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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理就是对网络的管理，网络化治理有利于解决当今出现的一系列复杂、动态、相互依赖的公共难题，

它强调多主体平等、相互依赖、民主协商的合作网络模式，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与市场制、层

级制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文章以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2012~2022年关于全

域创新领域的652篇文献为基础，借助CiteSpace、VOSviewer等可视化工具，综合运用共现分析、关键

词突现性分析、聚类分析图谱及时间线图谱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关于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的知识图

谱并展开研究。分析梳理国内学者关于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阐述目

前国内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最后对其进行评述与展望，试图以网络化治理理论探索国内基层社会的治

理创新，通过构建政府、社会、公民等主体多元合作网络，实现对社会的“善治”，为当下集体行动的

困境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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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ance is the management of networks, and networked governance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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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of complex, dynamic, and interdependent public problems that arise today, and it empha-
sizes a cooperative network model of multi-subject equality, inter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which breaks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management; it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
es compared with market-based and hierarchical systems, and is increasingly valued by the aca-
demic community.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652 literatures about the field of territory-wide innova-
tion from 2012~2022 in CNKI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database, and uses a combination of 
co-occurrence analysis, keyword emergent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mapping and timeline map-
ping analysis with the help of visualization tools such as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to draw a 
knowledge map about the networked governance of multiple co-governance and 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f domestic scholars on networked governance theory is ana-
lyzed and sorted out, based on whic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conducted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research are explained; finally, a review and outlook are made,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governance innovation of domestic grassroots society with the theory of networked 
governance, and to realize the “good governance” of the society by building a pluralistic coopera-
tive network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citizens. The study also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urrent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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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的好坏决定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大到国家战略方向、产业发展和市场环

境，小到社区和谐稳定和民众个人幸福，都和治理有着密切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动员全体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1]”。 
网络化治理统属于“治理”的一种，詹姆斯·N 罗西瑙提出，这种治理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

机制，它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2]。网络

化治理无疑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实则是从政府传统的一元领导向社会“多元共治”

的转型；也亦是一种特殊的治理，由社会资本贯穿其中，构建出民主协商下多中心合作网络，欲实现多

方主体的合作共赢。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是一个大规模集成整合知识信息资源，为社会提供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的知识发现平台。

本研究采用的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条件为：主题 = “多元共治”or“多中心主

体”and“网络化治理”；时间跨度 = 2001~2022，来源类别 = 全部期刊；检索条件 = 精准。为防止文

献数据过于庞杂对分析结果造成干扰，剔除非相关性论文、报刊以及会议等，最终获得相关文献 652 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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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04 日)。将 652 篇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入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软件进行多元

共治的网络化治理研究领域的可视化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知识图谱分析的方法来对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的相关研究热点、研究的主题、研

究的热点演进等内容进行梳理，绘制工具主要有 VOSviewer、CiteSpace 等可视化分析软件。VOSviewer
可以更清晰展现研究领域的热点和主题，在处理大数据和绘制图像方面也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3]。
CiteSpace 注重以树形图及连线等表示各个主题关系强弱，两者优势互补，可以准确挖掘研究主题的本质

[4]。有鉴于此，本研究特选取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分析工具进行量化分析。 

3. 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研究统计分析 

研究机构分析 

本研究首先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获得文献计量数据，对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领域的研究

机构进行分析，得到的数据汇总为表 1。从研究机构的类型来看，国内各大高校与研究所为主力军。发

文量排前列的研究机构中，高校占据绝大多数，说明在领域内，他们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十分活跃。

从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来看，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文量最高，达到 8 篇，其次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

公共事务学院发文量为 7 篇，紧接着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以及南开大学法

学院发文量均为 6 篇；研究机构涵盖中、东、西部，侧面反映了网络化治理已然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研

究领域。从研究机构的合作情况来看，高校之间虽已有过合作发文的关系，但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合

作网络。缺乏不同机构、不同地区层面的合作，也会不同程度减缓网络化治理研究领域发展的步伐。 
 

Table 1. Volume of articles issued by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networked governance of multiple co-governance, 2001~2022 
表 1. 2001~2022 年多元共治网络化治理研究机构发文量情况 

研究机构 发文量 

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7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6 

南开大学法学院 6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5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4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4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3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3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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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点主题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学术文章的关键词能高度概括文章主题，以及较好反映某个研究领域中的热点[5]，对学者们进行深

入研究有很大帮助。基于 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到图 1，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往往能代表一段时间内学者

研究的前沿问题。图 1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有 497 个节点、731 条连线，其中，各条连线表

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结共现关系。在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领域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已知节点大小与关

键词频次多少成正比，节点越大，频次越高。各关键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线非常频繁。正因为关键词数

量比较多，因此图谱中呈现的连线较为密集，这与关键词本身数量较多有关。图 1 中出现了网络化治理、

多元共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国家治理、元治理、合作治理、公共治理、协同政府、基层治理等字

号较大的关键词，这表明这些关键词在 652 篇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Figure 1. Co-presentation mapping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pluralistic and co- 
governance networked governance 
图 1. 多元共治网络化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基于 VOSviewer 文献计量软件分析，得到图 2，可以看出：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领域研究视角较

为宏观且研究问题较为分散，除开一些字号较大、知网搜索的 652 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图 2 中还出现了其他字号相对较小的关键词，如“互联网+”、公共价值、共建共享、智慧城市、数字治

理、乡村振兴、新公共管理、全球治理、协作治理、主体间性等，说明学界对其他的话题仍然有关注，

也是现阶段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领域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热点；通过两张图中的相关关键词数据能够

分析找到学界核心研究圈有关网络化治理的主要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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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in the study of plura-
listic co-governance networked governance 
图 2. 多元共治网络化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4.2. 关键词主题聚类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 652 篇样本文献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绘制与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提供了多

种功能图谱的选择，包括合作图谱、共现图谱、共引图谱、突现词探测等[6]。图 2 中的显现的关键词较

多，为提高总结研究领域的精确度，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这一功能，将图 2 中联系较

为紧密的关键词进行汇总形成聚类，得到如图 3 所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Citespace 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

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 值，即 Modularity 和平均轮廓值(S 值，即 Mean Silhouette)两个指标，当 Q
值 > 0.3 时，聚类结构就是显著的；当 S 值达到 0.5 就可认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图 1 左上角的数据显示

Q 值 = 07333，S 值 = 0.458，因此说明该聚类图谱的聚类结构十分显著，且结果令人信服。 
 

 
Figure 3. Cluster mapping of research on networked governance of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图 3. 多元共治网络化治理研究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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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键词聚类时区分析及演进路径分析 

利用文献计量软件制作图 3 聚类图谱以及图 4 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谱，形成了以 #0 多元共治、#1 网

络化治理、#3 国家治理、#合作治理、#5 数字治理理论、#6 网络治理、#7 治理现代化等关键词聚类为首

的十五个关键词聚类图谱。网络化治理的研究源于国外成果的引介，并逐渐带来管理创新，学者杨丹通

过评述全球 20 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初步介绍使用网络化治理作为解决方案，她认为全球网络治理的建立

纲领、制定规范以及实施的三阶段具有着快捷、兼容性高、合法性以及多样性[7]。此后，网络化治理又

向公共管理领域迈进，使其治理结构更加一体化、系统化。网络化治理理论也正是在这样水深火热的环

境下，凭借着创新、灵活、广泛的影响力等一些优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处理传统公共行政中

政府部门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为人们日益增长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作出及时回应[8]。2001~2022
年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在其研究主题和方向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Figure 4. Timeline of the research on pluralistic and co-governance networked governance 
图 4. 多元共治网络化治理研究时间线图 

5. 网络化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5.1. 理论研究内涵丰富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方面对网络化治理理论自身从其概念、治理工具、治理主体、基本特征

等方面进行探讨分析，可以说是十分完善。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运用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以及多理论分

析比较的方法去分析网络化治理，包括管理学、经济学、计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运用，有助于

为网络化治理理论开辟新视角以及对其理论价值予以肯定。关于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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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展开分析：1) 结构主义视角；2) 无政府主义视角；3) 资源依赖视角[9]；不同视角的窥视下使其内涵

更加饱满；将网络化治理理论视为公共治理的新模式，对网络化治理实质意义、网络化治理机制、网络

化治理面临现实问题等开展研究。一部分学者还将其与整体性治理、数字治理、网格化管理进行比较分

析，通过读者对这些文章阅读，不仅可以理清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网络化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

而且也可以推动国家对于网络化治理的研究，批判地吸收网络化治理模式的精华，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治

理现状和政府改革趋势，学界关于网络化治理的研究为我国当前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5.2. 理论研究方法单一 

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居多，缺乏一定

程度的定量研究。网络化治理虽然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研究该理论采取的研究分析方法还较为匮乏。

学者们应多使用一些研究方法展开混合研究。比如在其中多穿插一些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针对基层社

会社区有关网络化治理理论的治理创新实践经验，以此使其文章更生动有依据富有说服力；直白地向读

者阐述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实际应用机理。亦可以添加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以及应用一些量化分析软件。

比如可以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 分析方法。QCA 分析方法是一种以案例研究为导向的理论集

合方法[10]，它可以通过对网络化治理理论和现实治理中的实证资料相结合，从一种小样本数据中建构出

研究议题的因果性关系。并且 QCA 分析方法对样本的规模容量要求并不高，它既适合小案例数的研究(10
或者 15 以下的案例)，中等规模样本(10 或者 15 至 50 案例数)，也适合超过 100 案例数的大样本。因此

在进行理论研究中可以对总样本进行多次划分，如此进行相关研究，结果会对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社

会治理实践进行路径分析，以更好寻觅当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网络化治理的发展趋势。 

5.3. 理论研究分析框架不完善 

细观中西方对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研究，不少还停留在将其相关理论进行简单罗列，实质上缺乏较为

深层次的思考；对于网络化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适用情景研究都不够充分，其理论分析框架有待拓

展。首先，对于理论的宏观研究、理论与理论间的比较分析居多，对后续网络化治理应用实践的分析视

角较少；其次，我国学者对网络化治理理论研究起步晚，相关研究还比较浅，相较于西方较为完善的理

论框架有待深入补充拓展。最后，基于各国基本国情不同，国内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研究更强调政府作为

“元治理者”的主导地位[11]，因而我国学者不应扮演西方国家网络化治理理论研究的输入者，而应批判

借鉴，加强对本国理论的研究框架进行符合我国国情的有益拓展。现阶段开展的案例分析，国内学者大

多以一个案例实践进行解释，缺乏对多个案例相互间的比较分析。由此，可以从此方面来补充研究网络

化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6. 研究展望 

现阶段国内社会处于从管理向治理转型期间，尤其要注重对网络化治理理论的运用。未来社会的网

络化治理要实现与公民个人自治进行有效衔接，以及处理好政府、社会、居民自治网络的搭建和整合，

网络化治理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自下而上社区自治的一种复合，其实质在于多元参与主体的相互合

作、多元社会利益的包容共享、政府官员与社会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信任以及社会管理责任的法治化

[12]。 
随着时代发展，大量行政事务下沉到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社区，未来网络化治理面临不少现实挑

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首先，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以及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和企业、政府与社

会等之间多主体的合作伙伴关系；只有社会组织自身具备发展活力，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涌入合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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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网络，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政府财政压力。其次，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需要进行改革创新，政府要实

现从“划桨”到“掌舵”角色职能的转变；网络化治理对于政府主体来讲就是分权与放权的过程；管理

向治理的转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实现自身改革顺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对合作网络亦是公共网络

进行重构[13]。再次，在网络化治理框架中寻求政府、社会、公民利益相关者网络的联结与整合，建立信

任机制，使其在相互博弈过程中发现共同价值目标，从而实现集体行动克服现实社会治理困境。最后，

网络化治理理论也要求建立一套更严格的责任与监督体系，因为其治理模式转变对原有政府工作人员能

力与工作方式提出更高要求，面临一系列矛盾与协调的问题，网络化治理要做出应对之策。社会的不断

壮大，社会治理主体的不断多元和成长以及信息科技给政府以及社会带来诸多挑战，网络化治理成为未

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是必然趋势。综上，施行网络化治理至关重要，应加快构建基层社会共建共享、

互助合作的公共管理共同体的步伐；向更美好的明天迈进，实现新时代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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