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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传统的公共服务出现不均衡、不科学等多重问题，公共服务智慧化成为我国公共服务建设的新方向

和新抓手，为此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知网(CNKI)中公共服务智慧化为关键词检索到的348篇文献作

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公共服务智慧化相关文献进行发文量、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

时间序列等方面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当前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相关文献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研究重点

着眼于公共服务智慧化概念研究、公共服务智慧化应用研究和公共服务智慧化实现路径。国内公共服务

智慧化研究的进程呈现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萌芽期(2011~2013年)、发展期(2014~2018年)、深化期

(2019至今)。希望文章能够为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理论研究和实践规划提供思考和借鉴，提升国家治理

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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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multiple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and unscientific traditional public 
services, the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has becom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for which this paper takes 348 documents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20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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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keywords of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with the help of CiteS-
pace software,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is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research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time series. The analy-
sis was conducted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time series.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the application of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realiza-
tion path of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The process of domestic public service wisdom research 
presents three stages, which are the budding period (2011~2013), the development period 
(2014~2018), and the deepening period (2019~present). It is hoped that the article can provide 
thoughts and references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planning of public service wisdom 
in China, and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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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服务是涵盖了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性服务，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

标准之一。但近年来，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传统的公共服务已经难以妥善解决当前存在的多重问题，

如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公共服务供给非均衡化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科学化程度有待提高等。 
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井喷式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不仅深刻影响了科学技术和生产生活

的发展，还为我国公共服务建设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和新机遇，即公共服务智慧化。“十四五”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

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1]。当前，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理念为支撑，推

动“大数据和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效能，增强公共服务供给，已经是我国公共

服务智慧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从 2011 年到 2023 年有关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相关文献，并借助 CiteSpace 软件构

建了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建设的知识图谱，据此反思当前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建设并探讨未来公共服务智

慧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以期通过这样的研究，为未来国内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

据。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保证文献数据的高度相关性，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选用高级检索，检索式设置为“主题=
公共服务智慧化”，检索条件为精准，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 2011 年~2023 年，截止到 2023 年 3 月 19 日

共搜寻到 373 篇文献。为保证文献数据的准确性，对文献数据进行二次筛选和清洗，去除相关简讯、重

复文献、新闻报告等无关条目，共获得了有效文献数据 34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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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挖掘海量文献背后的重要信息，建立起内在逻辑，通过绘制知识图谱来揭示研究现状、

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2]。本文主要采用CiteSpace软件，辅以Excel软件等计量软件进行图谱可视化分析，

首先从公共服务智慧化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发文作者和发文机构着手分析其研究现状，再次从关键词共

现、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图谱探究公共服务智慧化建设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3. 研究现状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文献的年度发文量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当前主题的发展速度和关注热度。根据图 1 中的趋势线分析可

知，趋势线的 R 平方越靠近 1，趋势线越显著，图 1 中 R 平方 = 0.8405，说明趋势线是可靠且显著的。

根据图 1 的折线可知，有关公共服务智慧化建设的年度发文量总体上呈现出长期上升，短期波动性增长

的趋势，总共出现三个文献数量突增点。从 2011 年陆续有文献发表，此后三年内研究发文量缓慢发展；

2013 年作为第一个突增点，该领域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幅增长，发文量增长至 20 篇及以上，并且热度持

续稳定到 2018 年；2019 到 2021 年是第二个突增点，该领域发文量出现了大幅上升，年平均发文量在 50
篇及以；2022 年作为第三个突增点，年发文量已经达到 85 篇。这说明公共服务智慧化这一主题正在逐

渐被学界所关注、所重视。 
 

 
Figure 1. Public service wisdom study publishes annual trends  
图 1. 公共服务智慧化研究发表年度趋势 

3.2. 发文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作为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了解核心作者和作者间的合作情况能够更好地引领我们了解当

前领域的研究。通过对 CiteSpace 进行参数设置，将时间阀值设置为 Top N = 50，选择节点类型 = Author
“作者”，可得到图 2。 

第一，图谱中共获得 264 个节点，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名字大小与其发文量成正比，说明当

前共有 264 位作者进入该领域开展研究。第二，图谱中共获得 124 条连线，每一个连线代表合作情况，

整体密度为 0.0036，说明少量的作者在研究中存在合作，而且合作关系比较松散。第三，根据普莱斯定

律，核心作者或高生产能力作者的集合数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即 max0.747N N= ，(N 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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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低发文数，为最高产作者发文数) [3]。在公共服务智慧化领域，何继新作为最高产作者发文量为 4
篇，根据公式求得发文量要在 2 篇及以上的作者才能称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统计可得：在公共服务智

慧化研究领域，共有 21 位作者发文量在 2 篇及以上，共发文 49 篇，占总发文量的 16.84%。此外，有 243
位作者发表了 1 篇论文在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领域中。这一方面说明参与到该领域的作者越来越

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大多数作者的研究可持续不高，研究的系统性缺乏等问题。

总体来说，在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研究领域中，研究作者在不断壮大，但作者间的合作较少，且尚未形

成核心作者集群。 
 

 
Figure 2. Researcher co-existence mapping of public service wisdom 
图 2. 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者共现图谱 

3.3. 发文机构分析 

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研究机构的共现图谱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值得关注的研究机构以及

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 
首先，根据图 3 可知节点有 217 个，说明当前有 217 个机构参与到了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中，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6 篇)，国家图书馆(4 篇)，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4 篇)、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3 篇)、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3 篇)、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3 篇)。 

其次，根据共现图谱可知连线有 80 条，整体密度为 0.0034，说明 80 个研究机构之间有合作关系，

但是由于密度较小，联系较为松散。就整体而言，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主要是以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和中国科学院为主，研究主要内容聚焦在了公共服务主体之一的公共图书馆的智慧化建设。除此之外，

大多机构的研究都相对独立，且合作都相对局限于机构内部或者同一地区的机构，这不利于学术研究的

突破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的创新性发展。为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强

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之间机构的交流和联系，以此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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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current mapping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the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图 3. 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4. 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于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分析其中共现关系能够使我们快速掌握当前研究主题。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以关键词为节点和连线的共现图谱。其中节

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且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就表示该关键词是公共服务智慧化研究中

关注的重点。 
首先，在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 中，可获得 268 个节点、450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09，其中智慧

化、智慧城市、公共服务、智慧社区、大数据、全民健身、智慧旅游等关键词表示了从 2011 年~2023 年

间公共服务智慧化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智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智慧化和智

慧旅游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其次，关键词中心性大于 0.1 表示该关键词较为重要，在对共现图谱进行

中心性处理后，发现只有智慧化、智慧城市、公共服务、智慧社区大于等于 0.1，这也说明公共服务智慧

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程度不高。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基础之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够对近几年来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

热点进一步确认。在 CiteSpace 软件中，结合对数似然算法 LLR，对每个聚类自动标识并筛选显示前 9
个聚类结果，从而有利于我们把握研究主题和热点问题。如图 5，Q 值 = 0.7107 > 0.3，说明聚类结构显

著；S 值 = 0.9601 > 0.5，说明聚类结构较好。通过 Q 值和 S 值可以以为该聚类分析图谱是显著且可靠的。

通过梳理和分析文献，可以将聚类结果大致分为 3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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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ping for the wisdom of public services 
图 4. 公共服务智慧化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ping for public service wisdom 
图 5. 公共服务智慧化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热点 1：公共服务智慧化概念研究(智慧化#0、智慧城市#1) 
一是公共服务智慧化概念研究。由于公共服务智慧化是在 2011 年前后逐渐被学界关注到，发展周期

较为短暂，且涉及学科庞杂，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规划学等，所以不同学者在理解这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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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智慧化”概念存在偏差，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因此厘清公共服务智慧化的概念是进行该领域研

究的第一步。按传统思维，学者们认为公共服务智慧化是政府部门借助大数据技术，以数据收集和共享

为依据，为城乡居民提供精准化、智慧化的公共服务活动，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4]。 
二是公共服务智慧化特征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服务智慧化拥有信息化、多元化和的科学化特

点。吴克昌学者指出公共服务从非智能的传统供给转向智慧化供给，其显著特征有供给主体多元、供给

产出虚拟、供给决策科学。供给主体多元是指由多方主体进行提供智慧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产出虚拟是

指公共服务智慧化需要以强大的信息系统为依托；供给决策科学是指科学化的信息广泛获取改变了传统

的自上而下决策方式，将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置身于透明且科学的决策流程上[5]。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Moss
学者进一步指出大数据分析为现象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基础，从而能增加决策的成功率，降低决策

的风险和成本[6]。 
热点 2：公共服务智慧化应用研究(全民健身#3、智慧旅游#4、智慧社区#5、智慧产业#6、公共文化

#9) 
一是公共服务智慧化应用问题研究。随着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公共服务的智慧化应用到了各个领

域，涉及体育领域、旅游领域、社区建设、文化领域等。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智慧化应用和实践层面的

问题也就此爆发。学者张亨明总归和归纳了当前智慧化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一是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二是多主体间协作水平较低。三是信息技术支撑不足。四是技术与管理人才短缺[7]。学者唐跟利站在公

共服务一体化和智慧化的角度指出当前存在合作互通障碍、跨域联动成本高、资金筹措有困难等情况[8]。 
二是公共服务智慧化应用对策研究。随着应用问题的层出不穷，如何应用好智慧化的公共服务，学

者们也给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学者。学者张新生提出：一是从数量到质量：聚焦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化；

二是从被动到主动：关注受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三是从传统到现代：全面提升公共服务的整体价值[9]。
学者周在娟结合乡村公共服务特点，站在乡村振兴的角度进一步提出：要增加政府财政支持，加大农村

智慧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视农村智慧化服务人才培养[4]。 
热点 3：公共服务智慧化实现路径研究(大数据#2、合作#7、智慧化转型#8) 
一是公共服务智慧化实现技术研究。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5G 等现代科学技术既是公共服务智

慧化实现的基础，也是公共服务智慧化的重要保障，因此，公共服务智慧化的实现技术也是值得我们关

注的一环。学者张亨明以杭州智慧化公共服务治理的案例为例，指出在技术层面上要建设城市大脑中枢

系统和数据资源管理局、搭建受众广泛的服务平台和应用场景，从而有效地将不同层级和功能的数据进

行整合，实现数据共享和信息共通[7]。学者孙晨进一步提出：在技术运行逻辑上，公共服务智慧化的治

理要遵循“技术嵌入—技术驱动—技术优化”的运行逻辑[10]。 
二是公共服务智慧化实现方法研究。实现公共服务智慧化依赖的不仅仅有科学技术，更需要治理方

法和工具的加持。为此学者王凯指出搭建智慧公共服务精准化响应平台就要建立多元合作的统一标准和

构建智慧服务的“生态圈”[11]。学者何继清进一步归纳和提出智慧化公共服务的推进需要从转变认知观

念、规范发展秩序、优化样态结构、消除信息鸿沟等多维度进行[12]。 

4.3. 关键词演进路径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构建了时间线图 6，可以将我国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11 年~2013 年的萌芽期，这一时期关于公共服务智慧化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发文量

较少，主要是结合“智慧城市”、“大数据”、“智慧化”等方面开展研究，这对于后续公共服务智慧

化概念相关研究和梳理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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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imeline mapping of public service wisdom 
图 6. 公共服务智慧化的时间线图谱 
 

第二阶段是 2014 年~2018 年的发展期。随着 2014 年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智慧城

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要把“公共服务便捷化”放在首位目标，并指出“依托城市统一公共

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社区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学界对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相关发文量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研究主题也更加丰富，智慧旅游、信息经济、智慧产业、全民健身等关键词开始陆陆续续成为学界关注

的焦点。 
第三阶段是 2019~至今的深化期。这一阶段关于公共服务智慧化研究的发文量出现激增，研究主题

更加多元化，目前关于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研究拓展和延伸到了云平台、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群众体育、

老旧小区等领域，可以说公共服务智慧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完善和应用。在未来，随着数字化和智能

化程度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智慧化建设或将是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抓手。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现状 

运用 CiteSpace 软件，我们针对对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作者、关键词、时间序列等分析，

通过分析我们可知：第一，有关于公共服务智慧化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总体上呈现出长期上升，短期波动

性增长的趋势，随着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数字化、智慧化的文件和要求，有关公共服务智慧化高质量文献

逐渐增多。从统计结果来看，总共出现三个文献数量突增点，其中 2022 年作为第三个突增点，年发文量

达到 85 篇，是目前研究文献最多的。这说明这一主题正在逐渐被学界所关注、所重视。第二，从研究作

者和研究机构来看，当前公共服务智慧化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的学者们，但相互之间的合作较为松散，

且尚未形成核心的作者群。这就导致当前还未形成更加深层次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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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热点和趋势 

首先，从相关文献的研究热点来看，相关研究的初期都是围绕着智慧化、智慧城市等关键词开展公

共服务智慧化的概念研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探索以及相关政策的颁布，研究开始逐步向公

共服务智慧化应用层面进行拓展，涉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了全民健身、智慧旅游、智慧社区、

智慧产业、公共文化等不同领域。近几年，相关研究更加贴近大数据、合作、智慧化转型等关键词，在

实践的基础探索公共服务智慧化的实现路径与治理范式。这也体现出相关研究由浅入深、由基础到具体、

由单一到多元的研究变化过程。 
其次，从相关文献的研究趋势来看，结合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图谱，笔者推断未来公共服务智慧化

的重点方向和前沿：一是推进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拓展公共服务智慧化各领域应用，二是

构建符合中国道路的公共服务智慧化治理范式。当前，公共服务智慧化是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值得去

发掘和探索，公共服务智慧化将是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手段。 

5.3. 研究局限 

首次，尽管 CiteSpace 能够直观地贯彻到当前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热点，但是本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仅对知网数据进行了获取、筛选，可能会出现数据来源和数量不全的问题。该局限的解决需要依靠

未来数据软件的发展，从而使得预测更加精准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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