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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障研究的轨迹与前沿探析
——基于 CSSCI 数据库 1998 年至 2018 年初的文献计量

刘丹丹

摘 要 社会保障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该领域的研究不乏综述性研究，但文献

计量方法应用得较少。基于 CSSCI数据库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借助 CiteSpace可视化方法
展示发文量居前的作者和机构，利用共词和聚类分析梳理该领域研究的聚焦点和轨迹构建

战略坐标图，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背景及历程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人

口老龄化、基金管理、可持续等聚类属于基础研究课题；城乡一体化、供给侧改革等为热点课

题；社会保障供求、参保行为等新颖度高但关注度不够，是该领域的潜在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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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的概念于美国 1935 年的《社会保障法》中首次公开提出，我国从 1982 年开始出现对社
会保障相关问题的研究¬，但至 1993 年才对社会保障的范围做出权威界定。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

史、文化等背景的差异，社会保障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公认的定义，但社会保障的范围大体都包括社

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方面的内容；社会保障的研究范畴基本围绕社会保障总体制

度以及上述四方面内容的运作机理、制度建设与运行、存在的问题、影响效应等方面展开。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保障这一关系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布局及相互间的协调，关系亿万国民

及家庭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不仅是我国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

和后盾。梳理我国社会保障的研究轨迹，追踪该领域的前沿动态，一方面可以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

一定的参考，更重要的是能在理论研究的轨迹中总结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所经之路，为接下来我国社

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攻坚以及制度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学界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不乏综述性的文献研究，但利用文献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和梳理的比较少，陶

斌等基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5-2014 年）的数据统计分析了我国近 10 年国内社会保
障研究历程，包括研究对象、主题、论文的刊发、方法的使用、基金支持情况、作者及合作论文情况等并提

出研究展望，该论文虽没有采用可视化方法，但展示的内容极为丰富 [1]（P184-192）。周艳玲以《社会保

¬ 中国知网获取的文献资料显示，篇名中有“社会保障”的文献最早是 1982 年的一篇名为《日本社会和社会保障》的论文，关于养老保险（年
金）和医疗保险方面的研究也是从 1982 年开始的，分别为 4 篇。

 我国对社会保障做出权威性界定是在 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明确界定了社会保障的范围，即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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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研究》为基础对国内社会保障研究的趋势特点和内容变化进行分析 [2]（P7-9），内容的充实度上稍有
欠缺。上述两篇文献的研究对象均出自期刊，不能更好地达到文献计量对原始数据数量上的要求，同时

可能存在期刊风格的导向性影响研究内容和方法使用多样性的问题。张红春等基于文献计量学共词分

析，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分析了 2001 年至 2010 年 10 年间国内社会保障研究的知识图谱与
热点主题 [3]（P116-126），该研究的方法及思路相比前人大有改进，但数据较为陈旧，可以考虑进一步更
新，如果能选择更权威的文献来源，得出的结论会更为可靠。本文在此基础上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方
法进行文献计量，对社会保障研究的高产作者、高产机构进行图谱展示与分析，对关键词进行共词和聚

类分析，科学梳理该领域研究的聚焦点和轨迹，并对关键词进行分类得出共词矩阵，最终确定词频较高

的聚类，对各聚类的关注度与新颖度进行量化。通过战略坐标图的方式展示我国社会保障研究课题的分

布情况，并对该领域的前沿动态进行有效追踪，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另外，

本文选择 CSSCI 数据库 1998 年至 2018 年该领域的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资料更为充实，数据
来源更具科学性与权威性。借此为学者更好地把握我国近 20 年来社会保障的研究轨迹及前沿提供有
力的参考和依据。

本文搜集 CSSCI 数据库 1998 年至 2018 年初篇名中包含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养老保障、养老保
险、医疗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失业保险、生育保障、生育保险、就业保障、住房保障、工伤保险的

文献共 8075 篇作为研究对象，文献的年度分布如图 1。从发文量的分布来看，社会保障的研究经历了
1998 年至 2002 年的平稳阶段，2003 年至 2008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8 年以后的缓慢下降阶段，其中
2008 年至 2010 年是社会保障研究最鼎盛时期。

图 1 CSSCI数据库 1998年至 2017年社会保障研究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二、发文量居前作者和机构的图谱分析

本文使用 C. Chen 开发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工具 CiteSpace 对待研究的期刊和学科领域的发展进行
计量评价¬ [4]（P359-377）。CiteSpace 集科学计量学、图形学、应用数学等学科理论方法，通过可视化
图像方式将海量数据中的信息挖掘并展示出来，更直观形象地显示某一学科领域的整体图景和发展趋

势 [5]（P164-170）。下面就 CSSCI 数据库中社会保障研究的期刊发文量居前作者、机构进行图谱分析。
（一）发文量居前作者

以 1998 年至 2018 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每一年为一个切片，设置阀值为每一切片中前 10 位
（TOP10）作者，运行 CiteSpace 软件，形成由 161 位高产作者构成的知识网络图谱（见图 2）。图中
显示了这段时间社会保障的高产作者以及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在图 2 中，1998 年至 2018 年初社会
保障研究发文量最多的有：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邓大松（43 篇），其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内容
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制度整合等，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

¬ 有关参数说明：1. 频次（Frequency），即出现的次数，知识图谱中单元节点大小与其频次大小成正比；2. 中介中心度（Centrality），即知识
图谱节点与节点的连接情况，表示该节点在网络中的联通作用；3. 聚类指标（Modularity），衡量图像聚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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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行中的难点分析——兼析个人、集体和政府的筹资能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分
析》《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敏感性实证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秉文（33）篇，其研究的主要
方向和内容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名义账户制、社保碎片化等，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有《“中等收入陷

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社保“碎片化制度”危害与“碎片化冲动”探
源》《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等；武汉大学的薛惠元（31 篇），其研究的
主要方向和内容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一社会养老保险等，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有《“新农

保”财政补助政策地区公平性研究——基于 2008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
制探析》《新农保能否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等；华中科技大学的丁建定（30 篇），其研究的主要方
向和内容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等，被引频次较高的是《居家养老服务：认识误区、理性原则

及完善对策》《构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原则与途径》《新农保的“协调”与“配合”——新农保
可持续运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详细内容见表 1。

图 2 社会保障研究 1998年至 2018年初的高产作者图

表 1 社会保障研究 1998年至 2018年初发文量居前作者表

作者 发文量 主要研究内容

邓大松 43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企业年金 制度整合

郑秉文 33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名义账户制 社保碎片化

薛惠元 31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城乡统一社会养老保险

丁建定 30 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郑功成 28 农民工社会保障 全国统筹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

李 珍 25 个人账户 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保障预算

申曙光 24 社会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穆怀中 23 社会保障水平 适度水平 负担系数（水平）

李 放 21 农村社会保障 农民工社会保障 居家养老

何文炯 20 基本医疗保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王延中 20 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 社会救助 老年保障体系

刘昌平 20 农村养老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城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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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文量居前机构

以 1998 年至 2018 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每一年为一个切片，设置阀值为每一切片中前 10 位
（TOP10）机构，运行 CiteSpace 软件，形成由 120 个高产科研机构构成的知识网络图谱（见图 3）。
1998 年至 2018 年初社会保障研究发文量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其次是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
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详细内容见表 2。

表 2 社会保障研究 1998年至 2018年初发文量居前的机构表
机构名称 发文量 机构名称 发文量

中国人民大学 310 北京大学 63
武汉大学 211 西南财经大学 62

西安交通大学 8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9
上海财经大学 84 浙江大学 55
华中科技大学 78 吉林大学 4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6 南京农业大学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 75 辽宁大学、中山大学 43

图 3 社会保障研究 1998年至 2018年初的高产机构图

进一步分析上述居前研究机构的内部发文构成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在社会保障研究的发文量主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武汉大学在该领域的发文量主要来自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西

安交通大学主要来自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主要来自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主要来自社会学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来自公共管理学院。其他具体构成情况见表 3。

三、我国社会保障的研究轨迹

从众多文献数据中挖掘某一领域的研究聚焦点和轨迹的方法有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 [6]（P5-13）。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对输入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矩阵的生成，然后运用生成的
矩阵获得关键词共现矩阵。我们运用 CiteSpace 生成实证研究所需要矩阵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是对文献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主要是对文献进行筛选，确保数据属于该研究领域的 CSSCI
期刊论文。其次对文献数据的关键词进行规范化处理，主要包括无关键词文献的关键词的提取；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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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会保障研究 1998年至 2018年初机构发文量的内部构成表

机构名称 内部构成 发文量 内部构成 发文量

中国人民大学（310）

劳动人事学院 129 法学院 28
公共管理学院 51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 15
中国人民大学 37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10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36 统计学系 4
武汉大学（211）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201 商学院 10

西安交通大学（88）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47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
经济与金融学院 22

上海财经大学（84）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59 经济学院 10
上海财经大学 15

华中科技大学（78） 社会学系 72 社会学院 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76）
公共管理学院 40 财政税务学院 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 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所 1

键词的文献的不规范关键词的删除，如现状、对策等无明确指向的关键词；关键词的同义词、缩写词的统

一和规范，如医疗费和医疗费用、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等。随后对文献数据进行格式转换，格式转换是

因为 CiteSpace 对输入的数据有具体格式要求，需在输入软件之前对数据的格式进行转换，转换成软件
默认的格式。这时就可以对 CiteSpace 软件进行相应的设置，在设置界面主要操作如下：时间切片设为
每年一个时段；根据本部分的需要将分析的内容设为关键词；阈值分别设定为（3，2，20）（3，2，20）（3，
2，20）。最后运行 CiteSpace 软件，在 project 文件夹中生成关键词矩阵。运行结果共获得 376 个高频
次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谱中节点的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频次的高低，

节点越大，频次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的强弱，连线越粗，共现的强度越大。

图 4 社会保障研究 1998年至 2018年初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如图 4 显示，1998 年至 2018 年初社会保障研究 CSSCI 数据库期刊文献的关键词共现频次居前五
位的是社会保障（1337）、养老保险（1041）、社会保险（460）、医疗保险（406）、社会保障制度（386），
关键词共现频次居前的还有农民工、个人账户、养老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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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等。这些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内容形成 1998 年至 2018 年初社会保障研究的主体内容，它构成
了该领域知识网络的主要路径，也反映出近 20 年来我国社会保障的研究轨迹。再利用谱聚类方法对上
文生成的关键词矩阵进行处理，得出我国社会保障的研究聚类，见表 4。

表 4 社会保障研究的聚类名称表

聚类号 聚类名称 聚类号 聚类名称

1 退休金 36 社会保障供求

2 社会主义 37 医疗保障制度

3 公共选择 38 基本社会保障

4 公费医疗 39 社会保障问题

5 服务国家 40 制度变迁

6 失业保险 41 投资组合

7 社会公正 42 社会保障待遇

8 福利国家 43 财政与税收

9 户籍制度 44 养老金替代率

10 经济体制 45 参保行为

11 社会保障事业 46 可持续

12 北美洲 47 制度缺陷

13 退休人员养老 48 财政负担

14 养老方式 49 供给侧改革

15 制度供给 50 社会保障税

16 城镇居民医保 51 社会保险制度

17 制度完善 52 养老保障

18 经济体制改革 53 现收现付

19 新农保制度 54 基金积累

20 住房保障 55 社会保障支出

21 中低收入群体 56 制度创新

22 参保对象 57 城镇化

23 人口老龄化 58 延迟退休

24 基金管理 59 职业年金

25 社会保险基金 60 城乡一体化

26 养老保险体系 61 居民消费

27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62 公共财政

28 社会保险法 63 社会统筹

29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64 人力资本

30 商业医疗保险 65 土地保障

31 统帐结合 66 失地农民

32 社会福利制度 67 社会保障水平

33 社会统筹基金 68 最低生活保障

34 医保碎片化 69 转制成本

35 和谐社会 70 城镇职工

四、我国社会保障研究的动态分析

对某一领域的前沿动态分析可以通过战略坐标分析来实现。所谓战略坐标（Strategic Diagram）分
析，是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二维平面图，将聚类的新颖度指标设为纵坐标，将聚类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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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标设为横坐标，通过各聚类在坐标图四个象限中所处的位置来考察其在新颖度与关注度方面的分

布情况，分析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分布、变化趋势以及研究热点等 [7]（P251-264）。其中新颖度是一
种离均差，通过用聚类平均共现时间与全部共线关键词的总平均共现时间之差来衡量该聚类的新颖程

度，其中聚类平均共现时间通过该聚类所有关键词的共现时间求均值得出。新颖度（即离均差）的值若

为正，表示该聚类的研究时间较晚，正值越大表明越靠近现在；新颖度的值若为负，则表明该聚类的研究

时间较早，负值绝对值越大时间越久远 [8]（P90-92）。关注度是指各个聚类中关键词的共现频次的平均
值与所有关键词共现频次的平均值之差，用来衡量各个聚类的被关注程度，正值表示该聚类受关注程度

高，负值表示该聚类受关注程度较低。

图 5 战略坐标图四象限区域界定图 图 6 我国社会保障研究战略坐标图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各聚类在该研究领域所处的位置，可将战略坐标图四个象限进行区域界定（如

图 5）。位于第一象限的聚类，新颖度与关注度指标均大于 0，表明此聚类在该领域属于研究热点且备受
关注，该象限中聚类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兼具高新颖度和高关注度的特点，是当前该研究领域的研究重心

和代表所在，可将其定义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区域。位于第二象限的聚类，新颖度大于 0 但关注度小于
0，表明此聚类在该领域属于新的热点问题但关注度尚不足，随着关注度的提高，该象限的聚类将会移到
第一象限，成为未来较成熟的热点研究课题，因此可将第二象限的区域定义为潜在区域。位于第三象限

的聚类，新颖度和关注度均小于 0，表明此聚类在该领域属于相对陈旧的研究课题和方向，近些年关注
度已不高，基本属于边缘化的研究内容，我们将其定义为边缘区域。位于第四项象限的聚类，关注度大

于 0 但新颖度小于 0，表明此聚类在该领域虽然不属于研究热点，但仍然备受关注，基本属于本领域的
基础研究课题和内容，我们将其定义为基础区域 [9]（P91-94）。利用上文聚类分析的结果，对我国社会保
障研究领域的 70 个聚类进行战略坐标分析，得出我国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战略坐标图（见图 6）。
位于第一象限的核心热点聚类有：3 公共选择、14 养老方式、15 制度供给、17 制度完善、21 中低收

入群体、28 社会保险法、34 医保碎片化、49 供给侧改革、57 城镇化、58 延迟退休、60 城乡一体化、67 社
会保障水平聚类。其中 34 医保碎片化、49 供给侧改革、21 中低收入群体、28 社会保险法更为新颖；3 公
共选择、67 社会保障水平、58 延迟退休的关注度更高。

2010 年《社会保险法》颁布之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开始进入社会各阶层保障利益的整合
阶段，公共选择制度缺失开始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关于公共选择

制度缺失和如何构建该制度的问题备受理论界关注。《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在利益整合方面迈出了一大

步，关于该法律的实施状况、与国外相关法律的对比、影响效应和未来发展建议等方面的研究也成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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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热点问题。公共选择制度的建立对推动国家同多元政策诉求主体协商，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

保障利益协调，维护社会保障政策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一段时间内都会

较高。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可持续性方面提出了

更高要求。同时，养老方式的转变、失地农民的增加、就业方式的转变等都对社会保障制度供给提出了

新要求。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因而如何整
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在养老与医疗保险制度上的平等和管理

资源上的共享，以及如何增强城乡统筹制度的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并保证可持续性，进而促进城乡统筹

发展就成为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医保碎片化问题以及城乡一体化已成为近几

年的前沿热点问题。2014 年，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
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6 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整合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统筹发展得以推进。

党的十八大同样提出，“合理确定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使保障水平持续、有序、合理地提高”。社会保

障水平如何确定和评价的问题早年就有学者研究，2012 年之后，如何提高保障水平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2018 年，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成为两会热点，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度极高，非常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深入
研究。关于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如何通过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

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来给予其全方位的保障，如何开展精准扶贫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十八

大之后，特别是到了如今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中之重。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

障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带来挑战的重要经验举措就是延迟退休，自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关于延迟退休的

问题就始终受到学术界关注，2013 年至 2015 年该方面的文献研究数量达到顶峰。尽管延迟退休的具体
实施方案即将于 2021 年出台，但出台之前的再度考量以及出台后的实施状况及效应都可继续关注。
面对我国长期实施需求管理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我国及时调整政策方向，2016 年开始实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其中在应对分配结构失衡问题时，包括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等

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就成为重要的抓手，在促进公平、缩小差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

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全面提升供给能力，而社会保障制度设置的灵活

性给降成本预留了空间，这与前期的科学研究和论证是分不开的。在需求方面，社会保障的社会经济稳

定器功能始终不可小觑。在经济新常态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伴随的阵痛背景下，社会保障在供需两方面

的作用发挥及效能分析都可以作为研究主题继续给予关注；而 2020 年初新冠疫情下的社会救助、失业
保障（包括稳就业）、全面降费等各方面的社会安全网作用的发挥都将成为热点议题。

位于第二象限的潜在聚类有：7 社会公正、16 城镇居民医保、20 住房保障、30 商业医疗保险、36 社
会保障供求、38 基本社会保障、45 参保行为、48 财政负担、62 公共财政、64 人力资本、65 土地保障。其
中 36 社会保障供求最为新颖，48 财政负担、45 参保行为、62 公共财政、65 土地保障、20 住房保障等课
题也都是非常新颖的，可以作为继续深入研究的对象。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个渐进式的过程，同时也有政府主导、行政垄断的特征。但随着公共选

择制度的发展，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开始关注供求两方面。需求方面开始重视社会公众和企

业的利益与诉求，从行为经济学的前沿角度分析其参保行为，对制度改革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也给予需求方——社会公民获取了来自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和促使其
个人争取更高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需求方的人力资本问题也是在该角度比较新颖的课题。社会保障的

供给方面最终所要追求的目标自然是社会公平公正，如何使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越来越凸显是供给方需

要重点思考的问题。2012 年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现企业与机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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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2014 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尘埃落定，成为全面深化改革
走向保障制度公正公平的重大亮点；截至 2016 年，城乡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都得以建
立，城乡保障制度的大并轨进一步体现了保障制度朝向公正公平方向发展。此外，基金统筹层次的提高，

也是解决地区差异问题，保证制度公平，利于更大范围内的互助共济作用的发挥，提高制度可持续性的

重要举措。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养老保险要“提高统筹层次”，在尚未实现全国统筹之前，2018
年国务院首先建立了养老保险基金的中央调剂制度。这些体现制度公平性的改革实践层层推进，与学术

界一直以来的深入研究是分不开的。当然公平性的体现，公共财政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我国从老龄

化社会马上要步入老龄社会的今天，公平性体现得越充分，财政负担就越重。在经济新常态及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行的当下，若以减负降费来保证社会公众的需求和企业的供给能力，那么政府财政就要担负

起更大的责任。如何来解决公平性与财政负担之间的平衡关系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土地保障是个老话题，毕竟一直以来我国农民的保障主要依靠土地。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农村的土地保障功能大小，失地农民的土地保障丧

失等问题。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经开始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2005 年，我国适时提出推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其中经济方面提高农业产值、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农村建设加速了农业产业化运营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而土地保障问题又一次被学术界关注，但却有了

新的阐释。在此之前，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2004），明确了关于“农民集
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2014 年，国务院又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给了土地保障

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使其重新受到学术界关注。关于住房保障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市场配置和

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住房保障成为一个

重要议题，关于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公积金制度等方面的探讨在 2012 年文献数量激增，虽在之后有
下降趋势，但对于在城市生活的中低收入群体来讲，住房保障始终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位于第三象限的边缘聚类有：2 社会主义、4 公费医疗、8 福利国家、10 经济体制、26 养老保险体系、
53 现收现付、69 转制成本。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

1992 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的转型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宏观体制上的
改革就是探索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关

于转制成本等问题都是早年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就越来越少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不断探索中建立和完善的，早

些年关于借鉴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经验的研究很多，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越来越清晰，

内容越来越完整，也为了更加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学界关于福利国家的探讨就不多见

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是最传统的模式，我国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基金

筹集模式时对各种模式的研究和探讨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国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选择了部分积累、统账

结合的制度模式，早年的学术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公费

医疗制度建立于 1952 年，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医疗保障制度，由于
保障水平高，医疗资源浪费、财政负担加重等弊端凸显，从 2010 年开始公费医疗制度正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部分省市开始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并将国家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截至 2020 年初，已有 24 个省市取消了该制度，因此关于公费医疗的财务负担及影响效应等方面的
研究都比较早，近年来学术界鲜有关注了。

位于第四象限的基础聚类有：1 退休金、6 失业保险、9 户籍制度、11 社会保障事业、13 退休人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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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18 经济体制改革、19 新农保制度、22 参保对象、23 人口老龄化、24 基金管理、25 社会保险基金、27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1 统帐结合、32 社会福利制度、33 社会统筹基金、35 和谐社会、37 医疗保障制度、
39 社会保障问题、40 制度变迁、41 投资组合、42 社会保障待遇、43 财政与税收、44 养老金替代率、46 可
持续、47 制度缺陷、50 社会保障税、51 社会保险制度、52 养老保障、54 基金积累、55 社会保障支出、56
制度创新、59 职业年金、63 社会统筹、66 失地农民、68 最低生活保障、70 城镇职工。其中 35 和谐社会、
24 基金管理、59 职业年金、40 制度变迁、44 养老金替代率的关注度更高。

1991 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企
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的序幕，社会保障事业要真正走向社会化、多

层次化，社会保障问题也开始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随着《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的颁布，以
及随后各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条例的出台，社会保险制度开始走向统一，围绕着社会保险制

度方面的研究包括统筹方式、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与管理、养老金替代率、医疗保险等开始成为理论界关

注的问题。2005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再次提出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的退休金问题始终倍受国家重视，学术界的

关注度也始终不减。在此期间，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地区分割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得到理论界的关

注，对跨省流动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进行探讨，国家也很快出台了《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2009），理论研究基于实践，反过来对制度改革也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由于我国养老金替代率较低，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必要的，职业年金是重要的补充保

障方式，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始终跟进。由于社会化的保障制度逐步建立之初，先从城镇着手，农村的制

度建设逐渐在探索中建立，根据城乡发展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特点设置了不同的制度，在此实践基础上，

户籍制度、新农保制度得到了广泛关注。当然该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城乡

一体化制度的逐步建立，将不会再受更多关注，但由于当时相关研究数量多，关注度一度很高，造成软件

处理时被列入基础研究问题。2000 年开始，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深远，尤
其是养老问题，当然医疗、护理需求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此人口老龄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社

会保障问题研究的重要背景或影响条件。基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如何解决与完善制度缺

陷，开展制度创新，尽可能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成为理论界长期关注的话题。

2006 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保障在
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诸多风险和问题，提高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被赋予了不可

推卸的历史使命，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也促使学术界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开始了历史上最高

关注度水平的六年时间。2008 年新《劳动合同法》颁布，规范了劳动合同的签订，为职工社会保险待遇
的获取提供了保障。2010 年《社会保险法》颁布，社会保险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就此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达到一个相对稳定阶段，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关注度稳中有降，相应的学术关注度从 2012 年开始
有所下滑，但社会保障的基础研究课题始终还是有学者在关注，也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最后需要做三点说明，一是文献计量的可视化方法在使用过程中所做的规范化处理会使类似的关

键词表述方式统一化。二是居前作者和机构的显示受阀值设置的影响，本文所设置的是每一年作为一个

切片时的前 10 名（TOP10）作者和机构，如果当年未进入前 10 名的作者和机构的发文量是不计入统
计数据的，因此最终统计出的作者和机构发文量与其自身实际发文量比较会少一些，这与其是否在每一

年都进入前 10 名有关系，但这种统计方法对研究总体规律并无太大影响。三是本文研究的文献对象未
能包括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因此关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与社会保障问题相结合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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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没有体现出来，很显然新技术的出现给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机遇和更多可能性，也给学术研究带来

了新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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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rajectory on the Field of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and Its Frontiers

Bibliometrics Based on CSSCI Database from 1998 to Early 2018

Liu Dandan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ssue of social securi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concer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ere is no lack of summary research in this field, but there is less research using the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CSSCI database, bibliometric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nd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method is used to show the top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Co word and cluster analysis are used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focus and track in this field, and the strategic coordinate map is constructed.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usters of “population ages”, “fund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are the basic research topics
in this fiel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and so on is hot topic. The novelty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social security”, “insured behavior” is high, but the attention is not enough, so they are potential
research topic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CSSCI database; aging popul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upply-side r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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