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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务微信作为大数据时代政务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其发展建设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热点与学

术热点议题。本文试图利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结合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与文献管理软件Note Ex-
press，从政务微信发文总趋势、文献机构、文献期刊、文献作者群体、关键词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在

厘清目前政务微信研究的总体态势的同时，试图勾勒出我国政务微信研究的未来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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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WeChat is one of the signs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government medi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new social and academic 
hot topic.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the research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combined with th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and the document management software Note Express, to con-
duc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from the general trend of government WeChat publications, document 
institutions, literature journals, document author groups, keywords, etc.,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WeChat. While study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it tries to outline the future de-
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government WeCha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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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收集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合格满意标准之一就是“数据完整”[1]。因此，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作为

数据的来源库，从而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与完整性。文献检索时间是 2021 年 4 月 25 日，检索条

件选择“篇名”，输入检索词为“政务微信”，取消中英文扩展选项，进行模糊匹配检索，共得到 735
条记录。为保证数据的质量，去掉会议、报纸以及图书等非学术性文献，最终确定 685 篇有效记录构成

数据分析的基础数据库。 

1.2. 研究方法 

本论文利用了两个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第一个是文献管理软件 Note Express，第二个软件是信

息可视化软件 Cite Space5.7.R5。运用文献计量法，依托于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A, USA) 陈超美博士研究团队开发的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样本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从政务微信的

发文总趋势、文献机构、文献期刊、文献作者群体几个方面记性量化分析。在厘清目前政务微信研究现

状的同时，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进一步套索未来政务微信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沿态势，从而来未来政务

微信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与借鉴。 

2. 研究现状分析 

2.1. 文献发文总趋势 

文献发表数量的年份分布，是反映某领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研究程度开展状况。图 1 可以看出，从

2013 年“政务微信”相关概念提出开始，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呈现递进式增长，在 2016 年~2018 年出现研

究热潮，在 2019 年后有放缓趋势；从总体数量来看，政务微信的相关期刊论文与学术论文一共 68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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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文献统计时间截止到 2021 年 5 月，所以 2021 年关于政务微信的发文数量并不显著，但是可以

预估得到，尽管政务微信研究热度有放缓趋势，但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研究热度。 
 

 
来源：中国知网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documents on CNKI's government WeChat 
图 1. 中国知网政务微信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2.2. 发文机构分布 

解析文献发文机构分布，可以清晰地了解机构成果、理论成果以及实践成果。本文对发文量前 26
位(发文量 n ≥ 3)的机构进行了统计(见表 1)，从表中可以得知，在这 26 个研究机构中，高校有 20 个，

占比 76.92%，其他机构 6 个，占比 23.08%，由此得出高校是政务微信研究的主要研究阵地。在政务微

信研究领域，发问最多的机构是复旦大学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发文数量为 8 篇；其次是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发文数量量是 7 篇，报刊《小康》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发文数量是 6 篇，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广东省科技创新检测研究中心发文数量是 5 篇；

剩下的机构发文量大于 3 篇(包括 3 篇)的机构共有 19 个，可以看出作为科学研究与学术探索圣地的高

校在政务微信相关研究上具有绝对优势。前 26 位研究机构共发文 109 篇，在总发文量中占比 15.9%，

涵盖政务微信多方面、多角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从发文机构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

东、武汉等地区，这些地区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政务微信发展较完善，学术与技术力量雄厚，对政务

微信的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研究优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 26 位中基本都是高校和个别国家信

息研究中心，研究机构也基本是高校学科专业内，跨学科、跨机构合作尚未真正实现，不利于政务微

信研究的持续和深入开展。 
 

Table 1. High-yield institutions of my country's government WeChat research 
literature (n ≥ 3) 
表 1. 我国政务微信研究文献的高产机构(n ≥ 3) 

机构 发文量/篇 

复旦大学 8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8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7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6082


黎玉珍，戚兴宇 
 

 

DOI: 10.12677/mm.2021.116082 646 现代管理 
 

Continued 

《小康》 6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5 

广东省科技创新检测研究中心 5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4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4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4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4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4 

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4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3 

河北行政学院 3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 3 

荆楚网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3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3 

南通大学图书馆 3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3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3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3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3 

2.3. 载文期刊分布 

学术研究成果的载文期刊分布状况是对某一领域的理论造诣和实践价值的反映[2]。为探究政务微信

研究的期刊分布，本文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在 685 篇样本期刊来自于 216 种期刊，其中发文量 4 篇

及其以上的期刊有 28 种，详情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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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in journals/articles 
表 2. 载文期刊分布/篇 

期刊名称 刊文量 期刊名称 刊文量 

新闻研究导刊 32 小康 6 

青年记者 24 情报杂志 6 

电子政务 22 东南传播 6 

新闻传播 20 计算机与网络 6 

新媒体研究 20 中国报业 5 

传播力研究 12 图书情报工作 5 

新闻前哨 11 传媒论坛 5 

视听 10 新闻与写作 5 

科技传播 10 情报科学 5 

西部广播电视 8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5 

新闻世界 7 新闻战线 4 

今传媒 7 传播与版权 4 

传媒 7 人民论坛 4 

 

上述 28 种期刊发文量为 267 篇，占总发文量的 38.98%，其中《新闻研究导刊》发文最多，为 32 篇。

可以看出，政务微信领域的研究文献多发于新闻、传播、情报等为主题的期刊。除了这 26 种期刊外，还

有大量发文 1 篇的期刊，共有 156 种，这反映出政务微信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布较不集中。总的来看，关

于政务微信的研究期刊分布较广、涵盖主题多元化，也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

在今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本文进一步对 690 篇样本问下进行梳理，筛选出质量较高的核心期刊 129 篇，

在总发文量中占比 18.83%。表 3 对发文量高于两篇(n ≥ 2)的核心期刊进行了统计，其中，排名前两位的

期刊是《青年记者》与《电子政务》，这两种期刊发文量为 46 篇，占核心期刊的 35.65%。除这两种期

刊，其他核心期刊最多发文为 7 篇，且只有 1 种，这说明政务微信这一研究主题已经初步形成核心期刊

群。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政务微信的核心期刊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报学、新闻学等期刊，随着政务微信

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提供公共服务之中，其发展成与创新实践应该应用到更多的学科研究之中，从而为政

务微信提供更加广阔的分析视角，推动更多核心期刊的产出。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core journals/articles 
表 3. 核心期刊分布/篇 

期刊名称 刊文量 

青年记者 24 

电子政务 22 

传媒 7 

情报杂志 6 

图书情报工作 5 

情报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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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5 

新闻与写作 5 

现代情报 4 

新闻战线 4 

人民论坛 4 

情报理论与实践 2 

新闻大学 2 

中国行政管理 2 

新闻爱好者 2 

科技管理研究 2 

2.4. 文献著者情况分析 

1) 作者发文情况统计 
本研究对 685 篇学术文献与期刊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共有 804 位作者，其中有 722 位作

者发文 1 篇。洛特卡定律指出，假如一个研究领域中发文量为１篇的作者数约为发文量为Ｎ篇的作者数

的 N2倍，且发文量为 1 篇的作者数约占作者总量的 60% [3]，则表示该研究领域趋于成熟。据此推算，

发文量 2~5 篇的作者数量应该是 181、81、46、29，表 4 是针对作者发文数量的统计，分别是 62、13、3、
4，发文 1 篇的作者占发文总量作者数的 89.8%。按照洛特卡定律计算出的理论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着非

常大的差距，这说明我国政务微信研究的作者分布不够理想，尚未呈现出成熟研究领域所应对的作者分

布状态，学者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政务微信领域的研究重视程度，从而推动我国政务微信研究走向更

加成熟。 
 

Table 4. Author’s publication volume statistics 
表 4. 作者发文量统计 

发文量/篇 作者数量/人 

1 722 

2 62 

3 13 

4 3 

5 4 

总计 804 

 

2) 核心作者群体分析 
在学术界，通常将科研产出能力较强且研究成果质量较高的作者群体称为核心作者群[4]。作为研究

领域的中坚力量，核心作者群的成果产出备受关注。普赖斯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为 Nmin = 0.749 (Nmax)/2，
式中，Nmax为单个作者的最大发文量，Nmin为核心作者发文量应达到的最小值。丁菲菲、李宗富、郑磊、

张瑶在样本文献中发文最多，均为 5 篇，即 Nmax = 5，继而得出 Nmin≈2，即政务微信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群为发文量 ≥ 2 的作者。由表 4 可知，政务微信领域的核心作者为 82 人，发文共 195 篇，占总文献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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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这比赖普斯定律中核心作者群发文量应占 50%的标准低了 21.5%个百分点，这说明关于政务微信

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核心作者群。 
图 2 是利用 noteexpress 做的核心作者词频云图，可以看出政务微信领域的核心作者以丁菲菲、李宗

富、郑磊、张瑶、吕文增、刘宗元、张向先等为代表，其次有郭泽德、胡康楠、张志安、胡幼祥、闫奕

文、王兴民、周欢、陈强、陈海波、王玥、刘敏佳、叶惠美、王勇等，虽然他们至少都发表了 2 篇文献，

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却很少，关联性低，没有形成合作密切的团队。因而，在未来政务微信的研究过程

中，还需加强各研究者之间的协作，从而促进稳固且联系密切的核心作者群。 
 

 
Figure 2. Core author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2. 核心作者共现网络 

3. 可视化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学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了解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5]。本文将 685
条样本数据导入 CiteSpace 软件中，时间跨度为 2013~2021 年，时间切片选择 1 年，进行可视化分析，阈

值选择 Top10，经过调整与裁剪得到图 3，共有 342 个高频关键词节点和 402 条连线。 
图 3 中较大的节点关键词有“政务微信”“电子政务”“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公共服

务”“微信”等，均为政务微信研究领域的热点。此外，根据关键词的中心性也能对研究热点进行判断。

通常情况下，一个关键词中心性越大，则关键词控制其他关键词共现的能力也就越强[6]。在网络图谱中，

节点外围的十字架越大则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由图 3 可以看出，“政务微信”“电子政务”“政务微

博”“政务微信公众号”这些关键词有着较高的中心性，反映出这些关键词在政务微信领域的研究网络

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其为中心已经形成了若干研究圈，深刻影响着政务微信研究领域的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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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eywor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graph 
图 3. 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图 

3.2. 研究热点分析 
 
Table 5. High-frequency keyword statistics 
表 5. 高频关键词统计 

关键词 频数 关键词 中心性 

政务微信 530 政务微信 0.69 

电子政务 54 政务微信公众号 0.17 

政务微博 43 电子政务 0.14 

政务微信公众号 42 微信公众号 0.14 

公共服务 41 微信 0.12 

微信 30 公共服务 0.11 

服务型政府 27 影响力 0.10 

微信公众号 26 政务微博 0.10 

新媒体 23 服务型政府 0.10 

政务新媒体 22 新媒体 0.09 

政务服务 22 政务新媒体 0.09 

影响力 17 传播策略 0.09 

传播策略 16 政务服务 0.08 

传播效果 15 信息传播 0.07 

公众号 14 影响因素 0.06 

信息公开 13 传播效果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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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13 政务 0.05 

传播力 12 策略 0.05 

影响因素 11 信息公开 0.04 

策略 11 问题 0.04 

政务 11 网络问政 0.04 

社会治理 10 服务质量 0.03 

微信公众平台 10 政务微信平台 0.03 

政务微信平台 10 发展策略 0.03 

问题 10 媒体时代 0.03 

 
由表 5 可以看出，频数和中心性排名有一定差异，表明政务微信研究领域热点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分明。

其中，频数和排名靠前的关键词有“政务微信”“电子政务”“公共服务”“政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新媒

体”，他们是政务微信研究的热门主题，“影响力”“政务微博”“传播策略”等关键词中心性较大，说明

这些关键词中介作用十分明显，虽然其频数相对较低，但由于中介作用使之成为政务微信研究的有效切入点。 
通过图 3 和表 5 凝练出政务微信研究的热点主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政务微信现实发展状况探究政务

微信研究的聚焦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政务微信的建设和发展现状研究 
政务微信的建设和发展现状研究这一类包含“政务微信”“政务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政务

微信平台”“信息公开”“策略”“问题”等关键词。政务微信的建设与发展现状研究非常重要，其研究指

出的建设问题与发展对策既是政务微信建设发展的方向，对其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未来研究者研究的方向。

政务微信建设是新时期数字化发展的新焦点，也是最近几年来学者们高度关注的话题。李汉卿以“上海发布”

公众号为例，指出政务微信具备信息发布、政民互动以及办事服务功能[7]。张林从地方政务微信建设的视

角，指出政务微信具备推送新闻价值高、特别注重形象宣传、改变传统政务服务严肃的形象作风以及信息推

送时间规律有序等特点[8]。罗建州不仅指出政务微信建设的意义有加快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提高民众服务

能力、增强政民互动、提高民众参与积极性以及提高信息传送的时效性。还指出政务微信的运营管理要注重

信息推送质量、宣传和服务功能并举以及进一步增强与民众的互动，提高与民众之间的感情[9]。 
2) 政务微信的传播和采纳情况研究 
“传播策略”“传播效果”“传播力”“影响因素”等关键词属于政务微信传播和采纳情况这一类。

政务微信的传播和采纳水平决定了政务微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与民众的生活，也是政府通过卫星提

高服务能力的关键。在学界，学者们针对政务微信的传播功能，主要研究集中在传播的特点与价值、采

纳过程、影响因素和影响力三个方面。在政务微信的传播特点和传播价值方面，相关学者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政府形象构造[10]、政策宣传[11]、政务微信传播内容[12]、旅游宣传[13]、传播策略[14]等众多领域。

同时，学者们注重对在政务微信的采纳过程进行研究，宋之杰、巫玉翠、石蕊等人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和

创新扩散理论，针对性对公众号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分析政府微信的采纳情况以及影响因素[15]。汪岳新

结合网络外部性理论与政务微信的典型特征，构建政务微信的用户采纳模型，从而探究政务微信用户采

纳的关键影响因素[16]。此外，还有学者针对政务微信的传播夜店与价值，结合政务微信采纳的现实情况，

对政务微信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力进行了调查研究，相关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有扎根理论视角

[17]、信息生态视角[18]、政务微信管理制度化视角[19]、服务质量[20]、使用意愿[21]等，未来学者将会

从更多的视角对政务微信的影响力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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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相关政务新媒体的关系研究 
“政务微博”“政务新媒体”“电子政务”“新媒体”等关键词属于政务微博、微信以及与其他新媒体

关系这一类。政务微博与微信都是政务新媒体，且在大数据时代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不仅提高了民众参与政

务管理的积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政务服务的质量。就目前政务新媒体影响力较大的主要集中在政务

微博与政务微信二者上，学者们对其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二者关系[22]、构建政务微博与微信联动机制[23]、
政务微博与微信二者比较与发展策略[24]、现状[25]、差异[26]、问题[27]等方面。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新

媒体视角对政务微信进行了研究，高新华从新媒体属性视角探索了政务微信建设路径[28]，刘方从新媒体的

内容构架和传播规律来分析政务微信[29]，李利利从新媒体视角分析了政务微信良性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发展

路径[30]、曹洵，方若琳，杜楠楠等人从政务新媒体在服务型政府转型中的“边界调适”与角色冲突分析了

政务微信[31]，秦红星以政务微信为突破口研究如何让新媒体在民族地区发挥传播作用等[32]。 
4) 政务微信的应用效果评价研究 
“传播效果”“影响力”“服务质量”“传播力”等关键词属于政务微信的应用效果与评价研究这

一类。当前，政务微信已经发展了接近 9 年的时间，政务微信的建设与发展都已经日渐成熟。关于政务

微信的应用效果，学者们主要集中在服务质量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在政务微信的服务质量方面，学者们

从县级政府政务信息服务质量评价角度[33]、公众的需求角度[34]、影响因素[35]、提升服务质量角度[35]、
质量评价角度[36]、用户满意度角度[37]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政务微信的影响力，学者们主要从提高

政务微信的影响力角度进行研究：冯春、李佳欣从重大特殊视角角度，提出要从及时更新事件进展、创

新传播形式、建立网上政民互动机制三个方面提高政务微信影响力[38]；叶惠珍、陈嘉静指出当前政务微

信存在“音”模态运用不足、“情”模态运用拘谨、“数”模态运用粗糙等问题，需要加强运用声音、

歌曲等“音”模态资源，适当运用表情图片、动图等“情”模态资源，精细化使用统计图等“数”模态

资源，以适应当代网民的多模态阅读特征，提升网络执政效能和网络传播影响力[39]。诺明扎娅、夏一雪、

于宝刚、郭其云通过全面评估政务维信的影响因子，对 22 个影响因子进行评估建模，针对性提出改善政

务微信服务力、传播力与运营能力的策略[40]。 

3.3. 突现关键词分析 

CiteSpace 突现关键词检测，能够清晰地分析词频的时间变化和动态分布，可以探索一个领域的研究

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如果某一关键词突增，则表示表一段时间内该领域研究兴趣的突然增长[41]。较于

以往的主题词分析，突现关键词分析更适合探究学科发展的新兴主题[42]。本文利用突现词检测功能探索

和识别政务微信在各个时间段的前沿主题趋势，突发性节点变粗部分所对应的关键词表示在相应的时间

段内，该关键词使用频率的增加，即此关键词可判定为该时段政务微信研究的前沿主题，结果如图 4 所

示。可以看出，2013 年~2021 年，在政务微信研究领域，“政务微博”“网络问政”“微信公众平台”

“突发事件”“社交媒体”“发展现状”“网络问政”“政务”“服务型政府”先后成为热门研究主题。

根据 CiteSpace 突现关键词的研究功能，可以判定“政务”“服务型政府”成为近年来的新兴研究主题。 
 

 
Figure 4. Emerging keywords 
图 4. 突现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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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务 
通过微信公众号处理政务信息是近年来电子政务发展的重大表现，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形势下，政府

通过政务微信处理政务越来越趋于日常化。在微信发展早期，学者们主要将研究集中在微信用于政务处

理的现状、特点、问题、对策，至 2018 年，微信的功能发展相对成熟，微信在政务处理方面越来越完善，

学者们将研究集中在如何让政府部门更好利用微信处理政务上。张炜南，晏敬东从应对突发事件的角度

出发，提出用政务微信打造“小窗口”，更好利用政务微信提供更加适合民众需要的政务服务[43]。吴幼

祥，李慧娟对优秀政务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抽样调查，并运用社交网络图谱对公众喜爱的政务微信号进

行分析，以发现公众对政务发布信息的偏好，从而提供更加满足公众需求的政务服务[44]。 
2) 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伴随我国数字媒体快速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大量应用，各级政府在寻求智慧治理发展过

程中，探索更加能够满足公众需要的政务服务模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表现。政务微

信公众号是一种政务信息平台，不仅可以发布政务信息，还可以通过政务微信实现政民互动，具备便捷、

高效、精准以及权威的发展优势。这一优势契合了现代政府智慧治理的发展需要，就其在建设发展过程

中的发展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更好的打造服务型政府成为新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政务微信

发展，这成为学者们新兴的研究热点。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运用 CiteSpace 对 2013~2021 年我国政务微信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明确了该

领域研究的现状和热点。研究发现，自 2011 年微信发展以来，学术界对其在政务服务过程中的应用给予

高度关注，在 2013~2017 年是对其研究的高峰期。高等院校是政务微信研究的主要阵地，相关互联网科

技企业及单位研究相对薄弱；期刊分布范围较广，涵盖主体多元，涉及多个学科，已经初步形较稳定核

心期刊群，但是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研究作者还没有形成具备较强科研产出的作者群，需要进一

步加强对政务微信的关注；政务微信的建设和发展现状、政务微信的传播和采纳情况、政务微博与政务

微信等政务新媒体的关系、政务微信的应用效果评价是政务微信研究领域的热点。 

4.2. 研究展望 

通过上述分析，确定了政务微信研究的现状、研究热点和前沿主题，结合政务微信的服务型政府发

展需要，未来政务微信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政务微信提供政务服务的研究，特别是提供优质政务服务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政务微信

同民众需要的契合点，进一步寻求各个主体在新的大数据环境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务微信的优势作

用，以政务微信为切入点，打造现代化服务型政府，智慧型政府。 
2) 加强政务微信服务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方面的研究。目前，政务微信在其基本建设与运营方面已经

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政务微信提供更加精准政府服务过程中有所欠缺，因而在建构现代化服务型政府

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让政务微信服务到最边缘地区的人群，面对突发事件的频发采用何种策略

让政务微信继续发挥作用，如何完善政务微信的运营策略确保其服务形式满足民众的现实需要，都是未

来研究的重要内容。 
3) 进一步探讨政务微信在服务型政府建构中的作用评价问题。作用评价是政务微信持续发展的重要

方面，目前对政务微信评价主要集中在服务质量、传播效果与影响力等单一因素方面，缺乏对政务微信

统一评价体系的构建。因而，需要深化对政务微信效果评估体系的研究，做到从较为全面地发现政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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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发展的新问题，以使政务微信更好地服务与政府建设与民众现实需要，进而打造真正服务公众的服务

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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