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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2002~2022年间发表在北大核心及CSSCI期刊上的770篇志愿服务相关

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从文献数量年度分布、期刊分布、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四个方面展示志愿服务的研

究现状。并通过关键词的频次、中心性、聚类及突现情况，探索归纳这一时期志愿服务领域的前言热点

与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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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conduc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770 volun-
teer service related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Peking University Core and CSSCI journals fro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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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2022. This paper sho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volunteer service from four aspects: annual dis-
tribution of literature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re authors. And 
through the frequency, centrality, clustering, and emergence of keywords, it explores and summa-
rizes the hot top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of volunteer service during this period,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volun-
teer service in China. 

 
Keywords 
Volunteer Service,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或志愿组织无偿、自愿地向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帮助的一种公益服务，是党和国

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1]。为此，本文旨在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

件对研究样本进行分析，以便系统地了解我国近二十年来志愿服务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演进趋势，

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以便更好地促进志愿服务的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为确保文献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质量，期刊来源选择北大核心

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并以“志愿服务”为篇名，时间范围设定为 2002~2022 年，随后

进行高级文献检索，共获得相关文献 810 篇。为了研究样本的准确性和相关性，通过手动筛选的方式去

除新闻、议会信息等非研究性学术文献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符合的文献，最终得到 770 篇相关样本文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利用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进行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的软

件[2]，该软件能够根据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呈现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发展历程。首先，本研究以

知网(CNKI)为依托，通过高级检索功能筛选有效文献，并把研究数据生成 Refoworks 专用格式文件。其

次，根据本文所采用的 CiteSpace6.1R2 计量分析软件，将数据转化为通过 Wos 形式。最后，将转换好的

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设置限定条件，对发文数量、文献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进行计量

分析，从而直观的获得志愿服务研究领域的可视化知识图谱，探析其热点分布与变化趋势。 

3. 志愿服务研究的研究现状 

3.1. 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分析 

文献数量年度分布状况可直观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进程，并预测其发展趋势[3]。本文根据

志愿服务为主题词发表在北大核心及 CSSCI 期刊的发文量绘制文献数量年份分布图(如图 1 所示)，可将

我国志愿服务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分为三个显著阶段进行描述。一是初步探索阶段(2002~2007 年)：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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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发文数量较少，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起伏变化，其中 2004 年发文量最低，共发表 4 篇。二是快速发展

阶段(2008~2016 年)：随着奥运会的举办以及党中央对志愿服务的高度重视，该领域的发文数量总体呈现

急剧上升的趋势，由 2008 年的 22 篇迅速增长到 2016 年的 64 篇峰值。三是成熟发展阶段(2017~2022 年)：
从 2017 年开始我国志愿服务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有所回落，但年平均发文量保持在 40 篇以上，在 2020 年

发文量有所增加，究其背景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由此掀起了对志愿服务研究的新一轮高潮。总

体而言，志愿服务研究热度与政策紧密相关，处于稳步发展的态势。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literature 
图 1. 志愿服务文献数量年份分布图 

3.2. 发文期刊分析 

分析文献期刊的来源分布情况，能够了解核心期刊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为后续展开相关研究

提供有效信息。本文通过对 770 篇有关志愿服务文献的期刊来源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知该研究样本共

在 265 种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献，发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核心期刊有 15 种，其中《中国青年研究》发

文量最高，高达 55 篇，约占总发文量的 7.1%。根据布拉福德定律——核心期刊区域划分的阈值计算公

式 R0 = 2In (eE × Y) [4] (E 为欧拉系数 0.5772，Y 为发文量最多期刊的文献数量)，根据此公式可计算出

R0 约为 9.169，即发文量前 10 位的期刊属于该领域的核心区期刊(如表 1 所示)。经统计，本研究前 10
位刊物合计发文量共 238 篇，约占发文总量的 30.09%。表明上述期刊在志愿服务研究领域居于核心位置，

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域场。 
 

Table 1. Ranking of journals by publication of volunteerism literature (Top 10) 
表 1. 志愿服务文献的发表期刊排名(前 10 名) 

序号 核心期刊 发文数量 序号 核心期刊 发文数量 

1 中国青年研究 55 6 当代青年研究 19 

2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36 7 中国输血杂志 19 

3 思想教育研究 22 8 青年探索 16 

4 人民论坛 21 9 教育与职业 15 

5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 10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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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梳理志愿服务核心机构，能够了解到各合作机构间的紧密程度，以及该领域主要研究力量的分

布情况。根据 CiteSpace 分析结果可知，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机构共有 398 个，故本文只呈现发文量在 3 篇

以上的研究机构(如图 2 所示)。在图 2 中字体大小反映了该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的多少，字体越大表示其发

文数量越多，反之，则少[5]，节点之间的连线和连线的粗细表示不同机构间合作情况及合作的紧密程度，

而节点的连线颜色表示机构间合作的时间。通过图 2 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核心机构主要是以高校为

主，其中中国人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字体最大，即其发文量最多(8 篇)，其次是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7 篇)、湖南第一师范学院(6 篇)。此外，图谱显示大部分机构呈现出点状分布，合作网络密度仅为

0.0015，局部形成了以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人文北京研究中

心、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同合作研究的关系。这表明机构间关

联性相对较低，大部分研究机构独立发表论文。因此，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该领域的研究与

交流。 

 

 
Figure 2. Voluntary service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are knowledge maps 
图 2. 志愿服务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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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对某一领域的发展具有较大贡献的研究者，分析研究志愿服务的核心作者群，有利于

把握该领域主要学者聚集情况与合作关系[6]。本文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用普莱斯定律测算该研究领域

的核心作者情况。根据普莱斯定律的核心作者运算法则：Mp = 0.749*√Npmax，其中 Npmax 为限定年限

内发表文献最多作者的发文数量，Mp 表示核心作者发表文献的最低数量，一般来说发文量大于 Mp 的作

者考虑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7]。在本研究中 Npmax = 11，通过计算得出 Mp = 2.48，因此至少发文 3 篇

以上的核心作者共有 26 位(如表 2 所示)。从作者发文数量来看，排在前几位的是谭建光(11 篇)、张勤(10
篇)、张晓红(8 篇)、李茂平(6 篇)。根据普莱斯定律认为核心作者的发文量超过一半时，则认为该领域的

研究作者群已经形成。分析结果表明前 26 位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为 112 篇，占总发文量的 13.82%，可见

目前志愿服务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core authors in volunteer service research 
表 2. 志愿服务研究核心作者分布情况 

序号 作者 发文数量 首篇文章 
发表年份 序号 作者 发文数量 首篇文章 

发表年份 

1 谭建光 11 2004 14 孙宁华 3 2017 

2 张勤 10 2012 15 蒲清平 3 2010 

3 张晓红 8 2008 16 冯岩 3 2008 

4 李茂平 6 2011 17 李慧文 3 2010 

5 王婕 5 2016 18 刘江 3 2012 

6 湛玉武 5 2012 19 曾雅丽 3 2011 

7 黎云 5 2012 20 孙婷 3 2012 

8 陶倩 4 2009 21 李建国 3 2013 

9 彭柏林 4 2022 22 张红霞 3 2008 

10 张网成 4 2016 23 丁元竹 3 2016 

11 卢志成 4 2012 24 周媛 3 2013 

12 王顺茗 4 2010 25 狄涛 3 2021 

13 侯明 3 2010 26 陆士桢 3 2017 

 
为进一步分析核心作者合作情况，借助 CiteSpace 对研究样本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作者共现知识图

谱(如图 3 所示)。其中，名字的大小表示其发文数量的多少，节点间的连线表示相互间的合作关系，合作

越多，连线越粗。从图 3 可以看出作者节点总数 N = 443 个，节点连线总数 E = 175 条，网络密度 Density 
= 0.0018，图谱呈现多分散、少合作的局面。局部形成了一些密度最大、最为显著的合作网络，是由刘江、

冯岩、何伟、刘亚利、徐文、侯明、李小月、高东英、章曦颖等人组成的团队式合作，其余只有少数作

者间存在为数不多的合作，多数作者属于独立研究的状态，作者间的合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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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Volunteerism research authors collaborate to produce knowledge maps 
图 3. 志愿服务研究作者合作共现知识图谱 

4. 志愿服务前言热点与发展趋势 

4.1. 前言热点的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能够充分反映文章的主题，而关键词频次统计是分析某一领

域或学科热点前沿的常用方法[8]。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样本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得到关键

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 4 所示)，并根据相关数据绘制出频次大于 10 的关键词频次统计分布列表(如表 3 所

示)。图 4 中节点文字的大小代表出现频次的高低，节点间的连线和连线的粗细则表示不同时间内关键词

的联系和共现的强度。首先，从关键词频次的高低来看近 20 年来志愿服务的研究热点。从图 4 可以看出

共有 537 个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节点间共有 822 条连线，“志愿服务”、“大学生”、“志愿者”、

“长效机制”、“志愿精神”等关键词的字号和节点较大，连线也呈现比较复杂的特点，网络密度 Density 
= 0.0061，表明该领域关键词之间的研究关系较为紧密。此外，依据美国统计学专家多诺霍(David Donoho)
的高频词计算公式：T = [−1 + √(1 + 8*I)]/2，I = 关键词个数，将 N = 537 代入公式，计算出 T 值，即该

研究领域的高频词与低频词之间的临界值，T = 34.59，由此可知，“志愿服务”(444 次)，“大学生”(97
次)，“志愿者”(58 次)的频次大于 35 次是该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其次，探究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与趋势，不仅要看关键词，还要看其中心性，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关键词的中心性越大，表明其在整个

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越大，越趋向于研究的热点，即一般关键词中心性大于 0.1 可视为该邻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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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表 3 关键词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的强弱来看，中心性最高的是“志愿服务”为 1.25，“大学生”

为 0.07，而“志愿者”、“志愿组织”等也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也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 
 

 
Figure 4. Volunteer service research keywords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图 4. 志愿服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3.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map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in volunteer service research 
表 3. 志愿服务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分布图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志愿服务 444 1.25 

2 大学生 97 0.07 

3 志愿者 58 0.06 

4 长效机制 16 0.03 

5 志愿精神 14 0.03 

6 影响因素 14 0.01 

7 新时代 10 0.01 

8 志愿组织 10 0.03 

9 图书馆 1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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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形象直观的展现志愿服务的研究热点领域，通过 CiteSpace 对研究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得

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5 所示)。一般认为当聚类网络的模块值 Q 值 > 0.3 时，聚类结构显著；当网络

平均轮廓值 S 值 > 0.7 时，则表示同一聚类内相似性越高，聚类轮廓合理[10]。根据志愿服务聚类图谱可

知 Q 值 = 0.5922，S 值 = 0.9567，说明本次聚类时合理的，聚类的结果时令人信服的，具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如图所示，志愿服务研究共有 5 个聚类(以#为标志)：#0、#影响因素、#志愿者、#志愿精神、#青
年。这些研究主题在志愿服务领域中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和前沿性，为后续志愿服务的研究提供了多样化

视角和理论研究基础。综上所述，通过关键词的频次、关键词的中心性、关键词的聚类情况可得“志愿

服务”、“大学生”、“志愿者”出现频次较高且具有较高中心性，是志愿服务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Figure 5. Volunteer service research keywords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图 5. 志愿服务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4.2. 研究趋势的发展分析 

本文在对研究样本进行聚类的基础之上，运用 CiteSpace 的突显功能获得 2002~2022 年志愿服务的部

分突现词知识图谱(如图 6 所示)。“突现词”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使用频次骤然增加或者突然变成热点的某

些术语。因此，通过关键词的突现分析，可以知道关键词的突现强度，以及反映在何时成为热点和何时

终止其热点趋势，甚至可以了解到研究热点的发展动态。图 6 关键词突现图谱显示了我国志愿服务研究

近 20 年来的演进趋势和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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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Volunteer service research emergent word knowledge map 
图 6. 志愿服务研究突现词知识图谱 

 
第一个阶段(2002~2008 年)：该阶段的研究成果比较少，研究的主题主要聚焦于“社区服务”“和谐

社会”“弱势群体”“奥运会”“志愿活动”“志愿者”。其中，“社区服务”的时间跨度最大，“和

谐社会”的强度最强，突现强度为 4.16。探其背景主要与当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以及在 2005 年 10 月 27 日，民政部、国家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九单位联合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社区志愿服务的意见》，并且 2006 年 5 月 8 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

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的方针政策，这表明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鼓舞了更多学者投入志

愿服务的研究当中。此外，汶川地震的发生、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志愿服务研究成果出现明显上升趋

势，成为该阶段的研究热点。 
第二个阶段(2009~2016 年)：这一阶段的发文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公民

社会”“美国”“大学生”“服务学习”。首先，该阶段的学者们深入研究志愿服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在联系。如学者肖湘愚，李茂平指出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七大报告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章节中提到把建立志愿

服务体系作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11]。学者孙宁华指出志愿服务以自愿、无偿为前提，

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核心与党的十八大提出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

合[12]。其次，学者们开始研究国际志愿服务发展情况，以期推动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提供借鉴。如潘静

指出美国的历史就是志愿者的历史，美国的建立与志愿精神密切相关，可以说美国是一个由志愿者建立

起来的国家[13]。可见美国作为拥有历史悠久、体系完善、活动多样、作用突出的志愿服务文化是学者们

研究的重点方向。最后，该阶段的“大学生”的突现强度最强，表明该研究主题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此外，2013 年 5 月 12 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2014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给“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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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爱心团队”回信、2014 年 7 月 16 日习近平给“南京青奥会志愿者”回信等不断推动研究对象更加

聚焦于大学生群体。 
第三个阶段(2017~2022 年)：该阶段的研究视角逐渐拓宽，研究主题突现于“实践育人”“影响因素”

“新时代”“实现路径”“育人功能”。张拥军指出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具有价值观

念的塑造功能、社会责任的培育功能、实践能力的强化功能、全面发展的促进功能，可以通过加强顶层

设计，构建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加强文化引领，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理念、加强组织建设，完善志愿者管

理制度、加强项目建设，创新志愿服务内容载体的途径实现志愿服务育人功能的最大化[14]。万坤利张晓

红指出志愿服务活动的育人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志愿者的教育：提高道德修养，提升综合能力、对服务对

象的教育：引发情感共鸣，促进志愿服务的接力式发展、对社会公众的教育：增强全民服务意识，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5]。总的来说，新时代实现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与实践路径成为该阶段国内

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志愿服务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到多元，研究内容

逐渐丰富，研究成果逐渐成熟。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志愿服务领域 2002~2022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核心及以上成果进行数

据处理和可视化分析，从整体上探讨、归纳了近 20 年志愿服务的主要研究现状、热点、趋势，得出几点

结论，并对志愿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几点展望。 

5.1. 研究结论 

首先，从志愿服务的研究现状来看，志愿服务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年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年核心发表论文约为 36 篇；《中国青年研究》期刊的发文量最高(55 篇)，其中核心区期刊共有 10 种，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教育研究》《人民论坛》《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发文量均在 20 篇以上；

总的来看发文机构间合作关联性相对较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学院发文量最多(8 篇)；此外，本研

究的核心作者共有 26 位，谭建光、张勤、张晓红发文量最多，但并且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多数作者属

于独立研究的状态。 
其次，通过分析文献关键词的频次、中心性、去除“志愿服务”这个关键检索词，可得“大学生”、

“志愿者”是该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另一方面，通过关键词的聚类情况可得我国志愿服务研究热点

集中于#大学生、#影响因素、#志愿者、#志愿精神、#青年等主题领域。因此，根据关键词的频次、中心

性、聚类可知“志愿服务”、“大学生”、“志愿者”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最后，从志愿服务研究的演进历程来看，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主要划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2002~2008 年)，该阶段研究成果比较少，处于起步的阶段。第二个阶段(2009~2016 年)，发文数量呈现

出了爆发式的增长。第三个阶段(2017~2022 年)，研究视角从单一到多元，研究成果逐渐成熟。另外，关

键词的突现表明，“育人功能”这一关键词延续至今，可见，该主题仍是志愿服务领域的研究热点。 

5.2. 研究展望 

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和领导人对志愿服务的关注，使志愿服务成为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但在未来

的研究中，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加强学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志愿服

务研究领域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如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通过融入不同学

者和研究机构的思想内容形成多领域的研究合力，以推动新时代志愿服务的创新性发展[16]。第二，加强

对志愿服务育人功能的研究。志愿服务作为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有效地克服课堂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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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塑造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应多角度、深层次地挖掘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

影响因素、实践路径，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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