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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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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利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软件，探讨 2012 至 2024 年间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方法 基于 CNKI 数据库的 193 篇中文文献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 493 篇外文文献，通过共现网络、聚类网络、时线图

谱和突现图谱分析发文量变化、发文机构与作者、研究热点与前沿。结果 国内发文机构联系松散，核心团队缺乏；国外虽

有机构间紧密合作，但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研究热点显示，国内关注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经济社会层面；国

外侧重社会资本在身心健康、评价模式和干预措施中的应用。前沿分析表明，“相对贫困”“主观幸福感”是国内热点，“死

亡率”“社区”是国外重点。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动态，为未来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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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1]，中国尤

为突出 [2]。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已达 18.7%，预计 2035 年将超过 30%[3]，实现健

康老龄化成为核心目标。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

作为衡量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个体在生理、心

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综合状态，而社会资本 [5]（Social 

Capital）作为关键社会因素 [4]，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

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6]。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

一定性分析，缺乏系统的科学计量及国内外对比研究。为

此，本研究选取 193 篇中文文献和 493 篇外文文献，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通过共现网络、聚类网络、时线图

谱和突现图谱探讨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的研究现状、热点与

趋势，旨在为健康老龄化和居家护理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政

策制定和实践应用提供新视角。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检索

本研究选取 2012 年至 2024 年间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

生活质量的文献作为样本，中文文献来源于 CNKI 数据库，

通过“社会资本”和“生活质量”主题检索获取 234 篇期刊

文献，剔除无关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 193 篇；外文文献来源

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通过“social capital”和“quality 

of life”主题检索获取 674 篇文献，筛选后保留“Article”和

“Review Article”类型，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493 篇。

1.2 数据分析

研究采用陈超美教授团队开发的 CiteSpace 6.2 R3 可视

化分析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动态与趋势的可视化分析，设

置时间范围为 201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分析内容包括

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和扩展关键词（Keywords Plus），

通过共现网络和聚类分析，从“作者”“机构”“关键词”

等维度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提供

支持。

2 结果

2.1 发文量分析

图 1  国内外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2012 年至 2019 年间，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

的研究发文量稳步上升，但增幅较小，这一时期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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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WHO）逐步将“社会决定因素”与公共健康挂钩 [7]，

推动了社会资本在缩小健康差距和改善社会支持网络中的

重要性受到关注 [9]。2019 年起，研究发文量迅速增长并在

2022 年达到峰值，主要得益于 2019 年联合国《全球老龄化

和健康》报告的发布及 COVID-19 疫情带来的全球健康危机
[8]，凸显了社会支持网络的关键作用。国内研究也在“十四五”

规划中对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推动下出现增长。

然而，从 2022 年起，发文量显著下降，可能与疫情影响减

弱、研究重点转向其他公共健康领域以及国内政策重心转移

至医疗服务提升和经济复苏有关，使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

究的优先级有所下降。

2.2 发文机构分析

表 1  国内外发文机构的发文量

CNKI WOS 数据库

发文机构 发文
篇数

中介
中心性

首次发
文年份 发文机构 发文

篇数
中介

中心性
首次发
文年份

山东大学 7 0 201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8 0 2012

武汉大学 7 0 2019 Monash University 8 0 2013

西南财经大学 7 0 2019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Maria (UFSM) 8 0 2019

安徽医科大学 5 0 2013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6 0 2012

吉林大学 5 0 2018 University of London 6 0.01 2020

南昌大学 4 0 2012 Fudan University 6 0 2019

西北大学 4 0 2016 Harvard University 5 0 2012

延边大学 4 0 2013 University of Agder 5 0 2022

鲁东大学体育学院 3 0 2015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5 0 2012

湘潭大学 3 0 2022 Griffith University 5 0 2015

在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中，CNKI 数据库发

文最多的机构是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7 篇），

其次是安徽医科大学和吉林大学（5 篇）；Web of Science 

数 据 库 发 文 最 多 的 机 构 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Monash University 和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Maria（8

篇），其次是安徽医科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和复旦大

学（6 篇）。外文文献的发表促进了中外学者的合作交流，

展现了我国学者的贡献。学科领域方面，国内主要集中在经

济学和社会学，但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的复杂性需要更多学

科和交叉学科的介入。中介中心性分析显示，国内发文机构

之间缺乏资源共享与学术交流，而国外如 University of London 

等机构则在学术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需加强学科交

叉和机构合作，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发展。

2.3 关键词分析

2.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 2  国内文献关键词共现图

图 3  国外文献关键词共现图

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究热点可通过关键词共

现网络图谱分析展现。关键词的节点越大，表明其出现频次

越高；连线越粗，表明关键词关联性越强；紫色外圈表示该

关键词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是连接其他关键词的关键枢

纽。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国内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谱，时间跨度为 2012-2024 年，关键词节点数为 274，连线

数为 391，网络密度为 0.0105，表明研究领域较为广泛且关

键词之间关联性较强。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社会资本”，

共计 51 次，“社会资本”“生活质量”“多维贫困”“社

会支持”等节点均有明显的紫色外圈，显示其较高中介中心

性。进一步统计词频大于等于 5 的关键词，包括社会资本、

生活质量、多维贫困、社会支持、相对贫困、农民工、农户

等，其中中介中心性较高的为生活质量 (0.5)、社会资本 (0.46)、

农户 (0.17)、社会支持 (0.15)，是关键词网络中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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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这些高频、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构成了国

内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究的主要热点和关键节点。

通过 CiteSpace 软件绘制的国外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

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显示，关键词节点数为 397，连线数

为 2454，网络密度为 0.0312，表明国外研究中关键词关联

性较强，知识融合现象显著，研究呈现广泛性与深入性。高

频关键词包括“quality of life”（生活质量，275 次）、“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

“community”（社区）等，其中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

为“social capital”“mental health”和“community”（均为 0.1），

反映其在研究网络中的关键枢纽作用。相较国内研究更关注

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经济社会层面的分析，国

外研究重点聚焦于社会资本在身心健康 [10]、评价模式、干

预措施 [7] 及社区支持中的作用，以及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应

用探索，体现了研究侧重点的差异性与多样化。

2.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 4  国内文献关键词聚类图

图 5  国外文献关键词聚类图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究

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聚类效果较高，国内图谱

的平均轮廓值 S=0.9622，模块度 Q=0.8455，而国外图谱的 

S=0.8685，Q=0.6734，均表明聚类结构明显且结果可信。国

内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被划分为 9 个大类，主要包括“社会资

本”“生活质量”“人力资本”“多维贫困”“工作生活质

量”等，其中聚类 #8“就业”关键词最少，处于边缘化状态。

国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被划分为 11 个大类，涵盖“生活满

意度”“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心

理健康”“社区治理”等，其中聚类 #0“生活满意度”关

键词最多，#10“自评健康”关键词最少。整体来看，国内

研究聚焦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探讨及理论模型的构建，而国外

研究则更侧重身心健康、社区治理及个体社会资本的应用研

究，体现出研究视角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2.3.3 关键词时线分析

图 6  国内文献关键词时线图

图 7  国外文献关键词时线图

通过对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究的关键词时线

图谱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研究重点和时间跨度的异同。在

国内研究中，“社会资本”和“生活质量”聚类的时间跨度

分别为 2012-2023 年和 2012-2024 年，研究重点主要聚焦

于社会资本的指标构建 [11]、中介作用及其与生活质量 [17] 的

关联性。研究显示，社会资本不仅通过社区信任和社会支持

网络直接促进生活质量 [12]，还通过孤独感、社会经济地位、

自我管理等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生活质量 [13-14]。尤其在健康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纽带型和桥梁型社会资本能够

有效缓解孤独感 [15]，提高生命质量；而城市中年人因社会

参与机会更多 [16]，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利用程度更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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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国外研究则更侧重于多元领域的探索，关键词聚类如

“生活满意度”“可持续发展”“心理健康”和“社区治理”

覆盖了 2012-2024 年，呈现更广泛的时间跨度和研究视角。

研究重点包括基于社区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正

向关联 [18]，以及主观幸福感在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下的差

异性 [19]。此外，社会资本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通过增强社会信任和合作促进绿色经济转型 [20]，从宏观层

面影响生活质量与福祉 [21]。这些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社区

层面提升社会支持网络，还是在国家层面推动经济可持续发

展，社会资本均对生活质量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

其复杂性与多层次性。

2.3.4 关键词突显分析

图 8  国内文献关键词突现图

图 9  国外文献关键词突现图

通过 CiteSpace 对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究关键

词的突现图谱分析，揭示了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及演变趋

势。在国内文献中，突现关键词如“相对贫困”（2.44）、“主

观幸福感”（2.13）和“绩效评价”（1.82）具有较高强度，

表明其在相关阶段受到广泛关注。“社会资本”自 2012 年

突现，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背景密切相关；“多维贫困”

于 2018 年开始显著，这与中国政府在精准扶贫领域的政策

实施相关；“相对贫困”自 2021 年突现，与消除绝对贫困

后扶贫工作重心的转移相一致。近年来，“农村老年人”和“乡

村振兴”等关键词的突现反映了老龄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对研

究领域的推动作用。

国外文献中，突现强度较高的关键词包括“impact”

（4.97）、“context”（4.36）和“neighborhood”（3.83），

体现了学者对社会资本在不同社会语境及社区层面影响的

关注。2012 年“mortality”（死亡率）开始突现，表明对生

命质量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2019 年后，“city”（城市）、

“oral health”（口腔健康）和“loneliness”（孤独感）等

成为研究前沿，表明关注点逐步转向心理健康和城市社区

发展。国外研究关键词的更新迭代速度较快，部分关键词如

“population”（人口）跨度较长（4 年），表明其持久的研

究价值与影响。整体来看，国内研究聚焦扶贫与农村老年群

体，国外则更关注心理健康和社区影响，反映了两者的研究

侧重点与发展趋势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3 讨论

3.1 相关研究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中文文献发文机构间缺乏联系，未能形成有影响力的

专业团队。而外文文献发文机构中只有一个相关研究机构间

联系较为紧密，但从事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研究的作者较为

分散，也未形成真正的核心作者群。

3.2 相关研究热点分析

首先，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发现，国内外研

究侧重点不同， 国内学者聚焦于对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的

影响因素以及经济社会层面的探讨，对社会支持、生命质

量、中介效应、影响因素、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

析，而国外学者探讨的侧重点聚焦于社会资本与生活质量在

身心健康、评价模式、干预措施、社区支持以及在不同人群

中的研究等问题的探索。其次，通过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分析发现，国内该领域研究关键词被划分为 9 个大类，分别

是 #0 社会资本、#1 生活质量、#2 人力资本、#3 多维贫困、

#4 工作生活质量、#5 模糊综合评价、#6 生计资本、#7 社区

（边缘化未显示）、#8 就业。国外该领域研究关键词被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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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11 个大类分别是 ioeconomic status( 社会经济地位 )、#3 

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4 personal social capital( 个人社会

资本 )、#5 social support( 社会支持 )、 #6 older adults( 老年人 )、

#7 community government( 社 区 治 理 )、#8 mental health( 心

理 健 康 )、#9 self-management( 自 我 管 理 )、#10 self-rated 

health( 自评健康 )。最后，本文利用关键词时线图谱对国内

外相关领域研究的上述聚类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阐释。

3.3 相关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研究前沿显示，“相对贫困”“主观幸福感”等关键词

在国内突现强度较高，反映了扶贫政策和人口老龄化的研究

关注，而国外突现关键词如“mortality”（死亡率）和“loneliness”

（孤独感）表明其对生命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研究

应深化社会资本多维度对生活质量的关联性分析 [22]，探索

其在患者健康管理、出院画像构建、居家护理模式创新中的

应用。同时，通过融合多模态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预

测患者护理需求，推动个性化护理发展。此外，应加强政策

评估与跨学科合作，将社会学、经济学和信息技术结合，系

统探讨社会资本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从而提升健康老龄

化水平，为居家护理和公共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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