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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近几年学界的研究热点。为

了系统直观地展现国内“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本文以2013年以来中国知网CNKI 
624篇社会治理现代化领域的核心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6.1.R6构建了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系统地展现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由此得出结论：第一，社会治理现代

化研究既关注宏观战略布局，也关注微观治理实践和案例；第二，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既注重治理工具

的理性选择，也重视治理主题的价值性回归；第三，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不仅注重学习借鉴西方思想理

论的有益成果，更重视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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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goal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ut forwar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
ic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and intuitively presen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
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624 core litera-
tur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CNKI since 201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6.1.R6 to construct a visual knowledge map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o visually and systematically presen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This lead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study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ocuses on both macro-strategic layout and micro-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cases; 
secondly, the study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ocuses on both the rational choice of go-
vernance tools and the return to the value of governance themes; thirdly, social governance moder-
nization research not only focuses on learning from the beneficial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thought 
and theories, but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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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要求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

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目前，伴随着我国政治话语权从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然而，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状态，难以较快把握学科发展

方向。文献计量法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方法，其以

知识图谱的形式对固定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态势有很好的分析及预测作用。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知

网 CNKI 数据库的文献源，采用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6.1.R6，以 2013 年~2022 年我国社会治理现代

化核心期刊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通过知识图谱形式呈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现状、演进，同时

利用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强度突现排序分析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核心热点和未来趋势。 

2. 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的文献来源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中的核心期刊为研究对象，采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1 日。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以党中央全会形式提出“社会治理”一词，推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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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现代化在我国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将检索出版年度范围确定为 2013~2022。同时文献类别确

定为“学术期刊”，以“主题”为检索项，“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检索词，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CSSCI”。 

2.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软件 CiteSpace 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个可视化软件，其以知识图谱

的形式分析学科内部的发展联系以及学科间的演变趋势，以预测某一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1]。本文借助

CiteSpace6.1.R6 软件，将检索的 624 篇文献及其关键信息进行分析，进行如下设置：首先，在时间切片

设置时间跨度为 2013~2022，选择每 1 年为时间切片。其次，节点类型对关键词展开计量分析，并将网

络节点的联系程度选择系统默认的 Cosine 方式，相似性算法选择时间切片内。为保证平台运行阶段样本

文献分析的准确性，将阈值选择的指数分析方法设定为 g-index，并将 K 值设置为 25，可以此得到每一

阶段的高频节点。最后，在裁剪方式中选择裁剪单个切片的网络，当产生的网络图不够清晰的时候，可

以选择裁剪来去掉次要的链接，凸显其主要结构。借助 CiteSpace 平台进行共词分析，对关键词进行梳理，

把握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现状。通过高频关键词及其时间线的综合知识图谱，分析研究热点和演

化路径，探究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 

3. 文献总体情况 

3.1. 年度文献数量统计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文献的发表数量进行年份梳理，能直观了解该研究领域内研究成果的动

态变化过程。其结果如图 1 所示，由于“社会治理”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因此 2013 年文献数量较少仅

有一篇。随后两年有关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数量急剧增长，直到 2015 年达到顶峰后一直处于波动的状态，

2020 年呈现出“喷井式”的增长趋势，高达 112 篇。由此可见，2015 年与 2020 年都是社会治理现代化

研究的关键时间节点，这与党的相关政策息息相关：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

法治理”、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2]。综上所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领域的

研究在发文量上呈现上升趋势，且研究力度受到党政方针、社会热点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 10 年来的历

史变迁。 
 

 
Figure 1. Year and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图 1. 文献的发表年份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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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分布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能更直观了解该研究领域的中

坚力量，反映该研究领域研究力量的空间分布。图 2 所示，N = 241，E = 36，Density = 0.0012，即获取

了 241 个网络节点，在 241 个网络节点之间形成 36 条连接线，网络节点的共现密度为 0.0012，说明国内

协同治理研究领域虽然学者数量并不多，且相互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合作成果数量较少、研究力量较为

分散。从核心作者发文数量上看，朱前星(5 篇)、陈成文(5 篇)、刘锋(4 篇)、唐皇风(3 篇)、包心鉴(3 篇)、
刘琼莲(3 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领域尚属于新兴领

域，学界参与该领域研究的力量较为分散，该领域内尚未有明确的领军人物或学派出现。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ore authors 
图 2. 核心作者分布 

3.3. 代表文献 

文献被引数量一定程度上行反映该文献在该领域的代表性和研究趋向。表 1 为文献信息一览表，关

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期刊最早出现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作者为包心鉴，篇名为《以

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 年第 1 期)。该文提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突出解决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历史任务。

该文被引次数为 71 次，被下载次数 3018 次，表明其观点对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具有参考意义。同

时，王浦劬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疑问被引次数高达 1205 次，其余

文献被因次数也均超过 100 次。从表 1 可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呈现出的两个特点：第一，研究

内容趋向于内涵解释及路径探究。第二，关系研究聚焦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区别及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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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information table 
表 1. 高被引文献信息表 

序号 文献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 年份 被引量 

1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

互关系 王浦劬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205 

2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姜晓萍 中国行政管理 2014 1166 

3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何荣功 中外法学 2015 521 

4 论社会治理创新 江必新；

李沫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39 

5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

路径 徐猛 学术探索 2014 242 

6 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 丁志刚 学术界 2014 175 

7 从“精细化管理”到“精准化治理”——以上

海市社会治理改革方案为例 王阳 新视野 2016 174 

8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张文显 法商研究 2020 153 

9 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 燕继荣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7 138 

10 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网络型服务

治理 王思斌 学海 2015 108 

4.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线、所有节点的频数与中介中心性、突现度检测、聚类及时间

线图谱等操作，以更直观看到 2013~2022 期间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热点、聚焦主题及演进过程等方面。 

4.1. 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与中心性 

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中的关键词统计功能，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关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以此研

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如图 3 中所示，N = 338，E = 375，Density = 0.0066，即获取了 338 个网络节点，

在 338 个网络节点之间形成 375 条连接线，网络节点的共现密度为 0.0069。从图 3 可知，关键词出现的

频率与该主题研究的热点呈正比例关系：关键词所在节点圆圈形状越大，表示该关键词研究热点越高。

节点内不同颜色的圆圈代表关键词出现的年份，所在节点颜色越深，表示该关键词研究所持续时间越长。

节点之间的联系表示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共同出现，线条越粗代表着共现密度越紧密。 
由此可见，“社会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是图谱中较大的三个节点，与其他关键词之

间线条数也较多，而“新时代”、“基层治理”、“治理能力”、“乡村治理”等次之，这些都是比较

突出的重要节点。一方面，这些关键词出现样本文献中的频数较高、研究时间较久、研究焦点较集中，

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时代背景和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该领域的研究内容

较为丰富，涵盖治理主体及结构、治理体系及能力、治理场域等方面内容，可看出这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主题研究密切相关，同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要素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同时，“乡村振兴”、“共

同体”、“市域治理”等关键词出现时间较晚，这与国家在治理治理体系中顶层设计有关：2017 年党的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在 2019 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

概念，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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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图 3.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一般来说，除了共现图谱以外，关键词的频数及其中心性(Centrality)也可反映除该主题领域的研究热

点。中心性衡量了一个关键词在整个网络中作为“媒介”的能力，即占据其他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

能力。若有一个节点能够对其他节点起到多次连接作用，就代表这个节点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也代表着该

关键词具有一定重要性。利用 CiteSpace 自带的功能可得到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的数据，由此得出表 2。 
由表 2 可知，十年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主要围绕“社会治理”(频次为 228 次，中心性为 0.69)

展开。在研究场域上，“国家治理”、“基层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最受国内学者的青睐；

在研究主体上，“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等为主要对象；在研究目标上，“现代化”、“新时代”、

“治理能力”等是该领域较为核心的内容；在治理方式上，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最热门

的选择；在研究内容上，倾向于“习近平”、“党建引领”、“法治”等重大党建工作。由此可见，关

键词频次及中心性这两大要素共同解释了国内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热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改革开

放为大背景，以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中国共产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为治理主体，以法治化、社会化为标准，以党建引领、优化公共

服务、法治建设、多主体协商为主要实现路径[4]。 

4.2. 研究趋势：关键词突现 

图 4 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从突现时间来看，“政府治理”、“法治”、

开始时间最早，从说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国家治理的宏观视角，以转变政府职能为

优先切入点，从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出发，与社会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进而为社会治理

现代化提供和谐的政策环境。此外，“信息技术”“新时代”“大数据”开始时间比较晚，其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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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大数据”相关研究突现时间较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较为贴合。从持续时间来看，“新

时代”时间跨度长达 4 年，“协商民主”次之，这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突现词是研究重点且

影响力强，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从突现强度(Strength > 2)可发现，“政府治理”(Strength = 2.53)、“法治”

(Strength = 2.34)、“社会组织”(Strength = 2.21)三大主题的研究最为活跃。这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制度

的完善、社会治理场域的扩展、社会建设及其自治程度的发展等重要事项，需要持续探究其变化背后的

根源和走向。 
 
Table 2. Keywords and their centrality (Top 20) 
表 2. 关键词及其中心性(前 20 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社会治理 228 0.69 11 社区治理 8 0.06 

2 现代化 56 0.25 12 习近平 8 0.02 

3 国家治理 41 0.1 13 党建引领 8 0.01 

4 新时代 22 0.05 14 治理体系 8 0.02 

5 治理能力 19 0.05 15 法治 7 0.02 

6 基层治理 18 0.07 16 大数据 6 0.01 

7 乡村治理 16 0.04 17 协同治理 6 0.02 

8 乡村振兴 11 0.05 18 协商民主 6 0.01 

9 社会组织 9 0.02 19 法治化 6 0.03 

10 政府治理 9 0.03 20 创新 5 0.01 
 

 
Figure 4. Keyword emergent knowledge graph 
图 4.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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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主题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各个研究热点间的主题联系。由于纳入

分析的对象为中文文献，只能按照关键词进行聚类。基于此，利用 CiteSpace 软件，在图 3 的基础上选择

聚类(Cluster)标签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聚类知识图谱，如图 5 所示。聚类图谱显示，

模块值 Modularity Q = 0.7475，当 Q 值大于临界值 0.3 时，说明所划分出来的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

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 = 0.9677，远高于临界值 0.5，说明运算结果合理，聚类图谱信度较高，Q 值

用以衡量模块化程度。因此，本文生成的图谱聚类效果具有显著性，能够用来进一步分析。图 5 中不同

颜色的色块代表着不同的聚类，聚类的大小代表该聚类内文献数量的多少，以关键词共现频次为依据对

关键词进行聚类，由此得到#0 社会治理、#1 现代化、#2 新时代、#3 国家治理、#4 基层治理、#5 乡村振

兴、#6 治理能力、#7 协同治理、#8 法治、#9 中国语境等 14 个主要聚类。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图 5. 关键词共现聚类知识图谱 

 
表 3 为聚类效果质量及高频关键词，按照每项聚类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两大类别：第一，在宏观

层面上，关于党和国家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的理论研究，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大

要素(#0、#2、#3、#4、#5、#8、#9)；第二，在微观层面上，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实践研究(#1、
#6、#7)。结合聚类高频关键词可见，前一聚类主要关注的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模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素的建构和发展、社会治理能力的涵盖面和提升路径，以

及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与数字技术的联动发展。后一聚类聚焦基层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的政策驱动下，将社会治理的场域不断细化为乡村、城市(市域、县域)、虚拟社会等，关注特定治

理场域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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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Quality of effect and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for each cluster 
表 3. 各聚类效果质量及高频关键词 

编号 大小 S 值 聚类内高频关键词 

#0 69 0.98 社会治理；公安机关；政务新媒体；共建共治共享；  

#1 35 0.98 脱贫攻坚；公共服务；民族地区；公众参与 

#2 20 0.939 国家体系治理；基本经验；乡村治理现代化；协作网络 

#3 19 0.956 政府治理；中国特色；治理理论；个人治理 

#4 17 0.941 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全周期管理 

#5 15 0.968 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乡土重建；城乡二元结构 

#6 14 0.915 治理能力；政党现代化；党建社工；党的建设 

#7 11 0.978 协同治理；数据共享；技术创新；制度协同 

#8 6 0.989 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政社互动；共同富裕 

#9 5 0.998 社会治理现代化；治理结构；优化路径；中国语境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变反映出主题聚类的变化发展紧跟时代变革需求

和国家发展需要，但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在进行，无论是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元共治结构、党

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还是就“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善等，都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聚焦于中国特有的政治背景、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基础之上展开讨论的。也就是

说，新时代国内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主题的基调或聚焦点是“中国特色”。 

6. 研究结论 

通过运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工具 CiteSpace.6.1.R6，对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2013~2022)中 624 篇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期刊进行了数据源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绘制了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并

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关键词共现聚类知识图谱，基于此有如下发现[5]。 
第一，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既关注宏观战略布局，也关注微观治理实践和案例。这与党和国家“自

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相结合”的现代化治理过程相呼应。在宏观层面，国内学界时

刻关注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念转向、政策设计和话语表达。在微观层面，多采用实证研究

方法，关注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的发展，调研论证社会力量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支

持性作用。 
第二，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既注重治理工具的理性选择，也重视治理主题的价值性回归。随着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经历着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美好生活为落脚点的治理转向。审视社会治

理现代化研究，国内学界不仅聚焦于治理技术的革新、治理平台的搭建、治理机制的创新。 
第三，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不仅注重学习借鉴西方思想理论的有益成果，更重视构建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治理理论和话语体系。综观整个研究历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随着

治理实践不断批判性学习、不断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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