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　第４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Ｖｏ１．３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ｕｇ．，　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２
　　作者简介：龚兴兰（１９６９），女，四川盐源人，学士，工程师，从事林业技术服务工作。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９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国际生态补偿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龚兴兰１，张昌玉２，庞　琼３

（１．盐源县梅雨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四川 盐源　６１５７０２；

２．盐源县盐井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四川 盐源　６１５７０３；３．盐源县林业局，四川 盐源　６１５７００）

摘　要：生态补偿是把外部的、环境的非市场价值转变为现实经济来补偿给因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
发展机会而导致损失的个人或区域。近年来，世界各国和各相关研究机构不断加大了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力度。本

文以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为基础，对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３年国际生态补偿研究文献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表
明，２０１３年的生态补偿研究论文的数量是１９９７年的１０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ＮＡＳ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期刊
的 ＴＧＣＳ和ＴＬＣＳ均排在前三；Ｗ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ｂｅｒａＥ、ＰａｓｃｕａｌＵ等５人为生态补偿研究的权威作者。美国、英国和瑞
士等发达国家在生态补偿领域的论文具有较大影响力，中国发文量位居第二，但在ＴＬＣＳ和ＧＬＣＳ等重要指标上不
占优势。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等机构的论文影响力较大。图１表７参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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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人类不可持续的活动导

致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作为区域生

态恢复的重要举措，生态补偿在资源环境管理和多

学科领域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社会各界

开始越来越重视生态补偿的研究。然而，生态补偿

的定义仍处于发展阶段。

在国际上，“生态补偿”通用英文名称一般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另外也
有称为“生态服务付费”（Ｐａｙ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Ｓ）或生态效益付费（Ｐａｙ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ＥＢ）。国内外对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自然生态补偿、生态补偿的时空分布、人文—

经济生态补偿、生态补偿的环境效益、补偿机制以及

各类型生态补偿的模式与对策等领域［１］。通常情

况下，自然生态补偿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

和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的缓冲和补偿作

用［２］。其中，国外早期侧重于自然生态补偿研究，

而国内由于研究历史较短，对生态补偿的研究重点

在短期环境效益上。

科学研究是一项前瞻性、时代性和持续性工作，

科研工作者和管理机构需要跟踪、把握某个领域的

国内外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成果，为该领域的研究提

供清晰的发展脉络，从而服务于科研工作者和管理

机构。充分利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的跟踪、检
索服务，有助于我们时刻把握国际前沿科研动态，全

面掌握该领域的信息［３］。

利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学分
析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多样性进展研究［４］、生态系统

研究［５］、生物土壤结皮进展研究［６］、国际生物多样

性研究［７］和园林生态学进展研究［８］等诸多生态领

域，但关于国际生态补偿的研究动态还未见报道。

本文从文献信息学角度，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生态

补偿研究文献的发文量、被引频次、国家、研究机构、

来源期刊以及学科分布等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

了解国际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态

势，捕捉国际生态补偿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为生

态补偿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以及生态补偿研究提供

借鉴，促进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跨越发展。



１　数据源检索与研究方法

１．１　检索词的选择以及检索方式
采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作为分析数据源，

对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３年（２４年）期间，收录的生态补偿
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检索式为：主题 ＝（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ＯＲ主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Ｒ主题
＝（Ｐａｙ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Ｒ主题 ＝
（Ｐａｙ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共检索出１０９０篇
文献。于２０１５年１月进行检索，下载引文数据，保
存文本文档，人工逐篇核查，剔除不直接相关的文

献，检索结果见表１。

表１ 生态补偿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检索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主要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 文献类型Ｔｙｐｅ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

文献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研究机构（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出版物（种）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研究作者（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期刊论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会议论文
（％）
Ｍｅｅｔｉｎｇ

综述（％）
Ｒｅｖｉｅｗ

会议摘要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新闻（％）
Ｎｅｗｓ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１０９０ １３０９ ６１５ ３３７１ ６８．１９４ ２７．７７３ ６．６９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２．２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

研究运用的具体方法是利用ＨｉｓｔＣｉｔｅ软件和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自带的文献计量分析功能进行研究并结合
计算机信息处理。定性分析主要是对学科综合理论

研究文献资料的归纳总结。对研究成果论文以发表

年度、发表国家、研究机构等信息输入 ＥＸＣＥＬ进行
初步分析，再将相关信息录入Ｏｒｉｇｉｎ７．５数据作图软
件做进一步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年代分布
对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３年生态补偿研究相关文献进

行统计后发现，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共收录生态补
偿文献１０９０篇。图１显示：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
中收录的生态补偿研究论文数量的增长趋势和被引

频次基本一致，虽有小幅度波动，但整体上呈逐年增

长趋势。生态补偿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为第一阶段，是生态补偿研究的萌
芽和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每年收录的文献在

２０篇左右，文献的被引频次在５０６次左右，除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８年外，文献数量和文献被引频次
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一致。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１年 ～
２０１３年，是生态补偿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在２００８
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转折点，比２００８年以前的
平均每年收录的文献数量净增长约３０篇。Ｓｃｈｅｅｒ，
ＳａｒａＪ［９］在２００６年分别提出了生态补偿的４个主

要类型：一是直接公共补偿（与中国的退耕还林工

程相似）；二是限额交易计划（如欧盟的排放权交易

计划）；三是私人直接补偿（自愿补偿）；四是生态产

品认证计划（生态友好性产品补偿）和流域保护服

务补偿。国内２００６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文件中明

确提出，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和谐社会，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现实需要一致。李文华［１０］等２００６年从经济学、环
境经济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生态补偿的概

念进行了梳理，综合了不同学者的意见，为生态补偿

宏观到微观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

研究、规划共同推动了国际生态补偿在更多研究领

域中的应用，促进了国际生态补偿研究论文数量的

增加，这与 ２００８年出现了一个明显增长点相关。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３年，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收录的生
态补偿文献被引频次和文献数量分别为２１１５次和
１８６篇。２０１３年的生态补偿研究文献数量是 １９９７
年的１０倍，近年来文献的被引频次整体攀升，反映
出生态补偿研究日益受到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并

成为了国际生态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２．２　来源期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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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领域研究者对

该领域相关文献的搜集和管理提供依据［１１］。以论

文数量排序可以迅速定位该领域的热门期刊，有助

于投稿者找到合适的期刊，而按总本地引用次数

（ＴＬＣＳ）排序可以快速锁定该领域的重要刊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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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篇文献被引频次（ＧＣＳ）很高，说明该文献被全
球学者关注较多。但是如果一篇被引频次（ＧＣＳ）很
高，而本地引用次数（ＬＣＳ）较低时，说明这种关注主
要来自与作者不同领域的学者。因此，这篇文献参

考意义和帮助可能就不大。但本地引用次数（ＬＣＳ）
高，表示很多引用该文献的文章都在当前数据库，即

与研究方向相关，更贴近检索者研究方向，参考价值

更大。因此，本文主要以总本地引用次数（ＴＬＣＳ）进
行排序分析。

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３年全球刊载生态补偿研究全部
文献数的１５８％来自以下前１０名期刊（表２），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收录生态补偿研究相关文
献的总本地引用次数（ＴＬＣＳ）中，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期刊占主导地位，总本地引用次数（ＴＬＣＳ）高达
７７７次。第２大生态补偿文献总本地引用次数的期

刊为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ＴＬＣＳ为１７１。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ＮＡＳ）的 ＴＬＣＳ为 １４８，排在第 ３
名。ＴＬＣＳ排在第 ４名到第 １０名的期刊分别为：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Ｓｃｉ
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在同一领域中对比，影响因子通常
用来评价期刊的相对重要性［１２］。影响因子最高的

期刊是美国Ｓｃｉｅｎｃｅ（影响因子３１４７７）和ＰＮＡＳ（影
响因子９．８０９）。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ＧＣＳ＝２５９３
次）、ＰＮＡＳ（ＴＧＣＳ＝１０６６次）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
ｇｙ（ＴＧＣＳ＝６４３次）期刊的 ＴＧＣＳ和 ＴＬＣＳ均排在前
三。

图１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的生态补偿研究论文数量的年变化（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３年）
Ｆｉｇ．１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表２ 生态补偿论文全球总本地引用次数前１０名期刊的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ＴＬＣＳ）ｏｎ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排名
Ｒａｎｋ

期刊名称
Ｊｏｕｒｎａｌ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ｄｅｘ

出版国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占总文献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ｙ
ｔｏｔ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ＧＣＳａ
（次）

ＴＬＣＳｂ
（次）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５１７ 荷兰 ８０ ７．３ ５８２ ７７７
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 ４．３２ 美国 １５ １．３７５ ６４３ １７１
３ ＰＮＡＳ ９．８０９ 美国 １６ １．４６７ １０６６ １４８
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８．４１２ 美国 ８ ０．７３３ ２５９３ ４２

５ 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Ｈｕｍａｎ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６ 英国 １０ ０．９１７ １２９ ３８

６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４７７ 美国 ２ ０．１８３ ２１４ ２２
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４．７５４ 英国 ８ ０．７３３ ２１７ ２０
８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４．０３６ 英国 １４ １．２８３ ３０２ １９
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４．１２６ 美国 ３ ０．２７５ １８３ １８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１８８ 英国 １７ １．５５８ ２１６ １７

注：ＴＧＣＳａ（ｔｏ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代表总被引频次；ＴＬＣＳｂ（ｔｏ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代表总本地引用次数。

１４４期 龚兴兰，等：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国际生态补偿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２．３　核心作者分析
按照全部作者统计，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３年共有

３３７１位作者参与生态补偿相关研究。分别以 ＴＬＣＳ
和发文量为基础进行排序和比较分析，得出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３年全球生态补偿研究论文中ＴＬＣＳ和发文量
排名前１０的作者（表３）。按发文量排序可以快速
定位该领域的高产作者，按 ＴＬＣＳ排序可以快速定
位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者。由表３可得，生态补偿研
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者有ＷｕｎｄｅｒＳ以ＴＬＣＳ（３７３次）
高居榜首。ＴＬＣＳ排在第２到第５的作者分别为Ｅｎ
ｇｅｌＳ（２６５次）、ＰａｇｉｏｌａＳ（２５４次）、ＣｏｒｂｅｒａＥ（１５９

次）和ＫｏｓｏｙＮ（１２８次）。ＴＧＣＳ排在第１到第５的
作者与以ＴＬＣＳ排序的作者一致。生态补偿研究领
域的高产作者如下：ＬｉｕＪＧ以发文量９篇排在第一
位。根据普赖斯定律，在某一领域中发表论文４篇
及以上的作者可看作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即高产活

跃作者［１３］。因此，在生态补偿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

前１０的作者均属于高产活跃作者。结合以 ＴＬＣＳ
排序和发文量排序可以看出，既是该领域重要研究

者，又是高产核心作者的有５人，分别为 ＷｕｎｄｅｒＳ、
ＣｏｒｂｅｒａＥ、ＰａｓｃｕａｌＵ、ＣｈｅｎＸＤ和ＬｉｕＪＧ。

表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全球生态补偿研究论文被引频次和发文量排名前１０作者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ｔｏｐｔｅｎｃｉｔ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９９０

～２０１３
排名
Ｒａｎｋ 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ＴＬＣＳ

（次）
ＴＧＣＳ
（次）

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ＬＣＳ
（次）

ＴＧＣＳ
（次）

１ ＷｕｎｄｅｒＳ ３７３ １０８０ ７ ＬｉｕＪＧ ９ ６０ ２７８
２ ６７９ ６ ＭｉｌｎｅｒＧｕｌｌａｎｄ ９ ４８ １６８
３ ＥｎｇｅｌＳ ２６５ ６５３ ５ ＥＪ ８ ８ ７３
４ ２５４ ４３１ ７ ＢｒｙａｎＢＡ ８ ３６ １２６
５ ＰａｇｉｏｌａＳ １５９ ３３９ ４ ＪｏｎｅｓＪＰＧ ８ ９６ ２８６
６ ＣｏｒｂｅｒａＥ １２８ ２８６ ８ ＰａｓｃｕａｌＵ ７ ６０ ２７４
７ ＫｏｓｏｙＮ ９６ ２１４ ４ ＣｈｅｎＸＤ ７ １５９ ４３１
８ ＰａｓｃｕａｌＵ ８６ ２３２ ３ ＣｏｒｂｅｒａＥ ７ ４８ ６６０
９ Ｍｕｒａｄｉａｎ ７８ ２７４ ７ ＤａｉｌｙＧＣ ７ ４９ １６３

１０ ＲＦｅｒｒａｒｏＰＪＣｈｅｎ
ＸＤＬｉｕＪＧ

６０
６０ ２７８ ９ ＦａｒｌｅｙＪ

ＷｕｎｄｅｒＳ ７ ３７３ １０８０

２．４　主要研究国家发文情况
表３列出了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３年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收录生态补偿相关研究发文量排序前１０名
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英国、瑞士等。

表４　生态补偿的发文量总数居前１０位的国家
Ｔａｂ．４　Ｔｏｐ１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排名
Ｒａｎｋ

国别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占总文献比例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ｙ
ｔｏｔ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ＬＣＳ
（次）

ＴＧＣＳ
（次）

１ 美国 ３３０ ３０．２ ８７３ ７６５０
２ 中国 １６３ １４．９ ７２ ８５２
３ 英国 １３３ １２．２ ３６０ ２５０９
４ 德国 ９３ ８．５ ８０ １０１９
５ 澳大利亚 ７４ ６．７ ７６ ９６６
６ 加拿大 ４７ ４．３ ４８ ８４９
７ 西班牙 ４５ ４．１ ６１ ６５４
８ 荷兰 ３７ ３．３ １１５ ７９８
９ 瑞士 ３２ ２．９ ３０９ １０７３
１０ 法国 ３０ ２．７ ３２ ４６１

生态补偿研究论文中美国参与了３３０篇，发文
量排名全球第一，占全部论文的３２２％，在该领域
中占主导地位。在发文量前１０的国家中，美国、英

国和瑞士的论文 ＴＬＣＳ和 ＧＬＣＳ都较高，美国的
ＴＬＣＳ和 ＧＬＣＳ高达８７３次和 ７６５０次，分别约为中
国的１２倍和８倍。可以看出美国在生态补偿相关
研究发文数量和论文的综合影响力上都占有优势。

中国在发文量上排在第二，但在ＴＬＣＳ和ＧＬＣＳ等重
要指标上不占优势。中国的 ＴＬＣＳ（７２次）和 ＴＧＣＳ
（８５２次）在１０个国家中分别排在第７位和第６位。
在ＴＬＣＳ和ＧＬＣＳ上，美国、英国和瑞士在前１０位国
家中名列前三，表明这些发达国家在生态补偿领域

的论文具有较大影响力。我国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被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收录的生态补偿研究论文与
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论文质量和综合影响

力有待提高。

２．５　主要研究机构发文情况
ｈ指数是美国物理学家 Ｈｉｒｓｃｈ于２００５年提出

用于“评价科学家的科研绩效”，ｈ代表高引用次数，
它是指一个机构（或国家、科研人员）最多有 ｈ篇论
文分别被引用了最少 ｈ次。ｈ指数越高，表明它的
论文影响力越大［１４］。分别以发文量和ＴＬＣＳ为基础
进行排序和比较分析，得出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全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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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研究论文中发文量和 ＴＬＣＳ排名前１０的机构
（表３），进一步采用ＴＧＣＳ和ｈ指数指标，分析国际
各个机构的影响力（表５，表６）。生态补偿研究产
出机构中发文量居前１０名的机构如表５所示。排
第１位的是中国科学院，发文量为２５篇。剑桥大学
发文量为２１篇，排第２位。发文量第３至第７的机
构分别为密歇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利兹大学、

东安格利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列第８的机构分别
为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和佛蒙特大学。

剑桥大学的 ｈ指数为１４，最高；斯坦福大学的 ｈ指
数为１２，排第２位，东安格利亚大学的 ｈ指数为１１

排第３，以上机构的 ＴＧＣＳ均大于６４８次，说明以上
机构的论文在该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利兹大

学和牛津大学的 ｈ指数、ＴＧＣＳ和 ＴＬＣＳ均较低，表
明其论文与发文量前１０的其他机构相比在生态补
偿领域的影响力较小。在全球生态补偿发文量前

１０位机构中，５０％的机构隶属于英国（５个高等院
校），可见英国在发文量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虽然

我国在生态补偿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排在首位，但是

综合ｈ指数、ＴＧＣＳ和 ＴＬＣＳ等指标来看，我国在生
态补偿相关研究中论文的综合影响力较低。

表５ 生态补偿研究发文量前１０个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
Ｔａｂ．５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ｔｏｐ１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ａｎｋｏｆＴＬＣＳ

排名
Ｒａｎｋ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ＬＣＳ
（次）

ＴＧＣＳ
（次）

占总文献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ｙｔｏｔ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ｈ指数
ｈｉｎｄｅｘ

１ 中国科学院（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 ２５ ４５ ３６４ ２．３ ８
２ 英国剑桥大学（Ｕｎｉ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２１ １６８ ９６８ １．９ １４
３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１９ ６９ ３７０ １．７ ９
４ 美国斯坦福大学（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 １７ １０６ １１０５ １．６ １２
５ 英国利兹大学（ＵｎｉｖＬｅｅｄｓ） １６ １８ ２６９ １．５ ７
６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Ａｎｇｌｉａ） １４ １７７ ６４８ １．３ １１
７ 美国哈佛大学（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 １３ ６１ ２８１ １．２ １０

８ 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ＵｎｉｖＬｏｎｄｏ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Ｍｅｄ） １２ ４２ １９２ １．１ ９

９ 英国牛津大学（ＵｎｉｖＯｘｆｏｒｄ） １２ ９ １６４ １．１ ７
１０ 美国佛蒙特大学（ＵｎｉｖＶｅｒｍｏｎｔ） １２ ８０ ３３４ １．１ ９

表６ 生态补偿研究论文ＴＬＣＳ前１０个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
Ｔａｂ．６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排名Ｒａｎｋ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占总文献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ｙｔｏｔ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ＬＣＳ
（次）

ＴＧＣＳ
（次）

ｈ指数
ｈｉｎｄｅｘ

１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Ｓｗｉｓ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ｕｒｉｃｈ） １１ １．０ ２９５ ７８８ ９

２ 亚马逊东方农业研究公司
（ＥｍｂｒａｐａＡｍａｚｏｎ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３ ０．３ ２６４ ６７２ ５

３ 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８ ０．７ ２５５ ６５９ ５
４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Ａｎｇｌｉａ） １４ １．３ １７７ ６４８ １１
５ 英国剑桥大学（Ｕｎｉ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２１ １．９ １６８ ９６８ １４
６ 美国斯坦福大学（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 １７ １．６ １０６ １１０５ １２
７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Ｇｅｏｒｇ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５ ０．５ ９１ ３５３ ４
８ 美国佛蒙特大学（ＵｎｉｖＶｅｒｍｏｎｔ） １２ １．１ ８０ ３３４ ９
９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ＣＩＦＯＲ） ２ ０．２ ７１ ２１１ ４
１０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１９ １．７ ６９ ３７０ ９

　　由表６所示：按照全部机构统计（共１３０９个机
构），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３年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生
态补偿研究论文ＴＬＣＳ排名前１０的机构依次是：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亚马逊东方农业研究公司、世界

银行、东安格利亚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佐治

亚州立大学、佛蒙特大学、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密歇

根州立大学（表５）。ＴＬＣＳ排名前６位的科研机构
中ＴＧＣＳ均大于１００次，除了亚马逊东方农业研究

公司、世界银行外（ｈ指数为５），ｈ指数均大于或等
于９，表明这４个机构的论文影响力较大。在排名
前６位科研机构中，有２个机构属于英国，表明英国
对生态补偿研究的重视程度较高，在该领域研究水

平领先。排名前１０的机构中，美国拥有４所大学。
以上说明美国和英国是生态补偿研究的主体。

ＴＬＣＳ排名前１０位没有中国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表
明我国在生态补偿研究论文影响力方面与美国、英

３４４期 龚兴兰，等：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国际生态补偿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国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２．６　高影响论文
通过分析本领域高影响力论文，可以调查与评

估不同国家或机构的科研实力与学术水平，也可探

讨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发展态势［２５］。表 ７列出了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以 ＬＣＳ排名前１０位的文
献，排名前１０位的文献大多来自美国、瑞士等发达
国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开展生态补偿研究较早，

在生态补偿研究中掌握的一手数据与研究方法比欠

发达国家更系统全面，加上英语语言的广泛通用性

和学术期刊影响力水平等因素，在全球生态补偿研

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从内容上看，研究生态

补偿的原理、实践和经验占多数，其次是对比生态系

统的不同尺度对生态补偿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一篇文章的引用次数达到一定数值以后，就会进入

一个类似绿色通道的状态，即后面的科研工作者在

检索相关文献时，会首先关注被引用次数多的论文，

引用该篇论文的概率会明显增大［２５］。另外，也会通

过引用高影响力文献来印证文献综述的代表性与典

型性，这可能是第１名遥遥领先于第３名及以后文
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以 ＬＣＳ排名前 １０的文献
中，文献的出版年份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８年及以后，生
态补偿研究高影响力文献主要出版在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０
年，说明发表的文献质量较以前更高，影响力更大，

也说明了近几年来全球加大了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力

度。在全球生态补偿研究排名前１０的文献中，作者
第一单位为中国的文献尚无。在文献来源期刊方

面，排名前１０的文献中有７篇文献来自于 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说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期刊在刊
载该领域高影响力文献中占优势，这也和来源期刊

分析的结果吻合。

表７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生态补偿文献ＬＣＳ居前１０位的文章
Ｔａｂ．７　 Ｔｏｐ１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ＬＣＳ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排名
Ｒａｎｋ

论文题目
Ｔｉｔｌｅ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

第一作者
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

第一机构
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出版年份
Ｙｅａ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文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ＣＳ
（次）

１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

ＥｎｇｅｌＳ［１５］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２００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３

２
Ｔａｋ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ｕｎｄｅｒＳ［１６］

ＷｕｎｄｅｒＳ［１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Ｚｕｒｉｃｈ
Ｅｍｂｒａｐａ

２００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８

３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Ｍｕｒａｄｉａｎ
Ｒ［１８］

ＡｍａｚｏｎｉａＯｒｉｅｎ
ｔａｌ ２００７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

ｏｌｏｇｙ ７１

４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ａｃｋＢＫ［１９］ ＣＩＦＯＲ ２０１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８

５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ｅｒｒａｒｏＰＪ［２０］ Ｒａｄｂｏｕｄ Ｕｎｉｖ
Ｎｉｊｍｅｇｅｎ ２００８ ＰＮＡＳ ５１

６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ｔｎＡ［２１］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 ２００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０

７ 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ＫｏｓｏｙＮ［２２］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 ２０１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３８

８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ｓｃｏｍｍｏｄｉ
ｔｙ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ＵＭＢ ２０１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３７

９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ＷｕｎｓｃｈｅｒＴ［２３］
ＵＮＥＰ（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ｖｉｒｏｎ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０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３３

１０
Ｇｌｏｂ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ｒｏｌｅｆｏｒ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ｅｒｒａｒｏＰＪ［２４］
Ｃｔｒ Ｄｅｖ Ｒｅｓ
ＺＥＦ ＢＧｅｏｒｇｉａ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２００１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
ｏｌｏｇｙ ３０

３　结论

（１）对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检索 １９９０年 ～
２０１３年生态补偿的研究得到了 １０９０条记录，随着

国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有关生态补偿研究的

发文数量从２００８年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因此，可
以推断未来在生态补偿研究的发文数量将持续保持

快速增加的趋势。

（２）生态补偿研究领域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期

４４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刊占主导地位，ＴＬＣＳ高达７７７次，在其刊载的文献
具有高影响力。影响因子最高的两种期刊为美国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ＰＮＡＳ。
（３）在论文影响力方面，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

家在生态补偿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综合 ｈ指数、
ＴＧＣＳ和ＴＬＣＳ等指标，我国在生态补偿相关研究中
论文的综合影响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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