船不断革新、生产方式趋于多样

化 , 海岛渔业逐渐突破传统捕捞业的发展瓶颈 , 实

现从木制渔船到现代渔轮再到远洋捕捞的的不断革

新。但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整体衰退, 我国海岛渔业

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37]。只有实现从传

统“重量不重质”的渔业开发模式到“健康”、“绿

色”、“高产值”的新型海岛渔业的过渡, 我国海岛渔

业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 , 海岛旅游业蓬勃发展 , 正逐渐取代海

岛渔业成为国内外许多海岛的支柱性产业。大力开

发海岛旅游资源是解决海岛传统产业衰退问题、刺

激海岛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38-39]。国外注重因岛制

宜、科学优质全面地发展海岛旅游业: 在海岛旅游

评价体系方面, 已形成基于旅游自然资源评价、旅

游发展状态评价、旅游环境影响评价及旅游可持续

发展评价的较为完备的旅游评价体系; 在海岛旅游

开发模式方面, 国外各国通过构建高效直达、方便

快捷的旅游交通体系, 打造独具民族特色、文化底

蕴深厚的旅游品牌, 以及大力开发以休闲旅游为主

题、原生态特点显著的各类旅游产品等方式, 形成

了较为完备的旅游产业规划及发展模式; 在海岛旅

游规划管理方面 , 形成了资源评价-市场开发-环境

监控-社区参与-政策体制管理一体化的科学管理体

系, 促进其海岛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也逐渐

意识到发展海岛旅游业的重要性, 从海南国际旅游

岛、舟山群岛开发, 到大连长山群岛旅游避暑度假

区的建设, 我国主要海岛县的旅游收入和游客量均

保持增长态势, 海岛旅游业正逐渐成为海岛经济的

领跑产业。但与国外相比, 我国海岛旅游业的发展

在服务设施、创新意识和特色发展等方面仍存在一

定差距 [40]。 

在海岛能源资源开发方面, 发达国家掌握着关键

技术, 并拥有先进的装备设施, 发展优势显著[41-42]。

例如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先进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和

废弃资源再利用体系 , 保障该岛经济的良性循环 ; 

而日本在海岛智能微网方面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43], 

其海岛微网建设使海岛可再生能源与分布式电源得以

大规模接入, 成为解决海岛供能问题的理想方案[44]。

我国过去海岛能源资源开发随意的现象普遍, 导致

资源衰竭和环境破坏的形势严峻。近几年, 我国更加

强调海岛能源资源调查、监管及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性, 多次开展大规模的海岛资源调查项目, 应用“3S”

技术、三维技术等高新监视监测技术和手段, 实现海

岛资源的动态监管。未来, 我国仍需加大研究力度, 

深入分析不同海岛的能源资源特征, 消除开发的限制

因素, 实现能源资源的合理配置及高效利用。 

4  海岛研究的国际合作情况 

4.1  主要研究机构 

在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领域, 发文前 10 的

研究机构依次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詹姆

斯库克大学、加那利群岛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塔斯

马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昆士兰大学、

开普顿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生态环境研究所、

西班牙拉古纳大学(见图 7), 主要为美国、澳大利亚、

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 

4.2  国际合作网络 

以发表论文数量 10 篇以上的国家为主, 得到合

作次数 5 次以上的国家相互合作关系网络。从图中

可以看出 , 美国是研究的中心国家 , 澳大利亚、英

国、德国和法国是次中心国家; 中国 主要的合作国

家是美国、德国和澳大利, 其次还和英国、日本和泰

国有合作(图 8)。 

全部论文中, 以国家数量计为 4 800 篇, 实际论

文为 3 278 篇, 论文篇均合作国家为 1.46 个, 从表 5

可以看出, 国家独立完成的论文有 2 202 篇, 占全部

论文的 67.18%, 3 国以上合作的论文数量为 126 篇, 

占全部论文的 3.84%, 说明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

发利用研究多国合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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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主要发文机构 

Fig. 7  Major institutions that published the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图 8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的国际合作情况 

Fig. 8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注: 连线表示合作关系, 线条越粗合作次数越多 

 
表 5  国际海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论文合作国家数量 
Tab. 5  Number of cooperating countries for research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sland ecological pro-
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合作发文国家数量 发表论文数量 

1 2 202 

2 713 

3 237 

4 74 

5 35 

6 7 

7 6 

8 1 

9 3 

5  结论 

从海岛研究热点来看 , 国际海岛研究的热点主

要为: 海岛旅游业、海岛可持续开发管理、海岛生物

群落结构、海岛渔业资源、海岛地理环境等; 而国内

海岛研究的热点主要为: 海岛旅游业、海岛可持续开

发管理、海岛生物群落结构、海岛经济、海岛居民、

典型海岛地区发展等。无论从研究内容聚类、研究

关键词、发文期刊类型还是主要学科领域, 都可以看

出, 国内外在海岛研究方面的共同关注焦点是海岛

生态保护、海岛开发利用以及海岛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相关研究同时还关注海岛居民以及各地区海岛

县的开发, 这可能与我国不断改善的民生政策、多样

化的海岛地理环境、人文历史, 以及区位优势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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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岛研究发文量来看 , 该领域正处于蓬勃发

展阶段 , 研究成果持续产出 , 但世界各国在该领域

的发展并不平衡, 研究水平与技术存在一定差距。美

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海岛生态

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起步早、科研产出较多, 

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具体案例中得以应用示范; 我国

目前的海岛研究起步晚、投入力度小, 但近几年的发

展态势劲猛, 未来将依托于我国海岛的环境特点与

资源禀赋 , 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 加快构建各

地区海岛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从海岛研究的国际合作来看 , 该领域的国际合

作相对较少, 合作集中在美国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

之间 , 主要以美国为研究中心 , 以少数发达国家为

次研究中心,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合作的边

缘地带。各国间的合作网络仍需进一步拓展, 以促进

该领域的学术交流与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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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and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analyze the years, keywords, research content, journals, pub-

lishing countries, and research institude of papers on islands research by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spots of 

island research are island tourism, isl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sland biocoenosis, island fishery 

resources, and isl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here is a gap in the research level of islan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in a leading position in interna-

tional research of i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ir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pplied 

and demonstrated in specific cases. The current island research in China is relatively backward, but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vigorous, the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has increased,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model of island counties is being constructed. In addition,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sland research, and the cooperation is concentrated among a few developed countries center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between countries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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