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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14~2023年180篇韧性社区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

聚类及时间线图谱和突现词分析，以可视化为手段，对国内韧性社区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前沿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韧性社区的相关研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研究机构多以高校和研究所为主，但发文机构之

间的联系有限。当前研究主要以韧性社区概念界定、针对不同对象的韧性社区研究和韧性社区建设与评

估三个方面为主。当前，韧性社区的研究热点包括“社区治理”、“防灾减灾”和“治理能力”等。对

韧性社区的研究提出三条建议：重视实证研究、坚持韧性社区研究的本土化和关注设施韧性与制度韧性

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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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180 literatures on resilient communities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14 to 202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resilient communities in China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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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of key 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keyword category, timeline map and emergent word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resilient communities showed a growing 
trend,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mostl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but the con-
tact between th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was limited.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definition of resilient community, the research of resilient community for different 
obje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resilient communit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hots-
pots of resilient communities include “community governanc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
tion”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re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study of resilient com-
munit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nsis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resilient communi-
ties research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ility resili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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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正如贝克所说，由于自反性的现代化，人类面临的风险逐渐呈现复杂多样化的趋势[1]。随着我国现

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种风险频繁发生，人们不仅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还要与传染性疾病作

斗争。社区作为人们突破了传统血缘关系的生活聚集地，不仅承载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还作为风险

来临时重要的防御单元。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首次提到了“韧性城市”的概念。“韧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社区的共同发力，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基础性单元，面对风险时，社区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提高社区的韧

性也是应有之义。早在 2010 年，国家就积极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活动，防灾减灾社区的

建设正是将“韧性”理念实践到社区的体现，强调社区在面临风险时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可

持续发展能力。 
出于应对风险的需要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国内有关韧性社区的研究呈现增长的趋势，虽然我国关于

韧性社区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韧性社区的概念、内涵以及评价体系和评估框架上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

加上韧性社区的建设与现实的结合，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但是现有研究还缺乏总结和归纳。基于

此，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探讨我国韧性社区的发展脉络和

研究热点，以期为我国建设韧性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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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最早的韧性社区研究始于 2014 年，且韧性社区的研究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侧

重点，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借助版本为 6.2.R3 的 CiteSpace 软件，在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对国

内 2014 年至 2023 年(7 月)近 9 年来关于韧社区的文献进行数据分析。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定量分析方法，

以科技文献的各种外部特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现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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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其主要特点是输出必是量化的信息内容[2]。 

2.2. 数据来源 

文献的筛选采用专业检索的方式，在 CNKI 中文库进行搜索，检索时间是 2023 年 8 月。由于弹性社

区与韧性社区概念一致：关于弹性社区概念的研究，学者王冰(2016)认为，弹性社区应具备在压力下维持

社区基本功能的能力[3]；唐庆鹏阐明了弹性社区的定义：社区在外部风险冲击和压力下保持基本结构功

能稳定并迅速恢复到原有状态，甚至从中改变以实现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又进一步对弹性社区的特征

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弹性社区具有稳定的、可恢复和可转变的特征，这三种特征也让弹性社区在结构和

功能上全面超越了传统的社区存在[4]。所以检索条件中也包括了“弹性社区”。检索的条件是(SU = 韧
性社区 + 弹性社区 OR KY = 韧性*社区)。检索一共得到文献 283 篇，其中包括了 71 篇学术论文，23
篇会议和 6 篇报纸内容。在剔除不满足检索内容和重复无效的文献后，得到 180 篇有效文献作为本文的

研究对象。 

3. 样本分析 

国际上对于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的防范较为重视，为更好地应对此类全球性风险，2000 年联合国成立

了国际减灾战略协调办公室(ISDR)，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减灾行动，推动各国加强建在政策的规划与实

施为目的。2011 年，国际社会都普遍认识到了减灾工作的重要性，联合国将国际减灾战略协调办公室更

名联合国减灾署(UNDRR)，升级为独立机构，并以 2015 年第二届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2015~2030
年全球减灾框架：仙台减灾框架》作为其指导文件，联合国减灾署在推动国际减灾合作和技术支持上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城市建设与应对风险方面，2002 年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首次提出“城市韧性”，

并将其引入城市与防灾研究中，旨在增强城市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和灾难风险的综合能力。由于全球化的

不断加深，中国不可避免地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因此，自从国内学者开始接触韧性理论，他们就在学

习的过程中运用韧性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实现理论的本土化。 
根据发文数量统计(见图 1)，可以看到国内有关韧性社区的研究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国内关于

韧性社区的研究起始于 2014 年，并在 2020 年之后出现高速增长的趋势，这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倡导。

由于韧性社区与国家的顶层设计相契合，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一种新范式，因此韧性社区的相关研究不

断增多；同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社区在应对此类公共卫生风险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作用也让学者

看到了社区研究的重要性。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valid literature retrieval in resilient communities 
图 1. 韧性社区检索有效文献时间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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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的学科分布来看，韧性社区的研究不仅来自于社会科学，也来自于自然科学。政治学关于韧

性社区的研究数目最多，占 52.76%；其次是建筑科学，占 33.67%。这说明，韧性社区的研究在不同类别

的学科中都存在，且都在为减少我国社区风险，提高社区适应能力做出贡献(见图 2)。 
 

 
Figure 2.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of effec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resilient communities 
图 2. 韧性社区检索有效文献研究学科分布图 
 

通过对发文机构进行图谱共现进行分析(见图 3)，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韧性社区研究的发文机

构主要以高校和相关研究院为主，节点按照频次分布，发文次数越多，节点越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

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发文数量相对较多。第二，虽然高校和

研究所之间存在连线，但这些连线较为单一，尚无明显的中心性，说明机构之间联系不足。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resilient communities 
图 3. 韧性社区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4. 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对有效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中心性的分析，并绘制了韧性社区研究的知识图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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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 

关键词共现主要是分析文献数据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数，频数越大说明这个研究的热度越高，受到的

关注更多。 
如图 4 可见，N 为 227，说明有 227 个关键词，E = 455，代表着有 462 条连线。同时，节点的大小

也与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成正相关，“韧性社区”和“社区治理”出现的频率最大。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resilient community research 
图 4. 韧性社区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除了关键词共现，中心性的大小也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现有研究中韧性社区领域的热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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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位制成表格。表 1 中

中心性最高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韧性社区”和“韧性治理”，说明大部分研究都围绕着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Table 1. Keyword feature analysis table and centrality (frequency top 9) 
表 1. 关键词特征分析表及中心性(频数 top 9)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性 

1 韧性社区 96 0.93 

2 韧性治理 10 0.28 

3 韧性 18 0.22 

4 社区治理 18 0.20 

5 弹性社区 10 0.26 

6 应急管理 9 0.15 

7 公共空间 6 0.08 

8 韧性城市 7 0.06 

 疫情防控 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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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通过使用 CiteSpace 关键词聚类功能，得到韧性社区关键词聚类图谱。聚类模块值用于网络图谱模块化

的评价，该值越接近 1，则说明聚类效果越优秀；聚类平均值用于衡量网络同质性，S > 0.5 就认为聚类的

结果是合理的。通过这两个数值的比较，可以认为本研究的韧性社区关键词聚类图谱聚类效果较显著。 
通过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能够看出当前该研究领域的重点。分析韧性社区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见图 5)，“韧性”、“韧性社区”、“社区治理”这些关键词都表现出较高的向心性，以这些关键词为

基础衍生出来的研究内容占多数。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系统运算，将 180 篇文献划分了 8 个主要聚类，

包括了韧性社区(#0)、社区治理(#1)、弹性社区(#2)、社区韧性(#3)、韧性(#4)、应急管理(#5)、韧性城市

(#6)、社区(#7)。通过对聚类进行分析与比较，可将此 8 个聚类分成３组编码。 

4.2.1. 韧性社区概念研究 
了解韧性社区，首先需要明晰“韧性”的概念。“韧性”一词源于物理学，最初是形容一个物质或

系统在移位后回归均衡的能力[5]。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态学家开始将这个概念运用于生态学领域，

使得“韧性”这一概念的运用范围得到了扩展。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将“韧性”定义为“处于灾

害中的系统、社区或社会及时有效地应对、抵御和管理灾害并从灾害的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包括维持和

恢复其基本结构和功能”[6]。由于我国关于韧性社区的研究起步较晚，韧性社区的概念界定大多需要借

鉴国外学者的研究，再实现本土化的转变，所以厘清韧性社区的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彭翀将韧性社区的

概念和内涵总结为能力、过程和目标三个部分[7]；崔鹏通过将国外对于韧性社区研究的综述，发现韧性

社区的概念界定往往从资源、能力和内在条件出发[8]；梁宏飞总结了日本韧性社区营造的经验，他认为

韧性社区包含了硬性和软性两个层面的内容。具体包括社会韧性、环境韧性、制度韧性和个体韧性四个

方面[9]。通过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国外韧性社区的研究还有限，大多是将国外的研究进行整

合，没有太多的本土化痕迹。 

4.2.2. 针对不同类型的韧性社区研究 
韧性社区存在不同的研究类型，首先是针对风险的预防与减少的韧性社区研究。王东杰以韧性社区

理论为观察工具，考察了社区应急管理创新机制，论证了韧性社区是指导社区应急管理创新和优化的一

种可行方向[10]。刘佳燕则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现实性风险出发，认为国内关于韧性的研究主要停

留城市和区域层面，为更好面对各类风险，她主张将风险治理和韧性社区相结合，进行面向风险治理的

社区韧性研究[11]；韧性社区的另一个研究对象是基层社区，基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受到了学者

的广泛关注。陈寅雅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韧性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目标一致，韧性社区能够更好地提高基层社区自身抵御灾害和恢复功能的能力[12]。当前，有关不同

对象的韧性社区研究数量在逐渐增多，为韧性社区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但仍大多停留在制度层

面，对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尚缺乏适用性。 

4.2.3. 韧性社区的建设与评估研究 
韧性社区的建设是将韧性理论与社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实践活动，是韧性理论在社区层面的应用。

韧性社区的建设有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对韧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展开的研究，如张勤指出，新时

代的韧性社区建设面临着韧性品质短板明显、协同发展的合作韧性尚未形成、基础配置韧性不足和社区

主体韧性难以提升等问题[13]。另一方面是根据韧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周霞在对

雄安新区的韧性社区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之后，提出了营造设施环境韧性、布局统筹社区成员资源、加

强经济韧性建设与公共服务的差异化供给和打造社区自适应能力提升内核等雄安新区城市社区韧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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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4]。关于韧性社区建设的问题研究大多为定性研究，缺乏数据的支撑，定量研究较少；而韧性社区

建设的对策建议研究虽已有针对性较强的成果，但仍是少数，有待继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韧性社区的评估是对社区是否具有韧性，以及韧性水平如何，通过已有或新构建的评估体系，采用

定性或定量的方式进行科学评估的过程。已有的的研究内容包括两点，一是韧性评估体系或框架的建立，

部分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已有的韧性评估模型，用于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凌子健构建了评估农村韧性

社区的体系，由生态维度、制度维度包、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工程维度组成[15]。后来，随着新冠肺炎

的爆发，社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也需要一套合适的韧性评估体系。陈浩然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设施

韧性、制度韧性、空间韧性和社区生活圈支撑韧性 6 个领域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韧性评估

框架，并以湖北省武汉市 4 个典型社区为研究对象量化评估了社区的韧性水平[16]，这不仅对韧性社区的

评估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更具有实践上的意义。二是韧性社区评估指标的选取，叶芬梅通过研究发现

现有文献的指标侧重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指标选取注重权威性，且指标体系在灾害多样性、社区凝聚、

邻里关系等方面重视不够，在测量方法和权重赋值上仍需进一步完善[17]。总的来说，韧性社区的建设与

评估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并以定量研究为主的趋势，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对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指标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resilient community 
图 5. 韧性社区关键词聚类图谱 

5. 研究前沿分析 

5.1. 时间线图谱分析 

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使用“Timeline View”功能，得到了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 6)。文献图谱共

产生 195 个节点，336 条连线，Q = 0.722，时间线图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节点越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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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中心性越强。由图可见，弹性社区的研究处于时间线的最前端，是韧性社区研究的起始。图 6 中，“韧

性社区”这一节点最大，同时由其节点衍射出的射线和关键词越多，说明在某段时间内取得的研究成果越

多，该领域也得到了重视。后期“应急管理”、“疫情防控”等成为韧性社区研究重点关注的方向。 
 

 
Figure 6. Timeline of resilient communities from 2014 to 2023 
图 6. 2014~2023 年韧性社区时间线图谱 

5.2. 关键词突现分析 

相对于传统的高频主题词分析，突现关键词适合了解学科发展的突然变化和发展的新兴趋势，可以

更好地了解国内韧性社区的研究前沿(见表 2)。国内突现强度较高的关键词有：“弹性”突现强度为 1.68、
“防灾减灾”突现强度为 1.42、“社区规划”突现强度为 1.36、“弹性社区”突现强度为 0.96 等，这说

明这些关键词在某段时期都是研究者较为感兴趣的内容。 
 
Table 2. Keywords in literature from 2014~2023 (top 9) 
表 2. 2014~2023 年文献中的关键词突现信息(前 9 位)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时间跨度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时间跨度 

1 弹性 1.68 2016~2018 7 治理能力 0.57 2020~2021 

2 防灾减灾 1.42 2017~2018 8 灾害风险 0.57 2020~2021 

3 社区规划 1.36 2018~2019 9 制度韧性 0.3 2021~2023 

4 雄安新区 1.16 2018~2019     

5 弹性社区 0.96 2018~2019     

6 城市韧性 0.74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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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层面对韧性社区建设的不断重视，学者也将目光投向了韧性社区，并在多个

领域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所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泛，因此需要对韧性社区的发展历程进行梳

理和总结；加上韧性社区的建设与现实的结合，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但是现有文献还缺乏总结和

归纳，鉴于此从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 2014 年以来韧性社区的研究从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与

发文状况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论文发表的数量上看，近 9 年韧性社区的发文数量总体呈增长态势，说明这一领域已经得

到了一定的重视。韧性社区的有关研究所包括的学科也复杂多样，但存在韧性社区研究的发文机构之间

联系性不强的问题。其次，通过对韧性社区的研究热点进行关键词相关图谱分析，发现“社区治理”、

“韧性社区”和“防灾减灾”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在结合实际的前提下，对韧性社区的评估

体系和指标进行更合理科学地构建。最后是韧性社区的研究新兴趋势，国内韧性社区的研究前沿从预防

自然灾害逐渐转变到公共卫生灾害，这说明韧性社区预防的风险类型在不断增多，韧性社区的相关理论

与实践成果也在不断丰富。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未来韧性社区的研究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推进： 
一是应该重视实证研究。坚持实证研究的中立性和科学性，对韧性社区的评估体系和指标进行更科

学地测量和量化。在完成构建之后，对社区进行评估，以实现研究的应用性。二是坚持韧性社区研究的

本土化。韧性理论源于国外，国内外的韧性社区研究相比，国外社区防范的风险以自然灾害为主，更加

强调社区设施上的韧性；而国内的社区不仅要防范自然灾害，还要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维持社区为居

民提供保障的功能。不仅如此，社区内的居委会、业委会也是我国特有的社区自治组织，韧性社区的建

设也离不开这些组织的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在中国语境下“讲故事”，这有利于韧性

社区的研究发展，能更好地推进我国韧性社区的建设。三是结合防灾减灾视角，建设韧性社区。韧性社

区的研究要面向风险，不仅旨在防止、减少灾害，更强调树立防灾意识。已有研究表明，社区能力是应

对各种灾害的关键，对社区防灾减灾的忽视，极大地制约了这种应急响应体制应有的效果[18]。因此，在

韧性社区的研究中应重视防灾减灾，推动防灾减灾韧性社区评估框架的构建。最后，关注设施韧性与制

度韧性并重。部分研究从工程建筑的学科角度对社区韧性进行思考，另一部分研究则从制度或社区禀赋

的角度对社区韧性进行考察，而将两种韧性结合起来研究的还不多。因此，在构建韧性社区的评估体系

时，应将设施韧性和制度韧性都考虑进来，明确评估指标，以实现更完备的评估体系的构建。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 CiteSpace 缺乏对近义词的归纳，导致关键词聚类中的“弹性社区”与“韧

性社区”存在同样的语义。同时，在文献的选取上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所研究的文献均为中文文献，

缺少国外的相关文献的对比分析，未来可以对国外韧性社区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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