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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梳理和总结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研究脉络，可深化对中国人口分布规律的认识并为人口均衡发展、区域协

调发展等国家战略提供参考。以1994~2024年CNKI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相关论文为数据基础，利用信息

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绘制发文作者、机构、核心关键词等知识图谱，通过梳理文献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

特征、影响因素、合理性与预测等研究进展进行回顾。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分布发文量总体增多，近年

来研究热情稳中稍降；发文作者、机构有一定的学术联系，但缺乏广泛、紧密的合作网络；研究内容主

要集中在揭示不同时空尺度下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构建多维度多要素指标体系解析其形成机

制，围绕“胡焕庸线”进行人口分布的合理性评估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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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can dee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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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Using the relevant papers from Chinese core journals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1994 to 2024 
as the data foundation, utilizing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ol CiteSpace to create knowledge 
maps of authors, institutions, core keywords, etc., review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spatial dis-
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rationality, and forecast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volume of publications on the distri-
bu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bu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enthusiasm has slightly 
declined;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have some academic connections, but lack a wide and close collab-
orative network;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focuses on reveal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the population at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s,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variate index system to analyze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onducting rational evalua-
tions and forecast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ound the “Hu Huanyo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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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且地域辽阔，因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1]，人口分布长期处于不均衡

的态势，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存在地域差异[2]-[4]。事实上，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对实现

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问

题始终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6]，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分布正

是人口发展在空间上的映射。因此，清晰把握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状况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分析人口空间

分布有助于深入理解某一地方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状况等，是评估人口与自然资源或社会

公共服务匹配程度的重要基础。研究人口空间分布对协调人口、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必要，可以

为引导人口合理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参考，为区域未来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还对推

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分布是地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7]，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8]。人口分布是人口过

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称为人口空间分布，它是指一定时期内人口在一定地区范围的空间分布状况，

研究人口空间分布的地域差异、揭示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和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的基本任务[9] [10]。在自然

环境、经济社会、制度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人口分布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人口过程及其

影响因素的发展变化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而鲜明的地域差异长期存在[2]。明晰人口分布及其变动的问

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人口分布格局、过程和规律的认识，深化对人地关系的理解，更是推动人口地理学

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是关系国家战略发展

和深化人口分布规律的核心，是政府和学界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既有研究对中国人口分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地理学、人口学领域。对已有成

果进行总结、对研究热点进行归纳是学者把握学科研究领域和探索发展规律的必经之路，更是完善学科理

论体系、促进学科发展的必要途径。传统的研究学科领域发展的方法较为费时费力，学者们需要大量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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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的文献，尽量全面覆盖，然而过程繁琐且易带入主观判断，可能造成一定的误差。近年来，计算机

信息可视化技术带来众多便利，涌现出一批学者利用 CiteSpace 引文分析工具剖析学科演化动力机制，探寻

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文献，把握学科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前沿。在中国人口空间分布这一研究领域，较

少见到梳理研究发展脉络的文献综述，更鲜有利用网络引文分析工具认识研究进展的文献，实属缺憾。 
有鉴于此，使用 CiteSpace 分析工具并结合传统的文献梳理办法，借助知识图谱辨识和追踪研究主题

及热点，力图对中国人口分布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瞻望。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借助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工具，对中国人口分布相关文献的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进行词

频、聚类、热点分析。为确保数据的全面性与权威性，以中国学术期刊(CNKI)的“核心期刊”和“CSSCI”
数据库作为数据源，该数据库集中了研究最前沿和最核心的研究成果。人口分布也称人口空间分布，它

的内涵更广阔全面，以“主题词 = 人口分布”为检索式，检索出 1994~2024 年间收录的中国人口分布相

关期刊论文，截至 2024 年 3 月 26 日，共检索到 2494 篇文献。剔除书评、会议摘要以及与中国人口分布

不相关的文献后得到 1585 篇文献。 

3. 时空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3.1. 时间分布 

文献数量变化情况是可以衡量该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指标，根据发文量年度状况绘图。图 1 显示，

总体上中国人口分布研究相关文献数量呈增长趋势，近年研究热度稳中有降。近三十年的发展可以概括

为三个阶段：(一) 初见起色阶段，时值世纪之交，关注人口分布的研究逐渐增多。(二) 快速增长阶段，

得益于定量分析在人口分布研究中广泛应用，GIS 与遥感技术进步为这个阶段发文量的快速增多推波助

澜。尤其需要关注 2014 年，这一年“总理之问”掀起研究热潮，针对李克强总理提出“胡焕庸线怎么破”

的问题，众多学者对“胡焕庸线”稳定性进行探讨，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丰。(三) 稳步发展阶段，这一阶

段对人口分布的热烈讨论仍有延续，大体稳定中热情稍有减退。 
 

 
Figure 1. Volume of article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1994~2024) 
图 1. 中国人口分布发文量(1994~2024) 

3.2. 空间分布 

CiteSpace 作者与机构共现分析可以识别出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及研究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应关

系[11]。对发文作者及机构分别进行共现分析(见图 2)，节点大小表示发文数量的多少，关系线及节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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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随时间推进由紫色向黄色过渡。从发文作者来看，学者之间有一定的学术联系，2010 年之前张善余、

李若健、王桂新三位学者在人口分布领域取得较多研究成果，2010 年之后，以封志明为中心、以游珍和

杨艳昭为辅助形成较大的研究合作网络，还涌现出刘盛和、戚伟等发文贡献较多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

高向东的节点最大且颜色过渡最为丰富，表明对人口分布持久的关注且硕果累累。 
 

 
Figure 2. Author’s co-occurrence chart 
图 2. 发文作者共现图 

 
从发文机构来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占据发文量的前三名，说明它们是人口分布研究的中坚力量，图 3 显示，名列前茅的机构具有比较广泛

的学术合作网络，也表明在中国人口分布研究领域享有一定的声誉。其余机构踊跃参与人口分布的研究，

显示出这一领域受到较多的高校或机构广泛的关注，具有较强的研究潜力，然而大多数研究机构分布较

为分散，联系强度偏弱。 

4. 内容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4.1. 关键词知识图谱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总结，可以反映文献的核心内容。以一年为时间切片，选取

出现次数前 10%的关键词绘制共现图谱(图 4)，节点大小表示频次，颜色过渡表示年份。其中人口分布、

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空间格局、胡焕庸线、流动人口、城镇化等词频繁出现。进一步对关键

词进行聚类，聚类图谱表明该领域不同的关注点，每个聚类标签都是共现网络中的关键词，聚类 Q 值大

于 0.3，S 值大于 0.7，表明聚类显著且结果可以信服。 
根据聚类和时间线图(图 5)可以发现，“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引发学者们的持续关注，人

口密度、人口重心是测度人口空间分布的常用指标，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在诸多实证中被学者们反复探

讨，流动人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21 世纪初，一些研究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人

口空间结构进行分析，还关注了人口迁移行为及其行为主体流动人口，这与“打工潮”密切相关，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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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ssuing agency co-occurrence chart 
图 3. 发文机构共现图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Chart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4.134065


谯群瑶 
 

 

DOI: 10.12677/gser.2024.134065 683 地理科学研究 
 

 
Figure 5. Keyword timeline chart 
图 5. 关键词时间线图 

 
大城市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内陆的流动人口，这引发学者们的广泛讨论。2005 年以来，

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及与“城镇化”的关系博得众多关注，主要探究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在这条主

线上，“胡焕庸线”的稳健性是重要议题，这是由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是影响城镇化的一大关键，相关

的讨论络绎不绝。2010 年前后对“公平性”的讨论增多，多涉及公共服务、卫生资源配置等。近年来，

不断完善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加速了人口流动，社会经济因素对区域人口分布作用明显。分析发现，

中国人口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人口空间分布的合理性等方面。 

4.2. 研究内容的梳理 

4.2.1. 人口空间分布的度量 
人口密度是最常见的人口分布测度指标，它可以直观反映地区人口分布稀疏稠密的差异，然而人口

密度作为平均数会掩盖计算范围内的差异，洛伦兹曲线、基尼指数、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等常常用来

考察人口分布是均衡还是集中。人口重心及变动可以表现某地区人口分布的中心区位或总趋势，子区地

理坐标可以是行政首府、研究区几何中心或更低一级子区人口分布状况计算得到子区人口重心的坐标[12]。
学者们采用定量指标、多种统计指标，构建计量模型等衡量人口分布格局[13]，随着方法和技术的进步，

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和 GIS 空间分析等进一步探讨人口分布规律的研究与日俱增。人口分布具有空间自相

关性，可以克服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在研究人口分布差异方面的不足[14]-[16]，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可

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指标度量空间自相关。 

4.2.2. 人口的时空分布特征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决定我国人口分布“西疏东密”的总体特征仍然保持稳定，但经济发展、公

共服务水平等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程度正在不断提升，这使得区域尺度上的人口再分布呈现出动态性，人

口空间集中化趋势，如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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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尺度上，由于方法技术进步和数据来源逐渐丰富，既可回溯千百年前的人口分布，也能从精

细的时间尺度呈现人口分布。模拟中国近 2000 年来人口地理的动态演变发现以“胡焕庸线”为基调的人

口东西部分布格局约形成于 13 世纪[17]，利用 OpenGeoDa 软件发现近 300 年来人口数量总体呈波动上

升趋势[18]。较多研究以数十年为研究尺度，1960 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19] 
[20]，近年来涌现出采用更加精细尺度的研究，如分析城市昼夜人口分布特征[21] [22]、实时预测区域人

口分布[23]。 
在空间尺度上，人口垂直分布集中在海拔 500m 以下的地区[24]。由于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总体上是

稳定的，目前众多研究集中在描述区域或县级尺度的人口变化和差异。例如，以市域为单元剖析改革开

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人口分布演化的特征和规律[25]；从分县尺度考察人口分布非均衡性测度与趋势变化

[26]；以乡镇为单元精准细致地刻画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态势[27]。此外，特定地形区域或范围的

人口分布特征也受到关注，例如高原高山区、边境地区的人口分布[28] [29]。 
从特定群体来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人口迁移流动是影响地区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动力，当时特大

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布特点得到初步探讨[30]，随后关于流动人口在某省、某城市的分布研究增多，近年来

关于流动人口在全国层面、省域层面的空间分异格局、分布演变等研究较多[31] [32]。少数民族人口分布

及变动同样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33]，有学者还关注高学历人才分布，旨在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

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34]，老年人口分布研究多与健康水平、养老资源配置相关[35]。此外，贫困人口，

残疾人、婴幼儿，历史人物，同性恋群体等的空间分布也有学者关注。 

4.2.3. 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人口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自然地理条件是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因素逐步成为主导因素。关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通过 GIS 空间分析和回归模

型分析来实现，影响因素从单一影响因素扩展到自然、社会、经济等综合因素，越来越多研究以多层次

多维度的指标进行定量研究。具体地区需要具体分析，特定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应结合历史地

理条件展开分析。 
梳理学者们的具体研究，考虑单一因素的研究较少，例如将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演变进行对比分

析，考虑经济对人口分布演变的影响[36]。构建多因素指标模型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丰

富，从不同角度认识人口分布[37]。例如，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叠加分析，经济因素在技术

进步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人口空间格局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38]；创建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深入挖掘，

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得以定量揭示[5] [39]；地形起伏度、水网密

度、路网密度、地铁高铁等基础设施和城际联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也获得了充分的关注[40] [41]。在疫情

背景下，疫情管控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也受到关注[42]。 

4.2.4. 人口分布的合理性与预测 
在合理性评价方面，由于研究目的和指标选取不同，结果也会有所差异。既有学者研究发现区域发

展极端不平衡导致我国人口区域分布不合理[43]，也有学者构建人口潜力指数评价合理性，得出我国整体

上人口分布比较合理的结论[44]。合理性评价主要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相关。 
在人口分布预测方面，大多是通过预测人口规模、分布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科学参考。例如，

根据数学模型定量分析上海中心城人口分布趋势预测其人口分布郊区化将持续发展[45]；利用空间自相

关理论和灰色预测法预测人口空间分布模式[46]；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增长，构建自上而下的人口预

测方法预测并研判未来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化[47]。还有学者利用手机定位数据对人口分布近实时预测[23]，
这可以为制定公共安全应急语言、探索城市居民活动规律、协助城市交通诱导等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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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利用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分析工具，基于 CNKI 的“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追踪和梳理

中国人口分布这一研究方向的发展脉络，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发文量的时空分布上，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发文数量总体增多，最近几年研究热情在平

稳中稍有降低。学者与机构在中国人口分布研究中参与广泛且来源宽广，发文作者、机构之间有一定的

密切关系，然而未形成联系强度大的网络，呈现部分集聚，总体分散的特征。 
(2) 在既往文献的研究内容上，结合关键词知识图谱梳理发现：日益丰富的数据源和逐渐进步的分析

技术为从更加精细的时空尺度揭示人口分布演变规律创造了条件，特殊群体和特定区域的人口分布逐渐

受到关注；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单一要素转变为综合要素的考察，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空间

格局短期变动的影响作用凸显；评价人口分布的合理性与预测人口分布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颇受重

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为政府政策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等提供依据，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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