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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提升国家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本研究通过使用CiteSpace软件工具，

对2014~2024年间中国知网(CNKI)上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相关文献，对其相关期刊的发表年份、

关键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进而探究我国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热点。分析

发现：当前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着重于对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和构建

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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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capa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
munity retrieved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from 2014~2024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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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software, and visually analyzes the publication year and keywords of journals related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so a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hot spots of com-
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research in Chin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commu-
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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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而现有的社会治理体制已无法适应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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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的重要领域，社区是推

动和反映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场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必然要求。

建立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和协调社区资源、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的共识、促进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

务，并为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1]。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第一，在社会层面上，强化社区治理体系，

对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意义重大，其是维护社会和谐与安定的根本。第二，

在居民层面上，由于社区治理体系的健全与治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使得居民的幸福感

与归属感明显增强。无论是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需要，还是满足居民多元化的需要，都迫切需要

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与情感来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基于此，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过去 10 年间

我国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绘制知识图谱，探讨我国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和

研究热点，以期为我国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些意见和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借助 CiteSpace-6.3.R1 Basic 软件，在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对国内 2014 年至

2024 年 3 月近 10 年来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文献进行数据分析。首先从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领域的发

文量和发文机构来分析其研究现状，再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探究社区治理共同体目前的研究热点

及未来发展动向。 

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选用高级检索，检索方式设置为“主题 = 社区治理共同体”，限定文

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4~2024 年，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11 日，在剔除不满足

检索内容和重复无效的文献后，所得有效文献为 204 篇，将其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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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现状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随着我国的持续发展，我国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演变，

社区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单元，“治理共同体”也同样被提出来。在党的十八大上将“社区治理”这

一名词首次写入大会。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一伟

大战略目标。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确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2019 年，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

单位，社区治理共同体也成为其应有之意。 
从发文量的统计数据(参见图 1)中，可以观察到国内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数量正在逐年上升。

在 2014~2019 年期间，发表的文章数量相对较少，但从 2020 年开始，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呈现出

高速增长的趋势，这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图 1. 论文发表数量 

3.2. 研究机构分析 

从机构发文数量来梳理(见表 1)，近 10 年以来发文数量较多的研究机构分别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

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和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的社会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该院为我国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一大

批优秀的人才，近 10 年来关于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贡献较为突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

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显著特色和研究优势的组织，尤

其是近五年来，学院科研成果丰富。重庆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被视为培养公共管理人才和进行科学研究

的重要基地。学院以公共管理为主题，构建从学术型，专业型和培训型转变的教育体系来满足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 

4. 近 10 年我国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社区治理共同体”这一主题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以及关键词突现性进行

分析，进而对当前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具体的工作步骤为，在 CiteSpace 软件面板中，将功能界面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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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跨度(Time Slicing)为“2014~2024 年”，间隔(YearsPer Slice)为 1，而切片的阈值 Top 设置为 50，并

利用 Cosine 算法，在网络节点类型(Nodes Types)区选择关键词 Key Word，相关参数设置好后，运行软件

则可以通过操作得到图 2 与图 3，即为近 10 年我国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及聚类分

析(2014~2024 年)。 
 

Table 1. Information on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表 1. 主要研究机构信息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首次发表年份 

1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5 2021 

2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3 2021 

3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2017 

4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2 2019 

5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2 2022 

6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2022 

7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2 2022 

8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 2023 

9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2020 

10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2 2023 

11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2 2023 

12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 2020 

13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2022 

14 广西师范大学 2 2023 

15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2 2019 

16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2022 

17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2020 

18 福建师范大学政治发展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2 2020 

 
从图 3 可知，不同规模的聚类反映了近 10 年我国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研

究领域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基层治理等，“社区治理”和“共同体”出

现的频率最大。 
除了关键词共现外，中心性程度也能有效地揭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使用CiteSpace

的 Nodes compute node centrality 功能可以计算关键词的频数和中心性，并将得到的频数前 13 位制成表格

(见表 2)。表 2 中中心性最高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社区治理”和“共同体”，说明大部分研究都围绕着

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4.1. 社区治理的研究 

扶雪琴、陈升认为社区治理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过程，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调和各利益相关方的

利益和行为来提高社区的治理效果[2]。严春鹤、安民兵认为社区治理应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核心，建立

在民主、协商、合作和法制的基基础上，从而形成一个多元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3]。孙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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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图 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analysis 
图 3.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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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eyword feature analysis table and centrality (top 13 frequencies) 
表 2. 关键词特征分析表及中心性(频数 top 13)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点 

1 社区治理 59 0.8 

2 共同体 27 0.23 

3 党建引领 15 0.14 

4 社区 13 0.14 

5 社会组织 10 0.12 

6 基层治理 9 0.09 

7 社会治理 7 0.1 

8 社区 7 0.04 

9 社会工作 4 0.02 

10 社会资本 4 0.02 

11 碎片化 3 0.02 

12 农村社区 3 0.02 

13 党建 3 0 

 
鹏认为要从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两个角度，探索加强城市社区治理

的有效途径[4]。杨宏山和李悟认为在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治理策略，创造一个由

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新环境，并进一步完善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5]。 

4.2. 社区治理共同体概念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资本、利益、居民自治、协同治理等视角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进行解读。

黄建宏认为对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认识可分为两方面，首先是通过各种形式推动居民间的交流与沟通，加

强相互理解与信任，进而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建立城市社区生活共同体。其次，通过与居民的

直接利益紧密相连的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提升居民的自治能力和参与意愿，从而构建一个社区利益共同

体[6]。周进萍、周沛认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在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背景下，形成的团结、互助和相

互信赖的关系，这有助于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并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品质[7]。经历了数十

年的不断尝试和探索，我国在社区治理的模式、结构和机制等多个方面都实现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治

理共同体”与“共同体”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紧密的联系。从治理要素来看，“共同体”

解决了治理目标的问题。而“治理共同体”则解决的是治理机制问题。前者是目标，后者则是手段，借

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达到理想的“共同体”社区[8]。总的来说，社区治理共同体就是以坚持党建

为引领，由政府主导，吸引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4.3.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法的研究 

周进萍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发现、参与、合作、创新与共享五大步骤，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9]。
张艳、曹海林认为应该构建一个将利益融合、情感重塑和文化导向结合为一体的发展策略，以推动社区

治理共同体的建立[10]。钟兴菊、苏沛涛认为构建城市社区信任网络是建设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

求[11]。张汝立、刘帅顺从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个层面，分析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信任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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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组织赢得居民信任，进而推动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12]。 

5. 总结 

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过去 10年间我国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研究发现，学界对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着重于对国内外关于社区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的评述以及对社区治理

共同体概念的研究。实际上，近几年来，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并未显著增长，但基

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应用研究论文数量却在逐年上升。应用研究的重心已逐步与国家政策和中国社

会特征紧密融合，研究内容丰富，研究内容广泛，但目前仍然存在两大难题：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匮乏。

首先，针对不同情境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多主体之间如何互动，包括多主体之间的关系都缺乏细致、

深入的研究。其次，现有的研究大多都限于质性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 
当前，我国关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未来研究的关注点应该偏向于对实际问题

的解决和不同类型社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为我国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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