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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卫·哈维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学者，开创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学者吴敏率先

将大卫·哈维思想介绍到国内，他在对大卫·哈维进行访谈后，发表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论资本

主义》一文，随后引起其他学者对大卫·哈维思想不断深入研究。[1]大卫·哈维涉猎很广，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

空间转向的研究中，还是在文学评论、美学理论、城市空间等领域；无论是社会空间辩证法、时空压缩、新帝

国主义等的批判性论点，还是空间研究的整体路径，都独具特色，其理论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较为

深刻的影响。
本文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从 2001 年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相关文献开始至 2017 年 1 月，采用数据可视化

分析手段，通过作者、关键词分析并结合相关参考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实现对国内研究大卫·哈维的论文之

热点、前沿的全景扫描，以期较为客观地对目前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总结，为进一步研究大卫·哈维的思想理

论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获取

CNKI（中国知网）是国内最大最全的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设置检索主题为“大卫·哈维”，在资源类型中

选择“期刊”，检索时间定为 2001 至 2017 年，共在数据库中检索到数据 152 条数据。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

最终得到论文文献 151 条，其中每一条数据包括文献的篇名、作者、摘要、关键词、单位等信息，以纯文本的

格式保存。
1.2 研究方法

本文以定量分析、内容分析和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相结合的方法为基础进行研究。科学知识图谱是一个

以科学学为基础，涉及应用数学、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诸学科交叉的领域，是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

新发展。[2]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可以显示国内研究大卫·哈维的历程和内容，从而了解大卫·哈维研究的方向、
研究热点以及研究前沿的演变。本文采用的具体方法为论文作者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绘

制科学知识图谱的软件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版本号为 4.5.R1，这是近年

来在知识图谱分析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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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结果分析

2.1 论文年度分布

通过对由 CNKI 检索到的 151 篇文献进行年度数量统计后发现，2001 至 2009 年间，关于大卫·哈维的

研究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突变发生在 2010-2011 年，随后几年一直处于上升期，在 2014 年达到顶峰，

如图 1 所示。研究表明：

（1）全球在 2009 年发生金融危机，大卫·哈维发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过度积累”，并提出生产体系与商品链重构的解决方案。[3]这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其思想的关注，随后，大

卫·哈维的著作《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简史》、《希望的空间》等著作中文译本相继面世，有助于学者更

加高效地研究大卫·哈维及其理论。
（2）2011-2014 年，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走中国

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

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4]在对新

型城镇化的解读上，城市的动力机制、公平机制、公共服务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大卫·哈维的思想如“资本积

累”、“空间理论”、“城市空间”等给众多学者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相应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加，从而

在 2014 年达到顶峰。

2.2 论文作者分析

通过统计 2001-2017 年间主要作者的论文数量得到了论文产量分布表，如表 1 所示，高产作者依次为

吴红涛、董慧、张佳等。通过 CiteSpace 软件生成作者的关系图谱可以看到，形成了以吴红涛、杨宇振、董慧、
赫曦滢、胡大平、崔丽华等学者为主的以大卫·哈维为核心的不同方向的学术团队，团队和团队成员之间的

关系通过群组的核心学者连接，研究方向大致包括经济方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积累等）、政治方向

（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空间理论方向（城市空间、空间修复）等。

作者 篇数 作者 篇数

吴红涛 9 胡大平 3

董 慧 6 钱厚诚 3

张 佳 5 叶 超 3

李春敏 4 冯旺舟 3

赫曦滢 4 郝胤舟 3

杨宇振 4 唐旭昌 3

崔丽华 4 赵海月 3

尹才祥 3

表 1 大卫·哈维文献作者论文发表数量分布

图 1 大卫·哈维文献研究 2001-2017 年论文发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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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主题分析

（1）关键词图谱绘制。关键词是研究论文的精髓所在，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越多，即该关键词在图谱中共现频次越高，反映出该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情况。本文从数据中的关键词入手，

通过对其关键词出现频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卫·哈维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 软件中导

入数据后，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选择合适的阈值，调整节点位置，得到如图 2 所示的大卫·哈维研究热点

图谱。在图 3 中，圆环的大小反映了关键词出现频率次数的多少，年轮的厚度与该年的被引频次成正比。由

于本文是利用“大卫·哈维”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的，“大卫·哈维”词条必然在图谱中显示为最大最重要的数

据，而且它和各个节点之间都存在关联，因此该节点就显得非常突出。其余各个节点的年轮大小显示了各自

在国内大卫·哈维研究中的重要性。其中，“新自由主义”成为大卫·哈维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其次还有“全

球化”、“新帝国主义”、“空间生产”、“资本积累”、“马克思主义”等也是研究的重点。

（2）关键词共现聚类及内容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法是对当前发表文献的直接统计，寻找当前论文集中

关注的主题，反映在趋势形成之后的焦点、热点。[5]通过对关键词聚类进行分析，可以找到学科领域研究的热

点，并可能发现热点的研究趋势。大卫·哈维文献研究关键词分布如表 2 所示。

如表 3 所示，将大卫·哈维的研究文献进行聚类后，共得到 5 大类，分为不同的主题词和年份，结合表 2
进行如下分析。

图 2 大卫·哈维文献研究研究热点图谱

表 2 大卫·哈维文献研究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数量 关键词 数量 关键词 数量

大卫·哈维 37 现代性 6 不平衡发展 3

新自由主义 15 城市空间 6 大卫大卫·哈维 3

全球化 14 乌托邦 5 托马斯 3

新帝国主义 11 后现代 4 人文地理学 3

空间生产 10 后现代主义 4 空间修复 3

资本积累 9 资本批判 4 不平衡地理发展 3

马克思主义 8 空间理论 4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3

剥夺性积累 7 辩证乌托邦 4 新型城镇化 3

时空压缩 7 时间―空间修复 4

harvey 7 资本主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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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类是“后现代”。大卫·哈维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致力于将马克思思想融入地理学中，即坚持从

资本积累物化过程和阶级斗争冲突结构来透视现代城市的内在矛盾、冲突和危机，并主张对其进行积极的

替代。[6]其著作《后现代的状况》中提出资本主义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转变所导致，是人们体验时间和空间方式的改变，是“时空压缩”造成了一个在文化特征上的“拼贴社会”。[7]

同时他认为后现代是一种文化经验与再现的重大转变，即社会、文化的变迁，其深层根源则是政治—经济机

制的空间转变。
第三大类是“空间生产”。大卫·哈维提出的空间理论是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思想，认为当代社

会最为重要的是空间的思维方式。空间不再是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一种外在性的存在，而应

成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8]虽然福柯认为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
证的”，[9]但空间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辨证的和静止的东西”。大卫·哈维坚持认为空间和时间都以客观的多

样性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积极建构着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在任何社会中，空间和

时间的实践活动都是微妙和复杂的。
第二大类和第四大类都是“大卫·哈维”。这是关键词在计算分类时，由于其词频都较高所引起，后续关

键词也有所相同。“城市空间”、“时空压缩”、“空间理论”、“社会化生产”等都是大卫·哈维思想的重要标签。
第五大类是“金融危机”。大卫·哈维认为，因为过度生产，利润率降低，劳动力剩余以及剩余价值找不到

有利可图的投资等原因造成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由于这种资本的生产方式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必

然会造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危机，即局部危机、转移危机和全球性的危机，而发生在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

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大卫·哈维认为，解决这种危机可以通过资本的三个回路来解决，

第一种是资本向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第二种是向以城市建设环境投入；第三种是资本

向社会性花费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获取剩余价值。[10]

根据关键词排名数量发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帝国主义”、“空间生产”、“资本积累”、“马克

思主义”、“剥夺性积累”、“时空压缩”等词都是大卫·哈维思想的研究重点，结合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经济

建设，中国迫切需要不断升级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针对全球化、新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

根源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逐步变成常态发展的阶段，防止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

积累所碰到的问题，同时在中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中解决空间生产及公平服务矛盾等问题。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作者、关键词和内容的分析，得到了大卫·哈维的研究示意图和论文研究主题、研究前沿的

演化，为国内的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补充。
（1）大卫·哈维的学术思想从 2001 年被介绍到我国，2010 年研究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这与当时在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关，至 2014 年达到顶峰。
（2）在对大卫·哈维的研究中，形成了以吴红涛、杨宇振、董慧、赫曦滢、胡大平、崔丽华等学者为主的学

术团队，他们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并出版了相应的著作和译作。
（3）在研究内容上，作为一个跨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思想有机

结合起来，在后现代化、空间生产、金融危机、城市空间、新帝国主义等方面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思考，为国

表 3 大卫·哈维文献研究聚类结果

ClusterID Size Silhouette Label（LLR） Label（MI） Year

0 58 0.911 后现代 大卫·哈维；空间理论；时空压缩；后现代文学 2012

1 35 0.956 大卫·哈维
城市空间；大卫·哈维；空间化；大卫；城市经济；

城市社会空间；日常生活实践；空间隔离；空间分析；政治问题
2010

2 32 0.932 空间生产 大卫·哈维；空间；空间生产；马克思主义 2012

3 27 0.855 大卫?哈维 大卫·哈维；空间理论；时空压缩；后现代文学 2010

4 26 0.931 金融危机
生态正义；大卫·哈维；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生态；深生态学；政治议程；空间尺度；空间研究；历史地理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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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4 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关于大卫·哈维的知识图谱分析，发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分析的论文数据都是 CNKI 数

据库中包含的，虽大体可以显示大卫·哈维研究的相关信息，但不少作者发表的英文研究成果及著作并不含

在本研究内容中，因此数据还不够全面，研究成果的全面性还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需要对外文研究资源

进行整合，提高数据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可与多种研究方法如文本分析法进行融合，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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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arvey in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ZHANG Xin
(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 visualization tool, applie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and carries out analysi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re－
garding David Harvey from 151 articles in CNKI database. The study shows that David Harvey is a scholar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geography and has pioneered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aterialism. He has pro－
posed constructive thinking on the aspects of postmodernism, space production, financial crisis, urban space and
neo-imperialism, which provid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or domestic study of Western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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