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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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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对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截取的 1999—2019 年 CSSCI 与核心

期刊 797 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及突现图，构建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

研究的知识图谱，展示近 20 年来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及研究趋势等。总体

来看，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稳步推进，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内容不断深化；高校是长期护理

研究的主力军，但学者间、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少，当下尚未形成较严密的学术研究网络；相关研究

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驱动和引导；研究的本土化与精细化趋势较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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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Graph of Long-Term Care Research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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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CiteSpace, this paper mak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797 articles of CSSCI and core 
journals from 1999 to 2019 intercepted from the CNKI database. Through the key words co-occurrence map, 
time zone view and emergent diagram, the knowledge graph of long-term care research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is constructed, showing the hot topics, evolutionary path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long-term care research for 
the elderly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general, the research on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is advancing 
steadily, research results are increasing and research contents are deepening constantly.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force in long-term care research, but there is less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and a 
more rigorous academic research network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e research ha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driven and guided by government policies to a large extent. The trend of localization and refinement are 
more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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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1999 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

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大

陆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5 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7 603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2.6%[1]。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4% 及以上即被称为深度老龄

化，亦称老龄社会。以 14% 为分界线，我国 2019
年底距离“老龄社会”的标准仅差 1.4%，“老龄

社会”已开始倒计时。此外，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

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失能、

部分失能老年人达到了 4 063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比例为 18.3% [2]。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因慢性疾

病及其他疾病所导致失能、半失能的概率大大增加，

老年人护理需求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政府首次提出

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16 年 6 月，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将承德、长春、上海、南通、青岛、荆门、广州

等 15 市作为试点城市，开始了国家层面上的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实践探索。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梳理 1999 至

2019 年间国内学术界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整体

状况，厘清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主题变化、研

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构建近 20 年来老年人长期护

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期为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

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数据来源，

以“长期护理”“长期照护”“长期照料”作为

文献检索关键词。检索条件为：主题 =“长期护

理”或“长期照护”或 “长期照料”，匹配词为

“精确”；时间跨度 =1999—2019；期刊来源 = 核

心期刊 +CSSCI，并勾选检索框下方的“中英文扩

展”。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共计检索

到相关文献 943 篇。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手动

剔除征稿启事、会议综述、期刊导读等非研究型

的文献以及与“长期护理”主题明显不符的文献，

去除无作者、无摘要、无关键词或重复记录的文献，

最终筛选出 797 篇有效文献作为进一步研究分析

的样本库。

（二）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分析是当前文献研究的主要方法之

一，其分析工具有多种，其中 CiteSpace 因操作简

单易学且具有良好的可视化效果，成为国内外学

者进行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运用

CiteSpaceV（5.7.R1）对 797 篇有效文献进行分析，

分别将“作者”“机构”及“关键词”作为网络

节点分析类型，依次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探索

老年人长期护理领域研究演变的潜在动力机制以

及前沿动态，从而直观展现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

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演变趋势等。同时，

辅之以 Excel 软件，对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年度

文献量、主要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状况等进行整

体性的描述。

二 文献数据的整体性分析

（一）年度文献量分析

某领域的研究文献总量及其年度变化趋势能

显现出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速度与学术热度 [3]。

通过统计，绘制出 1999—2019 年我国老年人长期

护理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及增长趋势图（见图 1）。

从图 1 可发现，CSSCI 与核心期刊收录的老年

人长期护理研究文献量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依据年度发文量统计，可将长期护理研究划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萌芽”阶段（1999—2006
年）。1999 年为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元年，收录

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文献数量为 0 篇，直到 2006 年，

相关研究文献量依然极少，均在 5 篇以下，说明

关注度与研究力量严重缺乏，尚处在“萌芽”状

态。第二，缓慢发展阶段（2007—2015 年）。此

阶段，相关文献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但总量

依然不多，且 2009 年与 2010 年的文献量较前一

年有所下降，这表明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处于缓

图 1 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年度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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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发展阶段。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16—2019
年）。从 2016 年开始，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这一阶段的发文量约占总文献量

的 62%，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老年人长期

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推进，长期护理逐渐成为我

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成果

日益丰富。

（二）高产作者及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某一作者的发文量及文献被引频次在某种程

度上体现了该作者在其学科领域的学术共现与影

响力。对文献数据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共现分析，

绘制出 1999—2019 年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作

者共现网络图谱（见图 2）。该知识图谱中共有节

点 416 个，节点间的连线段共 387 条（因篇幅关

系图 2 只显现出部分线段），网络密度为 0.004 5。
由图 2 分析可知，虽有部分作者之间合作较频繁，

如王颖、罗力、白鸽、蒋曼、何世英等，但整体

上作者合作网络较松散，作者之间合作较少，且

作者间合作多为机构内部合作或师生间的合作。

图 2 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长期护理研究发文量前 12 的作者及其总被引

频次见表 1。

由表 1 可知，戴卫东、王颖、罗力、白鸽等

12 位作者在 1999—2019 年这 20 余年的发文量均

在 5 篇以上，是长期护理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

其中发文量最大的是戴卫东（17 篇），其次为王

颖（13 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高产作

者往往也多为该研究领域的高被引作者，在该研

究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其中，戴卫东的

总被引频次最高，为 920；其次为荆涛，为 518。
（三）高被引文献分析

高被引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域

的知识构成，且成为该研究领域知识结构的重要

连接点，对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4]。

表 2 为 1999—2019 年长期护理研究排名前 10 的

高被引文献。这 10 篇高被引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看作是长期护理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源流。其

中，学者张晓杰的《医养结合养老创新的逻辑、

瓶颈与政策选择》一文被引频次达 275，位居首位；

其次是荆涛的《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模式》，其被引频次为 265。通过分析这些

高被引文献发现，其涉及的研究主题较广泛，有

长期护理需求、现状及保险制度模式分析，有养

表 1 长期护理研究发文量前 12 的作者及其总被引频次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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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戴卫东

王 颖

罗 力

白 鸽

王玉环

戴 瑞

蒋 曼

何世英

荆 涛

谢 红

钟仁耀

于保荣

发文量 / 篇
17
13
12
11
10
10
10
10
08
07
07
06

总被引频次

920
073
028
015
226
014
017
014
518
271
055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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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体系、模式研究，有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研究，还有医养结合中突出长期护理服务方面

的研究等。这些多样化的研究主题、内容与视角

丰富和拓展了我国长期护理研究。

表 2 长期护理研究排名前 10 的高被引文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张晓杰

荆 涛

李 杰

景跃军等

谢 红等

尹尚菁等

辜胜阻等

郝君富等

邓大松等

吴 蓓等

篇      名

医养结合养老创新的逻辑、瓶颈与政策选择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

青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问题研究

中国失能老年人构成及长期护理需求分析

我国养老服务需求现状及其长期护理服务策略

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现状及趋势研究

构建科学合理养老服务体系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经济影响与启示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制度理性、供需困境与模式创新

城市社区长期照料体系的现状与问题——以上海为例

期  刊
西北人口

保险研究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人口学刊

中华护理杂志

人口学刊

人口学刊

人口学刊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人口研究

年份

2016
2010
2014
2014
2012
2012
2017
2014
2017
2017

被引频次

275
265
204
187
184
176
169
155
150
140

（四）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采用 Excel 对长期护理研究文献中的机构进

行统计，能够较为直观地了解到长期护理研究的

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分布状况。表 3 所示为 1999—
2019 年长期护理研究发文量 10 篇及以上的研究机

构。由表 3 可知，中国人民大学以 51 篇居于首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复旦大学紧随其后，分别为

26 篇与 24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发文

量相当，分别为 21 篇和 20 篇。这表明这些机构

是我国长期护理研究的中坚力量。

长期护理研究机构的合作共现图谱（如图 3 所

示）可较为清晰地展示机构间的合作状况。

表 3 长期护理研究发文量 10 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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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石河子大学

发文量 / 篇
51
26
24
21
20
14
14
13
11
11
10
10

图 3 长期护理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图 3 所示的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谱中共有 308
个节点，节点间有 122 条线段相互连接，网络密

度为 0.002 6，合作网络整体呈松散状态。图谱中

的节点大小代表该研究机构的影响力，机构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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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长期护理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关键词

长期护理保险

长期照护

老年人

长期护理

人口老龄化

失能老人

老龄化

医养结合

频次

153
134
082
082
076
068
059
046

中心性

0.41
0.27
0.18
0.24
0.26
0.16
0.18
0.07

序号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关键词

长期照护保险

养老服务

需求

失能老年人

日本

社会保险

失能

影响因素

频次

35
32
22
21
20
18
17
17

中心性

0.05
0.04
0.02
0.02
0.04
0.04
0.01
0.02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关键词

长期照料

启示

养老机构

德国

社会保障

国际经验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居家养老

频次

17
16
16
13
13
13
12
11

中心性

0.01
0.04
0.04
0.01
0.03
0.01
0.03
0.02

图 4 长期护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连线描述机构合作，线段的粗细代表机构间的合

作关系强度。从图 3 中可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学院节点最大，且位置处在图中部，是长期

护理研究的主要机构，学术影响力较大；其次，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

学社会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机构

节点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长期护理研究的

核心机构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校是我国老

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主要阵地。研究机构间的合

作可通过节点之间的连线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从

整体来看，节点间的连线少且呈松散状态分布，

这表明长期护理研究机构间缺乏合作交流，其成

果多为机构独作或者机构内部间的合作，当下尚

未形成较为严密的学术合作研究网络。

三 研究热点与发展脉络

以关键词为节点类型，分别生成关键词共

现图、时区视图及关键词突现图等图谱，呈现

1999—2019 年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研究热

点与研究趋势。

（一）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主题与内容的高度凝练与

概括，高频关键词则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某一研究

领域的关注热点与研究方向。运用 CiteSpace 软件

进行关键词共词分析，从中截选出频次大于 10 的

关键词作为长期护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见表 4），

同时运用 CiteSpace 自带的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MST）图谱处理方法，对生成的共现

图谱进行修剪处理，剪去部分不重要的节点和连线，

得到最终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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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长期护理保险作为长期护理研

究的核心，位居高频关键词首位；长期照护作为

长期护理研究的一种服务形式，位居高频关键词

第二位；老年人作为长期护理研究的重要群体对

象，位居第三位。对其余的高频关键词分析发

现，学者们针对失能老人、国外经验、服务形式、

影响因素等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节点

中心性也是判断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之一 [5]。在

CiteSpace 中，中心性超过 0.1 的节点被称为关键

节点。长期护理研究中，中心性超过 0.1 的节点分

别为长期护理保险、长期照护、老年人、长期护

理、人口老龄化、失能老人、老龄化。一般来说，

高频关键词的中心性也往往较高，虽与高频关键

词的排序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保持一致的。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能够直观地展现关键词

的分布情况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图 4 为长期护理

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谱中的节点大小代

表该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这与表 3 列出的部

分高频关键词排序是一一对应的；节点之间线段

的粗细表示相连节点的关键词共现频率的高低；

节点的圆环越多表示该节点上的关键词出现的时

间越早且频次越高，如长期护理保险、长期照护

这两个关键词。

（二）长期护理研究发展脉络

CiteSpace 的优势之一是在绘制知识图谱中加

入时间因素，从而形成时区图谱。时区图谱侧重

于从时间跨度上展现某项研究的知识演进，能够

清晰地呈现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发展脉络 [6]。时区图

谱是以时间为横轴的二维坐标图，相关节点所代

表的关键词依照首次出现的年份分布在图谱中的

各时间区间。利用关键词生成的时区图谱（见图5），
可以从时间维度了解长期护理研究的演进脉络。

通过研读相关文献及考察相关时代背景与政策变

迁，并结合时区图谱，可将我国长期护理研究发

展脉络分为两个阶段：国外经验引介阶段（1999—
2015 年）和深化与试点探索阶段（2016 年至今）。

图 5 长期护理研究演化路径时区图

1. 国外经验引介阶段（1999—2015 年）

在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侧重于介绍境外长

期护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杨成洲从制

度规定、运作模式、管理制度以及执行效果等方

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十年长期照顾

计划”[7]。孙正成梳理了中国台湾地区长期护理体

系的缘起，并对其服务内容、人员管理、资金筹

集等方面进行了评价 [8]。吕学静等人从长期护理

概念、护理方式、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关系等

方面介绍了国外长期护理制度 [9]。张立龙介绍了不

同福利国家制度下的长期护理制度类型 [10]。胡宏

伟等人介绍了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产生的背景、

制度框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出了建议 [11-12]。郝君富

等人介绍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中的筹资、

待遇给付、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内容 [13]。海龙

介绍了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出台的背景、制度

设计以及发展走向 [14]。长期护理服务是长期护理

保险的核心内容，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

老服务的重要举措。刘亚娜等人介绍了美国长期

护理服务体系的相关情况 [15]；周春山等人介绍了

发达国家居家护理、社区护理与机构护理三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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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模式 [16]。

亦有部分学者探讨了我国推行长期护理的必

要性。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老

年人失能风险已然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社会化风

险，迫切需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7]。黄枫等

人研究发现，高龄老人失能概率高，长期护理服

务需求大，存在很大的供需矛盾 [18]。苏群等人研

究发现，90% 以上的失能老人主要依靠非正式的

家庭照料，正式的社会化照料形式非常少，亟需

建立相应的社会化制度 [19]。

2. 深化与试点探索阶段（2016 年至今）

这一阶段，学界的研究主题与内容跟国家的

大政方针联系较紧密，主要聚焦在长期护理保险

试点方面。2016 年 6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

指导意见》，这成为长期护理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以此为起点，学者们对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落

实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张慧芳等人

总结了青岛、南通、长春三市的试点经验，并指

出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碎片化、资金来源单一

等问题 [20]。戴卫东等人分析了上海长期护理服务

质量，以及失能老人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21]。吴

海波等人研究了 15 个试点城市的筹资机制 [22]。

周磊等人分析了各试点城市的筹资与待遇支付政

策 [23]。海龙等人分析了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

策的保障范围、筹资、服务形式、待遇支付等内

容 [24]。田勇等人分析了过分依赖医保基金所带来

的长期护理保险可持续性问题 [25]。李含伟等人研

究了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意愿 [26]。徐晓君等

人研究了我国农村失能老人长期护理意愿 [27]。丁

志宏等人对我国城市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

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 [28]。

四 研究趋势

突现词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重复多次出现的

词，根据突现词的出现频次和变化趋势可以分析

某一领域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关键词突现图可

借助关键词的变化反映某研究领域的迁移发展变

化 [29]，呈现研究主题演变路径，突显某特定阶段

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爆发

性（bursts）检测功能，生成长期护理研究关键词

突现图（见图 6），截选出 11 个关键词为 1999—

2019 年长期护理研究的突现词。

图 6 中，深色线段表示该突现词的突现年段，

以此显示该阶段学术界研究的焦点。2000 年以来，

我国长期护理研究逐渐显现出 11 个大的主题，分

别为社区、长期照料、长期护理、护理保险、老年人、

农村、社会政策、需求、长期照护制度、医养结

合、长期照护服务。研究主题的变迁既反映了我

国长期护理研究与时代背景及国家政策紧密联系，

又体现了其本土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

（一）本土化：长期照护制度

各个国家的长期护理政策都与其历史文化传

统、社会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护理保险

制度多出现在深受“法团主义”影响的国家，护

理津贴制度多出现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而商业

保险制度则多出现在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 [8]。

近年来，学界较多关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

式，呼吁开展相关立法，强调政府在长期护理发

展中的作用，建立多层次护理保障体系。长期护

理制度建设中，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与本土

需求相融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期护理制度。

（二）精细化：医养结合、长期照护服务

随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推进，

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成为必然，建立健

全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长期护理服务是长期护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

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子系统。在人口老

龄化日益严峻的今天，长期护理服务供需不匹配

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老年人因慢性疾病及其

他因素导致的失能概率在增加，长期护理服务需

求巨大；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长期护理服务供

给不足，资源整合与利用效率较低，资源浪费较严

重。如何统筹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各要素的优势，

实现长期护理服务的高效供给，以满足失能老人多

图 6 长期护理研究关键词突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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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的护理服务需求，保障长期护理可持续发展，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仍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热点。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相关文献为分析数

据，采用知识图谱研究方法，分析了 1999—2019
年我国长期护理研究的进展与成效，呈现了我国

长期护理研究的演变轨迹。研究发现：（1）长期

护理研究稳步推进，相关学术成果日益增多；（2）
高校是长期护理研究的主力军，但学者间、研究

机构间的合作较少，尚未形成较严密的学术研究

网络；（3）研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且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驱动和引导；（4）相关研究

深耕我国国情且日趋精细化。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基于中国

知网数据库中 CSSCI 与核心期刊 1999—2019 年收

录的文献进行研究，而对其他未被这两个刊源收

录的文献未纳入研究数据中进行分析，这可能导

致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整个发展脉络有所偏差；

其次，文献计量方法只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对

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历史进行纵向考察，尚缺

乏微观层面的考量，因此，本研究不能完整地呈

现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研究的全貌。以上不足，

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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