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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CiteSpace对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现状、热点及研究趋势进行了梳

理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近十年来学者对社区治理的关注度和研究热度持续增加，取得的研究成果

逐年增加；2) 社区治理研究的热点为“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现代化、社会资本、社区碎片化、社区冲突、

社区自治、城镇化及乡村政治”；3) 社区治理研究的演变遵从“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共治→基层党建引

领”等发展趋势。最后，文章展望了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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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bibliometrics and CiteSpace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hot 
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past decade, scholars’ attention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research enthusiasm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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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crease,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2)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com-
munity governance ar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fragmentation, community conflict, community autonomy, urbanization and ru-
ral politics”; 3)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government-led → multi-facet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grass-root Party building leading”.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in this field are prospecte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refer-
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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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作为一种社会地域共同体，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政府

惠民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环节。社区治理不仅直接关系着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及社会治理成效。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社区治理是对政府治理体系、执

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考验[1]；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不仅为中国在社会发展转型期建设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体系敲响警钟[2]，而且成为中国基层公共组织变革的促进因素之一。 
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内学界关于社区治理的新话题不断涌现，

在理论探讨、研究领域等方面均有新进展。基于此，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学软件 CiteSpace 对 2010 年至 2020
年 CSSCI 数据库中社区治理文献进行了整体性回顾和综合概述，分析了社区治理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

发展趋势和未来方向。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进行文献数据收集，设定检索主题词

及关键词为“社区治理”、检索文献类型为“论文”、检索时间为 2010 年至 2020 年，在 CSSCI 数据库

中共检索到 696 篇期刊文章。 

2.2. 研究工具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是一种基于文献计量学和数据可视化的引文分析技术[3]，通过共现网络呈现定

量结果发现文献分析中的潜在关系[4]。本研究中采用 CiteSpace5.7.R2(64-bit)软件,设置时间跨度为

2000~2020 年，time slice 设置为 2 年，阙值设置为 Top 50 per slice。 

3. 研究结果 

3.1. 发文分布 

通过对 2010~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社区治理相关文献的检索，其发文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247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玉裳 

 

 

DOI: 10.12677/ass.2021.1012470 3434 社会科学前沿 
 

量、时间分布及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从总体上看，发文数量呈现连续增长的趋势，学界对社区治理的

关注度和研究热度持续上升。具体来说：十八大以前，国内社区治理的研究发展态势整体上比较缓慢，

发文数量也较少；进入十八大以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学界研究热度高涨，社区治理研究成果及

发文数量大幅增加，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研究社区治理指明了新方向，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社区

治理展开了研究，这时期社区治理研究成果及数量持续增加。 
 

 
Figure 1.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2010 to 2020 
图 1. 2010~2020 年社区治理论文发表数量 

3.2. 发文机构 

运用 CiteSpace 绘制了发文机构知识图谱(见图 2)，均为发文量 ≥ 3 的机构。其中发文量靠前的机构

分别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5 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4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4 篇)、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大学(4 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4 篇)、兰州大学管理学院(3 篇)、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3 篇)、东北大学文化学院(3 篇)以及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 篇)。
这些高校是近十年来社区治理研究领域中发文量最多的机构。 

3.3. 发文作者 

图 3 是以“author”为网络节点绘制的作者及合著网络图，该网络由 183 个节点和 379 个连线组成，

时间切片为 1 年，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节点越大表明这些作者在社区治理研究领

域的发文数量越多。其中陈鹏、吴晓林、郑杭生、陈伟东、肖林、周庆智、肖瑛、付诚、夏建中等是近

10 年该研究领域发文较多且较权威的学者。这些作者的文章都为社区治理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郑杭

生对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的形势及如何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行了研究[5]，肖

林的研究涉及社区参与、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社区的分化与分化的社区等方面，并提出了一个中国城

市社区和社区研究的基本框架[6]，吴晓林从城市社区韧性、基层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等角度对社

区治理进行了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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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ublic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 2010~2020 
图 2. 发文所属机构网络：2010~2020 

 

 
Figure 3. Network of authors and coauthors: 2010~2020 
图 3. 作者及合著网络：2010~2020 

3.4. 研究热点 

关键字是代表文章核心内容的描述性词汇，关键字共现有助于确定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排名靠前的高频关键字有：“社区治理”具有最高的频次 282 次，研究涉及类型特征、发展历程、生成

与实践[8]、治理路径[9]、困境与出路[10]、趋势与模式[11]、创新[12]、效能[13]等，“城市社区”83 次，

“治理”19 次、“社会治理”18 次、“城市社区治理”16 次、“社会组织”14 次、“农村社区治理”14
次、“社区”13 次、“社会资本”11 次、“城市化”8 次、“协同治理”7 次及“治理现代化”7 次等(见
图 4)。 

为进一步分析近十年社区治理的研究热点，本研究根据关键词共现绘制了研究热点的聚类图。通过

选择对数似然比(LLR)作为分类统计的原理，根据其共现的高频关键词将其分为 11 个研究热点聚类群，

模块化 Q = 0.6214 (>0.3)，S 值 = 0.8928，平均轮廓 = 0.7328 (>0.5)。如图 5 所示，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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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主要有社会资本、基层党建、城市社区、碎片化、冲突、社区自治、城镇化、乡村政治等。 
 

 
Figure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2010~2020 
图 4. 关键词共现网络：2010~2020 

 

 
Figure 5. Cluster analysis of hot spot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2010~2020 
图 5. 社区治理研究热点聚类分析：2010~2020 

 
研究热点#0 社区治理，主要包括治理现代化路径探索、城市社区、政策网络构建、元治理理念、多

元主体和自组织等参与机制的研究。研究热点#1 城市社区，内容涉及专业社会组织参与路径、多元供给

模式、供给主体、结构分化、城市治理、治理创新等。研究热点#2 社会资本，研究围绕城市化、国际化

社区、转型社区、社区治理绩效、治理困境、空间重构等展开。研究热点#3 基层党建，聚焦于社会治理、

治理机制、治理能力、基层政权建设、共建共享、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研究热点#4 深圳市南山区，

主要从治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单位制式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参与等研究问题出发。研

究热点#5 社区，关注公民社会的参与途径、协商合作治理、区域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内卷化、社区治理共同体打造等问题的研究。研究热点#6 碎片化，内容包括整体性治理、再组织化、社

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热点#7 冲突，研究涉及影响因素、产业转移、绩效、主体、协调机制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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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8 社区自治，内容包括治理结构、利益协调、社区治理转型、主体性社会、利益分化、社区治理能

力。研究热点#9 城镇化，研究包括农村新型社区的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体行动、政社关系、基层

治理的转型、社区社会组织等。#10 乡村政治，研究包括双轨政治、城中村的治理、群众参与的途径、

社会组织的作用等。 

3.5. 研究演进趋势 

根据 2010 年至 2020 年社区治理的整体研究进展关键词时区视图(见图 6)，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演进

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Figure 6. The time zone view for the keyword: 2010~2020 
图 6. 关键词的时区视图：2010~2020 

 
第一阶段，政府主导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十八大以前)。在政府主导的推动下，我国的社区治理理念最

早在城市社区及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进行实践[14]。但基于现实中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无法担负推进城市社

区建设、深化基层社会自治、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15]等问题的暴露，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引起学界激

烈的反思和深入的讨论。一部分学者对政府和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两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对政府主导

下社区治理出现的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

束和理性驱使[16]等弊端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

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和社区治理结构之间存在微妙联系[17]，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是政府与社会分权的

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发育的过程[18]，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承担何种角色和职能一定要进行界定[19]，
并提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要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发展转变[20]。 

第二阶段，多元协同共治(十八大时期)。由于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

社区治理研究焦点转向多主体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的建构与实践。学者们提出合作网络治理，认为政府组

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

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21]，是实现政府与社会多主体的协同治理之路[22]。通过实证分

析对中国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进行了论证[23]，对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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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4]，结合中国治理实际情景的分析对社区治理中“三社联动”进行了适用性论证[25]，并运用委托

代理理论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进行研究[26]。在此基础上，更有学者提出了

社区治理共同体概念[27]，探讨涉及社区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28]、多元主体治理框架[29] [30]、治理创

新模式[31] [32]、治理结构体系[33]以及治理效能提升[34]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 
第三阶段，基层党建引领(十九大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指明了社区治理研究新方向，大量的研究论述了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必要性、应然性和适用性[35]，
探讨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及作用机制。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治理也面临新的机遇与

挑战，为更好地集中多方资源解决社区问题、化解社区矛盾，学者们对社区治理中如何应用物联网、地

理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理论建构和实践分析[36] [37]，提出了智慧社

区的治理理念。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对近十年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了社区治理的研

究热点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 近十年来学者对社区治理的关注度和研究热度持续增加，取得的研究

成果逐年增加；2) 社区治理研究的热点为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现代化、社会资本、社区碎片化、社区冲

突、社区自治、城镇化及乡村政治；3) 社区治理研究的演变发展遵从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共治→基层党

建引领等阶段；4) 社区治理研究态势呈现“与城市工作和社区发展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相同

步”。 

4.2. 未来研究方向 

探索新时代如何抓好基层社区现代化治理，更大程度地发挥为民服务功能，未来的研究可考虑从以

下两个方面展开： 
1) 打造“数字化”治理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智能互联技术，通过空间的打造

和社区运营服务，连接邻里、教育、健康、服务、治理等多种场景，为解决群众关心和揪心的一些生活

难题，如停车问题、买菜问题、垃圾分类、噪音污染等。 
2) 完善党全面引领的基层社区治理格局。街道和社区是打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

节，在当前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建协调作用，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探索社区治

理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新路径，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推动治理资源、

管理服务向基层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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