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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 2000—2023 年收录的 572 篇以“政府回应”为主题研究

的北大核心和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6.2.R4，梳理了我

国政府回应研究的现状、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为我国政府回应领域下一步的发展和研究提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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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572 papers on "government response" from CNKI database，spanning 2000 to 2023 

and published in core Peking University journals and CSSCI source journals，as its data source. Utilizing 

CiteSpace 6.2.R4 for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analysis，it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e，development trajectory，and 

research hotspots in government response studies in China，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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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现代治理体系中，政府回应作为一个核心议题，承载着

连接政府、社会和公众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和

公众需求的多样化，政府回应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到政策实

施的成效以及公众的信任感。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政府回应的方式和机制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更新。因此，深

入研究政府回应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完善公共治理体系，提升

政府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全面理解和分析政府回应的

研究热点和演变趋势，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0 年至

2023 年国内政府回应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掌握当前的热点话

题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

鉴和启示。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库，为保

障研究数据的质量，在 CNKI 数据库中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

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将主题词设置为“政府回应”，

时间范围设置为 2000 年～2023 年，在期刊来源类别中选择北

大核心期刊与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共检索到 583

篇文献。为提高文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手动剔除报纸、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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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和与主题无关等文献， 终筛选有效文献 572 篇，本文以

这 572 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6.2.R4对筛选出的有效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软件是陈美超教授研发的一

款基于 Java 环境的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

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文献进行计量，通过一系列可

视化图谱来探测学科发展前沿
[1]
。本文借助该软件对我国政府

回应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时区图和关键词突现等

分析，以此探寻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脉络。 

3.政府回应研究现状分析 

3.1 发文量趋势分析 

文献的发表时间和年度发文量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趋

势，如前文所述，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政府回应”

作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期刊来源为北大核心和 CSSCI，共

得到 572 篇有效文献。对这 572 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政

府回应”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图（见图 1）。 

 

图 1  2000-2023 年政府回应研究年度发文量统计 

由图 1可知，2000 年是“政府回应”首篇文献发表的年份，

何祖坤发表的《关注政府回应》拉开了政府回应研究的序幕。

整体来看，我国政府回应文献从 2000 年到 2023 年总体上呈增

长趋势，其中 2000 年到 2006 年发展较为缓慢，7 年间总共发

文量为 16 篇；2007 年到 2012 年发文量有所增加，并在 2012

年达到第一个峰值；2013 年到 2023 年发文量高速增长，并在

2021 年达到第二个高峰，可能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危

机使得政府回应和危机管理成为紧迫的研究主题。整体可以看

出，近年来我国政府回应研究热度逐渐上升。 

3.2 研究作者与机构分析 

目前关于“政府回应”的研究存在部分权威的作者，清华

大学孟天广教授是该领域发文量 多的作者，主要关注政府回

应性、网络问政、话语模式等主题，发文数量为 15 篇。其次

为发文量 7篇的华中师范大学李华胤教授，主要关注政府回应

机制、政治互动等主题。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除了以

孟天广为核心的团队，曹现强、原光团队，颜海娜、彭铭刚和

刘泽森等团队外，大多数作者都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在

研究机构方面，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

文量 高，都为 13 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兰

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等机构发文量次之。

就机构合作而言，形成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国家治

理研究院、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三大机构为中心的合作网络，但

是仍有绝大部分机构只在高校内部合作或不参与合作。 

4.政府回应研究关键词分析 

4.1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况，对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

析，可以提取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

关键词共现分析，共出现了 462 个节点，807 条连线，网络密

度为 0.0076。关键词“政府回应”出现的频次 多，为 164

次，其次为“回应性”“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公众参与”，

基本符合现阶段政府回应研究热点。通过对关键词的中心性分

析发现，“政府回应”“回应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等关键

词中心性较强，均大于 0.1。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将研究领域中相似度比较高的研究点

进行归类，以得到更加精炼的主题
[2]
，如图 2所示选择了前 10

个聚类团进行展示。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并结合相关文献可以

将政府回应领域的热点话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政

府回应的价值内涵及功能研究，关键词主要有“政府回应”“公

共管理”；二是政府回应相关主体的研究，包括政府层面、公

众层面以及政民互动的研究；三是对政府回应机制的研究，其

中包括政府回应方式、能力、态度等的探讨；四是加强政府回

应性的路径研究，包括技术手段的运用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平

台的建设以及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等方面。 

 

图 2  关键词聚类图谱 

4.2 关键词突现 

从关键词聚类图谱中已经了解到政府回应领域重点关注

的话题，关键词突现图谱则可以用来梳理研究重点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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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现词的探测，形成了关

键词突现图谱（如图 3），共总结出了 6 个突现词。“回应型

政府”是早期政府回应研究领域的热点，其研究强度显著，高

达 5.17，且持续了长达 7年时间。这种关注度的高涨可能源于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即政府需要及时回应公共需求，从而

推动了对回应型政府的深入研究。在 2017-2018 年，随着党的

十九大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

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018 年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

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要推进政务公开、加

强政民互动，网络问政、政民互动随之成为热点研究主题，学

者们多以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领导留言板等网络问政平台的

数据展开研究。未来几年，预计政民互动和政府回应性方面的

相关研究将会持续受到关注。 

 

图 3  2000 年-2023 年我国政府回应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4.3 关键词时区分析 

关键词时区图（Timezone）能有效地展现在特定时间段内

关键词的发展演进过程
[4]
，如图 4 所示，每个节点所在的位置

表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的大小显示了关键词出现的

频率。此外，节点之间的连线揭示了关键词随时间的演化关系，

从而为研究领域内的知识演进提供直观的视图。结合文献及图

谱的分析，我国政府回应的研究脉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0

年-2006 年为研究探索阶段，2000 年首次提出了政府回应的问

题，政府回应开始受到关注。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

府回应本身的概念、内涵及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由它衍生出的

回应性和回应型政府，研究的内容较少，但是这个阶段为我国

政府回应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2007 年-2016 年为研究发展阶

段，这一阶段研究包含了公共政策、电子政务、网络舆情、网

络问政、基层治理等重点关键词，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这些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显著加强。十八大以来强调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强调了政府透明度、公众参与

和提高政策响应效率的重要性，这些主题反映了中国政府回应

机制在逐步适应新的社会挑战和公众需求的过程。2017 年-2023

年为研究深化阶段，这一阶段政府回应的研究关注点转向了政

民互动、政府治理、大数据等关键议题，学者们越来越聚焦于

更细化的研究领域，如通过网路问政平台的大数据来分析政府

回应的话语模式、回应质量和速度；或者基于具体事件如茂名

PX 事件
[5]
、“雪乡”事件

[6]
等来分析政府回应的行动逻辑。 

 

图 4  关键词时区图 

5.结语 

总体而言，政府回应作为公共管理和政治学领域的热点话

题，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研究和关注。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

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发现当前政府回应研究领域已取得丰富

研究成果，且研究内容持续拓展和深化。尽管如此，该领域研

究还存在一些合作与沟通的不足，尤其是在具有影响力的作者

和机构间的互动方面。领域内的研究作者和机构应在未来研究

中加强合作，特别是增强跨学科和跨高校的合作。此外，考虑

到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和机遇，未来研究中应更加关注政府回

应在这一背景下的演变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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