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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
点。文章以ＣＳＳＣＩ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收录的７９４篇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并应用ＣＯＯＣ软件分析公共
文化服务研究在时间、载文期刊、科研机构、关键词等方面的文献分布情况，揭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主题脉络

和热点问题，并提出今后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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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２００５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 “公共文

化服务”的概念，作出 “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

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如今的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逐渐上升为国家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
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于此，学

术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方兴未艾，如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钱明辉等；陈庚等）、公共

图书馆 （吴建中等；金武刚等）、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 （陈媛媛等；王文玲等），丰硕的研究文

献为国内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进程提供了理

论依据。然而，现有的文献资料大多热衷于探

讨该领域某些主题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存在的

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基于大样本文献数据分

析该领域近年来发展动向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

基于此，本文借助ＣＯＯＣ软件，通过对ＣＮＫＩ中
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载文期刊、科研机构等进

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

研究进展，以期揭示该领域当前研究的热点问

题与未来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工具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工具选取

ＣＯＯＣ软件是一个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
该软件将某个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转换成知识

图谱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焦点以及未来

发展趋势，是帮助学界科研人员梳理知识结构

的重要工具。鉴于此，本文以 ＣＯＯＣ为研究工
具，对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现状、焦点和

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便整体概括公共文化

服务研究的图景，把握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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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前沿。

（二）数据来源

为保证研究所涉及文献的质量和数量，本

文选取的文献均来源于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文
献检索操作时间为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５日。按高级
检索方式，将检索内容限定为 “篇名 ＝公共文
化服务”；将来源类别限定为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为获取完整年份的研究演
进脉络，将年份限定为 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１日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依照上述方式进行检索，
总计获取文献 ８６９篇，经过逐篇阅读剔除资
讯、新闻报告、会议等不相关文献，最终筛选

出有效文献７９４篇。

二、基本情况统计

（一）发文数量变化情况

通过对 ７９４篇文献的时间分布进行统计，
如图１所示，可以发现，２００５年随着我国 “公

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出现，我国第一篇公共文

化服务研究性文献登刊。随后，公共文化服务

研究领域逐渐被更多学者关注，发文数量不断

攀升。在 ２０１０年发文数量有所回落，但 ２０１０
年随着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增强公共文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公共文化服务为主题的文献又快速上升。

２０１７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性文献发文量达

到高峰。

图１　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研究发文

数量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核心力量

１核心作者。学者的科研能力与其发文量
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准确把握公共文化服务

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根据普莱斯定律计算公

式 （Ｎ＝０７４７（Ｎｍａｘ）１／２），其中，Ｎ为核心作

者发表文献的最低值，Ｎｍａｘ为发表文献最多的
作者发文篇数），对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核

心作者进行统计，最终计算得出 Ｎ＝３２６５，取
整为４，即该领域核心作者最少发文量为４篇。
从７９４篇研究文献统计数据来看发现，公共文
化服务研究领域核心作者总共２７人，其中发文
量最高的是兰州大学李少惠，发文１９篇；其次
是南开大学柯平，发文１６篇。
２主流期刊。某领域主流期刊的发文数量

对于该领域的发展现状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

考意义，它不仅可以体现所研究主题的研究现

状，更可以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走向提供依据。

本文统计了文献来源最多的前十名期刊 （见表

１），来源于以上期刊的文献共计３１０篇，占总
体样发文量的３８９９％，由此可以发现，公共文
化服务研究领域的期刊来源较为稳定并且多在

复合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上刊载，同时，公共

文化服务也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重点

关注的领域。

表
!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

的来源期刊

序号 期刊名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

复合影响因

子 （２０２０）

１ 图书馆 ５０ ６３ １９７３

２ 图书馆论坛 ４６ ５８ ２５５０

３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３７ ４７ １１３６

４ 图书馆建设 ３４ ４３ ２２９０

５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３０ ３８ ２６７９

６ 艺术百家 ２７ ３４ ０４２７

７ 新世纪图书馆 ２６ ３３ ０７９３

８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２ ２８ ２８８２

９ 图书与情报 １９ ２４ ３１４６

１０ 图书馆学研究 １９ ２４ ２０７１

注：本文所涉期刊发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论文当年为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 （含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扩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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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要发文机构。通过对我国公共文化服
务领域发文机构进行网络图谱分析，从发文机

构来看 （见表２），７９４篇文献的学者分别来源
于６９６家研究机构，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是南开
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２２篇），北京大
学信息管理系 （１９篇）次之，华中师范大学政
治学

表
"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

的主要发文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 （篇）

１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２２

２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１９

３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１７

４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１７

５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１５

６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１２

７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１

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１０

９ 四川省图书馆 ９

１０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９

１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９

图２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研究院 （１０篇）位列第三，这表明现阶段公共
文化服务研究领域发文机构广泛且以高校为主。

三、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指计算文章中关键词之

间的关联性，将具有密切关系的关键词聚集并

且将其归类，以便挖掘关键词背后所隐含的信

息。同时，运用 ＣＯＯＣ软件对聚类进行分析可
以将关系紧密的关键词节点按照颜色分类，颜

色相同的关键词为同一类别，为后续整理数据

提供便利。本文以可供分析的７９４篇文献为基
础，运过 ＣＯＯＣ软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这些聚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的热点主题。

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本文将现阶段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研究内容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化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化备受关注，２０１３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现代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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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具体措施等作出详细说

明，自此以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

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现代化”的解读。学

界主要从理念、体制机制、服务方式的创新解

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代化。李国新认为理

念的现代化表现在从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政府

为主导、人民为中心、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

原则。李曼音和圣章红等人则认为体制机制的

现代化体现在以需求为导向，构建群众反馈和

评价机制。刘蔚从方式和手段现代化的角度切

入，指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现

代科学技术应用，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现

代化的重要抓手。总之，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现代化就是通过建立新的理念，完成新的

任务，实现新的目标，从而实现传统向现代的

转变。二是建设路径研究：学界针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现代化路径构建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有以社会力量参与为分析框架总结出 “民办公

助” “多元治理”等模式；也有基于均等化、

标准化特征提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基本目标和基本依据。随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学界对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路径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

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和标准化等。

（二）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研究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阵地有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其中，图书馆获得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图书馆作为大众文化的孕育之地、历史文化的

传承之地、多元文化的合作之地、先进文化的

传播之地，承担着提供社会教育、倡导社会阅

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然而我国公共图书

馆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吴昊提出

的图书馆建设主体与服务主体相分离、服务体

系人才相对落后、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不足；

王惠君指出的公共图书馆粗放式服务无法满足

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公共图书馆不再是知识信

息唯一的提供者，服务空间正在被挤压等问题。

因此，如何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推动公共图

书馆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普

遍观点是将公共图书馆与 “数字”结合，通过

“数字化”的方式弥补传统公共图书馆的不足。

如李国新提出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内，公共图书

馆的数字化建设应走在前列；朱丽华认为公共

数字化建设对于传统公共图书馆而言是良好的

发展契机，公共图书馆应当抓住机遇完善现代

化基础设施、丰富馆内数字资源、改善服务环

境。柯平等学者则从社会力量的角度指出社会

力量参与是图书馆创新的核心动力之一，认为

政府应当采取与社会力量合作的模式，积极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还有部分学者从均等化视角提出图书

馆建设应当向特殊人群倾斜，陈信和肖鹏等看

来图书馆在未来建设中应当充分履行其非正式

教育机构的职能，努力突破特殊人群服务这一

难点，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普遍均等化。除图

书馆之外，文化馆和博物馆在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中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提升两者的服

务效能同样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而关于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研究相对较少。

（三）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之后，对于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文化治理概念界定。胡惠林认为文化治理

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从而

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价值转换，达

到完善国家治理的目的，也就是利用文化的功

能解决国家发展中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问题的社会共治活动；张良看来文化治理

实质上是以国家为主导，政府、企业与公民协

同治理，以实现文化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吴

理财和解胜利则综合一些学者观点，将文化看

作是治理的手段，认为所谓的文化治理是指多

元主体通过合作共治的方式治理文化并利用文

化的功能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

重治理目标的过程。其二，探究如何实现文化

治理。于礼指出，实现文化治理首先要完善治

理主体，其次要创新治理手段、体制和机制；

从治理主体角度来看，柯尊清强调合作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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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指出应当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

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就治理手段而

言，杨林认识到财政支出在文化治理中的重要

性，建议构建稳健且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支出绩效考核体系；从治理体

制角度出发，邓纯东意识到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认为要提高文化法治化水平，完善文化政策法

规。其三，探究文化治理中的困境。学者们的

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文化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

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国家治理层面，不同

地区、阶层之间文化资源分布不均；政府行政

干预色彩浓厚，对公众的文化需求回应不足；

政策法规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在

公民个人层面，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意识不

高、能力不足，通过自身行动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的意愿较低。

（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文化应运而生，

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数字文化需求为

目标，以传播网络化、资源数字化、服务泛在

化、技术智能化、管理实体化为需求，同时，

还具有互动性、数字技术、平等性等特点。基

于此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文化建设十分

重视，２０１７年文化部在 《“十三五”时期公共

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点任务。因

此，建设数字文化的现实困境及如何有效的建

设数字文化引发学者们的激烈探讨。其一，建

设数字文化的现实困境。首先是体制机制的不

完善。倪菁，郑建明和孙红蕾指出近年来，我

国颁布了大量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

策法规而针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政策法规还

存在着大片的空白。其次是数字文化供给精准

程度低。姜雯昱和曹俊文认为当前我国数字文

化建设还存在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困境，区域

与层级间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较低、差距明显；

数字资源以较为粗犷的方式呈现，精准对接需

求的内容较少。最后是数字资源整合的不足。

卢世晴总结了我国数字文化资源还存在着资金、

政策保障不足，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数据

标准尚未统一等问题。其二，如何有效的建设

数字文化。陈慰和巫志南从宏观角度提出，公

共数字化建设要着力突破 “全国一盘棋”的基

础性制约因素，坚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的 “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完颜邓邓和王文斐则基于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提出畅通公民的参与渠道，完善公众参

与相关制度、推动文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

（五）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律研究

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到现今，我国公共文化政策
经历三个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是逐渐完善的阶
段，此时的政策覆盖内容比较丰富。如２００７年
出台的 《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

干意见》（中办发 〔２００７〕２１号）提出公共文
化服务政策覆盖内容由文化事业发展拓展到健

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

机制、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是逐渐深化的阶段，此时的政策
辐射范围更加广泛。这一时期的政策主题已经

拓展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公

共文化资源公平配置、公共文化机构建设等。

２０１６年到现今是法制保障阶段，此时的政策制
定向法治化迈进。如２０１６年出台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 〔２０１６〕第６０号）及２０１７年出台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２０１７〕第７９号）。这两部法律的出台弥
补了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立法的短板，为人民群

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国涉

及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律少之又少，但总的来说，

法律各项条款将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提

供新的方向，其各项配套制度的研究也为学者

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

四、结论与展望

笔者通过查阅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相

关文献，总结发现：其一，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文献数量在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虽有所波动，但整体
呈增长态势。其二，文献来源分布较集中，主

要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为主。因此，建议

相关领域可以适当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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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刊载期刊，提高学界对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

关注度。其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机构

逐渐增多，主要以高校、图书馆和文化部门为

主，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建议各机构

之间应当树立合作意识，努力构建合作机制，

进行长期合作与探讨，可采取线上或线下方式

进行学术交流，定期召开公共文化服务学术会

议和学术论坛，形成智库类研究成果。其四，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热点集中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现代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研究、

文化治理研究、公共数字文化研究以及公共文

化政策法律研究等方面。

在梳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现状基础之

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展望。

第一，文化＋技术的 “融合化”建设研究。

随着科技的蓬勃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

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日渐深化，５Ｇ时代的到来更
是为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提供更多的机会。文化＋
技术的 “融合化”建设不仅能实现公共图书馆、

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的功能融合，还能实现

国家与地方的云对接，促进国家与地方间纵向文

化资源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甚至能为文旅产业

汇聚技术优势，加速文旅融合的步伐。国家在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意见中提出要加强覆

盖全国的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利用数字化技术

整合全国群众文化资源，打造数字文化资源库，

提升资源质量；鼓励与企业合作，大力发展新技

术应用，创新数字文化服务方式，提升智能服务

水平。由此，我国在数字化技术与制度深度融

合、数字化技术应用以及数字技术应用效果评

估等方面的研究尚不深入，这将成为智慧公共

文化服务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二，以需求为导向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研究。我国长期处在以政府供给

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之下，随着人民对

高质量文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该模式已经

难以提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因此，深化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成为

我国 “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主线，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具体

而言，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公共文化

服务领域需求导向研究：从供给角度着手，创

新供给模式，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

供给，形成开放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从需求角度出发，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到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精准感知人民群众

的文化喜好，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第三，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公共文

化服务社会化是指公共文化服务由国家单一供

给转为由引入社会力量共同提供的过程，近年

来，我国出台了诸多政策强调引入社会力量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十四五”时期国家更是明确

提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的任务之一是进一

步扩大社会参与，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增添

活力。然而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营存

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如部分基层政府对社会化

认识不足，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效能不高；政

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和范围受限；合格的

承接主体力量不足，其资质评估标准、培育机制

尚不健全。为此，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

运营，改进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拓宽购

买范围，以及完善社会化运营评估机制，培育公

共文化服务承接主体等方面的研究将是未来公共

文化服社会化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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