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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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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从演进趋势视角,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相关文献进

行系统分析,发现五大研究热点:早期研究多是对社会思潮专著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回顾和述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与应对;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社会

思潮;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在此基础上,以期厘清社会思潮的现实意义,建议未来研究可综合考虑区域

资源禀赋、个人特征、社会思潮本身的特点、新媒体等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探析和识别各种社会思潮传

播的关键影响因素、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路径及影响效果,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引领作用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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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诸如

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消
费主义等跌宕起伏,并随时代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
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深刻影响。 社会思

潮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冶、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冶、
社会矛盾的“指示器冶,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都是

对其时社会存在的一种主观映照[1]。 改革开放是

具有“中国底色冶的网络社会思潮[2]。 社会思潮是

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为理论核心,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

意识的活动形态,由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

三个层次构成,社会思潮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3]。
当代社会思潮整体上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

不和谐思潮潮流的种种挑战,回应和研究是引领的

前提[4]。 社会思潮因其复杂性和重要性逐渐引起

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已有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潮研

究的知识图谱和研究热点等[5 - 6]和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研究进行了述评[7],但现有研究缺乏从演

进趋势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

系统梳理。 基于此,本文运用 Citespace 工具,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整体状况,发现

社会思潮研究的热点主题,并提出未来社会思潮研

究的方向。

一、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整体状况

本文样本文献选自中国知网(CNKI),其收录文

献的起始年是 1979 年,故选取的样本来源年度限定

为 197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27 日。 因知网里

也收录相应的英文文献,本文仅对中文文献进行分

析,以“社会思潮冶为主题词和篇名,资源类型限定

为“期刊冶,以所选文献与社会思潮密切性为依据,
经筛选,共获得有效文献 2 171 条。 文献年份和数

量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一)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分布状况

我国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数量上整体呈上升趋

势,并出现几个研究的高峰。 (1)社会思潮研究的

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1997—1998 年。 伴随着中国经

济、社会机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改革背后的理论基

础在 1997 年下半年分化已相当明显,中国的自由派

知识分子在 1997—1998 年间公开了他们的思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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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 1摇 国内社会思潮文献的年代和数量分布

摇
论纲领,自由主义、新左派、新保守主义三大社会政

治思潮开始形成[8]。 (2)社会思潮研究的第二个高

峰出现在 2005—2006 年。 2005 年是抗日战争和国

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爱国主义冶占据全

社会主流话语的首要地位;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冶。 这引起学界对社会思潮的高

度关注。 (3)自 2007 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

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冶之后,我国社会思潮研

究的热度高升不减。 同时,“社交媒体冶一词自 2008
年成为互联网中炙手可热的话题,社交媒体的快速

发展和个人用户呈数量级地增长,使得社交媒体中

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
也使得社会思潮的研究一直保持很高热度。

(二)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文献中的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概

括,可以反映某一类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选择关键词(Keyword)为节点、切片

长度( Slice Length) 设置为 1,选择标准 ( Selection
Criteria)设置为 Top 50 per slice,即提取每个时间切

片排名前 50 的数据绘制成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关

键词共现图谱。
本文根据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仅列出排名前 40 的高频关键词及中心度(见表 1),
出现频次较高的社会思潮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

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爱国主义、功
利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泛非

主义等。

二、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热点主题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以文献题目(Title)为
依据,结合高频关键词、突变词图谱得到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不同聚类。 笔者依据不同聚

类里文献题目(Title),并找到对应文献原文进行阅

读,归纳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热点。
(一)对社会思潮专著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回顾

和述评

早期,社会思潮研究热点的主题,从近代社会思

潮的内涵与社会思想的区别、类型、产生渊源、发展

历程、时代特征、发展规律和影响等层面,系统详尽

评价了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9 - 11]。 俞

祖华的《深沉的民族反省》拥有独特视角和新颖观

点。 该书基于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

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背景,探讨了中国人如何围绕

“中国向何处去冶的问题,提出了振兴民族文化、挽
救民族危机的理论,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近代社会思

潮———改造国民性思潮[12]。 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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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1摇 我国社会思潮研究排名前 40 的高频关键词及中心度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1 社会思潮 1 538 0郾 67 21 多样化社会思潮 30 0郾 04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92 0郾 15 22 历史虚无主义 29 0郾 09

3 大学生 270 0郾 06 23 青年 28 0郾 06

4 引领 195 0郾 13 24 新媒体 27 0郾 03

5 影响 166 0郾 09 25 思想行为 24 0郾 01

6 马克思主义 140 0郾 16 26 路径 23 0郾 03

7 思想政治教育 109 0郾 10 27 价值观 22 0郾 02

8 对策 106 0郾 10 28 主流意识形态 21 0郾 04

9 意识形态 88 0郾 08 29 特点 21 0郾 02

10 社会主体核心价值观 84 0郾 09 30 多元社会思潮 19 0郾 01

11 当代社会思潮 70 0郾 07 31 引导 17 0郾 01

12 思想体系 62 0郾 09 32 民族主义 15 0郾 05

13 西方社会思想 56 0郾 02 33 思想政治理论课 14 0郾 02

14 引领社会 47 0郾 08 34 多元化 14 0郾 01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0郾 16 35 当代中国 14 0郾 00

16 社会主义 39 0郾 06 36 挑战 13 0郾 01

17 高校 39 0郾 03 37 自由主义 13 0郾 01

18 核心价值体系 36 0郾 01 38 改革开放 11 0郾 00

19 核心价值观 30 0郾 07 39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0 0郾 01

20 新自由主义 30 0郾 06 40 引领社会思潮 10 0郾 01

摇 摇 数据来源:CNKI 中选取的样本文献

时趋于高涨;另一学者对这一思潮产生的逻辑进程、
社会条件和思想渊源作了详细阐释和评价[13]。 早

期学者也对自由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阐释。 他们认

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占据统治地

位的社会思潮,其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冶,是一种

公开表达资产阶级剥削愿望的社会思潮[14]。 学界

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探讨改革背后的理论依据

在 1997 年下半年分化形成了三类比较大的社会政

治思潮,如自由主义、新左派、新保守主义[8]。 近代

东西方文明和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历程从我国书籍

引进的历史世态和发展历程可见一斑[15]。
摇 摇 为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学界注重加强专题社

会思潮研究,如个人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民族主

义思潮、西方多党制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

主义思潮、反腐败思潮等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16]。
也有学者通过评述《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

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指出,社会思潮对青

年大学生的影响经历了政治、经济、哲学、生活几种

途径,具体表现为:哲学思潮引领的社会思潮,存在

主义、弗洛伊德、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出现都在一定

时期影响了青年大学生的经济、政治和生活视角;经
济思潮引领的社会思潮: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通过电

影、电视、广告等媒介的传播对青年大学生产生重要

影响;政治思潮通过社会事件、学术刊物、讲座等形

式传播;以追求自我实现为旨归的新生活方式引领

的社会思潮[17]。 这些研究均为后续社会思潮的研

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构建

社会思潮是意识心态领域的“晴雨表冶,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

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更好地尊重差异和包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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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18]。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内部各组成

部分之间以及意识形态各要素之间存在“结构与功

能冶的关联。 这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

会思潮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应通过增强理论吸

引力、增强理论共识、建构思想观念整合机制、完善

公民认同机制等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引领作用[19]。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多样化的

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必须从维护文化安全的视角重

视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与引导,警惕个别社会思潮的

影响,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冶的认同

度[20]。 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

潮既具有西方思想渊源,也有其现实社会背景,我们

要理性看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

主义在我国社会改革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21] 。 有

学者通过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社会思潮的演变和产

生的对立与冲突,指出在转型时期,必须确立全民

族认可的一元的核心价值观,以防止思想混乱和

社会动荡[22]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学理

依据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与特点、近代中国

社会的客观实际和社会思潮演变的脉络走向、“毛
泽东思想冶的基础地位[23] 。 这些研究为构建我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

理论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民生问题、“高知群体冶和

网络文化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重

点关注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社会群体和重要载

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

思潮有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

主义、新民族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24]。 马克思主义

引领社会思潮是历史的选择[25],高擎“引领冶的伟大

旗帜、正确认识社会思潮、重视社会思潮的引领合

力、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强化“阵地冶 (媒体)建设

和管理、加强马克思主义队伍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26 - 27]。 近

代中国社会思潮主要经历了经世致用的洋务思潮、
变法维新的改良思潮、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潮、民主科

学的新文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 我

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必须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地位[28]。 因此,我国如何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吸引力、对不同社会

思潮加以严格区分以抵制各种消极思想和错误思

潮;将解决民族群众的民生问题与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紧密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民族文

化之中、融入到民族地区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

动中,是引领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重要举措[29]。
“高知群体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的

关键性社会群体,核心是在“高知群体冶中建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高势位冶问题[30]。 网络文

化是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化转化为网络受

众自觉信念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有效引领网络文化的重要途径[31]。
(三)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与应对

社会思潮在大学校园呈现活跃趋势,大学生成

为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群体[32]。 高校是思想文化

的生产和传播的前沿阵地,社会思潮对高校师生群

体核心价值观会产生重要影响,必须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引领[33 - 35]。 当代社会

思潮因其复杂多样性、批判反思性、直观现实性、强
弱并存性、竞争动态性、影响深远等特点,对在校大

学生产生了诸多正面和负面的影响[36 - 38],大学生的

思想和行为均带有社会思潮的烙印[39]。 其中个人

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较大,社会环境、政治环境

是大学生受个人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物质基础,当
代大学生要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的传播与影响[40]。
而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当代社会思潮的整体认知具有

浅层性、碎片化特点,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

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社会思想的认同

度较低,但也存在知行背离的倾向;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总体认同度较高,但对其理论体系的某些核

心观点仍存迷惑不解的比例较高[4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各种思想文化

相互交融和不同社会思潮的涌入,让人们的价值观

选择陷入了盲从的境地。 因此,我们应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社会思潮[42]。 而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等

教育的重要使命[43]。 高校应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活化、渗透力、生动性和鲜活

力,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和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式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及其对

社会思潮影响的重要途径[44];加强高校“两课冶建

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校园文化、充分利

用网络等媒介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高校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

径[45];提高大学生对各种社会思潮批判引导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教育、丰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渠道、加强社会舆论环

境建设等[46],从而引导大学生理性认识不同的社会

思潮;原则上的一元性与多层次性相结合、途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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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性与渗透性相结合、方针上的批判性与建设性

相结合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

方式[47] 。 由于大学生接触和理解社会思潮的课外

渠道多于课内渠道,形式多是碎片化地接触,缺乏

系统性地把握,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应牢

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的主动权,不断壮大主流思

想的舆论阵地[48] ,科学引导大学生理性认识各种

社会思潮。
(四)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的社会思潮

信息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社会思潮(如
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务实趋利主义思潮)
等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诸如信仰危机、行为和价值

观扭曲等负面影响。 我们应通过学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开展实

践等途径减少其负面影响[49 - 50]。 人类社会进入互

联网时代以来,以青年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大行其

道,青年亚文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51] 。 中国

文学潮流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有着同构关系,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当前社会思潮的多元

化与网络政治的兴起不断冲击着传统的表达方

式[52] 。 在新媒体条件下,社会思潮的传播内容呈

现碎片化、传播路径呈现裂变化等特征[53] ;某些互

联网视听平台为吸引眼球导致传播乱象丛生和思

想混乱[54] 。 由于互联网视听平台中的内容还可以

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快速传播,会对主流价值观

的传播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因而建立“社会、微信

平台、自我冶的传播机制是引导微信中社会思潮传

播的重要途径[55] 。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

整阵痛和改革攻坚“三期冶交汇,各种社会思潮丛

生。 现今,关注现实利益问题、注重争夺话语权、
注重从精英向大众化扩展是社会思潮关注的焦

点,不同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愈

加微妙;通常以热点民生问题为切口,彰显其政治

主张和政治意图,试图通过影响民众的社会意识

以左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1] 。 我

国社会思潮具有“问题意识冶和多元制衡格局,不
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倾向于选择不同的社会思潮,
这也冲击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因此,我们在

包容中实现统一、在多元中突出主导、在消解中加

快建构、在内化中形成共识,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

的价值整合、价值认同、价值塑造和价值归宿的重

要途径[56]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时代主题和主旋律

已然深入人心,但中国社会意识与社会思潮仍然纷

繁复杂。 在此背景下,党政领导干部要强化直面、研
究与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强化理想信念与理论武装、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

统一、唱响时代主题和主旋律[57 - 58]。 在党的正确领

导下,学习好、宣传好、践行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
引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思潮朝着正确方向不断

前进的绝佳方法[59]。 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国内

外思想政治斗争、一部分领导干部的能力缺位等,使
得错误思潮威胁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由此,我们应

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高领导干部分析和

研判社会思潮的能力,坚持文化产品正确的价值取

向,以及强化对网络社会思潮的监管四个方面不断

深入坚定文化自信[60]。
(五)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思潮日益多样且行动性因素增多,各种社

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关系愈加微妙,科学认

知社会思潮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61]。 西方社会思潮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国
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冶和“意识形态分化冶战略的

挑战、社会转型时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严重危及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62]。 2017 年是我国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冶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时期,国内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有民粹主义、民族

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激进左

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
世价值论;积极化解非理性言论、倡导理性爱国、
加强重要时间节点前后思潮的监测和研判、处理

好思想层面的“统一冶和“多元冶的矛盾是有效应对

社会思潮风险的重要途径[63]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引领社会思潮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

视社会思潮的引领;坚持群众路线,在解决人民群

众的思想问题和现实利益中实现引领;正本清源,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实现

引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凝聚社会共识中实

现引领;破立并举,在批判与建构的结合中实现引

领;净化网络生态,在依法治网和以德润网的结合

中实现引领[64] 。

三、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意义及展望

本文从演化趋势的视角综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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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思潮的研究热点、影响与应对,研究发现了早

期社会思潮研究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与应对、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思潮、社
会思潮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等研究热点。 虽

然我国社会思潮的研究起始较早,但针对社会思潮

的理解和影响还处在理论阐释层面;另外,每一种社

会思潮的传播规律及其产生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
但已有研究对单一社会思潮的内涵、本质和影响的

深入剖析和经验研究相对不足。 即使有少量实证研

究,但多是探析大学生对多种社会思潮的认知态度

及其影响的描述性分析[41,65]、对国外多种社会思潮

的关注度[66],缺乏对单一社会思潮的内涵、传播规

律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厘清每一种社

会思潮的起源、发展规律和影响,研判和防范社会思

潮风险对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给出一个未来针对单一社会思潮

的研究框架(见图 2),建议学界未来研究可综合考

虑区域资源禀赋、个人特征、社会思潮本身的特点、
新媒体等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探析和识

别每一类社会思潮传播的关键影响因素、各种社会

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互作用路径及其影

响与效果,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图 2摇 社会思潮的未来研究框架

摇
(一)社会思潮传播的关键影响因素

个人特征及其所在区域的特征等均会对社会思

潮的滋生和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自媒体的快速发展

使得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呈现出快速扩散性、政治指

向性、现实关联性和行为诱导性等特征,危害了我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主导权和话语权[67]。
学界未来研究可实证分析个人特征(人口统计学变

量、教育经历、家庭背景)、个人所在区域的资源禀

赋(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率、城镇登记失业

率、民族构成)状况、传播渠道(传统媒体、网络媒

体、社交媒体、人际传播)等因素对各种社会思潮传

播的影响,进而识别和归纳影响每一种社会思潮传

播的关键因素和规律,为扼制负面社会思潮的传播

提供经验证据。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社会思潮之

间的作用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在

社会背景、历史进程、社会意识、思维方式、指导思想

等方面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68]。 社会主义核心观

以自身为基础,通过与其他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建

立“价值共识冶、与多元化社会思潮进行 “价值整

合冶、运用社会认同机制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认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形成“价值信念冶,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方式[69]。 针对其

他社会思潮不断涌入的情境,我们应加强对其他社

会思潮的起源、本质和影响的剖析,分析其他社会思

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区别与作用路

径;重点探析其他社会思潮通过网络传播、社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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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社会活动等途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冲击与

激荡的路径,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通过价

值整合、实现价值共识、增强文化自信、坚定价值信

念等路径实现对其他社会思潮的引领与融合,最终

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思潮的影响

效果

笔者建议,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的某几种社会思潮。 首先,
厘清每一种社会思潮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其产生的

背景,将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冲击与激荡的路

径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每一类社会思潮对个人心理

层面、思维方式、政治观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
为方式等产生的影响;其次,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深
入剖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与不同维

度,将其对多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与融合路径作为中

介变量,分析每一类社会思潮对个人心理层面、价值

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社会稳定等产生的影响;
最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思潮之间的相

互作用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个人特征、区域资源禀赋

状况、传播渠道等对个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

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等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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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Review of Chines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鄄up

LIU Huan, LI Mingd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Xi忆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忆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trend,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Chines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鄄up in CNKI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
five research hot spots: most of the early research was the review of previous monographs on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and western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 Zeitgeist ); Marxism Chi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and national ideology security. Based on the results, we hope to
clarify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resources endowmen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itsel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and so on.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variou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Communic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variou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and influ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ould be made for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play its leading role in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Key word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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