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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收录的CSSCI论
文数据，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作者合作关系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时区图

谱以及关键词突现图谱，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研究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并提出

展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经历了萌芽阶段和成熟阶段，自2014年以来该领域内

的发文量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学者之间合作匮乏；社区自治和基层治理是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的热点主题，社区自治以自治主体、自治困境为研究热点，基层治理以党建引领为研究热点；微治理、

党建引领是近两年该领域内的热点研究内容，与国家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家治理政策具有密切

的联系；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研究是未来研究趋势，具有较大的研究发展空间和研究意义。 
 
关键词 

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城市社区治理 

 
 

Hotspot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Based on 
Citespace 

Tianxiao D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Oct. 22nd, 2022; accepted: Nov. 23rd, 2022; published: Nov. 30th, 2022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of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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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overnance in my country, based on the CSSCI paper data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
base,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draw the author’s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map, key-
word co-occurrence map, keyword clustering map, keyword time zone map and the keyword 
emergence map, visualizing and analysing the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prospe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field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my country has gone through a 
budding stage and a mature stage. Since 2014,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high level, but there is a lack of cooperation among scholars; community autonomy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e hot topic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were subject of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and delimma of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take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as research hotspots; 
micro-governance and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are the hot research contents in this field in the 
past two years, and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leaders. The important speeches published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polic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research on urban community go-
vernance performance i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which has a lar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ace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Keywords 
Citespace, Visual Analytic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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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

移”的重要表述，为我国社区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贯彻落实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

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表明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基层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是推动我国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内容。 
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多集中于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治理困境以及治理优化路径等

方面。伴随研究体量的增大以及研究内容的深化，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逐渐趋向于微观层面的

分析，且与国家政策、时政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本研究以城市社区治理为主题，在回顾既有文献的基础

上，进一步探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并尝试提出城市社区治理未来研究重点

内容，旨在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数据库，使用“高级检索”功能，

以“城市社区治理”作为检索主题或关键词，文献来源设定为 CSSCI 期刊，并将期刊时间限定为 200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最终检索论文数量 540 篇，在手动剔除会议总结、报纸、目录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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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后，最终有效文献样本量为 497 篇。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文献分析法能够通过对文献数量、作者数量、机构数量、关键词的分

析来预测某一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1]。Citespace 是文献计量分析法中最常用的软件，

能够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可通过一系列可视化

图谱来形成学科演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发展前沿的探讨[2]。本文将通过 Citespace 软件

深入研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相关研究者的合作关系，并利用Citespace生成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时区图、

聚类图以及突现图，进一步分析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3. 研究现状分析 

3.1. 文献发文量统计分析 

图 1，显示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自 2003 年至 2021 年的发文情况。本研究在文献数据的收集过

程中，将检索文献年限限定在 2000 年至 2021 年之间。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在 2000 年至 2002 年期间还

没有权威学者关于城市社区治理这一话题进行研究，2003 年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开创之年，年发

文量为 6 篇。2003 年至 2013 年的年度发文量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我国关

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呈现了小规模的迸发，此现象与我国 2008 年举办北京奥运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面貌治理的重要议题。总体来看，2003 年至 2013 年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萌

芽阶段，自 2014 年开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步入成熟阶段。2014 年以来年发文量始终保持上

涨趋势，在 2019 年达到顶峰(78 篇)，虽然 2020 年没有持续上涨但发文量仍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水平。这

表明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是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my country (CSSCI Journal) 
图 1.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文献年度发文量统计图(CSSCI 期刊) 

3.2. 权威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学者俞钰凡、王玲云认为发文量较多的学者可能在该领域内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其学术成果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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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者了解该领域思想与观点的重要渠道[3]。基于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发文量可以作为权威作者认定

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汇总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高频发文作者，并深入剖析其代表文献及主要

思想。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作者可视化功能，得到以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为主题发文量位居前三的权

威学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吴晓林(11 篇)、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徐建宇(7
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的原珂(6 篇)。发文量第一的吴晓琳主要从事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研究，从被引情况与知网下载情况来看，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的《治权统合、

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该文开创性的提出社区是一种

集政治、服务(行政)、社会三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体”，认为巩固基层政权与提供公共服务是社区复合

体的主要面向[4]。徐建宇主要从事城市社区治理内部组织化的研究，其代表文献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社

区组织化的连接、选择与策略研究》，该文指出城市社区组织化是提升治理绩效保障社区生活的重要选

择，主张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5]。原珂主要从事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研究，包括城市社区冲突的类型[6]、
城市社区冲突生成的影响因素[7]、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8]、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主体[9]等方面。通

过对该领域内权威学者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我国城市社区城市治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趋

势。 
 

 
Figure 2. The map of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my country (CSSC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1) 
图 2.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作者合作关系图谱(2000 年~2021 年 CSSCI 期刊) 
 

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构建了作者合作关系图谱。学界认为作者合作关系图谱能够帮助学者发现那

些值得关注的权威科研人员。如图 2 所示，作者名及节点越大则表明其发文量越高；作者名及节点之间

的连线则意味着作者之间存在研究合作。通过图表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科员人员之间的合作

是极度匮乏的，吴晓林作为该领域内的权威学者却从未与其他学者有过合作股息，最主要的合作以孔娜

娜、陈伟东为中心展开，其余学者的合作关系较为薄弱，即使有学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但也只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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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同机构、同师门下的合作。因此，扩大该领域的研究合作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4. 研究热点及热点综述 

文献中的关键词是研究内容和主题的提炼，能直观的反映出文献的研究方向。关键词共现图谱则

从更宏观的视角展现某一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及其知识框架。通过观察关键词共线图谱中的各节点大小

能了解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节点越大则意味着该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越高，且节点的中心性越大则意味

着该关键词越重要。关键词出现频率及其中心性是判断研究领域热点的重要标准。图 3，我国城市社区

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共包含 374 个节点以及 650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93，这意味着我国城

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包括了主要关键词 374 个，关键词之间的关联路径达到 645 条，关键词之间联系

紧密。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in my country (2000~2021 CSSCI Journal) 
图 3.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2000 年~2021 年 CSSCI 期刊) 
 

表 1，罗列了自 2000 年起至 2021 年该研究领域内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10 位关键词，分别为“社区

治理”、“城市社区”、“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结构”、“基

层治理”、“社区建设”、“社会组织”，这些关键词代表了该领域内研究的热点，引领了研究领域

的主流方向。其中“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作为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是该领域内的重点热门研究话题。另外，尽管“社会组织”、“基层治理”、“治理结构”相比较于

“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出现的频次不高，但仍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也是近年

的热门研究内容。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2.124164


董天笑 
 

 

DOI: 10.12677/orf.2022.124164 1564 运筹与模糊学 
 

Table 1. Top ten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my country (CSSC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1) 
表 1.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前十高频关键词(2000 年~2021 年 CSSCI 期刊)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社区治理 200 1.03 

2 城市社区 133 0.53 

3 城市治理 21 0.14 

4 社会治理 20 0.04 

5 社区 20 0.08 

6 治理 18 0.02 

7 治理结构 17 0.04 

8 基层治理 16 0.04 

9 社区建设 15 0.02 

10 社会组织 14 0.05 
 

 
Figure 4. Clustering Map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in my country (2000~2021 CSSCI Journal) 
图 4.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关键词聚类图谱(2000 年~2021 年 CSSCI 期刊) 
 

为更直观的反应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本文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一步生成了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能够将相近或者同类型的关键词总结转化

为一个主题，所形成的主题代表该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图 4，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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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Citespace 软件共提取出十组聚类标签，分别为#0 社区治理、#1 城市社区、#2 社会治理、#3 社会治

理、#4 基层治理、#5 自治、#6 治理、#7 社区、#8 社会组织、#9 治理模式。通常来说，学界验证关键词

聚类的有效性主要有两个依据，分别是模块值(简称“Q 值”)与平均轮廓值(简称“S 值”)，当“Q 值” > 
0.3 时，认为聚类网络模块具有显著性，聚类模块是有意义的，当“S 值” > 0.5 时，认为聚类模块是合

理的[2]。本文 Q 值 = 0.6666，S 值 = 0.9306，表明本文关键词聚类模块合理且有效。通过对聚类结果进

一步归类总结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城市社区自治、基层治理两大

主题。 

4.1.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热点综述 

城市社区自治是我国完成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议题，学界关于城市社区自治的研究热度自 2010 年以

来高居不下。我国关于城市社区自治的研究经历了自治思想探讨(2010 年~2013 年)、研究多样化扩展(2014
年~2017 年)、微观自治问题聚焦(2018 年~2021 年)三个阶段[3]。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城市社区

自治研究主要聚焦于社区自治主体、社区自治困境两方面。 

4.1.1. 城市社区自治主体研究 
城市社区自治主体的研究中，政府与自治组织间的关系是多数学者探讨的首要问题。王倩、危怀安

认为政府与自治组织间存在着博弈关系，主体参与成本与获利间的收益率是导致各主体间博弈出现的主

要原因[10]。叶敏则认为政府与自治组织间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一种嵌入与共生的关系[11]。
解红晖从权力结构视角分析了两者关系，认为政府与自治组织是平行的治理主体具有平等的关系[12]。李

艳丽则认为在两者关系中，政府主导了权利[13]。 
另外，关于社区自治主体中居民这一核心主体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张雷、张平研究了居民

参与自治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自治实际控制感是居民参与自治的核心因素，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

治认知、社会资本为重要因素，其余如年龄、性别等社会学因素也会对居民参与自治产生影响[14]。张平、

吴子靖等学者通过实证调查分析了我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现状，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

呈现总体水平低下、参与自治态度冷漠等特点[15]。班涛从权力结构视角下研究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困

境[16]。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主体的研究中，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以及居民主体是热点研究内

容。学界关于前者关系的探讨至今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观点，仍然呈现着“百花齐发，百鸟争鸣”的特点，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进一步探讨，探索两者的关系将是未来该领域内的研究趋势和重点。学界关

于后者居民主体的研究虽然已经具备很大的体量，但是在质量上仍然有待加强，相关文献所提出的问题

及建议几乎“一成不变”，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应摆脱“人云亦云”的现象，提出真正有意义的建议和

指示。 

4.1.2. 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研究 
学界认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是具有多面性的，学者们对其的研究也各有侧重，主要包括权力

结构困境以及资源困境。在权利结构困境方面，汪仲启、陈奇星认为社区纠纷解决过程中所出现的“闹

大”逻辑，同“权力兜底”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直接相关，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上级权力的介入，因此，

“闹大”现象频出导致社区自治困境[17]。李红金从行政工作视角分析了社区自治权利结构，首先提出“行

政化”倾向是社区自治最大的困境[18]，贾志科、罗志华同样在近年的研究中再一次强调了“行政化”倾

向问题对于社区自治发展的阻碍[19]，政府给予了社区自治组织一定地位却不给予相应的权利，导致社区

自治组织需要应对政治任务的同时，没有权利解决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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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自治资源困境包括技术水平、人才资源、基础设施、财政资金等方面。田毅鹏、张帆认为国家

在向基层社区下沉行政任务的同时，没有给予同等的资源，“任务”与“资源”不匹配导致许多社区自

治出现“展示性治理”，阻碍了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20]。李威利、马梦岑结合社区自治“行政化”困境

提出了一个社区自治的悖论，社区资源补足需要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给予社区资源的支持越多，社区行

政化趋势就越强。资源困境触发权利困境阻碍我了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21]。 
综上所属，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研究中，社区的权利困境以及资源困境是热点研究内容。学

界基于社区维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以社区视角出发，研究社区在自治活动中的困境，而忽略了社

区自治主体的多样性，学界关于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研究较少。笔者认为，多元主体才是参与

自治的核心力量，探究多元主体在自治活动中的困境是该领域内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4.2. 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研究热点综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党全面

领导基层治理制度，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22]。”这表明将党的建设与城

市社区治理相融合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领导引领功能是城市社区基

层治理走向善治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研究中，“党建引领”成为了热点话题。学

界关于“党建引领”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李杨从党建引领理念维度进行探讨，认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基

层治理从宏观上来看体现了我党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价值取向[23]。张平、隋永强从

党建引领结构维度进行探讨，提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一核多元”的引领结构[24]。曹海军，刘

少博从党建引领功能维度进行探讨，认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能够将党组织的条件优势转化为治

理优势，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起到宏观把控、协调、整合的作用[25]。吴晓琳从党建引领机制维度进

行探讨，认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属于一种自上而下创制治理伙伴关系的创制机制[26]。全林综合

分析了引领理念、结构、功能、机制等维度，构建了基于引领要素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我国党建引领城

市社区基层治理的实现困境以及优化路径[27]。 
近年来，党建引领成为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热门主题词，这与我国基层治理的战略方针有着

紧密的联系，学界对此进行了丰富的讨论。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关于党建引领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宏观

层面上，鲜有文献能够在微观层面上深入探讨党建引领的实践逻辑等内容。社区类型是多元的、治理主

体是多样的，党建引领城市在社区治理也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以进

一步细化党建引领的研究内容，站在更微观的层面，研究党建引领的实践与运用。 

5. 研究关键词突现分析 

为更细致的展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热点，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生成关键词突现图谱。关键词

突现图谱可以直观的反应各研究重点的突现时间以及突现力度。如图 5 所示，2000 年至 2013 年是我国

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萌芽阶段，研究热点包括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社区管理，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展

现了较强的突现力度。自 2014 年至今，社会资本、治理、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社会治理、自治、治理

创新、微治理、基层党建、党建引领成为了主要研究热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微治理、党建引领是近

几年突现力度较强的关键词，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度。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关键词时区图(图 6)，
可以更清晰的展现各研究热点出现的时间线以及研究热点间的联系。通过观察各时区节点及连接线条可

得，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热点内容且热点间联系紧密。2018 年至 2021
年间同样出现了高密度的节点，这表面近年来我国该领域内的研究仍在持续创新。值得一提的是，该领

域内关键词的突现与国家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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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emergence map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in my country (2000~2021 CSSCI Journal) 
图 5.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2000 年~2021 年 CSSCI 期刊) 

 

 
Figure 6. Time zone map of key words for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in my country (CSSC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1) 
图 6.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2000 年~2021 年 CSSCI 期刊) 

6. 结论与展望 

国内有关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始终保持着较高热度，研究内容伴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从宏观走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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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然而，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国内鲜有学者能够从中观视角切入，梳理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的相关内容。不同于宏观视角，中观视角更强调对于微观层面研究的梳理和总结。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

件对 CNKI 数据库中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关“城市社区治理”的 CSSCI 文献进行可

视化分析，以时间轴为基础，梳理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不足之处，提出开创性的展望。 
第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主要经历了萌芽阶段、成熟阶段，自 2014 年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发文量

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研究内容与主题也逐渐多元化。然而，学者间合作关系网络密度稀疏，既有的

合作关系也只局限于同机构、同师门下的合作，权威学者也多数以独立研究为主。这使得跨部门、多学

科的研究态势难以在该领域内实现，学术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被削弱，呈现了“闭门造车”式的研究现状。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间应加强合作，不同机构、不同领域的合作也应该被积极倡导，进一步拓

宽研究维度，丰富研究内容。 
第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两大研究热点主题，分别是社区自治和基层治理。从文献梳理情况

来看，学界关于城市社区自治的研究多聚焦于自治主体、自治困境。在自治主体的研究中，政府与自治

组织的关系以及居民主体是热点研究内容，笔者发现学界关于前者关系的探讨至今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观

点，仍然呈现着“百花齐发，百鸟争鸣”的特点，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进一步探讨，探索两者的

关系将是未来该领域内的研究趋势和重点。学界关于后者居民主体的研究呈现出“人云亦云”的特点，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应注重创新，从新颖的视角切入分析问题，提出真正有意义的建议和指示。 
学界关于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党建引领。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关于党建引领的研究

多数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社区类型是多元的、治理主体是多样的，党建引领城市在社区治理也应呈现出

不同的特征。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以进一步细化党建引领的研究内容，站在更微观的层面，

研究党建引领的实践与运用。 
第三，微治理、党建引领是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内的热点研究内容，这与国家领导人发表

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家治理政策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学界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时效性，做

到研究内容与国家政策、国家思想、社会现状紧密结合。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应避免重复性，对于过时

且饱和的研究内容不进行二次研究，能够在结合时效性的基础上，提出崭新的研究话题。 
最后，纵观我国整个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史，结合各时期出现的热门主题和研究热点得出，我

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多数以提升“治理效能”为导向，即如何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然而，学界虽然

提出了大量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方法论，但真正将方法论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研究几乎没有，

城市社区治理绩效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最为重要的话题，是国家判断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内容。笔者

认为未来不仅要重视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研究，还要深化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研究。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社区

治理绩效的研究多数以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为主，但是这些绩效评价指标不具备普适性，社区类型是多元

的，治理内容是多样的。因此，绩效评价指标也应各有不同，如本次新冠疫情下的社区治理绩效评价指

标与常态化背景下社区治理绩效是存在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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