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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智慧社区建设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智慧社区借助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社区管理的智能化、服务的高效化。智能安防、智能家居等应用广泛落地，

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安全感和舒适感。然而，智慧社区建设也面临数据安全、技术更新等挑战，

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以更好地服务居民，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期刊论

文，借助CiteSpace这一文献计量工具，对近五年内中国在智慧社区建设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可

视化分析，以探索当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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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 in China has flourished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smart communities have achieved 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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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efficient services. Applications such as intelligent security and smart 
home have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improving residents’ sense of happiness, security, and com-
fort in life.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se-
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updates, which requir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improvement to bet-
ter serve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his article uti-
lizes journal articles collected by CNKI and employs the bibliometric tool of CiteSpace to conduct 
an in-depth visual analysis of China’s research status in the field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iming to explore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in China’s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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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出现，信息革命带动城市建设的革新，智慧城市发展已经成

为一种必然趋势。在这之中，由于社区是组成城市的“最小单元”，也是政府服务群众的“最小组织”，

智慧社区逐渐成为推进智慧城市的试点应用新领域，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新热点。党的二十大提出要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1]。智能服务设施的建设和

管理水平决定着供给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体现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智能设施的引入

和管理有助于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为安全、便利的社区服务。及时搜集社区居民对于智能设施的引入需求并

进行快速响应，提高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2018 年至 2023 年的引文索引为检索对象，对主题和篇关摘包含“智

慧社区建设”词条的期刊论文进行高级检索，检索到国内文献 773 篇，通过手动筛选后，最后保留为 500
篇相关文献。在筛选文献后，导出 Refworks 格式的文献，再导入至 CiteSpace 中，经过转换获得 CNKI
格式兼容的数据。 

新建项目，选取 2018~2023 年，在节点类型的选项中采用 modified g-index 进行分析，k 系数设定为

25，计算公式如下： 
2 ,ii gg k C k Z +

≤
≤ ∈∑  

通过 CiteSpace 的计算，我们得到了共计 280 个节点和 615 条链接，给我们提供了数据基础，使我们

能够进一步进行深入的可视化分析和直观的图形展示。 

2.2. 研究方法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对某研究领域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时，经常使用 CiteSpace 这一软件，主要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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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刊年份、作者合作、关键词的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CiteSpace 是一款强大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它能

够深度分析文献信息的测度和相似性，进而生成直观的知识图谱，这对于我们迅速梳理某一学科领域的

文献至关重要。在本文中，我们运用 CiteSpace 对筛选出的参考文献进行了统计与可视化处理，绘制出关

键词、共现词、聚类词、突现词等丰富的图谱，以揭示智慧社区建设研究的内在逻辑与热点趋势，在宏

观上把握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相关文献的研究热点、演变情况和发展趋势。 

3. 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知识图谱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Figure 1.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in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图 1. 智慧社区建设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关键词是文章和研究主题精髓的集中体现，能够揭示出文章的中心思想。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深入

探究，以及利用共现和聚类分析，我们可以有效地识别出某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发展趋势或尚未充

分探索的研究路径。 
因此，本文对“智慧社区建设”的关键词(KEYWORD)进行共现分析(见图 1)。知识图谱中的每个节

点都代表一个独特的关键词，节点的大小直观地显示了该关键词在我国整个智慧社区相关研究领域中的

出现频率，节点越大意味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因此更能代表当前的研究热点。而节点的不同颜色

则用于区分不同的年份。图 1 是智慧社区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节点数量 N = 280，各作者间的连

线 E = 615，密度 = 0.157。 
经过剔除一些意义重合的关键词后，排在前 10 位的关键词分别为：智慧社区(279)、社区治理(67)、

智慧城市(43)、大数据(23)、智慧养老(18)、社区居民(12)、基层治理(11)、智慧化(11)、居家养老(10)、智

慧治理(8) (见表 1)。 
在 CiteSpace 中，节点的中介中心性是评估其重要性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来说，如果某个关键词的

中介中心性值超过 0.1，那么这个关键词通常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表 1 可以看出“智慧社区”(279)、“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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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治理”(67)、“智慧社区建设”(47)、“智慧城市”(43)四个节点的频数和中心性都较高。中心性分别

为：1.29、0.22、0.21、0.19。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2018 年至 2023 年间智慧社区建设的

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在新兴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巧妙运用新兴技术来推动智慧社区的建设。

这些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不仅反映了研究的焦点，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智慧社区信息化领域的研究热点。 
 

Table 1. Top 20 keywords in the frequency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表 1. “智慧社区建设”频数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 

序号 频数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279 1.29 2018 智慧社区 

2 67 0.22 2018 社区治理 

3 47 0.21 2018 智慧社区建设 

4 43 0.19 2019 智慧城市 

5 23 0.04 2018 大数据 

6 18 0.05 2018 智慧养老 

7 12 0.01 2018 社区居民 

8 11 0.04 2020 智慧化 

9 10 0.01 2022 基层治理 

10 9 0.03 2018 居家养老 

11 8 0.01 2020 智慧治理 

12 8 0.01 2021 社区 

13 8 0.01 2018 城市社区 

14 7 0.02 2018 社区服务 

15 6 0.03 2020 物联网 

16 6 0.01 2020 互联网+ 

17 5 0.01 2019 城市社区治理 

18 5 0.04 2019 社区公共服务 

19 4 0.01 2023 数字社区 

20 3 0.01 2022 治理共同体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利用关键词聚类功能，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索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从而揭示它们之间

的潜在关系，图 2 是智慧社区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在评估绘制图谱的效果时，我们通常采用模块值(Q)
和平均轮廓值(S)作为关键指标。一般来说，当 Q 值超过 0.3 时，表明聚类的结构显著；而 S 值越接近 1，
则意味着网络的同质性越高，聚类的效果越有说服力。在本例中，Q 值为 0.5348，超过了 0.3；S 值达到

了 0.8942，高于 0.5。综合这两个数值来看，智慧社区建设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结构不仅合理，而且非

常显著。 
关键词聚类运算结果共生成 8 个聚类，分别是：#0 智慧社区、#1 社区治理、#2 智慧社区建设、#3

智慧城市、#4 智慧养老、#5 城市社区治理、#6 物联网、#7 大数据。表 2 是智慧社区建设关键词聚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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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含的关键词。聚类标签数字越小，说明该聚类包含的关键词越多。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图 2. 智慧社区建设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Table 2. Keyword clustering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keywords 
表 2. 智慧社区建设关键词聚类及其包含的关键词 

聚类 关键词 

#0 智慧社区 协同治理、创新、信息技术、韧性 

#1 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党建引领、公众参与、老旧社区、未来社区 

#2 智慧社区建设 智慧化、智慧服务、智慧治理、社区居民 

#3 智慧城市 城市治理、疫情防控、规划、安全感 

#4 智慧养老 居家养老、互联网+、发展路径、老龄化 

#5 城市社区治理 管理信息系统、“互联网+”、网格化管理 

#6 物联网 智能化、云平台、智慧化供给、社区公共服务 

#7 大数据 人工智能、公共服务、信息化、智慧社会 

 
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可知，当前智慧社区建设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 聚焦于智慧社区与智慧城市的概述以及具体案例分析，表现为：#0 智慧社区、#3 智慧城市。较

为代表的有：王法硕(2020)深入剖析了智能化社区治理的核心内涵及其鲜明特征，他根据我国智慧社区治

理实践的实际情况，将这些实践细致地划分为技术增能、技术赋权、增能赋权以及技术脱嵌四个类型。

这一分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智能化社区治理的演进过程，也为后续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2]。张晨(2021)在深入探究 Y 社区的智慧社区平台创新实践时，发现这一创新实践的成功，关键

在于需求、行动者以及绩效这三者在社区治理的特定环境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不仅推

动了智慧社区平台的发展，也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3]。邵新哲(2021)主张通过推进网格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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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协同以及服务化延伸等举措，来打造智慧化社区。他进一步提出构建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智慧社区

协同运作的机制，以期实现更高效、更便捷的社区治理与服务[4]。陈栋(2022)认为，未来的智慧城市将

紧密围绕数字孪生技术展开发展，实现城市中实体与居民所构成的物理世界与数字化世界的深度融合与

孪生化。作为未来智慧城市综合感知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智慧城市感知基站将扮演重要角色。他

进一步分析了智慧城市感知基站在社区场景和应急场景下的应用前景，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5]。 
2) 聚焦于智慧社区建设的相关内容，表现为：#1 社区治理、#2 智慧社区建设、#4 智慧养老、#5 城

市社区治理。较为代表的有：王宏禹(2018)认为，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将有力推动产业的振兴，特别是在智

慧社区建设方面。他进一步指出，智慧社区的建设必然带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

智慧社区养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到了桥梁沟通和信息传输的纽带作用，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6]。王波(2019)的研究指出，借助信息技术的手段，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壁垒可以被打破

并实现连接。通过网络技术的运用，我们可以缩短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距离，从而迅速满足智慧

养老的各种服务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7]。毛佩瑾(2023)指出，我国智慧社区

建设当前正面临着制度、技术、效能和安全等多重发展挑战。为了克服这些困境，未来的智慧社区发展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完善顶层设计，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二是加强技术引进与融

合，推动智慧社区技术创新和应用；三是加强智慧社区建设的协调性，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四是

完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保障智慧社区的安全稳定运行[8]。胡卫卫(2022)通过深入剖析个案，研究了城

市社区智慧治理共同体的三维架构，即“场域、话语和技术”的逻辑。他进一步提出了四大运行机制，

包括构筑多元主体协调机制、线上线下联动机制、闭环营造机制以及深度交叉的融合机制，以期推动城

市社区智慧治理的深入发展[9]。 
3) 聚焦于智慧社区建设的载体，表现为：#6 互联网、#7 大数据｡较为代表的有：李志平(2017)提出

物联网技术的运用能够颠覆传统社区模式，推动智慧化建设的进程。他建议通过构建社区物联网平台、

社区服务平台、智能家居服务、智慧生活信息平台以及云服务平台这五大模板，来创新智慧社区体系，

从而实现社区的智慧化升级。王迪(2020)认为，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迅猛进步，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

云计算等正在深刻改变智慧社区的面貌。这些技术以全新的形态和模式，试图实现对城市社区党建、人

口管理、公共活动、商业运营以及家居生活等要素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动化和协同化服务与

治理，从而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0]。陈跃华(2019)认为，“互联网”与社区治理的结合，

是对党提出的通过技术创新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

供有力支撑的积极响应。这一结合不仅体现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更是对党在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

的具体实践[11]。 

3.3. 关键词突现 

突现词是指在特定研究领域中的某段时间内出现频率显著上升的关键词。这些突现词及其突现强度，

不仅揭示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还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具有巨大潜力和创新性的未来研究方向。通

过观察这些关键词随时间的变化，我们能够直观地把握研究的动态脉络。结合关键词的突现分析与共现

分析，我们可以精准地识别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核心技术、理论和方法，以及它们的研究热点和演变趋

势。利用关键词突现分析功能，可以得出智慧社区建设的突现词图谱(图 3)。智慧社区建设的关键词突现

共有 22 个。在 2018~2019 年的关键词主要关注社区服务以及智慧化社区管理方面的问题。2020 年，随

着新冠疫情的产生，这一时期主要关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智慧社区应当怎样进行疫情防控。2021~2023
年，随着一些社区热点问题的凸显，当前关键词关注到老龄化与智慧养老、老旧小区改造等问题，如何

让智慧社区帮助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成了研究热点。同时随着智慧社区在我国很多城市的落地试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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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还关注到各种技术在智慧社区建设中的运用以及现阶段智慧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试图寻找

问题的解决路径。 
 

 
Figure 3. Key words emerging in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图 3. 智慧社区建设关键词突现图 

3.4. 领域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能很好地表示出文献的历史跨度，以及不同关键词在不同年份的关联程度，

能清晰直观地反映相关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变情况。利用时间线图谱功能，进行时间线分析，得出关键词

聚类时间线图谱(图 4)。“智慧社区”、“社区治理”、“智慧社区建设”出现频次较高，均在 2018 年

成为热点关键词，2019 年“智慧城市”则成为研究热点。关键类团中，#0“智慧社区”显示出信息技术

与协同治理的相辅相成、养老服务与小区改造的热点问题；#1“社区治理”显示出由传统的合作治理逐

渐转变到技术赋能下的数字治理；#2“智慧社区建设”显示出应打造人本导向、业务协同、提升居民满

意度、多主体共同缔造的智慧治理之下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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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ime line of keyword clustering for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图 4. 智慧社区建设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还体现出“智慧社区建设”研究在时间维度的演进。2018~2019 年涌现出了

较多新的研究成果，在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等方面均有涉及。2020 年，研究中开始关注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对智慧社区的影响。同年，国家发改委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范围，将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向研究热点。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

深，这也让学者们关注到社区养老和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从而研究智慧社区养老。2022 年，二十大召开，

之后的研究中也强调“中国式”和价值理性的发展，显示出我国学者在推进数字赋能、数字治理的同时

也更加关注公共服务满意度，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进社区的协同共治。同时，随着数字技

术的进步，元宇宙也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火热的话题，学者将其与社区治理相融合，让技术嵌入到社

区的治理和建设之中。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智慧社区建设已逐渐成为学者们深入研究的焦点，

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社区扮演着城市精细化治理

“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角色，对于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 2018~2023
年 CNKI 的 500 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以及

聚类时间线图的分析对近五年来智慧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等进行梳理脉络。文章通过分析发

现我国智慧社区建设自 2015 年开始陆续受到学者关注，其研究重点与每一时期的社会热点和新兴技术成

果紧密相关。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智慧社区的研究热潮仍会持续，但其建设趋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

技术进步、政策推动、社会需求等。未来几年，智慧社区建设的研究趋势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智能化和人性化的结合。通过智能感知和数据分析，为居民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通过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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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防等系统，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安全感。2) 产业价值的挖掘。智慧社区将更加注重数字产业价

值的创造。例如通过智慧养老、智慧医疗等关联产业的发展，推动数字产业的升级和转型。3) 数据安全

和隐私保护。随着智慧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智慧社区将更加注

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例如，通过加密技术、访问控制等手段，保障居民数据的安

全性和隐私性；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规范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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