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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社区发展迅速并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既是人们交流和分享

信息的地方，也是政府管控的重要工具。城市社区治理逐渐为国家、研究者所重视。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分析 CSSCI 来源期刊上以“城市社区治理”为主题的 620 篇文献，梳理了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

脉络与研究热点，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未来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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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advanc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mmunit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gradually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y are not only a place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and share inform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government control.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country and researchers.

The study used CiteSpace software to analyze 620 documents on the them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SSCI source journals,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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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社区管理正处于一个全新

的历史时期，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也随之展开。特别是从政策

角度来看，各地的政府都把它当做一种有效的手段，努力改

革和完善城市社区管理机构，并且认真执行有关的法规和措

施，以期获取更大的成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看到

了许多关于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结论。然而，单凭文献的年

代划分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这个领域的最近几年的发展情

况。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海量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

据库中可查年份至 2022 年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进行可视

化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突显率检测等全面分析国内城市

社区治理研究的热点变迁及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未来的城

市社区治理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为全面探析国内外政策协调研究图景，本文基于文献计

量及科学图谱方法，综合运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中的关

键词共现及聚类、共被引文献及突显率检测等，分析中国城

市社区治理研究热点主题、演进脉络及发展趋势。在中国知

网(CNKI)首先以“城市社区治理”为主题进行跨库高级检索，

共获取 5453 篇文献经初步查看，发现文献数量太多且质量参

差不齐，为防止数据庞杂对分析结果造成干扰，本文最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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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文献质量较高的 CSSCI 来源期刊作为数据分析来源。由检

索得知，在 CSSCI 来源期刊的数据库中涉及“城市社区治理”

的首篇文献刊发于 2003 年，本文数据源检索的时间范围设定

为 2003 年至 2022 年，使用剪切联系中的寻径功能，最终选

取有效文献数量为 620 篇。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一）发文统计量分析

发文量能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正如前文所述，

截至 2022 年 12 月，在中国知网（CNKI）CSSCI 数据库以“城

市社区治理”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到文章 620 篇，这

种年度变化可以从图 1中看出。2003 年是城市社区治理首篇

文献发表的年份。此后虽有波动，但是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并在 2019 年达到巅峰。2012 年，“社区治理”首次被纳入十

八大的大会报告。2017 年，《有关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综合

治理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此后，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19

年后，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发文量有所回落。随着公共卫

生事件有效防控，22 年发文量再次上升，为 80 篇。

图 1 1998—2021 年 12 月 CSSCI 年度趋势图

（二）研究作者与机构分析

CiteSpace 作者共现分析可以识别出一个研究领域的核

心人物及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互引关系
[1]
。在研究作者方

面，吴晓林是发文最多的作者，为 11篇。研究者们相对分散，

合作关系不够密切，除了吴子靖与张平、陈伟东与张火维等

人之外，大多数研究者皆是“孤军奋战”。在机构方面，华中

师范大学的发布量最高，为 35 篇。但是大多数机构的学术交

流还不够深入，只是一些小规模的学者开展自己的学术探索。

总体上来说，各作者和机构之间学术合作较少，缺乏能够处

于中心点进而辐射周边的研究机构。

（二）关键词分析

CiteSpace V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时，以该词首次出现

的年份提取，因此，分析各年份共现关键词数量的变化不仅

可以判断研究领域扩展的丰富程度，还可以判断该领域内容

的更新速度和学科研究活力
[2]
。通过软件分析，关键词共现

图谱共有 501 个结点，936 条连线。通过关键词频次和中心

性分析得知“社区治理”的关键词频次最高，达到 223 次，

而“城市社区”和“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词频次则分别为

150 次和 41 次，剩余的关键词的频次均低于 40 次。此外，

通过对关键词的中心性进行分析，可知“社区治理”、“城市

社区”和“城市社区治理”中心性比较高。“社区体育”的出

现频率仅 4，但它的重要性却超过 0.06。而 2019 年它首次被

提及，这表明“社区体育”在当今城市社区治理领域已经成

为一个研究的焦点。

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2）可以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

研究领域的重点关键词分类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于城市

社区治理总体的研究，关键词主要有：“城市社区”、“城市社

区治理”、“城市治理”、“城市”；二是城市社区治理内容的研

究，关键词主要是“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体育自治”；

三是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关键词有“参与式治理”、

“协同治理”、“治理模式”；四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

关键词主要是“社区居委会”。

图 2 关键词聚类图

（四）突现词探测

关键词突现情况可以通过对一定时间内某一研究话题的

出现次数进行统计，从而找出热点话题。在城市社区治理的

文献分析过程中，本文总结出 5个突现词（图 3）。通过分析

这些关键词，包括突现度和时间节点等关键词指标，发现在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上，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

从突现词影响的周期来看，“治理模式”最长（7 年），其次

是“治理结构”和“党建引领”（5年），“社会组织”和“社

会治理”均为 1年。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治理模式”一直

保持密切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后，决策层更加强调发挥党

建引领的作用。党建引领被视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

一条红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5 卷◆第 05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7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图 3 2003-2022 年 5 个突现关键词

四、发展脉络和趋势特征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脉络

CiteSpace 中的时间线图(timeline)可以直观地反映中

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年度热词，从而可以对研究方向和发

展趋势做出梳理和预测。结合图谱和文献梳理，2003 年至今，

结合中国国情的变化，我国学者当前对城市社区治理的文献

研究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03-2011 年为早期探索

阶段。1991 年，我国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在基层社

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的背景下，关

于城市社区如何治理在当时已成为讨论焦点。此时关于我国

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问题

及策略、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的讨论。2012-2016 为研究内

容的多样化扩展阶段。十八大第一次将“社区治理”写入党

章，国家政策文件与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多次明确城市社区治

理的重要性，相应的指示内容也逐渐明细化，为学界研究指

明了方向。随着我国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学者们开始广

泛关注到治理转型下的城市社区自治凸显的各种矛盾与困

境，大量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被提出
[3]
。2017-2022 为微观治

理聚焦阶段。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也标志城市社区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与

创新。与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指示一致，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也

逐步聚焦到微观层面的矛盾冲突分析与具体问题的解决上

来，紧密结合时代背景的需求提出具体的治理策略。如党建

引领社区治理具体如何落到实处、实现机制以及实践路径成

为了近期的研究热点
[4]
。

图 4 关键词时区图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从文献梳理到实践线分析，研究方法和视角都

在不断演进。从宏观层面来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正在朝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城

市社区治理的主体及关系、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城市社区

治理的模式是主要研究热点。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

政策的完善，研究也随之跟进。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社

区自治相关概念不断凸显，研究将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

相结合，再通过实践推动理论创新。

五、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治理一直是关注度较高的热点主题。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呈现出了不断提升发展的趋势，

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内容的深入以及问题意识的凸显都为

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城市社区治理的相

关学术研究方面，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合作和沟

通。此外，地域限制仍然是制约人才交流合作的重要因素，

导致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团队缺乏有效的组织建设。学者

们的学术联系较少，广泛的学术共识尚未达成。所以，进一

步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合作，在以后的研究中十分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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