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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与进路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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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承担着国家治理的具体实施

和行政实现的功能,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及时总结和梳理国内

政府治理的研究热点和总体研究趋势,以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对理论

研究的新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以近十六年CNKI数据库收录的５９１篇政府治理研究的核

心期刊学术论文为样本,利用文献计量学以及知识网络分析工具 CiteSpaceIII进行分析,绘

制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全景式再现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时空动

态发展历程,直观展示研究文献的时区分布、机构分布、研究学者、研究热点状况,并探测发

展趋势,以便为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基础性的知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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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国内学术界逐渐展开了对治理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使得“治理”快速成为

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管理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时至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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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治理”一词作为关键性概念被多次提及,涉及诸多方面的治理.但综而观之,可归结

为治理活动的三个基本层面: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存于

有机的治理体系中[２].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承担着国家治理的具体实

施和行政实现的功能,其现代化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也是影响服务型政府建设

和实现善治的重要因素.政府治理承载着如此之重要的功能,适时的对其进行总结和梳理,以回应新

形势下政府治理实践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
日.以“篇名＝政府治理”为检索词,检索条件设置为精确,文献年限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以核心期刊为

文献来源类别.共检索到“政府治理”相关文献５９８篇,剔除约稿启示、研讨会简介、出版物出版介绍

以及声明之外,筛选得到高质量文献５９１篇.值得指出的是,以篇名为检索词、以核心期刊作为文献

来源所获得的学术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价值,能够保证研究内容和结果的准确性与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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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科学知识图谱工具由美国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开

发,是基于Java平台的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III.该软件是一款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

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能够识别并展示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态[３].其基于文献关键词的共词分析

能够绘制出聚类图谱和时区视图,进而以动态的可视化图谱展示某个知识领域或学科在一段时期的

发展动向与趋势.该软件还提供了词频增长监测(burstdetection)算法,通过考察词频的时间分布,
将词频变化率高、频次增长速度快的“突发词”(burstterms)从大量的常用词中检测出来,用词频的变

动趋势,而不仅仅是词频的高低,来分析学科的前沿领域、潜在研究问题和发展趋势.

　　二、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

　　１．政府治理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时间分布

我国政府治理的历时性研究呈现何种趋势在统计分析图(图１)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示.具体而

言,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我国政府治理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论文发表

的数量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说明政府治理研究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处于不断发展的趋势;二是数量

上升过程存在波动,尤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最为明显;三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关于政府治理研究的论文呈现

爆发式增长,数量激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成为

促进政府治理研究发展的动力因素.２０１６年论文发表数量略微下降,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在CNKI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分布情况

　　２．政府治理研究的机构共现分析及其相互联系

运用CiteSpaceIII生成共现分析的知识图谱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机

构,节点的大小代表该机构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少,节点越大,则该机构发表论文数量相对较大,反之则

较小;二是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代表不同机构之间合作越密切,
反之则相反.通过CiteSpaceIII的共现分析得到我国政府治理研究机构分布图(图２),可得出结论:
一是发表核心论文相对较多的研究机构为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重要机构,其中包含吉林大学行政学

院(１４篇)、东北大学文法学院(１３篇)、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１０篇)、苏州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８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７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６篇)、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６篇)、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６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６篇)、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６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６篇);二是除去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与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政府在管理学院与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相对密切外,其他的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布比较分散,呈现为“马铃薯”状态,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４].说明目前

我国政府治理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偏少,联系紧密度偏低,尚处于彼此相对封闭的状态.

３．政府治理研究的学者分布及其联系

通过CiteSpaceIII的作者共现视图(图３),到目前为止,凸显出政府治理研究发文数量较多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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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代表性的学者.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研究者之间合作程度不高,呈现分散分布的

状态,且为数不多的合作大多依托于机构之间的合作,尚未形成规模较大的合作型研究网络.其中,
相对多产的学者主要有易承志(１２篇)、张立荣(７篇)、顾丽梅(６篇)、梁芷铭(５篇)、魏淑艳(４篇)、臧
乃康(４篇)、王秋菊(４篇)、陈振明(３篇)、包国宪(３篇)、霍春龙(３篇)和麻宝斌(３篇)等.

图２　政府治理相关研究机构共现分析

图３　发表论文的作者共现视图

　　４．政府治理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由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我国政府治理研究前２０位的高被引文献统计表(表１)可以看出,政府治理研

究文献主要来自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公共行政学,与重要研究机构和相关学者分布基本一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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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被引文献之中,一类是基础理论类型的,主要阐释政府治理的含义、特征以及与其他方面治理

的关系,另一类是探讨政府治理的实现路径,涵盖政府治理制度设计与选择、政府治理范式的变迁、政
府治理变革以及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等问题.不难发现,在基础理论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学术界

也在积极回应如何实现“更好的政府治理”等社会公众关注的现实问题,以求实现善治.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政府治理研究前２０位的高被引文献

序号 作者 标题 频次 卷/期 期刊名

１ 傅勇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 ３６８ ２０１０/０８ 经济研究

２ 李泽洲
建构危机时期的政府治理机制———谈政府如何应对突发
性公共事件及其危机 ２３３ ２００３/０６ 中国行政管理

３ 张成福 信息时代政府治理:理解电子化政府的实质意涵 ２３０ ２００３/０１ 中国行政管理

４ 孙柏瑛 当代政府治理变革中的制度设计与选择 １９２ ２００２/０２ 中国行政管理

５ 杨爱平,陈瑞莲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
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１７５ ２００４/１１ 江西社会科学

６ 金太军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
博弈分析 １５４ ２００７/０６ 中国社会科学

７ 秦荣生 深化政府审计监督 完善政府治理机制 １４３ ２００７/０１ 审计研究

８ 胡正昌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１１１ ２００８/０５ 前沿

９ 包国宪,朗玫 治理、政府治理概念的演变与发展 ９７ ２００９/０２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０ 顾丽梅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创新之思考 ９６ ２０１０/０７ 中国行政管理

１１ 贾俊雪,郭庆旺,宁静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８７ ２０１１/０１ 管理世界

１２ 王浦劬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７８ ２０１４/０３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１３ 顾丽梅
解读西方的公民参与理论———兼论我国城市政府治理中
公民参与新范式的建构 ７７ ２００６/０３ 南京社会科学

１４ 张立荣,冷向明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迁机理与革新进路 ７５ ２００７/０２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１５ 翁士洪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兴起———整体性治理在英国政府治理
中的理论与实践 ７３ ２０１０/０２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１６ 苏徐红 论电子政府及制度创新 ７２ ２００１/０３ 探索

１７ 郭道晖 政府治理与公民社会参与 ７１ ２００６/０１ 河北法学

１８ 王小龙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一种财政视角的分析 ６５ ２００４/０３ 人文杂志

１９ 汪玉凯,杜治洲 电子政务对中美两国政府治理模式影响的比较 ６３ ２００４/０３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 刘良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５８ ２００９/０１ 长白学刊

　　５．政府治理研究的热点分布

在知识图谱分析中,研究热点是某一时期获得人们普遍关注、引起较多数量文献探讨的社会问题

或现象.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来看,某个领域的研究热点是由研究者积极引用的文献所体现的.一

般来说,某一知识领域在某一时期内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通常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文献中高频次

出现的关键词可以高度概括论文主题,从而可以用来确定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III中,
网络节点选择关键词(keyword),采用关键路径算法(pathfinder),设定合适的阈值,运行软件后得到

我国政府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知识图谱(图４).
在知识图谱中,每一个圆形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圆圈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不

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年份.由此可知,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我国政府治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政
府治理”、“治理”、“地方政府”、“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地方政府治理”和“治理能力”
等关键词中.同时,从知识图谱也可以直观地看到,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研究在围绕“政府治理”这个关

键词下,进行了精准化、聚焦式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不断深入的状态.

６．政府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词频计量分析

运用CiteSpaceIII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同时对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得出５９１篇核心论文中共

计包含关键词１８０３个,关键词总频次为２７９５次,平均到每篇论文近似４．７３个.表２列出了前４０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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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政府治理研究的热点分布

表２　政府治理研究前４０个高频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１ 政府治理 １８７

２ 治理 ４５

３ 地方政府 ３８

４ 政府治理模式 ３１

５ 地方政府治理 ２９

６ 政府 ２３

７ 治理能力 ２１

８ 治理模式 １９

９ 政府治理能力 １８

１０ 基层政府 １５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１１ 善治 １４

１２ 治理创新 １４

１３ 治理现代化 １２

１４ 地方治理 １１

１５ 和谐社会 １１

１６ 大数据 １１

１７ 全面深化改革 ９

１８ 创新 ９

１９ 现代化 ８

２０ 整体性治理 ８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２１ 治理变革 ８

２２ 公共服务 ８

２３ 治理理念 ８

２４ 群体性事件 ７

２５ 社会资本 ６

２６ 公共治理 ６

２７ 美国 ６

２８ 城市化 ６

２９ 多元主体 ６

３０ 大都市 ６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３１ 服务型政府 ６

３２ 官僚制 ６

３３ 治理改革 ６

３４ 法治政府 ５

３５ 政府治理变革 ５

３６ 政府职能 ５

３７ 公众参与 ５

３８ 治理转型 ５

３９ 政府治理现代化 ５

４０ 治理范式 ５

个相对高频次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基本为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专业术语,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期间研究的主题以及热点.关键词“政府治理”出现的频次为１８７次,远高于其他关键

词的出现频率,成为该领域最显著的标签.
在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时,仅仅注意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其出现的时序

特征.我国学术界在关于政府治理的研究中,受党和国家政策影响显著,因而关键词出现的年代的变

化可以反映出我国政府治理政策变迁的大致路线,有助于帮助学者密切注意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和

最新动向,把握政府治理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的互动与配合.

７．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的发展轨迹与阶段特色

在CiteSpaceIII中,将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政府治理领域的关键词投射到以时间为横轴的坐标图上,
就得到了政府治理研究的时区视图(图５),可以直观地展示出政府治理研究的演化路径、不同时期的

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由于关键词“政府治理”频次太高,故隐去其标签,只保留其节点).从开始的

“政府治理”、“治理”、“政府”、“地方政府”和“政府治理模式”等比较宏观的词语,到２００９年的“治理能

力”和２０１０年的 “整体性治理”,再到２０１４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及之后的“治理现代化”、“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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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数据”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等相对微观词汇的出现,表明我国政府治理

研究的层次不断深入,热点不断变化,与国家政策指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图５　政府治理研究的时区视图

　　三、政府治理研究的特点与薄弱环节

　　１．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的特点

通过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一些

特点:
(１)政府治理研究呈渐进发展之势.尽管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期间核心论文发表数量略有下降,但

是研究仍然在继续,尤其是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截至２０１６年,论文发表数量维持在

较高的水平.政府治理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时间分布趋势也凸显出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连续性与探求

政府治理创新的积极努力和有益尝试.
(２)政府治理研究多使用规范性方法.当前对政府治理研究的内容多集中于概念、内涵、特点,以

及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结构和政府治理范式变迁等规范性研究方面,相对少见实证性研究成果,
特别是高水平的个案研究成果更是稀少.除此之外,对国外政府治理研究成果的讨论也有不少,如西

方的公民参与理论、英国的整体性治理以及电子政务对中美两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对比等都可圈

可点,但是大多也是对其他国家政府治理经验的介绍和引入,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
(３)政府治理研究与时事、社会热点高度相关.政府治理研究相关成果的出现与相近的时事热点

关系密切.透过CiteSpaceIII的政府治理研究的时区视图,２００２年前后“治理”、“政府治理”等关键词

成为快速增长的热点“突发词”,与整个世界背景下社会科学对治理和善治的研究以及俞可平教授«治
理与善治»一书在２０００年的出版高度相关,善治倡导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
稳定、廉洁和公正等基本要素,其本质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５].后续政府治理研究

的关键词“公共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分权”、“合作治理”、“网络治理”、“整体性治理”以及“政治

合法性”等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到善治思想的影响.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倡导治理创新

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研究重新迸发活力,“治理创新”、“政府治理能力”、
“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大数据”和“互联网＋”等一大批关键词进入研究视野,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的数量也出现“井喷”之势,政府治理研究得到迅猛发展.

２．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相对薄弱之处

我国政府治理研究在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之余,也暴露出一些相对薄弱的环节:
(１)封闭性相对较强.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的研究学者和研究机构中,无论是研究者个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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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抑或是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都呈现出分散的状态,尚未出现政府治理研究领域的中心

性网络机构和学者.这种情况在CiteSpaceIII的政府治理研究的学者分布和机构分布视图中得到具

体的体现.如何形成政府治理研究的合作网络,加强不同机构、学者之间的交流,集众学者之智力强

政府治理实践之实效,促进政府治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２)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理论研究不应束之高阁,而应该积极地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在当前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更应该发挥政府治理理论对现实需要的回应与指导作

用,借助“精准治理”,先行试点,将政府治理研究成果最优转化为政府治理的现实效能,才能体现更多

的价值.
(３)系统性相对较弱.在政府治理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理论的深度和研究的系统性也应该

加强,在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之余,要保持政府治理研究的方向性、科学性、时代性、全面性和协调

性,使之更好地为我国当前转型期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四、政府治理研究的进路研判

　　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政府治理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完整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清晰的指明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

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都与政府治理研究紧密相关.尤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影响政

府治理研究的重要因素.前者体现为人治与法治的抉择,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建设法治政府,树立宪

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明确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法律边界,是政府治理取得实效的根本保

障;后者表现为治民与治官的权衡,深刻体现出当前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和难点,不是治

民,而是治官.让掌权者,尤其是掌握政府部门核心权力的那部分人,树立起“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意

识,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敬畏法律,在政府治理的过程中严格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２．大数据与政府治理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呈现“爆炸”状态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深刻影响

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机遇和新

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流动路径和权力的运行向度,面对公共事务,社
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程度正在不断加强,方式也在不断完善,政府治理在大数据时代

正进行着深刻的变革[６].由政府治理的时区视图也可以窥测一二,２０１５年“大数据”已然成为一个快

速增长的热点“突发词”(burstterms),许多学者开始进行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如陈之常

«应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高华丽«政府大数据战略»、张述存«打造大数据施政平台 提升政

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以及陈振明«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评

述»等文章都将大数据提升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战略的高度.在当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大数据必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支撑政府治理的发展,其目的就

是“要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和可接近的,保证政府具有回应性”[７],也许“大数据＋政府治理”模式会引发

一次新的政府治理范式的重构.

３．网络政治与政府治理

网络时代是我们当前所处社会的又一个特征,网络的普及对社会和政治生活正产生着深刻的影

响和进行全面的渗透.在 CiteSpaceIII的政府治理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中,“网络治理”、“电子政

府”、“信息”和“网络公共领域”也成为重要的关键词,网络或者说网络政治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作用不

容小觑.伴随着“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客户端)在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政务活动中的普及,再加

之以往的各级政府门户网站,社会公众参与网络政治的渠道和积极性都在不断地增长,网络正在创造

一个崭新的、平等的公共话语平台[８].网络政治参与的便捷与自由也促成了网络政治发展过程中的

“网络政治的悖论”现象,“网络秩序”、“网络暴力”以及“网络舆情”已经成为政府治理不可忽视的领

域.网络政治与政府治理相关的研究应该继续深入,真正提升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完善政府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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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沟通机制,寻求切实可行的路径让公众有序的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来,早日实现政府治理的善治

状态.

４．公民社会参与与政府治理

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社会公众在政府治理过程中角色的转变,都使得公众不再是以往政府治理

单纯的消费者,而是向着互动的参与者方向转变[９].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

就是要通过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实现政府治理的善治状态.而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包

含了社会公众与政府合作管理公共生活的因素,这也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是
一种最佳的状态[５].透过政府治理研究前４０个高频关键词列表中的“善治”、“和谐社会”、“公共服

务”、“服务型政府”以及“公众参与”等关键词,也可以感受研究者对政府治理过程中公众社会参与的

推崇和实现善治的向往.只有参与其中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保证政治

过程的公正性,并确保“政府工作的目标是为公民服务以及在政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为公民权利的行

使创造机会”[７].

５．多中心治理

传统的治理机制中政府之所以能够掌控治理权,关键因素就在于其垄断了信息资源.然而当前

的转型期,社会高度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社会”并非言过其实,政府想“独揽”治理权已然无法

实现,诸多因素“倒逼”政府治理进行变革,向着“多中心治理”的趋势发展.此时,政府的任务就是平

衡及时决策和参与的需要,同时制定出采纳参与者提出的相关意见的标准[１０].运用 CiteSpaceIII得

出的政府治理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中,“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分权”、“参与式治理”、“社会自治”、
“合作治理”以及“竞争性治理”等关键词不仅展示了学者们对政府治理应该向社会组织和公众分权的

愿望,更预示着倡导以政府治理为主、多中心治理为辅的治理格局是当前以及今后治理理论与实践所

追求的目标[１１].显然,只有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相关社会组织、公民社会以及社会公众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完善法制保障,才能最终实现对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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