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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
热点聚焦与发展理路
———基于 CNKI 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韩瑞波
(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基于 CNKI 论文

的文献计量分析，可得出若干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在热点聚焦方面，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聚类知识

图谱的剖析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内容广泛而复杂，主要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

改革、民主、法治及制度建设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究; 结合时区图谱与突变词的分析，改革开放

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理路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问题导向下的历史情境性、政策导向下的顶

层设计依赖性、治理导向下的研究嵌入性。在肯定既有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不足之处，

包括研究的波动性与理论研究的薄弱。因此，要注重增强研究的稳定性，同时，还要努力建构成

熟的理论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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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关于

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政治体制

改革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应用研究的探讨已形成

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因此，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

发展理路加以把握可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有价值

的知识参考。当前，已有诸多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

政治体制改革展开综述性研究，基于不同维度对既有

研究进行回顾和审视。例如，许耀桐将当代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 40 年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酝酿与启

动阶段、部署和展开阶段、调整与持续阶段、全面深

化阶段，并将政 治 体 制 改 革 的 着 力 点 归 纳 为 民 主 改

革、法治改革、善治改革、参与改革、基层改革五个

方面［1］; 房宁基于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时性观察

总结了其内在逻辑，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视为逻辑起

点，将保障人民权利、落实协商民主、采取试点策略

等作为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经验［2］。综观既有研

究，少有学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本身进行全方位回

顾，尚未有文献借助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及可视化软件

对该领域研究进行展示。基于此，本文试图弥补当前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在文献计量方法上的空白，以更加

直观的方式呈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和发展态势，

以期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启示。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择选中国知网( 以下简称 CNKI) 为来源数据库

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 1982 － 2017 年( 第一篇文献出现

于 1982 年) ，文献类型为“期刊”，检索时间 2018 年 1
月 21 日。在 CNKI 数据库中，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篇

名进行检索。筛选和整理检索结果，得到 CNKI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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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345 篇。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数据库

中导出的相关信息加以转码并进行文档拆分处理，最终

得到可分析的样本，在此基础上绘制出政治体制改革研

究的知识图谱，结合高频关键词与突变词的展示，以探

寻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并揭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发

展趋势。
( 二)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是综述类的论文比较常用的

方法之一［3］。其中，文献计量分析中经常使用的软件

工具 CiteSpace ( 引 文 空 间 ) 具 有 自 身 的 优 势 和 特 点。
CiteSpace 作为一款可视化的分析软件，聚焦于特定研

究领域的既有研究成果，在数据可视化形式与科学计量

学逐渐成长的背景下逐渐进入学界视野。它所展示出来

的知识图谱可以呈现出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布结构与

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知识图谱是对关键词

共现情况的可视化展示，也是词频共现分析的辅助工

具。此外，CiteSpace 软件提供了多种视图形式，聚类

视图( cluster view) 和时区视图( timezone) 是其中较为常

用的可视化类型，前者侧重于描述不同研究领域的知识

结构，后者则强调了各研究主题随时间推移而呈现出的

演变趋势［4］。因此，它们是本文主要采用的视图类型。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热点聚焦

本文选取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来论述改革开放以来

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热点。频次较高的词汇就是文章中

的关键词，它是对文章主旨的高度概括与凝练。这些高

频关键词就是知识图谱中的关键节点，它代表着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即是指不同的关键词出现于同

一文献之中。理解各热点主题之间的转化关系需要对关

键词共现进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聚类解析，

来探索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变化。

( 一) 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

在 CiteSpace3. 4. R3 创 建 新 的 运 算 目 录 界 面，把

CNKI 数据库中转换后的数据导入软件。选择最小树突

算法，单个时间分区设定为 1 年，选取“关键词”为节

点类型，并设定相应阈值，然后运行软件，可得到高频

关键词聚类图谱( 见图 1)。依据节点的大小，并结合关

键词频次情况，这些高频关键词依次是: 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过分集中、政

治生活、现代化建设、政治体制、政治改革、我国政治

体制、人民群众、领导制度、人民民主、邓小平理论、
机构改革、政治建设、以党代政、党的领导等等( 表 1
列出了频次在前 40 位的关键词)。由图 1 可知，聚类图

谱中的关键节点之间的连线是紧密而复杂的。整个聚类

图谱都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中心节点而扩散形

成的，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关键节点之间的共

现性最强，学者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正是从这种共

现性切入，来考察关键节点代表的研究主题之间的相

关性。

图 1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1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前 40 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政治体制改革 1968 11 领导制度 154 21 法治国家 82 31 党政不分 58
2 经济体制改革 494 12 人民民主 144 22 党内民主 80 32 党政关系 56
3 社会主义民主 477 13 邓小平 135 23 党政分开 72 33 领导干部 56
4 权力过分集中 391 14 机构改革 125 24 人民当家作主 70 34 中国改革 55
5 政治生活 261 15 政治建设 125 25 法制建设 67 35 资本主义民主 52
6 现代化建设 206 16 以党代政 122 26 国家权力机关 65 36 政府机构 49
7 政治体制 193 17 党的领导 120 27 国家政权 64 37 解放思想 42
8 政治改革 176 18 现行政治体制 93 28 社会主义国家 63 38 机构臃肿 5
9 我国政治体制 175 19 社会主义法制 88 29 经济改革 62 39 体制改革目标 41
10 人民群众 162 20 十一届三中全会 87 30 社会主义政治 58 40 政治协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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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点归纳

在 2345 篇样本中，尽管一些文献中的内容同时包

含若干热点主题，但经过比较分析和归纳分类之后，我

们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
民主、法治与制度建设等方面。笔者将结合高频关键词

与相关文献，对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点进行梳理。
1．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由图 1 和表 1

可知，“经济体制改革”是该研究领域中频次仅次于“政

治体制改革”的高频关键词，这表明“政治体制改革”与

“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性最强，学者们对二者关系的

论述也最为丰富。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

提出相适应的变革诉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需要完善利益调节、收入分配、公民权利保障、执

法司法、政府施政等方面的体制，需要一套完整而健全

的政治体制为其提供制度环境支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

构的民主政治的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对公民的合法权

利予以保护和规范。由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基于

政治体制改革方可巩固［5］。其次，经济体制改革所产

生的社会利益冲突最终会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金太军

等人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加速增量利益成长的同时，

往往会造成社会利益冲突的状况进而为以存量利益均衡

分配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制造难题。收入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拉大、利益表达失衡等问题的背后是深刻的社

会结构转型，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加以重新认知和有效

应对［6］。社会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作出回应，需要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和利益表达渠道加

以化解。最后，经济发展方式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虞崇胜等人认为，正是由于政

治权力在塑造经济形态与绩效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意

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关，质言

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规律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

之相匹配［7］。
2． 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如图 1 所示，“社会主义

民主”“人民民主”“党内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民主政

治”“协商民主”“民主监督”都是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民

主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8］。就政治体制的

界定而言，它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以

权力配置和职能划分为中心，以协调诸多社会政治组织

关系为任务，是具体的政治形式、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

的总和［9］。置于现代民主政治语境中，政治体制就成

为支撑宏观民主制度的载体，其评判标准便是能否释放

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制度精神［10］。政治体制改革中

的民主 改 革，即 在 改 革 中 推 进 党 内 民 主 这 一 工 具 引

擎［11］，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政治体制

改革研究总是围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开讨

论，相关著述不胜枚举。例如，黄仁宗将民主化视为政

治体制改革的目标［12］; 俞可平提出增量民主的思路，

认为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

义［13］; 高放认为，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作

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三大民主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4］;

胡伟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强调顶层设计，党内竞争

性选举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应然路径［15］; 徐湘林指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民主建设与西方的自由民

主相比，在导向和目标上都存在差异。中国的民主建设

是国家治理导向下的民主建设，不同于西方的自由竞争

选举为导向的民主建设。中国的适应性民主改革旨在改

善现行政治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16］。林尚立认为，

协商政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它从整体上

影响着中国民主共和政治的实践与发展。［17］陈家刚总结

了协商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协商民主

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明智选择。［18］

3． 政治体制改革与法治。“法治国家”“法制建设”
“司法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关键词是政治体制改革

研究聚类图谱中的关键节点，这意味着“法治”研究已

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框架。政治体制改革对法律的

体认经历了从强调法制到实现法治的发展阶段。在改革

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依赖“法制建设”，即法律法

规的健全和完善，对于法制的认知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

色彩，法律被视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工具。然而，随

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治理念得以建构，在新

语境下，法律的工具理性色彩式微，逐渐演变为一种自

身承载目的性和认同性价值的信仰与规范［19］。现如今，

法治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已在学界达成高度共

识。例如，章武生论述了司法体制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

革的重要意义，由于其平稳性、规律性与结果必然性的

优势，应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20］; 孙笑侠

认为，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政治体制改革要加

快法治化进程［21］。秦前红指出，以司法体制改革和监

察体制改革为引领，近年来掀起一股政治体制改革的热

潮，试错性改革已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然

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

有据，不允许改革试点脱离法治轨道。因此，改革试点

不得逾越法律授权和规定的权限，这体现出政治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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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法治化特征［22］。可见，法治化改革始终是纵贯政

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意在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和

法律体 系，在 此 基 础 上 健 全 政 治 监 督 与 决 策 的 民 主

机制。
4． 政治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领导制度”“领导

体制”“决策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关键词在聚类图谱

中的分布表明制度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线索。从

制度建设的成因来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主要源

自路径依赖中形塑的“坏的体制”，即与经济体制改革

不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制

度路径基本方向不变，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具体制

度［23］。从制度建设的内容来看，制度建设涉及领导制

度、决策制度、人事制度、监督制度等各个领域。以领

导制度为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

提到，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目的不是为了削弱党的

领导，恰恰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24］。自改革开

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逐步完善并不断取得新进

展。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持集体领导制度。胡鞍钢

等人将集体领导体制划分为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

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集体外事机制

和集体自律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集体领导体制的

理论内涵［25］。以决策制度为例，既有研究从党的决策

模式、运行机制、内部结构等多种维度展开论述。例

如，周光辉将决策体制细化为结构、方式、机制三种分

析单元，借此探讨中国决策体制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科

学化变革;［26］王磊等人从决策结构、能力和机制三个方

面解读了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 ［27］王绍光、樊鹏等人

将中国决策模式解释为“共识型”决策，其特点在于沟

通机制的“磨合性”和参与结构的“开放性”［28］; 鄢一

龙、王绍光、胡鞍钢等人基于五年计划编订的实证分

析，将党 的 决 策 体 制 概 括 为“集 思 广 益 型 决 策 模

式”［29］; 就运行机制而言，陈玲、薛澜等人以集成电

路产业、医改等政策制定为个案，来探究中国决策机

制的运行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政治结构下的政治竞

争只可能造成程度最低的政策共识，最终达成的方案

也很模糊和笼 统，决 策 运 行 具 有“模 糊 共 识 型”的 特

点［30］。总之，既有研究在制度建设问题上已提出诸

多富有洞见的观点。
三、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发展理路

时区视图是知识图谱中以时间维度展现知识演进的

另一种视图形式。在 CiteSpace 中选择 Time － zone，以 5
年为一个时间间隔( slice length) ，运行软件可得到政治

体制改革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时区图谱 ( 如图 2 所示)。
我们发现，时区图谱将所有的关键节点置于一个横轴为

时间的二维坐标中，依据高频关键词出现的起始年份，

随着时间的推移节点被依次定位于不同的时区中，其位

置根据时间轴依次向上排列。由此，一个自左至右、自

下而上的知识演进图就直观地呈现出来。时区图谱从整

体上揭示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理路。
在呈现时区图谱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结合突变词分

析来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演化规律。将样本文献中

的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依据词频年际分布变化，借助

时间序列中突变点识别方法检测出关键词发生突变的具

图 2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高频关键词时区图谱

体年份，那么在该年份发生突

变的关键词就是突变关键词，

亦 称 突 变 词。突 变 率 ( burst
值) 越高，意味着关键词涉及

的研究议题被提及或论述的热

度越高［31］。基 于 时 区 图 谱 和

突变词的分析，我们可以准确

捕捉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主题

演化过程。笔者也将政治体制

改革研究突变词了汇总( 见表

2)。基于图 2 和表 2 所反映的

信息，笔者试图结合相关文献

对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发展理

路进行梳理，将其概括为以下

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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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突变词汇总

突变年份 突变词汇总( 括号内分别为突变年份和突变率)

1982 － 1986

权力过分集中( 1983，21. 77)、现代化建设( 1983，10. 81)、领导制度( 1983，4. 24)、《邓小平文选》( 1983，

11. 91)、领 导 体 制 ( 1983，7. 06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 1986，11. 25 )、政 治 生 活 ( 1986，9. 09 )、政 治 改 革

( 1986，6. 16)、人民群众 ( 1986，4. 25)、人民民主 ( 1986，32. 48 )、机构改革 ( 1986，12. 45 )、以党代政

( 1986，20)、现行政治体制( 1986，24. 72)、十一届三中全会( 1986，6. 79)、人民当家作主( 1986，9. 64)、

国家政权( 1986，5. 84)、社会主义国家 ( 1986，12. 04 )、社会主义政治 ( 1986，9. 45 )、党政不分 ( 1986，

11. 37)、政府机构( 1986，7. 73)、解放思想( 1986，7. 88)、机构臃肿( 1986，4. 33)、精神文明建设( 1986，

6. 04)、高度民 主 ( 1986，7. 95 )、行 政 机 构 ( 1986，5. 49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 1986，5. 26 )、全 面 的 改 革

( 1986，4. 56)、社会系统工程( 1986，5. 7)、决策民主化( 1986，4. 4)、党政分工( 1986，5. 12)

1987 － 1991

政治建设 ( 1987，3. 94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 1987，8. 03 )、党 政 分 开 ( 1987，15. 56 )、法 制 建 设 ( 1987，

14. 47)、领导干部( 1987，4. 45 )、高度集权 ( 1987，7. 01 )、十三大报告 ( 1987，13. 12 )、干部人事制度

( 1988，5. 19)、苏共中央( 1988，10. 43)、苏共二十七大( 1988，5. 1)、社会主义改革( 1989，7. 81)、行政

管理( 1989，4. 34)、全面深化改革( 1989，5. 61)、政治协商( 1990，4. 77)

1992 － 1996
中国政治体制( 1992，5. 81)、人民民主制度( 1992，11. 6)、经济发展( 1992，3. 8)、党的基本路线( 1992，

7. 07)、十四大报告( 1992，4. 33)、人类政治文明( 1993，9. 23)、中国特色( 1993，7. 01)、市场经济体制

( 1993，11. 58)、管理体制改革( 1993，6. 28)

1997 － 2001
邓小平( 1997，12. 81)、法治国家( 1997，22. 94)、邓小平理论( 1997，14. 19)、十五大报告( 1997，20. 16)、

政府机构改革 ( 1997，6. 47)、民主监督制度 ( 1997，3. 68 )、政治体制 ( 1999，44. 15 )、民主政治 ( 2000，

7. 77)、政治权威( 2000，3. 82)、党内民主( 2001，21. 73)、依法治国( 2001，4. 2)、

2002 － 2006
丰富民主形式( 2002，7. 49)、政治文明( 2003，10. 51)、体制改革( 2003，5. 83)、执政方式( 2003，3. 64)、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004，4. 13)、政治制度( 2004，3. 7)、

2007 － 2011
十七大报告( 2007，11. 85)、正确政治方向( 2007，4. 5)、改革开放( 2008，4. 36)、群众自治制度( 2008，

3. 98)、制度建设( 2010，5. 99)、政治发展( 2011，5. 36)

2012 至今
顶层设计( 2012，9. 2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 2012，3. 73)、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 2013，5. 28)、制度创新

( 2013，3. 87)、十八大( 3. 81)、治理能力( 2014，4. 94)

( 一) 问题导向下的历史情境性

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历史情境的复杂程度以及国

家与社会结构等宏观变量对政治策略与结果的塑造具有

支配作用。因此，要理解和研究某一项制度安排和政策

过程，必须联系到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问

题。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原因在于所处的历史情

境和既有制度框架的约束［32］。以早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研究为例，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伊始，相关研究的问题导

向性就逐渐显现。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了原

有政治体制的弊病，认为过去发生的错误根源于组织和

工作制度的不健全、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权力结构不

合理等等。因此，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学界讨论最多

的话题就是“如何约束权力”。这时，“权力过分集中”
“党政不分”“机构臃肿”等高频词汇经常被学者提及，

同时，围绕“党政关系”“党政分开”“精简机构”“克服

官僚主义”“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等针对性措施亦成为学

者们探讨的重点内容，这是理论研究具有“问题导向”
的直接体现。“问题导向”本质上即“实践导向”，它秉

持改造和变革社会的历史使命，主张理论的实践性、革

命性、政治性与批判性［33］。问题源于特定历史情境中

的社会政治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样态。田

国强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实质上就是要解决民

主、法治及宪政的问题，其核心在于改变权力过于集中

并且监督制约不足的局面，只有通过多重意义上的分权

改革才能根治上述根本问题［34］。这是基于全面深化改

革、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任务这一

特定情境下的准确判断。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各个阶

段都会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

必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35］。相应地，政治体制

改革的研究内容也非常复杂，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需要

学者们厘清特定情境中的事实真相并准确描述问题，再

以学理方式去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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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多以“问题 － 对策”型研究为主。
( 二) 政策导向下的顶层设计依赖性

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实践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的基本逻辑［36］。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具有历史性

重大变革的复杂任务，包括目标模式、体制机制、重点

领域、重大工程、关键项目等内容［37］。政治体制改革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一环，需要在目标

设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而科学决

策正是顶层设计的有效载体。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

革实践是由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来推进的，政策的陆续出

台是为了优化权力配置和职责分工进而解决体制性障碍。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周密部署政治体制改革，

推动体制改革达到新高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支点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也步入新阶段; 1997 年党的十

五大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和法治

建设，随之出现“法治国家”“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民主监督”等新表述; 2002 年党的十六大

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将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写入党章，此外还提出改进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政治文明”“执政方式”等话题

随即进入学界视野;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

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建设法治国家，发展政治文明，

学者们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同

时，也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系统地

归纳和总结，因此，“改革开放”成为 2008 年的突变词;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

党的领导集体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

潮再次出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部署，如图 2 所示，“依法治国”作

为关键节点，成为近几年学者讨论的热点和重点议题。
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依赖于国家的顶层设计，具有

明显的政策导向性。
( 三) 治理导向下的研究嵌入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确立为总目标。现如今，国家治理研究已进入

繁盛时期。就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而言，一

方面，通过持续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

是中国应对社会经济转型重大挑战的关键策略; 另一方

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国家治理结构的相对稳

定，避免出现治理结构失衡的局面［38］。因此，当前的

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需要。正如程竹汝所言，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

展、改革司法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健全反腐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次级命题［39］。相应地，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也嵌入到国家治理研究之中，不断为

后者提供理论支持和改革方案。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文献计量

分析，本文希望得出若干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在热点聚

焦方面，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的剖析不难发

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内容是广泛而复杂的，主要围绕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治与制度建设

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究; 在发展理路方面，结合时区图

谱与突变词的分析，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

的研究轨迹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是问题导向下的历史

情境性、政策导向下的顶层设计依赖性、治理导向下的

研究嵌入性。
然而，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研

究仍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研究的波动性凸显。中国的

政治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政治改革。自 1982 年以来，

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都会专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

题，阐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现阶段取得的成果

以及面临的新任务。从本文的样本文献在各年份的分布

来看，历届党代会召开之后都会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的一个峰值，例如，1988 年、1994 年、1998 年、2003
年、2008 年、2013 年的文献数量分别为 188 篇、41 篇、
113 篇、103 篇、113 篇、140 篇，相比于其他年份，这

些年份的文献数量较多，说明学者们的研究热情较高。
然而，每次研究文献数量达到顶峰之后接下来就会急剧

下滑，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例如，1991 年、1996 年、
2002 年、2006 年、2010 年、2017 年的相关研究普遍下

降至冰点，其文献数量分别为 5 篇、20 篇、63 篇、44
篇、76 篇、12 篇。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缺乏稳定

性。其二，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由上文可知，政治体制

改革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大多是“问题 － 对

策”型研究，这种研究理路大大限制了学者们对基础理

论的探讨。“跟风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往往只会流

于表面的逻辑推论，而难以形成深层次的理论建构。
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不足

并努力作出回应。一方面，要注重增强研究的稳定性。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应与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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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源源不断地为其供给理论支撑与合法性依据。另一

方面，要努力建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领域成熟的理论体

系，加强基础理论的探讨。学者们应尽量保持在价值中

立的立场下理性探究政治体制改革规律，避免盲目追求

政策热度或趋之若鹜地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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