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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治

理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2013~2023年有关社区营造领域的

相关期刊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对社区营造相关论文的发表年份、关键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

分析，进而探究我国社区营造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沿演进的变化，分析发现：当前社区营造的相关文献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研究重点着眼于社区营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国社区营造研究的进程呈现为三个

阶段，分别为探索阶段(2013~2015年)、发展阶段(2015~2020年)、深化阶段(2020~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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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m-
munity building, as a new governance model, has gradually emerged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nnovate community social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CiteSpace analysis software is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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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relevant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2013 to 2023 from CNKI as 
data sources, and visual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publication year, key-
words and other aspect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research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frontier i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and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patial research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research in 
China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xploration stage (2013~2015), development stage (2015~2020) 
and deepening stage (20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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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社区实际上

是宏观社会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社会有机体的构成单位，在一定程度上社区成为了政府和居民之间沟

通合作的纽带，因此，社区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倡导社区营造的关键。社区治理在社

会治理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治理手段的多元化以及社会治理重心的逐渐下移，社区治理也呈现

出了各种各样具有区域特色的模式。社区营造实际上也是一种社区治理模式，越来越受到欢迎，它能够

在社区中通过社会资本培育和社会资源吸纳来形成社区自组织和自服务的营造过程，进而健全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2]。社区营造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手段[3]，是通过居民对自身所处的社区生活事务

的参与，从而培养其民主协商议事的习惯，增强居民的民主意识[4]。 
在进行基层治理实践的时候，社区营造尤为重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广州、上海、成都

等地也开展了社区营造的实践与探索，逐渐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社区营造模式，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从

而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社区营造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它能够集合多方

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与治理中来，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内研究文献出发，借助文献计量工具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手段，对社区营造领

域的研究现状、研究主题和趋势演进进行梳理和归纳，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选用高级检索，检索式设置为“主题 = 社区营造”，限定文献类型为

“期刊论文”，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3~2023 年，检索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10 日，剔除作者缺失、相关报

道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 736 条有效文献，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软件是 Citation Space 的简称，译为引文空间，由教授陈超美博士基于 Java 语言开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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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文分析理论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对于 CNKI 数据可以进行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关

键词的共现分析、突变词的检测。CiteSpace 软件提供了平均轮廓值(S 值)和模块值(Q 值)两个指标，这是

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依据。当 S 值在 0.7 以上时，认为聚类是高效的，若在 0.5 以上，认为聚类是合理的；

Q 值一般在[0, 1)区间，Q > 0.3 就说明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5]。本文主要采用 CiteSpace 软件进

行图谱可视化分析，首先从社区营造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发文作者和发文机构来分析其研究现状，再从

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图谱探究社区营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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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数据检索时间，将检索出的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后，符合主题的有效文献 736 篇。某一领域的

年度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状况。通过图 1 可以看到，2013~2016 年

社区营造领域的发文量较少，处在一个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社区营造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2017~2023
年是社区营造研究的稳定增长阶段，从 2017 年以来，社区营造领域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显著增长，2017
年的发文量比前一年增长了 2 倍多，这表明社区营造研究已经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图 1. 论文发表数量(单位：篇) 

3.2. 发文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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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图 2。 
图谱中共获得 204 个节点，48 条连线，整体密度为 0.0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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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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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N 0.74 N7=  (N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数，Nmax为最高产作者发文数) [6]。在社区营造领域，

作者刘悦来发文量为 14 篇，为最高产作者。根据上述公式，得出发文量要大于等于 3 篇以上的作者称为

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统计可得：在社区营造研究领域，共有 10 位作者发文量大于等于 3 篇，共发文 55
篇，占总发文量的 7.5%。此外，在我国社区营造研究领域中，有 35 位作者发表了 2 篇论文，其余作者

则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研究该领域的作者越来越多，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大多数作者的研究可持

续性是不高的。总体来说，在我国社区营造研究领域中，研究者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作者间的合作较少，

并且还未形成核心作者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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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udy author cooperative network map 
图 2. 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3.3. 发文机构分析 

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发文机构的共现图谱分析，可以了解值得关注的研究机构以及各个研究机构

之间的合作情况。 
首先，根据图 3 可以看到节点有 201 个，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4 篇)、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8 篇)、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7 篇)、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6 篇)、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6 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5 篇)、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5 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4 篇)。 

其次，根据共现图谱，可以看到连线有 67 条，整体密度为 0.0033，这说明研究机构之间有合作关系，

但是因为密度较小，所以合作联系并不紧密。 
最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主要是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为主，除此之外，大多机构的研究都相对独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并不利于相关

学术研究的突破和交流，阻碍了我国社区营造的创新性发展。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强机构之

间的交流，以此来推动社区营造领域的创新发展。 
 

 
Figure 3. Research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图 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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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分析其共现关系可以发现一些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和主题，

并且可以发现一些新兴的研究方向和趋势。通过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以关键词为节

点和连线的共现图谱。在图 4 中，圆形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

表示该关键词是研究中关注的重点；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其共现强度，连线越多，强度越大。图

4 中，共有 271 个节点，510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39，其中社区营造、公共空间、社区花园、社区治

理、乡村振兴、微更新、城市更新、老旧社区、城市社区、社会治理等关键词表示了从 2013 年~2023 年

间社区营造领域的研究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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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只有社区营造、微更新大于等于 0.1，这也说明社区营造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有一定的关

联性，但是关联程度不高。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进一步聚类，可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CiteSpace 根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

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 Q 值和平均轮廓值 S 值两个指标。从图中可以看出，Q = 0.5315 > 0.3，表明聚类

是显著的；S = 0.9128 > 0.7，表明聚类高效的。其中每一个大类代表一个研究热点，分别是社区营造、社

区花园、社区治理、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老旧社区、城市社区、乡村振兴。聚类标签是共现网络中的

关键词，顺序是从 0 到 7，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中的关键词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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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s clustering map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Table 1. Keyword cluster table 
表 1. 关键词聚类表 

序号 聚类名称 年份 关键词 

0 社区营造 2013 社区营造；乡村旅游；参与；创意城市；公共生活 
1 社区花园 2017 社区居民；公众参与；微更新；社区规划；社会网络；多元共治 
2 社区治理 2017 共同体；微改造；社区发展；三社联动 
3 传统村落 2016 乡村；更新改造；活化利用；乡愁挽留 
4 公共空间 2014 社区；多元主体；产业社区；居民自治；乡建文化 
5 老旧社区 2019 休闲空间；景观营造；养老社区；景观空间 
6 城市社区 2013 社会组织；住宅类型；可食地景 
7 乡村振兴 2018 自组织；社会资本；乡村治理；优化对策 

 
社区营造相关研究的第一个研究热点是社区营造的空间研究(社区花园、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老旧

社区、城市社区)。部分学者在社区营造上注重于物质空间的研究，比如刘悦来等学者认为社区花园是社

区居民以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园艺活动的场地，其特点是在不改变现有绿地空间属性的前提下，提升社

区居民的参与性，进而促进社区营造[7]。钱坤探讨了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来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

众多老旧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社区营造[8]。郑露荞

和伍江从公共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解析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和网络社会对公共领域的重构，从物理

公共空间、网络公共空间、象征公共空间及社会公共空间四个方面阐述了社区营造对于重建城市公共空

间的探索[9]。 
社区营造相关研究的第二个研究热点是社区营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区营造、社区治理、乡村振兴)。 
一是社区营造的概念研究。在社区营造的概念方面，学者们有着各自的定义。罗家德认为社区营造

是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帮扶、民间自发参与的过程，社区居民通过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共同解决

社区所面对的公共议题[10]。朱蔚怡，侯新渠认为社区营造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社区居民还权赋能，

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共同创造美好的社区[11]。夏铸九认为社区营造就是社区培育和维权，要通过自下

而上和赋予居民权利的方式培育社区意识，让他们养成主动提建议的习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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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社区营造的目的研究。就社区营造的目的方面，余缅萍指出社区营造就是要建立社区共同体意识，

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13]。丁康乐等学者认为社区营造的目的就是将居住于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人

群聚合成富有认同感和内聚力的群体[14]。总的来说，这些学者都强调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性。 
三是社区营造的路径研究。学者们大都通过单个或多个案例来探讨社区营造的路径，比如冯新茹通

过对睿城社区营造的分析，发现社会资本视角下睿城社区营造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政策指导下的多元主

体参与社区营造，另一条是注重文化建设和构建社区关系网络[15]。钟晓华通过对上海两个城市社区营造

案例的比较研究，探讨了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的外部精英介入社区营造的本土化路径[16]。周丽通过对比

“柳城平伙”和“缤纷社区”两个社区营造项目，发现社区营造推动主体的差异化会导致行为方式的不

同，两者从外部精英介入到政党吸纳，再到社会与政府双向嵌入社区营造工作的演化路径具有明显的差

异性[17]。 
四是社区营造的实践研究。在社区营造的实践研究上，陈蓓丽等学者以“柴砖银行”社区营造项目

为例，探讨了社区营造模式能否移植到我国大陆地区以及如何进行本土化实践[18]。蔡静诚和熊琳通过分

析城乡两个社区营造的案例，发现了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就是通过社区空间改造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建

构[19]。韦仁忠等学者通过以社会组织参与成都国际音乐社区“微博物馆”的社区营造项目为案例，进行

全过程的记录和分享，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营造的研究实践进行了总结[20]。 

4.3. 关键词演进路径分析 

通过对专业方向学术前沿的分析，不但可以在这个专业领域中发现各个阶段的研究热点，而且能在

一定程度上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方向。 
本文在共现图谱的基础上绘制了关键词时区图，它能够清晰的展示出关于社区营造研究的变化，从

而能够对未来学者们的深入探索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得到了社区营造时区聚类

图，如图 6 所示。通过梳理时区聚类图，本文将“社区营造研究”在过去 10 年的演进历程划分了 3 个重

要时期。 
 

 
Figure 6. Time zone cluster analysis diagram of community building research 
图 6. 社区营造研究的时区聚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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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时期(2013~2015 年)：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关于社区营造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发文量较少，

主要是结合“社区营造”、“城市社区”、“城市更新”、“休闲空间”等方面开展研究，这对于后续

社区营造的相关研究和梳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2015~2020 年)：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关于社区营造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发文量与前一

阶段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研究主题也更加丰富，“社区治理”、“社会治理”、“社区参与”、“多

元主体”、“居民自治”、“社区建设”等关键词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第三个时期(2020~2023 年)：深化阶段。这一阶段关于社区营造研究的发文量依然在增长，研究主题

也更加的多元化，目前关于社区营造的研究拓展和延伸到了“多元共治”、“健康社区”、“党建引领”、

“更新改造”、“文化空间”、“老年人”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是，社区营造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已经

开始关注特殊群体，比如老年人的需求，在未来，这方面也可能是社区营造领域研究的热点。 

5. 总结 

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我国 2013~2023 年间社区营造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 
第一，从研究群体来看，社区营造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是比较少的，大多是独立研究，另外，

合作学者们也大多是在同一个单位。在未来，相关部门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的

合作与交流，以此来推动核心作者群的形成。 
第二，从发展状况来看，2013~2023 年社区营造领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

索阶段，社区营造开始受到学者关注；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社区营造领域研究主题丰富，并不断扩

展；第三个阶段是深化阶段，社区营造领域的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第三，从研究主题来看，“社区治理”、“社区参与”、“多元共治”、“社会治理”、“公众参

与”的研究热度是比较大的。未来，社区营造也会受到健康中国背景的影响，关注特殊群体的需求。 
社区营造研究既是当下的研究热点，也是未来的热点话题，社区营造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

路，值得学者们不断的思考与探究。笔者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符合社区自身的营造理念、方法等理

论框架，也可以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从而丰富其理论基础；其次，结合健康中国的背景，社区营造不

仅仅是空间的营造，更要关注特殊群体的需求，结合精细化的社区治理，改善他们的生活，提升其幸福

感和获得感。除此以外，如何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增强居民的社区营造

意识，这也是值得研究的。 
虽然 CiteSpace 能够直观地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热点，但是这个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本文只

是对知网的数据进行了检索和筛选，可能会出现相关文献不全的问题，解决这种问题需要依靠未来数据

软件的更新发展，从而使得该研究更加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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