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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数据分析工具R语言，引用1998~2020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国内关于公共服

务领域的研究部分论文，在微观层面上，以苏州市当地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兴趣程度作为讨论

分析，更深入去剖析苏州市公共服务未来发展路程，以结果为导向，未来当地政府还需推进公共服务“全

民参与”宣传、互联网+、公共服务本土化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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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ata analysis tool R language, this paper cited some domestic research papers on the 
field of public service in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SSCI) database from 1998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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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At the micro level, taking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interest of local residents in Suzhou 
as a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in Suz-
hou in greater depth, and is result-oriented. In the future, the local government needs to promote 
the publicity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in public services, internet plus and the re-
search on the loc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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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服务的研究源起于西方，随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其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政府治理变革的核心概念和热点领域。西方公共服务相关理论的流行，既推动了西方公共服务实践的

创新，也促进了国内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发展。公共服务现已成为分析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1]。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国内公共服务体制得到全面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

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些论述为国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拓展

了视野和明确了目标。本文将基于苏州市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和感兴趣程度进行分析，从而为推

进高质量公共服务夯实基础。 

2. 国内公共服务 

2.1. 国内公共服务研究的时区分布与研究力量 

国内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的基本演变趋势。如图 1 所示，在公共

服务研究的初始时期，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缺乏，公共服务领域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因此发文量

较少。随着国外相关公共服务理念的引入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机构

关注公共服务研究，这一时期公共服务研究进入发展期，发文量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随后有所下降并

趋于稳定。根据发文量，可将国内公共服务研究分为萌芽、发展以及成熟这三个时期。 
 

 
Figure 1.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CSSCI source public servic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98 to 2020 
图 1. 1998~2020 年 CSSCI 来源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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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国内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力量分布，表明华中农业大学的吴春梅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的张新

文教授、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的胡志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孙德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的杨宏山教授、南京审计大学的詹国彬博士等是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在论文数量、基金项目、专著论

述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作者的关联网络来看，国内公共服务研究缺乏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队

伍和领军力量，关键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多，在公共服务研究中依旧存在诸多分歧[2]。 
 

 
Figure 2. CSSCI Source Public Service Research Study in 1998~2020 
图 2. 1998~2020 年 CSSCI 来源公共服务研究研究的作者力量 

2.2. 国内公共服务研究的热点 

国内公共服务研究在整体上出现的热点主题较多，而且关注点更新快，研究视野和内容不断得到深

入。这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国内在过去 20 年中经历了巨大的政策变迁，公共服务研究

中的新主题层出不穷，主题之间的关联性差异较大[3]。但是纵观整个公共服务研究的变迁，可以发现总

体研究导向基本是由供给的过程研究向质量的结果研究转变，其热点领域和主题主要围绕什么是公共服

务、为何会进行公共服务、如何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的效果如何这四大基本问题开展[4]。 
遗憾的是，学界在公共服务的内涵研究上依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理解回答究竟什么是公共服务：一是侧重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维度，即认为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是

密不可分的，并且与私人物品和服务存在着本质区别。黄新华认为公共服务是一种物质与精神层次上的

产品结合，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5]。吴玉宗则认为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劳动行为，供给

主体是政府[6]。二是关注于公共服务的多元化维度，进一步指出公共服务与私人物品或服务的不同之处，

即公共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与其他物品或服务在供给或机制上相差较大，更多的是依赖于多元

化的供给方式。陈振明认为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公共权力、服务机制、公共物品、公共需求、公共利益这

些方面的综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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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内公共服务未来研究方向 

国内学界在公共服务的研究上大多存在于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其中包含什么是公共服务、为何会

进行公共服务、如何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的效果如何这四大基本问题，为更深入的研究公共服务

和居民生活的紧密联系，本文将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更微观的联系到居民，在收发数据的基础上采用

R 语言进行数据处理，更深层面的推进苏州市公共服务的本土化研究，推进高质量发展。 

3. 数据整理过程 

3.1. 问卷调查 

本数据库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为了了解苏州市当地居民对公共服务处感兴趣程度，进一步加强基

础文明建设，提高城市互动性，主要方式为联合当地公共服务管理办公室协同开展的收发方式。发放 500
份数据，收回 453 份，排除无效数据，保留有效数据 400 份。 

3.2. 处理数据方式 

本文采用数据替换、数据筛选、数据排查等方式，通过收集上来的数据，排除(跳过)无效数据，保留

有效数据 400 份，其中包括描述性统计，性别、年龄段、学历等。 

3.3. 数据处理过程 

男(1)女(0)；满意(5)较满意(4)一般(3)较不满意(2)不满意(1)；请问您对本地区公共文化设施的位置分

布满意吗？(F1)；请问您对本地区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质量满意吗？(F2)；请问您对本地区公共文

化场馆设置的开放时间的满意吗？(F3)；请问您对本地区公共文化场馆策划举办各类活动，盘活资源、

普惠群众的能力满意吗？(F4)；请问您对本地区基层公共文化从业人员的提供的服务满意吗？(F5)；请问

您对本地区传承和发扬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情况满意吗？(F6)；请问您对本地区传承和发扬当地优秀传

统文化的情况满意吗？(F7)；如果您去离家最近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请问大约需要多长时间？(F8)；请

问您喜欢参加下面哪些文体活动？(可多选)公共服务体育爱好兴趣(F9)；请问您对下面哪些公共文化设施

感兴趣？(可多选) (F10)；请问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得公共文化和文艺生活方面的信息资讯？(可多选)
拥有获取渠道的数量(F11)；请问您觉得我市需要从哪些方面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可多选)关心公共服务

的方面(F12)；请问您的性别是？(F13)；请问您的年龄区间在？(F14)；请问您的学历属于哪个范围？(F15)；
超过 30 分钟(5) 21~30 分钟(4) 11~20 分钟(3) 6~10 分钟(2) 5 分钟以内(1)；以及下表 1。 
 
Table 1. The replacement of data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section 
表 1. 有关公共服务部分数据替换情况 

请问您喜欢参加下面哪些文体活动？(可多选)公共服务体育爱好兴趣 

种类 1~10 

请问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得公共文化和文艺生活方面的信息资讯？(可多选)拥有获取渠道的数量 

数量 1~9 

请问您对下面哪些公共文化设施感兴趣？(可多选) 

种类 1~11 

请问您觉得我市需要从哪些方面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可多选)关心公共服务的方面 

方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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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区间 

16 岁以下 1 

16~29 岁 2 

30~44 岁 3 

45~59 岁 4 

60 岁及以上 5 

请问您的学历属于哪个范围？ 

初中及以下 1 

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 2 

大专(高职) 3 

本科及以上 4 

4. 研究方法 

4.1. 问卷调查 

本文保留有效数据 400份，通过 15个问题来测评苏州市居民对当地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兴趣程度，

更微观层面了解当地公共服务具体情况，了解居民对公共文化设施位置分布、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质量、

公共文化设施内部的功能布局、管理卫生、便民设施、从业人员服务、开放时间等相关细节问题，通过

问卷问题分析进一步了解居民的满意度，本文通过居民对公共服务体育、获取渠道资源数量、关心公共

服务的方面以及感兴趣的公共服务设施等问题进行调查，从微观层面剖析分析苏州市居民对当地公共服

务的感兴趣程度。 

4.2. R 语言处理过程 

4.2.1. 线性判别分析(满意度) 
为了研究当地居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本文将满意度界限替换为 S8，针对 F1~7 共 7 个满意度问题

调查总分在 30 分及以上替换为 1，总分在 30 分以下替换为 2，进而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R 语言数据

处理情况如下图 3，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存在 8 个错误数据，其余 392 个数据为正确数据，得到结果为当

地居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占比为 84.5%，不满意占比为 15.5%，Group means 为满意度的组间均值，由此，

可以看出，在微观层面上公共服务有代替提升，比如：从业人员的提供的服务、普惠群众以及传承和发

扬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Figure 3.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图 3. 公共服务线性判别分析(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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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散点图(满意度) 
从图 4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共服务设施位置和公共文化设施内部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居民大

多数是满意态度，以及公共文化设施内部的功能布局、管理卫生、便民设施和场馆设置的开放时间来看

大多数居民是满意态度，以此类推，对比 F1 至 F7，我们可以看出在从业人员的提供的服务、普惠群众

以及传承和发扬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苏州市当地公共服务有待更深入推进三方面的

高质量发展。 
 

 
Figure 4. Scatter chart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图 4. 公共服务散点图(满意度) 

4.2.3. 线性判别分析(感兴趣程度) 
为了研究当地居民对公共服务感兴趣程度，本文将感兴趣界限替换为 S9，针对 F9~12 共 4 个与感兴

趣相关问题调查总分在 13 分及以上替换为 1，总分在 13 分以下替换为 2，进而分为感兴趣和不感兴趣两

类，R 语言数据处理情况如下图 5，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400 个数据均为正确数据，得到结果为当地居民对

公共服务感兴趣占比为 47.75%，不感兴趣占比为 52.25%，Group means 为满意度的组间均值，由此，可

以看出，在微观层面上居民对公共服务在微观层面大多数为不感兴趣，说明当地公共服务宣传仍有待提高。 
 

 
Figure 5.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s (degree of interest) 
图 5. 公共服务线性判别分析(感兴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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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散点图(感兴趣程度) 
从图 6 我们可以看出，苏州市居民对于当地公共服务感兴趣程度大多数为不感兴趣，对比 F9 至 F12，

我们可以看出，数据变量两两之间关系，除了 F9 和 F11、F9 和 F12，其他两两组数据感兴趣程度相互结

合大多聚集在不感兴趣处，说明了当地公共文化宣传比较缺乏。 
 

 
Figure 6. Scatter plot of public service (degree of interest) 
图 6. 公共服务散点图(感兴趣程度)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 R 语言数据处理方式，采用散点图和线性判别回归对收集 400 份有效数据进行定量研究，

在微观层面，以居民满意度和感兴趣程度进行讨论分析，结果显示，苏州市当地居民对本地生活服务满

意度要远高于居民对公共服务感兴趣程度，这说明在基础文明创建上，苏州市当地政府打好了基础，但

仅存在于表面，更深层次去了解居民情况，仍有大多数居民对本地公共服务不感兴趣，这也说明了宣传

力度还是存在欠缺，距离全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路程还有很远一段距离。 
基于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未来苏州市公共服务的研究应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加强全民

参与宣传力度，充分挖掘高等院校、文体部门的三下乡活动价值，提高当地基础文明创建。第二，构建

“互联网+”线上全民健身模式，开展“云健身”等体育活动，加大与地方媒体的合作，利用电视广播等

媒体技术，宣传推广科学健身知识，观赏全民健身赛事，推动广大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推进公共服

务板块自媒体化。第三，加强公共服务的本土化研究。根植于中国故事，依靠中国文化思想源泉，准确

认知中西方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的共性与差异，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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