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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移民国际研究态势的文献计量评价

王鹏龙，王勤花，安培浚，李恒吉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 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兰州 730000）

摘 要：随着人口增加和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环境移民问题已成为生态、环境以及人口学方面的研

究热点。以 SCIE 和 SSCI 数据库研究论文为数据源，利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和 UCINET

软件对其进行数据挖掘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稳态增长趋势；美国及其

主要机构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家和机构层面，中国及中国科学院发文量较多，且近年来研

究较为活跃，但研究水平、影响力有待提高；美国、德国、英国在国际合作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中

国及其研究机构与其他国家和机构的合作研究关系较弱；研究主题主要关注生态保护、扶贫性移

民、移民迁出地和安置区、移民社会学及其政策等方面。
关键词：环境移民；文献计量；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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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和区域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移民问题成为国内外新的研究热点。国际移

民组织（IOM）发布的《2013 国际移民报告》指出当前全世界共有 2.32 亿移民[1]，其中环境驱动

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研究预测到 2050 年，全球因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将超过 2 亿人[2]。
1970 年代，世界观察研究所的 Lester Brown 针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与

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大量人口迁移，首次提出了“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的概念[3]。1985 年，El Hinnawi 在联合国环境项目报告中采用了“环境难民”概
念，从而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4]。Swain 在 1996 年提出了“环境移民”（environmental mi-

gration）一词[5]，亦有学者使用“环境非自愿移民”(environmentally displaced per-

sons)、生态移民(ecological migration)等。国际移民组织在 2007 年界定了“环境移民”
的概念：环境移民是指由于突发性或渐进性的环境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

影响，从而被迫或自愿离开居住地的个体或群体。这种迁移行为或是暂时性的，或是永久的，

迁移目的地或是国内或是境外[6]。
1980 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受到政策和实践的驱动，

国内对环境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在生态移民方面。1983 年的宁夏南部山区的“吊庄移民”是
中国生态移民实践的开始，随后在河西走廊、内蒙古、三江源等地区陆续实施了大规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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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移民论文年代分布

移民工程。
文献计量作为一种有效分析科学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

领域[7]。本文拟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环境移民研究领域的国际研究力量、现状、热点以及发

展态势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环境移民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与分析工具

1.1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公司 Web of Science 信息平台下，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创建的科学引

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收录了全球各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科技期刊，其收录的文献

能够反映出科技前沿的发展态势。在充分文献调研的基础上，以 SCIE 和 SSCI 为数据库，构

建了检索式：TS= ((‘‘Climate change’’OR ecolog* OR Deforestation OR Desertifica-

tion OR Disaster OR Drought OR Environment* OR Flood* OR EI Nin～o OR Hurri-

cane OR Landslide OR ‘‘Natural hazard’’OR ‘‘Sea-level rise’’OR Tornado OR

Tsunami) AND (people OR population OR human OR person) AND (Migrant* OR

Refugee* OR Displace*))。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研究综述和学术会议论文，数据采集时

间为 2015 年 6 月。根据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主题类别，通过逐类阅读题名和摘要进行

人工判读，排除动物学、鸟类学、植物科学、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等不相关的类别论文。同

时，根据来源期刊排除分子生物学、动物生态等不相关的期刊，最终得到分析文献 1363 篇。
1.2 分析工具

汤森路透公司开发的专业数据分析软件 TDA(Thomson Data Analyzer)，可以对文本

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数据挖掘和可视化的全景分析。作为一种常用的文献计量分析工具，TDA

能够辅助从大量科技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情报，为洞察科学研究热点、技术发展趋势提供

有价值的依据。本文利用 TDA 对环境移民相关的科技文献的年代分布、期刊来源、主要研究

机构和国家等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UCIN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是目前常用的一种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本文利用其对国家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

进行可视化分析。

2 环境移民研究整体情况

2.1 年代分布

论文数量的年代分布

可以整体上反映研究的现

状和趋势。环境移民研究论

文整体呈稳态增长趋势（图

1）。最早的论文出现在 1970

年，初步探讨了移民人口在

环境影响中的作用。1990 年

以前，研究论文很少，环境

移民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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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移民发文的主要期刊

发文量（篇）

72

41

40

33

32

30

29

26

24

23

22

17

17

16

12

期刊名称

ECOLOGY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OECOLOGIA

DISASTERS

CONSERVATION BIOLOGY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LOBAL CHANGE BIOLOGY

BMC PUBLIC HEALTH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DISASTER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HUMAN ORGANIZATION

影响因子

5

4.036

3.248

1.023

4.32

4.754

0.889

0.839

8.224

2.321

6

1.648

0.755

1.142

0.75

表 2 主要国家发文变化 （单位：篇／%）

国家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中国

德国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瑞典

发文量

445

130

85

66

52

44

32

25

24

23

总被引频次

8041

2404

1598

1534

284

641

361

342

764

574

被引频次≥10 的论文

181

52

37

27

9

17

10

13

12

14

近 3 年发文量比重

32.58

40.77

30.59

40.91

46.15

34.09

31.25

24.00

25.00

0.00

注意。1991 年～2000 年，论文数量逐渐增加，年均论文数量 21 篇，是研究的起步阶段，该领

域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2001 年～2009 年，随着国际上环境移民活动的增加，论文数

量快速增加，此领域研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 年以后，论文数量急剧增加，年发文量在

2014 年达到最高点的 153 篇，并且逐渐趋于稳定。2001 年开始的近 15 年，研究论文快速增

加，年均增长率为 15.46%，最大增长率 46.81%出现在 2006 年，近 3 年发文量占论文总数的

33.23%。
2.2 主要期刊分析

学术期刊是研究成果发

表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某领

域研究论文所在期刊的分布

进行分析可以确定该领域的

核心期刊，为读者提供相关

借鉴，指导作者投稿，并为该

领域研究者对该领域相关文

献的搜集和管理提供一定的

依据[8]。
环境移民研究发文量前

15 位 的 重 要 期 刊 及 其 在

2013 年的影响因子如表 1。
前 15 位期刊刊文量占了论

文总数 的 31.84% ，《ECOLO-

GY》、《OECOLOGIA》和《BIO-

LOGICAL CONSERVATION》三

个 期 刊 上 刊 文 量 最 多 ，

《GLOBAL CHANGE BIOLOGY》期刊影响因子最高。从前 15 位主要期刊可以看出，环境移民研究

论文发表集中在生态与环境保护、灾害与公共健康、移民人口管理等方面。

3 研究力量分布和比较

3.1 研究力量分布

按第一作者所属国家统

计，环境移民研究的主要 10

个国家及其发文影响力如表

2。美国的发文量最多，共发

表 445 篇，占这 10 个国家总

发文量的 18.06%，其次是英

国和加拿大；总被引频次反

映了国家论文整体影响力，

美 国 总 被 引 频 次 最 大 ，为

8041，其次是英国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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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机构发文变化 （单位：篇／%）

机构

北卡罗来纳大学

中国科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西班牙高等科研理事会

康奈尔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佛罗里达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麦吉尔大学

发文量

15

11

10

9

8

8

8

7

7

7

总被引频次

223

54

296

422

218

277

21

96

242

45

被引频次≥10

的论文

7

1

4

5

4

5

0

3

3

2

近 3 年发

文量比重

60.00

63.64

20.00

22.22

37.50

25.00

75.00

57.14

0.00

42.86

王鹏龙 等：环境移民国际研究态势的文献计量评价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10）代表了各个国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高被引论文比例能反映各

个国家论文产出水平。美国高影响力论文最多，瑞典虽然高被引论文数最少，但其比例却最大，

为 60.87%，说明其论文产出水平较高。近 3 年发文量的比重反映了研究的活跃程度，中国近 3

年发文量比重最大，可见中国近年来在此领域研究最为活跃，其次，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美国

研究亦较为活跃。综上，中国发文量排名第 5 位，总被引频次最小，高被引论文最少，且高被引

论文比例亦最小，论文产出水平低，但是近 3 年的研究最为活跃，对此领域研究开始重视。
从机构层面看，发文量前

10 位的第一 作 者 所 属 机 构

（表 3） 中有 7 所属于美国，2

所澳大利亚机构，1 所中国机

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发文

量最多，其次是中国科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和西班牙高等

科研理事会。从总被引频次

看，西班牙高等科研理事会最

大，其论文整体影响力最大，

中国科学院虽然论文数量多，

但总被引频次只有 54，说明

其论文整体影响力较小。从高

被引论文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论文产出水平高，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水平较低。从近 3

年发文量比重看出，佛罗里达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在此领域研究最为活跃。
3.2 研究力量比较

论文数量及被引频次是分析研究成果质量的 2 个重要维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研

究者的实力和影响力。论文数量侧重于从量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机构对某领域的关注程

度，论文被引则侧重于从质的角度反映研究水平的高低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力。为比较上述主

要国家和机构的研究力量的强弱，本文采用一种相对位置投点象限图，以研究主题（国家 /

机构）的发文量为横轴，以其所发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纵轴，以发文量和篇均被引频次的

平均值作为坐标原点建立研究主体研究实力评估坐标系。位于第一象限的国家 / 机构，其论

文数量和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均高于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其研究具有很高的质和

量，而第三象限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位于第二象限的国家 / 机构，虽然其论文数量低于平均

水平，但被引情况却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其研究的量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提升，而第四象限的

情况则与此相反。
从国家层面看（图 2a），投射在第Ⅰ象限的只有美国和英国，说明其研究论文数量和质

量均高于其他国家，研究影响力领先其他国家；西班牙、瑞典、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被投射在第

Ⅱ象限。西班牙和瑞典论文质量较高，但其论文数量有待提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然相对

论文数量较大，但其论文质量较低，应该重视提升其研究质量；中国、德国、荷兰和法国被投

射在第Ⅲ象限，说明其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虽然论文数量相对较大，但其

质量不高，应同时重视提升研究质量。
从机构层面看（图 2b），位于第Ⅰ象限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影响力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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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构；位于第Ⅲ象限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麦吉尔大学和佛罗里大学整体研究水平有

待提升；中国科学院位于第 IV 象限，虽然论文数量较大，但其研究质量却远低于其他机构，研

究水平有待提高。

4 学科和研究主题

根据 ISI 数据库的学科分类，表 4 按论文量多少依次列出了环境移民研究所涉及的前

20 个学科领域。这些学科领

域大致可分为 4 个学科组：

①侧重于环境移民的生态、
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

面研究；②侧重环境移民相

关的人口学、人类学、民族、
社会学等问题研究；③侧重

环境移民相关的公共管理、
经济、区域等方面研究；④侧

重 环 境 移 民 相 关 的 公 共 环

境、卫生保健服务等方面研

究。从学科领域发文量看，最受关注的主要是环境科学与生态，其次是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公共管理和人口学。

关键词能较好地集中反映研究内容，通过分析关键词的变化可以全面把握该学科发展

的动态过程、特点和规律。通过对某一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 TDA 中，自相关系数地图(Auto-Correlation Map)可以

在相同的字段中寻找关系密切的项目，如寻找合作密切的发明人、国家。本文利用 TDA 的自

相关系数地图，基于 1363 篇论文的关键词词频，得到了 TOP100 关键词之间的共词关联可视

化图（图 3），揭示了环境移民的研究主题。环境移民相关研究主题主要包括：①基于环境、生
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的环境移民研究。涉及的关键词包括 ecology、conversation、bio-

diversity 等；②基于贫穷等扶贫性环境移民研究，包括人口承载力的脆弱性、移民城市规

图 2 主要国家（a）和机构（b）研究力量比较

学科分类

环境科学 & 生态

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

生物多样性 & 保护

公共管理

人口学

管理 & 法律

地理

人类学

自然地理

区域研究

表 4 环境移民涉及的重点学科领域

论文数

776

201

174

117

102

65

64

59

49

48

学科分类

城市研究

卫生保健科学 & 服务

商业与经济

地质学

社会学

社会工作

水资源

国际关系

社会科学

民族研究

论文数

48

38

37

32

32

29

27

24

20

18

（a） （b）

高等科研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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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移民 TOP100 关键词之间关联可视化图谱

表 5 环境移民研究国家和机构合作发文情况

合作国家或机构(个)

2

3

>3

2

3

>3

论文数(篇)

273

63

34

333

163

141

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20.03

4.62

2.49

24.43

11.96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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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可持续发展等。涉及的关

键词包括：poverty、vulnera-

ble population、urban

planning、sustainability

等；③基于气候变化、地区冲

突的环境移民及政策研究。涉
及的关键词包括：conflict、
climate change、human se-

curity 等；④移民安置区公

共健康、环境影响研究。涉及

的 关 键 词 包 括 ：resettle-

ment、public health、envi-

ronmental impact 等；⑤移

民迁出地的研究，包括土地利

用、移民后人口趋势等。涉及

关键词包括：protect areas、
land use change、popula-

tion trends；⑥环境难民的

社会学问题研究，包括移民的

性别、种族、移民适应性等。涉
及 的 关 键 词 包 括 ：gender、
ethnicity、adaptation 等。

5 研究合作情况

合作研究能促进学术交

流，有效提升研究成果水平和影响力，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合著论文是合作研究

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表 5 看，国家之间的合著论文为 370 篇，占全部论文的 27.15%。其中主要

为 2 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占了全部论文的 20.03%，而 3 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只

占全部论文的 2.49%。机构之间的合著论文为 637 篇，占全部论文的 46.74%。其中 2 个机构合

著论文占了 24.43%，3 个及以上机构合著论文占 22.30%。整体上，相比国家间合作，环境移民

领域的合作研究更多是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
为揭示国家和机构间的

研究合作情况，利用 TDA 生成

发文量前 10 的国家和机构间

的共现矩阵，然后用 Ucinet

和 Netdraw 软件进行可视化

分析，展现国家和机构之间的

合作网络（图 4）。中心度是应

用于网络分析的一个重要度

合作国家：

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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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用于测量网络中“元素”的重要性。其中，节点中心度研究能够识别网络中的重要节

点，其值大说明此节点占据重要地位[9]。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节点中心度大小，连线表明存

在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关系的强弱。可以看出，发文量前 10 的国家间的合作较为

密切，美国、德国、英国处于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与多个国家存在合作关系，在国家合作研

究中处于重要位置。发文量前 10 的机构之间合作关系较弱，基本是本国内的机构间合作，其

中，美国康奈尔大学在合作网络中位于重要位置,中国科学院和前 10 机构间没有合作。

6 结论与启示

基于 SCIE 和 SSCI 数据库，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环境移民国际研究论文进行了全面

分析，以分析当前环境移民领域的国际发展态势，主要结论如下：

（1）相关研究最早出现在 1970 年，但直到 21 世纪，环境移民领域研究才步入快速发展

阶段，且日益成为研究热点领域。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生态与环境保护、灾害与公共健康、移
民人口管理等领域期刊上，《ECOLOGY》、《OECOLOGIA》和《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发表

论文最多。
（2）在国家层面，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发文量最多，美国的综合研究影响力领先其他国

家。西班牙和瑞典发文量最少，但其论文质量很高。中国发文量虽较多，但论文产出影响力

小，但近 3 年研究最为活跃；机构层面，发文量前 10 位的机构主要为美国机构。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影响力高于其他机构，中国科学院虽然论文数量较大，但其研究质量

却远低于其他机构，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3）基于关键词关联分析，揭示了环境移民研究主要主题：基于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的环境移民研究；扶贫性环境移民相关问题研究；基于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的环境移

民及政策研究；移民安置区公共健康、环境影响研究；移民迁出地相关研究；环境难民的社会

学问题研究。
（4）论文合著分析表明，2 个国家或机构间的合作最为频繁，产出论文最多。机构之间的

合作研究多发生在同一国家机构之间。美国、德国、英国在国际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与

其他国家和机构的合作较弱。

图 4 环境移民前 10 位国家和机构的论文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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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WANG Peng-long, WANG Qin-hua, AN Pei-jun, LI Heng-ji
(Lanzhou Library /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enter fo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CIE and SSCI database, Thomson Data Analyzer and UCINET

were used to data mining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ing papering on environmen-

tal mi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envi-

ronmental migration is growing as a whole. The research of USA and its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dominate this field. At the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China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ublished many papers on this

topic, and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ir research work is more active. Howev-

er,the research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both need enhancing; USA, German and

UK are located in more important pla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

laboration networks. China and its institutions have a weak collaborative re-

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Research priorities from the

auto-correlation Map of keywords include ecological conversation,poverty alle-

viation, area of origin and resettlement, migration sociology issues and rele-

vant polic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progress and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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