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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的分析发现：

高被引论文主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被引频次的平均值为 60.1 次；其内容选题大多与党中央治国理政

密切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相关联；其作者集中于高校系统，以单一作者为主，且大都来自于北京、江苏、

上海、湖北、四川、山东等地，区域分布呈不均衡性；其项目资助占比不大。研究表明：选题、作者、

传播手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成为高被引论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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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Highly Cited Papers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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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ollected by CNKI, it is found that the highly cited papers are mainly published in core journals, with an average 
citation frequency of 60.1 times; Most of the selected topics are related to the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author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university system, 
dominated by a single author, and most of them come from Beijing, Jiangsu, Shanghai, Hubei, Sichuan, Shandong 
and other place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is uneven, and the proportion of project funding is smal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opic selection, author an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papers on Xi Jinp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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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o be highly cited.
Keywords：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highly cited 
papers; publication；citation frequency；topic selection；author；means of communication

随着期刊数据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数据分析

技术的日益完善，利用数字化期刊来分析学术论

文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期刊质量评价和研究热点捕

捉的基本共识。这其中高被引论文是最常用的评

价和分析手段，如加拿大英国汤森路透科技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南京大学）等都将

学术论文的引用频次作为学术期刊质量评价和学

者学术能力评估的重要指标。除了学术评价机构，

高被引论文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

外学者如 Elizabeth、Aksnes 分别就高被引论文引

用频次与文献老化率 [1]、高被引论文与普通论文 [2]

作了系统研究，国内学者如邓备对新媒体研究高

被引论文进行了深入研究 [3]，杨奕虹等就博士论

文的被引状况作了计量分析 [4]，王轶对我国管理

类高被引论文的特征作了深入探究 [5]。本文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期刊文献

为研究个案，从期刊分布、引用频次、发表年份、

选题内容、作者单位、研究机构等方面对新思想

研究高被引论文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厘清近年来

学术界关于新思想研究的理论聚焦、整体样态和

结构特征，其有助于科学把握新思想研究的动态

进展，并为今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新思想研究提

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一 高被引论文特征分析

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被

引论文，需要权威可靠的数据资料。本研究的数据

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通过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和

引文数据库获取分析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0日。检索范围：文献篇名中含有“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期刊文献，学科领域包括

“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

Ⅱ辑”“经济与管理科学”4 项。检索原则：为使

数据更加精准、结论更加科学，论文检索中的会议

纪要、成果简介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选载等没有

纳入统计考察范围。检索方法：以被引次数对中国

知网收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论文进行排名，从中选取排名前 100 位的高被

引论文加以计量分析和科学研判。

（一）发文刊物

通过对 100 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统计发现，这些论文主要

刊发在《人民论坛》《求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求实》《思想理论教育》《社会主义研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政治学和思政类刊物（具

体发文刊物见表 1）。

表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发文刊物及篇数（部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发 文 刊 物

《人民论坛》

《求是》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求实》

《思想理论教育》

《社会主义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理论学刊》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探索》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主 办 单 位

人民日报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上海市高等学校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会

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河海大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新疆师范大学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复合影响因子

0.493
0.998
1.589
1.601
1.520
1.733
0.963
1.172
2.459
1.815
3.312
1.214
1.786
1.624
1.057

高被引论文数

8
7
4
4
3
3
3
3
3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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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举了发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篇数排名前 15 位的刊物。

100 篇高被引论文中，《人民论坛》发文最多，有

8 篇；《求是》次之，有 7 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与《求实》各有 4 篇；发表 3 篇的刊物有 5 种，包

括《思想理论教育》、《社会主义研究》、《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发表

2 篇的刊物有 10 余种，包括《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理

论学刊》、《探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理

论探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学术探索》等。

从发文刊物的级别来看，100 篇高被引论文发

表在核心期刊（主要包括“中文核心”和“CSSCI
期刊”）的共有 87 篇，占高被引论文总量的

87%，可见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学术影响力和社会

关注度更大。从发文刊物所属机构来看，100 篇高

被引论文发表的刊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党校和行政学院主办刊物 14 种，教育行政机关、

出版社和高校主办刊物 11 种，行政机关报刊社主

办刊物 7 种，各级社会科学院主办刊物 6 种，各

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刊物 4 种，其他研究机

构主办刊物5种。从发文刊物的复合影响因子来看，

100 篇高被引论文中，45 篇发表在复合影响因子

小于 1.0 的刊物，43 篇发表在复合影响因子介于

1.0~2.0 的刊物，12 篇发表在复合影响因子大于 2.0
的刊物。

（二）引用频次

被引频次是衡量期刊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志之

一，高被引次数意味着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关

注度。依托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整理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被引次数排

名前 100 位的期刊论文（高被引论文排名见表 2）。

表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部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高被引论文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

《“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同志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若干思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习近平的民生观研究》

作 者

唐任伍

汪三贵，

刘未

周生贤

郑永廷

顾海良，张岂之，

靳诺，等

蒯正明

王伟光

刘明福，王忠远

赵秉志，彭新林

刘开法

发文刊物

《人民论坛》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求是》

《思想理论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决策与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前沿》

发表时间

2015-10-20

2016-01-31

2013-09-01

2017-01-15

2014-07-20

2015-04-11

2015-10-10

2014-08-01

2015-09-25

2013-03-15

被引次数

312

223

143

134

119

113

109

105

102

  93

表 2 列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成果被引次数排名前 10 位的论文。数据分

析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高被引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为 60.1 次，被引

次数超过 100 次的论文共计 9 篇，引用次数低于

50 次的论文有 51 篇。100 篇高被引论文中，排名

前 10 位论文与排名后 10 位论文的被引次数差距

明显，其中排名第 1 位论文被引次数（为 312 次）

是排名第 100 位论文（被引次数为 35 次）的约 9

倍多。被引次数排名前 10 位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

为 145.3 次，发文刊物中核心期刊占比为 80%，包

括《人民论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求是》

《思想理论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其

复合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刊物有 5 种；被引次数排

名后 10 位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36.7 次，发文刊

物中核心期刊占比为 50%，包括《江西财经大学

学报》、《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浙江学刊》、《福

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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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会科学版）等，其复合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刊

物只有 2 种。单就高被引次数来看，期刊论文的

引用次数越高，就越可能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三）发表年份

被引次数与发表时间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期刊

论文存在老化的问题。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

和理论热点的更替，无不对期刊论文的引用频次

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100 篇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

文主要分布于 2013—2017 年间（高被引论文年代

份布见表 3）。

 

表 3 数据统计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主要发表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达到 36 篇和 38 篇。排名前 10 位高

被引论文中，2 篇发表于 2013 年，占该年高被引

论文数的 28.57%；2 篇发表于 2014 年，占该年高

被引论文数的 5.56%；4 篇发表于 2015 年，占该

年高被引论文数的 10.53%；1 篇发表于 2016 年，

占该年高被引论文数的 6.25%；1篇发表于 2017年，

占该年高被引论文数的 33.33%。总体上看，近 5
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

引论文篇数及占比前后变化较大，其中 2013—
2014 年间高被引论文篇数及占比呈上升态势，而

2014 年以来，高被引论文占比则逐年下降。需要

指出的是，近年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篇数及占比下降往往与其

发表时间密切相关，不能因此就论定新思想研究

成果的质量和影响有限。

（四）内容选题

期刊论文被引次数是多种因素的合力造成的，

撇开外界影响因素不论，就论文本身而言，其内

容选题无疑相当关键，它决定了论文能否受到关

注以及产生多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内容选题可

以从篇名主题词和关键词两个层面加以探察。鉴

于此，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的内容作了统计分析（研究内

容情况见表 4）。应当说明的是，为了使研究内容

统计分析更加简明规范，在篇名主题词统计过程

中对相关词汇进行了合并，如对“精准扶贫”“扶

贫工作”“扶贫思想”、“党的建设”“党建思想”、

“生态文明”“生态思想”、“思想道德教育”“思

想政治教育”等含义相近的词汇作了合并处理。

表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高被引论文发表年份分布

发表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中国知网收录

文献数 / 篇

    824
 2 053
 2 369
 3 317
 4 785
13348

高被引

论文数 / 篇

    7
  36
  38
  16
    3
100

所占

比例 /%

0.85
1.75
1.60
0.48
0.06
0.07

表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研究内容分布

研 究 内 容

从严治党

生态文明

文化思想

党建思想

扶贫思想

意识形态工作

群众工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

治国理政

反腐倡廉

法治思想

篇数

11
11
 8
 7
 6
 5
 5
 4
 4
 3
 3

研 究 内 容

思想政治教育

理想信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闻舆论

绿色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

民生思想

文化自信

四个全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

篇数

3
3
2
2
2
2
2
1
1
1
1

研 究 内 容

人民主体性

依法治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济思想

政治生态

外交思想

新常态

中国梦

民族思想

民族复兴

巡视工作

篇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表 4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高被引论文篇名主题词作了统计分析。从研究

视阈来看，高被引论文中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不多，

只有《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6]、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若

干思考》[7]2 篇论文，其余 98 篇高被引论文都是通

过分领域、列专题方式开展新思想研究。从研究

主题来看，“从严治党”“生态文明”方面的论

文最多，均有 11 篇；“文化思想”研究次之，有

8 篇；“党建思想”研究 7 篇，“扶贫思想”研究

6 篇，“意识形态工作”“群众工作”研究各有 5 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国理政”研究各有 4 篇，



29

周良发 ，唐恬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分析

等等。这些内容多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

理政密切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理论创新成果相

关联，成为理论工作者深度思考和着力探讨的核

心议题。

（五）下载次数

下载次数也是衡量学术成果质量和影响的重

要指标。一般而言，下载次数多的期刊论文有着

更高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借助中国知网

数据检索功能，笔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下载次数作了统计（下载次

数排名见表 5）。

表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下载论文（部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高下载论文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四个全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

《习近平文化自信观论析》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

《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

《“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

《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若干思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

邸乘光

王伟光

莫纪宏

赵付科，孙道壮

顾海良，张岂之，

靳诺，等

唐任伍

刘明福，王忠远

蒯正明

汪三贵，

刘未

郑永廷

发文刊物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主义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人民论坛》

《决策与信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

发文时间

2017-10-31

2015-10-10

2015-04-14

2016-10-10

2014-07-20

2015-10-20

2014-08-01

2015-04-11

2016-01-31

2017-01-15

下载次数

50 817

24 731

16 819

16 168

14 122

12 949

12 478

12 201

11 650
 

10 749

表 5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下载次数排名前 10 位的期刊论文。数据统计发

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

果下载次数超过 10 000 次的共计 10 篇，占 100 篇

高被引论文的 10%。下载次数最多的是邸乘光的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

载次数为 50 817 次。该文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发布

于中国知网，月均下载数为 3 629.8 次，是近年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月均下

载量最大的论文。下载数排名前 10 位期刊论文中，

有 9 篇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其中有 2 篇刊于《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基于表 2 和表 5，笔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下载数与引用数排名前 10
位期刊论文进行多维比较发现，高被引论文排名

前 10 位论文中有 7 篇位列下载数排名前 10 位，

可见下载次数与被引次数密切相关。高下载往往

预示着高被引，但并不因此就论定高下载与高被

引呈正相关性，如位列下载数排名第 1 的《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目前被引 69

次，排在高被引论文第 27 位，然而其下载引用比

（736.5:1）却远远落后于排在第 1 位的《习近平

精准扶贫思想阐释》（41.5:1）。

（六）论文作者

作者数量统计分析发现，100 篇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平均作者

数为1.36名，其中66%的高被引论文只有1名作者，

30% 的高被引论文有 2 名作者，4% 的高被引论文

有 3 名及以上作者。从排名前 10 位高被引论文来

看，6 篇论文只有 1 名作者，3 篇论文有 2 名作者，

1 篇论文有 3 名及以上作者；从排名前 10 位高下

载论文来看，6 篇论文只有 1 名作者，3 篇论文有

2 名作者，1 篇论文有 3 名及以上作者；而高被引

排第 1 位的论文和高下载排第 1 位的论文都只有 1
名作者。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仍以“单兵作战”为主，

多作者合著论文只占成果总量的三分之一。

通过对高被引论文作者单位的细密爬梳，笔者

系统分析了作者单位属性和单位合作研究的现状。

从作者单位属性来看，100 篇高被引论文作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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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位来自高校系统，8 位来自行政机关，16 位来

自学会组织，1位来自厂矿企业，2位来自期刊杂志。

排名前 10 位高被引论文作者中，7 位来自高校系

统，1 位来自学会组织，2 位来自行政机关；排名

前 10 位高下载论文作者中，5 位来自高校系统，3
位来自学会组织，2 位来自行政机关。这充分说明，

高校作者是目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的主力军。

从作者单位合作来看，100 篇高被引论文中，

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论文有 80 篇，两个单位合作

完成的论文有 16 篇，三个或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

论文有 4 篇。排名前 10 位高被引论文中，同一单

位独立完成的论文有 9 篇，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

论文有 1 篇；排名前 10 位高下载论文中，同一单

位独立完成的论文有 7 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

论文有 2 篇，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论文有 1 篇。

数据统计显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多由同一单位独立完成，多

作者合作、多单位联合的成果数量占比不高。

从作者分布区域来看，100 篇高被引论文的作

者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区，其中北京市作者的

篇数最多，共有 39 篇，可见北京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被引论文主产地，这与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高度契合。

其余 61 篇高被引论文中，来自江苏的作者有 8 篇，

来自上海的作者有 7 篇，来自湖北、山东和四川

的作者各有 6篇，来自浙江和辽宁的作者各有 4篇，

来自广东和湖南的作者各有 3 篇，来自江西、天

津、陕西和甘肃的作者各有 2 篇；而安徽、河南、

贵州、福建、黑龙江、西藏等省区的作者各有 1 篇。

数据统计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分布呈现不均衡性。

（七）项目资助

基金项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来源，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期相关学科的研究热

点和发展趋势。依托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

整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情况（具体项目资助见表 6）。

表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基 金 项 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资助项目

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湖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北京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河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篇数

20
  1
11
  1
  1
  4
  1
  1
  1
  1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基 金 项 目

四川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陕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浙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辽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贵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江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山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陕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

其他各级各类基金项目

篇数

  1
  1
  1
  1
  2
  1
  1
  1
  1
13

由数据统计可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共有 32 种，其

中国家级项目 2 种，省部级项目 11 种，其他各级

各类基金项目 19 种。100 篇高被引论文中，获得

项目资助论文共计 48 篇，资助论文数占比不足五

成，国家级项目资助比只有 21%。排名前 10 位高

被引论文中，有 2 篇论文获得项目资助；排名前

10 位高下载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得到项目资助。

论文质量固然与是否资助没有必然的关联，但经

费充足有利于研究者安心治学、潜心钻研，进而

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国家级、省部级基

金项目对成果级别有一定的硬性要求，这也会倒

逼研究者撰写和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二 研究结论及经验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七个方面的统计分析可知，100 篇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

文大部分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只有少量学术论文

发表在普通期刊上，高被引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

值为 60.1 次；高被引论文中整体研究的成果不多，

大多通过分领域、列专题方式开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学术论文的下载数

和引用率与期刊级别高度相关，而且高下载数往

往预示着高被引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主要集中在高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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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者构成以单一作者为主，多作者合作、多单

位联合的成果不多，作者大多来自于北京、江苏、

上海、湖北、四川、山东等省市，区域分布呈不

均衡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

被引论文的项目资助比不大，国家级基金项目资

助论文仅有五分之一。

（二）经验启示

第一，高被引论文的选题很重要。传播学研究

表明，议题往往决定了人们想什么、说什么和做

什么，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

为方式。[8] 因此，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选题的吸引力就特别重要，新思

想研究成果能否引发广泛关注并成为高被引论文

首先取决于论文选题的时代感和新颖性。基于上

文对 100 篇高被引论文研究内容选题的分析可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

论文多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

举措和理论创新成果为内容选题，如从严治党、

生态文明、扶贫工作、党的建设、绿色发展、国

家治理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成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核心议题。

笔者依托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就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相关议题加以陈述。

（1）关于从严治党的研究。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

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出“全面

从严治党”的科学概念。检索中国知网发现，以“全

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为篇名的

研究成果共计 4 313 篇（其中 2014 年 12 篇，2015
年 480 篇，2016 年 1 177 篇，2017 年 1 690 篇，

2018 年 954 篇），可见理论界对习近平全面从严

治党思想的重视程度。（2）关于扶贫工作的研究。

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最大障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问题，并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

贫战略思想，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举旗定向、

谋篇布局。数据检索表明，中国知网收录习近平

扶贫思想研究成果共有 9 154 篇。（3）关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

书记就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主

张全球各个国家地区携手共建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美丽新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即引发理论界的热

评热议，中国知网收录的研究成果已达 1 193 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

论文启示我们，推进新思想研究既要聚焦重大理

论又要关注实践问题，既要回应社会热点又要彰

显价值导向，在理论阐释中增进思想共识、提升

政治认同。[9]

第二，高被引论文的作者是关键。学术论文是

否受关注、被高引，关键在作者。作者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领会和把

握，对新思想要义的阐发、研究热点的捕捉、理

论前沿的洞察直接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学术生命力

和社会关注度。笔者对排名前 50 位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

的职称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是：教授（研究员）

31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3 人，讲师 3 人，教

师 1 人，在读博士生 1 人，省部级干部 1 人。统

计结果表明，高级职称作者占作者总数的 88%，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

引论文的主要作者。他们大多属于中青年学者，

正值理论创造和学术发展的高峰期，近年来发表

过多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

的研究成果，一些文章因为理论造诣深、社会影

响大而成为高下载和高被引论文。以高被引和高

下载排名第 1 位论文作者为例。《习近平精准扶

贫思想阐释》一文位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次数第 1 位。该文作者唐

任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师范

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近年来在《人民论坛》

《中国行政管理》《红旗文稿》等核心期刊上发

表多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成果，如《论习近平的改革思想》《习近平改革

战略思想特征》《五大发展理念塑造未来中国》等。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文

位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下

载次数第 1 位。该文作者邸乘光来自安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近年

来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青海社会

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如《论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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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四个全面”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底蕴》等。

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要充分发挥高职称作者的主力军作用，同时

也要做好中级职称作者的发掘、培养和扶持工作，

确保新思想研究后续有人。

第三，学术论文传播手段要丰富。学术论文

的引用次数与传播介质息息相关，只有提高论文

知名度才可能提升引用率，因此要搭建传播平台、

丰富传播方法以增强传播效能。首先，要创办学

术期刊网站。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遍

应用，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交流的

重要手段。通过对发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高被引论文的刊物整理发现，《求

是》《人民论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求实》《社

会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研究》等刊物都有期刊网站和在线办公系统，

有的刊物还开通了微博、微信和手机客户端，有

助于编者、作者和读者互动交流。如中共中央机

关刊主办的求是网不仅实现《求是》杂志的数字

化，其还包括“求是视频”“求是网评”“求是

漫评”“求是访谈”“求是导读”等栏目，提高

了学术性网站的吸引力。其次，要推出网络优先

出版服务。近年来很多刊物推出网络优先出版服

务，便于读者在纸质刊物发行前抢先阅读电子版

论文，继而提高论文被引的可能性，以进一步扩

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为例。近年来《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积极推进网络优先出版，

如该学报录用的《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邸乘光）一文拟刊于 2018 年第 2 期，

但 2017 年 10 月 31 日即在中国知网完成网络首发，

网络数字版至少比纸质版早 5 个月出版发行。这

不仅有利于读者及时查阅和下载，还极大地提高

了被引用次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近年来复合影响因子位居高校学报类

刊物首位，被学术出版界誉为“《新疆师范大学

学报》”现象。再者，要扩大传播载体平台数量。

在论文数字化传播上，很多学术论文除了在期刊

网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可以检索和下载外，在百度学

术、新浪爱问、道客巴巴、豆丁网、爱学术等网

站也能获取。虽然百度学术等商业期刊网站带有

明显的盈利目的，还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

但不同程度扩大了学术论文的传播途径。如《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 一文就能够在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百度文库、道

客巴巴、爱学术等期刊网站同时检索和查阅，这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该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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