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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普惠金融在提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2007年至2022年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的“北大核心”与“CSSCI”文献为

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其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各年发

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核心作者发文总量不大,尚未形成紧密的核心作者合作网络；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与

实时政策联系紧密,包括发展农村金融、普惠金融、金融扶贫等方面。在未来可以从数字金融、金融科

技、金融素养、乡村振兴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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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oor,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Peking University Core" and "CSSCI"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from 2007 to 2022 by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explore its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is on the rise in each year,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by core authors is not large, 

and a close core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In the future, in-depth re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on digital finance,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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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继联合国2005年第一次提出“普惠制金融体系”概念后,

我国逐渐启动新一轮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与改革。为解决“三农”

问题,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我国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如今,农村普惠金融工作在农村地区有

序开展,众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厚

的研究成果与经验。本文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农村普

惠金融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期望归纳出现有研究热点

及未来发展趋势。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以“农村普惠金融”为

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文章类型设置为“北大核心”与“CSSCI”,

由于首篇文献发表于2007年,故将检索年限设置为2007-2022年,

共得到文献554篇。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准确性,筛选并剔除了刊

物推介、要闻回顾等文献12篇,共得到542篇有效文献。以此542篇

文献为基础进行分析,展开对农村普惠金融研究热点与趋势的探究。 

2 研究现状统计分析 

2.1发文量分析 

农村普惠金融研究领域年度发文量能够客观反映该领域的

研究现状与趋势。总体来看发文量逐年呈上涨趋势,自2014年起

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这与国际普惠金融的发展、国内相关政策的

引导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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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2022年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发文量统计 

2.2重要作者分析 

2.2.1核心作者分析 

运用莱普斯定律,对2007-2022年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相关核

心作者进行分析,测得核心作者发文量共计145篇,占该领域此

期间发文总量的26.75%,核心作者发文数量未达到发文总量的

50%,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1]。 

2.2.2核心作者合作共现分析 

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农村普惠金融领域作者合作

共现进行分析。绘制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节点数

(N)为297,连线数(E)为107,网络密度(D)为0.0024。其中,马九

杰、郑海荣、陈潇湘、吴本健形成了最大的合作作者群,曾之明、

汪晨菊、余长龙,刘树梁、刘七军、李昭楠,粟芳、邹奕格、韩冬

梅也分别形成了合作群体。总体来看高产作者关联分布较为分散,

说明作者间联系不紧密,尚未形成庞大核心作者合作网络。 

 

图2 2007-2022年农村普惠金融领域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谱 

 

图 3 2007-2022年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3 研究热点与趋势 

3.1研究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从文章题目或正文中提取出来的用以代表文章研

究主题与中心的高频词汇,对于把握文章内容与主旨有着重要

作用。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如图 3所示,节点数(N)为

296,连线数(E)为626,网络密度(D)为0.0143。根据词频排序前

10的关键词情况如表1所示,中心度代表关键词的重要程度,当

中心度大于0.1时,表示该关键词相对重要。 

表1  排名前10的关键词共现频次及中心度 

序号 频次 中心度 时间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度 时间 关键词

1 245 0.96 2009 普惠金融 6 16 0.02 2017 金融扶贫

2 88 0.21 2007 农村金融 7 15 0.04 2011 金融排斥

3 56 0.17 2018 乡村振兴 8 12 0.07 2007 小额信贷

4 18 0.09 2010 村镇银行 9 12 0 2019 数字金融

5 18 0.01 2016 精准扶贫 10 7 0 2020 金融科技

 

由图3、表1可知,普惠金融节点最大,中心度为0.96,出现频

次最高,词频为245；农村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节点和词频较大,

中心度分别为0.21、0.17,词频分别为88、56；村镇银行、精准

扶贫、金融扶贫、金融排斥的节点和词频相对较大,其中心度和

词频排名相对靠前。这说明2007-2022年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普惠金融、农村金融、乡村振兴；其次是村镇银行、精准扶

贫、金融扶贫、金融排斥；对小额信贷、数字金融、金融科技

有一定的研究。 

3.2研究热点演进分析 

关键词随时间演变情况可以反映该领域研究重点的演化过

程,利用Citespace绘制关键词时区图探究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研

究主题的变化,如图 4所示。从2007年至2010年,研究主要围绕

小额信贷、农村金融、普惠金融、村镇银行展开。王睿等以小

额信贷的发展探究为主题,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小额信贷机构发

展现状和趋势展开了深入研究[2]。周孟亮等对我国农村普惠金

融发展的转变历程、形成过程、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3]。郭

兴平等实地调研了广西横县、灵山、田东3县的电子化金融服务

渠道,重构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4]。 

 

图4 2007-2022年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关键词演进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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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成为重点的研究方向。例如,

贾晋等以精准扶贫为背景从理论层面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创新发

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5]。陈亚军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结合

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

兴的影响机理[6]。 

3.3研究前沿探测分析 

根据关键词出现强度,得出中心性最强的15个关键词如图 

5所示。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关键词突现分为三个时期,初期的热

点关键词分别是：小额信贷、普惠型、金融服务、普惠制,其中

关于小额信贷方面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关于普惠性金融服务

方面的研究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中期的热点关键词分别是：村镇银行、金融普惠、影响因

素、精准扶贫、金融创新、金融扶贫。在研究中期,农村普惠金

融的研究转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水平、影响效应的分析。研究发

现整体来看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低,东西

部之间差距较大的问题突出,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

严重影响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

的发展对精准扶贫有促进作用[7]。 

 

图5 2007-2022年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关键词突现图 

近期的热点关键词分别是：数字金融、乡村振兴、金融科

技、脱贫攻坚、金融素养,这几个研究主题基本均从2018年兴起,

持续至今仍是研究热点。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能够促进农村

地区经济增长,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还

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间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自2019年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对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 结论 

关于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相对丰富,本文利用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该领域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计量分析,归纳整理其

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得到以下结论： 

从发文量来看,该领域发文量大体呈上升趋势。从核心作者

及作者合作共现来看,核心作者发文总量较低,尚未形成核心作

者群,高产作者关联分布较为分散,还未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关

系。从关键词频及聚类来看,普惠金融为该领域最重要关键词,

农村金融和乡村振兴的节点和词频较大,村镇银行、精准扶贫、

金融扶贫、金融排斥、小额信贷、数字金融的节点和词频相对

较大。从研究热点演进来看,该领域的基本研究主题与时事政治

有关。从2007年至2010年,研究主要围绕小额信贷、农村金融、

普惠金融、村镇银行方面,2015年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成为

热点研究方向。从研究前沿探测来看,研究初期的热点是小额信

贷、普惠型、金融服务、普惠制；中期的热点是村镇银行、金

融普惠、影响因素、精准扶贫；近期数字金融、金融科技以及

金融素养成为研究热点,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政策背景的研

究主题也成为该领域的热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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