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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中国知网数据库2005-2018年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研究的276篇文章为研究对象，运用CneSpace软件对
林业生物质源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探讨，以数学计量的方式更加客观地展示国内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
究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推动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的深入与发展。研究结果显示，2005-2018年，我国林业生物
质能源领域研究的发文量和文章被引量呈下降趋势；研究机构主要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其次是北京林业大学等林农
类院校，机构间无合作；集中研究的学者及学者之间的合作较少，但老龄化不严重，但仍需更多的学者关注；林业生
物质能源的研究热点逐渐从宏观层面转移到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上，发展趋势表现为将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对象具
体化、逐渐关注林业生物质能源的使用层面及其认可程度。并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随着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能源安全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开发可再生能源成为了世界
各国共同的能源发展方向（童晶晶等，2015）。生物质能源是组成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合理运用林业生物质能源
可以减轻国内的能源压力、减缓环境压力，使林业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张甜等，2014）。大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
已成为国际化发展趋势，为了促进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欧盟提出了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各成员国也结合各国
的实际情况提岀了各自的目标和要求，并采取了积极和务实的政策和措施（吴肖梦等，2014）。瑞典具有完备的林业
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Swedish Energy
Agency，2013），挪威的自然条件为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提供了保障（The Swedish Energy
Agency，2012），法国和芬兰通过木材获取的生物能居欧盟前列，最大限度地利用林业生物质能源（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2011）。整体来看，大多数欧盟国家在政策和技术上都给予了本国企业以最大的支持，较早地
意识到了开发生物质能源的重要性，因此，欧盟国家的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利用居世界前列。相较于国外，国内林业生
物质能源发展落后，差距很大。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政策中对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林业
生物质能源的关注，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实践发展也快于其理论上的研究。截止目前，国内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数
量不多，2005年第一篇有关生物质能源论文的发表是我国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研究的开端，随后国内学者相继发表了
相关文章，2007年出现研究的高峰，后又呈下降趋势。如果对国内林业生物质资源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综述性的量
化研究和梳理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对林业生物质能源多方位的研究，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工具对我国林业生物质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探讨，以期推动国内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
的深入与发展。以2003-2018年国内的文献为分析对象，从作者、关键词、发文机构等多个角度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
文献进行信息挖掘，综述我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现状、热点问题及其演化路径，科学地展示岀国内林业生物质能
源的研究进展及未来方向。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以在中国知网搜集的2003-2018年国内关于林业生物质能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以期刊为检索源，以“
主题”为搜索项，以“林业生物质能源”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剔除政策、研讨会、新闻、资讯、公报等非学术类论
文，共收集到有效样本文献276篇。

 1.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成果，分析工具为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陈超美博
士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文献计量工具（陈丽荣等，2017）。以收集到的276篇文献为研究对象，显示林业生物质能源
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用数学方程表达发展规律，采用引文分析方法及信息可视化技术，用曲线、图谱等形式将林
业生物质能源的相关研究规律绘成二维、三维、知识图谱、知识地图等图形。实际操作过程如下：先将搜索的有效期
刊文献以Reworks的格式导出，以.txt的形式进行保存，将保存的文献在文献计量工具中转化为其可分析的形式，分别
就研究文献分布年度、被引频次、发文机构、发文作者、研究热点、演化路径进行图谱的绘制，以数学计量的方式更
加客观地展示我国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现状，避免了对文献进行综述过程中主观因素的掺杂，有利于人们更加
客观地认识当前国内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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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统计分析

 2.1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规模及关注度

 2.1.1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规模

 自2005年以来，国内学者们开始关注林业生物质能源问题，研究核心内容为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问题，其研究的
规模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0年国内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呈现高峰期之后开始缓慢下降
，并在2012年有小幅上升，特别是2007年出现研究的顶峰。2006-2010年岀现的顶峰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如在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均提出大力推广生物质能源。从图1可见，国内对林业生物质能源问题的相关研究
规模小，即使在“十二五”规划中又提及生物质能源，但是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还是呈下降。我国的林业资源
丰富，具有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良好基础，林业生物质能源除了政策的引导外，还需要人们深入的认识以及相关技
术的发展，因此，需要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以此推动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快速发展。

 2.1.2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的关注度

 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准确地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的影响程度及其被关注度，表1表示2005-2018年
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领域中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文章及发刊来源。从表1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
究规模小，其影响程度低、被关注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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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机构特征

 为了解目前国内哪些机构在研究和关注林业生物质能源相关问题，本文将网络节点设置为“Institution”点击运行
开始图谱绘制，得到相关分析图谱及数据。在聚类分析图中，圆点的大小代表该机构发文量的多少，圆点间的连线表
示机构间的合作关系，有连线代表有合作关系，反之则无。从图2中可以看出，政府机构为主要的发文单位，农林类
高校发文量少，各研究机构间的无合作，非政府机构对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的关注度极低，高校学者研

 究的方向多从政策、企业的角度岀发，非高校学者从未来发展战略、落实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国家林业局（现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最多，发文篇数为7，其次是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文篇数为4，
其余机构发文篇数不足2篇，在未来的发展中，高校应提高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关注度，加大研究力度，各机构之间
应该实现资源共享，加大对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的研究投入，共同推进林业生物质能源的长足发展。

 2.3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的作者特征

 为深入研究我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文献发文作者的相关现状，本文将网络节点设置为“Author”点击运行开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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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绘制，得到相关分析图谱及数据。从表2中可以看出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发文作者的发文量整体呈现岀偏低的趋势
，发表论文篇数最多的数目仅为4篇，时间为2006年，其余年份不足2篇。发文量高的作者集中在2006和2007年，2008
年至今，发文量少。

 图3中仅有3位作者间有连线，说明学者在进行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方面合作少，发文量靠前的多为中年学者，学
者老龄化不严重。在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发文最多的学者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委员会主任贾治邦，发文4篇，在他发
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林业生物质能源的重要性及林业的发展方向问题，其次是天津农学院的吴武汉、国家三北防护林
建设局的梁宝君、孟新华、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生物能源办公室的钱能志，他们分别关注西北地
区生物质能源企业发展、农民与生物质能源的关系、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及政策问题。学者间应密切联系，加强合
作，拓宽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方向，提高研究质量与数量。

 2.4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热点问题的演化路径

 为了找到2003-2018年，国内林业生物质能源相关研究热点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将网络节点设置为“关键词”点击
运行开始图谱绘制，得到相关分析图谱及数据（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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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岀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林业生物质能源，次数为122次，年份为2006年，其次是林业、能源
林。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首年，政策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随后的几年中，林业生物质能源及其
相关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大幅度减少，近几年来更少。林业与能源林是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的依托，对林业与能源林
进行研究可以较大程度地推进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

 2006年的高频词有“林业生物质能源、林业、能源林、开发利用、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林业生物质能源本身上
，在研究初期多以认识林业生物质能源为主，量化的实证分析还没有开始。

 2007-2008年的研究开始不仅仅局限于政策认识方面，有向其他方面拓宽的趋势，具体关键词有“产业、农村、原
料林、定向培育、生活用能、生态文明、可再生、现状、生物质能源、文冠果”。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逐渐岀现了
实证分析，但是生物质能源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为人多用，最适用对象为农民，但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数目仅有4
篇，数量极少，关注方向不太准确。

 2009-2010年的关键词甚少，主要为“可出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森林火灾、森林碳汇”，研究方向杂乱，由于
文章数目较少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趋势，在2009年未出现高频关键词。

 2011-2013年，关键词开始具体化，主要关键词为“发展、商品林、生物质材料、能源树种、竹柳”等。从实证角
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但总体数量还是很少。2013年以后对于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的研究寥寥无几，不构成高频词
汇出现。

 从学者研究方向转变来看，人们看待林业生物质能源的视角产生了变化；从数量来看，对此领域的研究并无增多。
在未来的研究中，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趋势将朝着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注重应用，拓宽林业生物能源的发展新路
径。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工具对我国国内关于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研究表明，林业生物质能源
的研究文献主要分布在2006~2012年，总体呈现出倒U形，2005-2007年为上升趋势，2007年至今呈现岀下降趋势，关注
度开始降低；总体上来看，政府部门是国内研究林业生物质能源的主力军，各机构间无合作关系；理论界的专家、学
者们更多关注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及其发展方向，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发文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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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理论研究对实践研究的支撑能力弱；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政策问题成为这段期间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并呈现出宏
观层面上的研究为主。尽管如此，但从总体的发展趋势逐渐来看，呈现岀由宏观层面的研究转向实证研究，从林业生
物质能源的发展到如何应用到农户家中，并关注能源林的发展，将林业生物质能源落实到了实处，但研究数目少的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快速发展。

 3.2讨论

 目前，我国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处于枯竭状态，对外依存度高，为减少我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未来的能源利
用和发展重点应转向新能源和生物质能源。我国森林资源丰富，特别是人工林面积长期居于世界首位，林业生物质能
源的利用潜力极大，因此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3.2.1增加政府技术引导和资金支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资金投入是发展的关键。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对于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应
给予国内林业生物质能源企业以技术上的引导和支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带动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整体发展，同
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发展潜力大的企业一定的资金补贴；此外，国家应向高校拨付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的专项基
金，大力支持此领域的研究，以提高学者的关注度，提高理论成果的整体水平。

 3.2.2加强组织间合作，互学互鉴

 各机构间应克服地域上的障碍，加紧机构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合作不仅仅局限于同一地区同一学校间的合作
，应实现跨地域合作，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易在交流分享中实现创新。同时，理论部门
和实践部门间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林业院校及科研院所可以尝试和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实践部门进行合作，共同研
发，有效利用技术，增强理论研究对实践研究的支撑能力。

 3.2.3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欧盟等地区在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此，中国在探索林业生物能源
的过程中应及时制定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此外
，不能忽略优惠政策的制定，要在政策和资金的双向支持下共同促进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3.2.4顺应国际主流，不与国际脱轨

 在全球化背景下，脱离国际发展轨道，不利于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该顺应国际发展的主
流，紧跟发展步伐，加强林业生物质能源方面的研究与投入，必要时可以引进人才，将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带进国内，
形成扩散型发展模式，带动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速度，缩减与国际发展速度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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