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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叶中国学术期刊渊网络版冤曳数据库收录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文

献为研究对象袁采用共词分析法袁结合 Bicomb2.0 书目共现分析软件生成共词矩阵袁
通过 Ucinet6.0 软件的 NetDraw 工具绘制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图谱袁 分析该领域研究

的热点分布曰并利用 SPSS 软件的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对研究热点进行主题分

类袁共得到 4 个热点主题群遥 对热点主题进行分析袁总结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领域研究核心问题及发展现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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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ple documents of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were obtained from the

database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Internet Edition)". In order to find the hot spots in this

field, the author used co-word analysis and the list of Bicomb2.0 to form co-word matrix. By using

NetDraw of Ucinet6.0, a visual map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was obtained. Applying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of SPSS software, the research hot spots were classi-

fied into four hot spot subject groups. The analysis of the hot spot subjects indicates the essential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researches on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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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词分析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述评
杜 杰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尧工业化尧城乡一体化尧老龄

化等进程的加快袁野公共服务冶 理念开始进入人们视

野遥 2002 年朱镕基总理在叶政府工作报告曳中提出将

野公共服务冶纳入到政府职能袁至此开始野公共体育服

务冶逐渐成为体育学领域研究的热点[1]遥 2005 年国家

在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曳的建议中袁提出野公共服务均

等化原则冶[2]袁使得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冶方面的研究

成为相关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遥
对于研究某个领域的热点及核心问题袁 传统的

方法是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袁 经过总结撰写成相关

学术论文袁不仅耗时耗力袁而且研究结果不够客观袁
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决策[3]遥 近几年来袁随着文献计

量学的发展袁 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国内外论文网络

数据库平台袁使用文献计量法结合统计学手段尧可视

化工具等袁对研究领域的热点尧主题结构尧发展趋势尧
演化路径展开研究遥 例如章小童等采用共词分析方

法分析国内反恐情报研究的热点 [4]曰杨朝均等采用共

词分析结合可视化软件 Cite SpaceⅢ 分析绿色创新

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演化路径[5]曰王连喜等通过对国内

微博进行共词分析及主题挖掘分析其研究热点[6]遥由
研究可以发现共词分析法是目前研究某领域热点和

主题变化常用的科学计量方法遥 所谓共词分析就是

以关键词为研究对象袁 采用共现分析软件结合社会

网络分析尧聚类分析等手段展现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袁
从而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题[7,8,9]遥 因此袁本研

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为平台袁 采用共词分

析法探析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的研究热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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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主题分析袁 揭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在我国的

发展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方向袁 以期为该领域的相关

学者提供参考遥

本研究采用的检索平台是叶中国学术期刊渊网络

版冤曳数据库袁在野高级检索冶目录下袁选择全部学科

分类袁以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or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冶
为主题进行检索袁于 2017 年 1 月 5 日检索被全部期

刊收录的所有学术论文袁剔除不太相关文献袁共检索

获得 236 篇 袁 总被引频次 2903袁 篇均被引频次

12.30遥

将获得的 236 篇论文数据在中国知网界面以

野Notefirst冶形式保存成文本文件渊.txt冤袁在 Bicomb2.0

书目共现分析软件中导入文本提取关键词有效信

息袁剔除无效关键词袁例如野公共体育服务冶野体育公

共服务冶野综述冶野研究冶 等袁 合并同义关键词袁 例如

野体育社会组织冶野社会体育组织冶袁 共获得有效关键

词 252 个袁累计出现 678 次曰笔者选取词频大于等于

3 的前 51 个关键词袁累计出现 272 次袁占总词频数

的 40.11%袁有研究表明袁高频关键词词频比例大于

40%袁可以代表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及主题 [10,11]遥 利用

Bicomb2.0 书目共现分析软件导出高频关键词共现

矩阵袁并采用可视化 Ucinet6.0 软件的 NetDraw 工具

绘制社会网络图谱袁IBM SPSS23.0 软件进行聚类分

析和多维度分析遥

将检索获得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 236 篇文

献绘制年度分布图袁从图 1 可以看出袁我国从 2007

年才逐渐有关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研究成果遥 实

际上袁从 2002 年国家就已经提出将野公共服务冶纳入

到政府职能袁2004 年中国知网已经有关于公共体育

服务方面的研究记载袁2005 年 野公共服务均等化原

则冶的提出袁使得相关学者开始有关野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冶方面的研究袁直到 2007 年才有相关文章发表遥
从 2007要2016 年袁 整体发文量呈上升趋势袁 其中

2007要2009 年属于研究起始阶段袁 发文量增长缓

慢袁2010 年开始发文量陡然增加袁 直到 2016 年发文

量持续增长遥从发文量年度分布可以看出袁公共体育

服务供给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袁 近几年才开始有比

较集中的研究成果袁虽然国家对此比较重视袁但研究

尚处于发展完善阶段遥

图 1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期刊论文年份分布

统计

将获得的 51 个高频关键词信息统计如表 1 所

示袁其中出现次数比较多的有野均等化冶野体育管理冶
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野政府冶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冶遥
利用 Bicomb2.0 书目共现分析软件导出高频关键词

共现矩阵如表 2 所示遥
表 1 高频关键词统计

关键字段 词频 关键字段 词频 关键字段 词频 

均等化 23 
公共体育 

服务供给 
5 体育活动 4 

体育管理 12 农村 5 供给侧改革 4 

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 
9 农村体育 5 保障机制 3 

政府 9 供给主体 5 需求 3 

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 
8 资源配置 5 公共选择 3 

供给模式 8 城镇化 5 农民 3 

供给方式 8 社区 5 
城乡公共 

体育服务 
3 

困境 8 体育组织 5 失地农民 3 

对策 8 城市化 4 城市社区 3 

政府购买 7 社会化 4 体育需求 3 

新农村 7 残疾人 4 城乡 3 

策略 6 全民健身 4 体育社会组织 3 

群众体育 6 影响因素 4 政府责任 3 

服务 6 结构 4 制度创新 3 

路径 6 现状 4 多元化 3 

满意度 6 改革 4 县域 3 

新型城镇化 6 统筹城乡 4 机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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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渊部分冤

将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 Ucinet6.0 软件利用

NetDraw 工具绘制社会网络图渊如图 2 所示冤袁选择中

介中心度和 K-core 分析遥 图 2 显示袁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领域的 51 个高频关键词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

络袁节点用方形表示袁每个节点代表一个高频关键词袁
节点的大小代表其在网络中的作用及影响力[12]曰节点

之间的联系代表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袁 连线越粗表

示之间的联系越紧密[13]曰不同的颜色代表节点在网络

中所处的位置[14]袁红色代表节点处于核心位置遥 由结果

可以看出袁大部分高频关键词都属于研究的核心内容袁
其中从节点大小尧连线的多少和颜色袁发现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主要围绕 野体育管理冶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及
野均等化冶三大关键词展开袁并且它们之间联系也较为

紧密袁 可以认为是目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的热点

方向遥与体育管理相连接的关键词主要有野农村公共体

育服务冶野均等化冶野政府冶野群众体育冶野体育组织冶野政府

购买冶等袁说明针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袁体育管理

主要围绕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进行袁探讨如何通过服

务的野均等化冶和野政府供给冶行为袁在各种实体化野体育

组织冶的参与下真正实现野群众体育冶的全民小康遥对于

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袁与之相连的是野新农村冶野统筹城

乡冶野制度创新冶野多元化冶野保障机制冶野农民冶等关键词袁
说明在国家推进野新农村冶建设政策的基础上袁如何通

过野城乡统筹冶的野多元化冶路径以及野制度创新冶实现

野公共体育服务冶让野农民冶受益是研究的重点遥 而另一

个重点关键词野均等化冶与前面两个重点关键词紧密相

连袁说明如何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野均等化冶是野体育管

理冶形成成熟完善的野农村体育服务冶体系最根本的解

决路径遥 还有散落在周围的蓝色和黑色的节点袁 例如

野供给方式冶野供给改革冶野资源配置冶野城市化冶野政府责

任冶等袁虽然这些关键词不是近几年研究的核心问题袁
但是研究网络的延伸袁 共同构成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

重要内容袁也有可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遥

 均等 

化 

体育 

管理 

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 

政府 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 

供给 

模式 

均等化 13 1 0 0 0 0 

体育管理 1 10 1 1 0 0 

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 

0 1 8 0 0 0 

政府 0 1 0 7 0 1 

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 

0 0 0 0 7 0 

供给模式 0 0 0 1 0 6 

 

图 2 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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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可以初步总结出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领域的研究热点袁 但不可避免具有一定

的主观性[15]袁且不能清晰地进行热点的主题分类袁为
了更全面地了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的主题结

构袁 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对所有高

频关键词进行有序分类遥
聚类分析是统计学上常用的一种分类方法袁按

照个体之间的接近程度渊相似性冤划分成多个类别

渊Cluster袁簇冤[16]遥 具体步骤为袁将获得的高频关键词

共现矩阵通过 SPSS 软件转化成相关矩阵袁 选择分

析要双变量要Pearson 功能 [17]遥 用野1冶减去相关矩阵

中的相关系数得到相异矩阵 [18]袁如表 3 所示遥 然后

利用 SPSS 软件对相异矩阵进行系统聚类渊Hierar-

chical Methods冤袁选择野组间连接冶野平均 Euclidean 距

离冶输出树状图渊如图 3 所示冤遥 根据聚类的情况袁
可以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分为 6 大类袁第一类

关键词有 野体育活动冶野体育需求冶野体育组织冶曰第
二类关键词有 野统筹城乡冶野多元化冶野供给主体冶
野路径冶野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冶野均等化冶野城乡冶野新
型城镇化冶曰第三类关键词有野新农村冶野保障机制冶
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野需求冶野农村冶野供给改革冶
野满意度冶野农民冶曰第四类关键词有野供给方式冶野改
革冶野社会化冶野服务冶野残疾人冶野群众体育冶野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冶野农村体育冶野制度创新冶野机制冶野体育

管理冶野政府冶野结构冶野全民健身冶野公共选择冶野供给

模式冶野资源配置冶野县域冶野城市化冶野政府购买冶野体
育社会组织冶野困境冶野策略冶野现状冶曰第五类关键词

有 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冶野城市社区冶野政府责任冶
野影响因素冶野对策冶曰第六类关键词有野社区冶野失地

农民冶野城镇化冶遥
表 3 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渊部分冤

图 3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与聚类分析类似袁都是研究个体

相似性的一种多元统计分类方法 [19]遥多维尺度分析

结果相比聚类分析能更直观尧 形象地表示个体之

间的关系 遥 同样将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导入到

SPSS 软件袁采用度量要多维度分析袁选择野区间 冶
野欧氏距离冶袁输出结果如图 4 所示遥 结合聚类分析

的结果袁 可以将多维尺度分析结果分为 4 个主题袁
分别是城乡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均等化研究尧 新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研究尧 城镇化公共体育

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研究和城市化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机制研究遥

 

均等 

化 

体育 

管理 

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 

政府 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 

供给 

模式 

均等化 0.000 0.895 1.059 1.047 1.038 1.045 

体育管理 0.895 0.000 0.865 0.816 1.055 1.035 

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 

1.059 0.865 0.000 1.057 1.062 1.058 

政府 1.047 0.816 1.057 0.000 1.046 0.744 

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 

1.038 1.055 1.062 1.046 0.000 1.037 

供给模式 1.045 1.035 1.058 0.744 1.03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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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该研究主要包括野均等化冶野新型城镇化冶野路径冶
野城乡冶野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冶野供给主体冶野城乡冶野现
状冶野策略冶野多元化冶野城乡统筹冶野服务冶 等关键词遥
这一主题研究从中国野十一五冶规划纲要提出野要把

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冶开始袁到 2014

年中共中央尧 国务院印发 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渊2014-2020 年冤曳的相关政策袁体育学领域对新型城

镇化的相关研究逐渐多了起来遥 而对新型城镇化相

关研究中袁主要针对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现状袁基于城

乡供给主体袁 研究如何通过多元化路径实现城乡统

筹袁 而实施城乡公共体育服务路径与均等化的策略

研究是体育学领域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对的

突出问题遥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存在

供给主体单一尧私利化袁供给范围有限等问题 [20,21]袁
造成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的不均等袁 需要大力推行国

家有关均等化政策袁提出新的多元化供给模式 [22]袁建
立城乡统筹的供给政策[23]遥

该研究主要包括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野新农村冶
野满意度冶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冶野需求冶野保障机制冶
野困境冶野群众体育冶野农村体育冶野制度创新冶野农民冶
野残疾人冶等关键词遥这一主题以新农村为目标袁在国

家新农村相关政策的导向下袁 探讨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的需求与困境袁 以及研究通过哪些保障机制能够

提高农民参与农村体育活动的满意度袁 以及通过什

么样的制度创新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袁 最终

实现我国新农村群众体育以及农村弱势群体 渊残疾

人冤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遥樊炳有在体育蓝皮书

叶中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报告渊2013冤曳中提出由于我

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尧资源配置不均等袁农村公共体育

服务滞后袁因此公共体育服务应该以野农村公共体育

服务冶为突破口袁在书中卢文云等人认为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机制不完善是阻碍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进行

的关键问题 [24]遥其中农村体育基础设施不健全袁公共

体育服务投入不够等问题阻碍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城乡一体化 [25,26]遥 因此学者开始关注野农民冶在公共

体育服务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27]袁并提出以农民野需
求冶为导向袁保障体育基础设施供给袁大力开展野群众

体育冶袁实现民主化尧城乡一体化尧多元化的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保障体系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

务[28,29]遥

该研究主要包括 野失地农民冶野供给侧改革冶野改
革冶野社区冶野资源配置冶野城市化冶尧野社会化冶野城镇

化冶野农村冶野供给方式冶野县城冶野供给模式冶 等关键

词遥这一主题研究的问题一是以失地农民为问题点袁
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袁出现了一批特殊人群袁即城

市中农村社区被征地后的野失地农民冶遥 他们的生活

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袁如何通过资源配置尧供
给方式尧模式尧以及供给侧的改革袁帮助这部分特殊

人群适应城镇化后的新生活袁 成为了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方面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0]遥 问题二是在农村城

镇化过程中袁 应该如何应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

中出现的公共体育空间不足尧资源配置短缺尧供给效

率低下等问题遥 学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首先

要对原有的供给体系进行改革袁建立新的供给体系袁
另一方面要以政府为主导袁 在体育组织积极参与下

共同形成多元化的城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 [31]遥

该研究主要包括 野体育管理冶野城市社区冶野体育

组织冶野公共选择冶野政府职责冶野政府购买冶野机制冶
野影响因素冶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冶野对策冶野体育需

求冶野结构冶野全民健身冶野政府冶等关键词遥 这一主题

主要研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相对成熟的城市社区当

中袁政府通过何种机制对体育组织进行结构调整袁分
析影响因素袁 实现体育管理的体育社会组织化与体

育组织实体化袁 进而根据城市社区对体育活动需求

进行政府购买形式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研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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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社会组织尧提高政府效率遥一开始很多学者认为

政府应该是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唯一主体袁 但在研究

的过程中发现以政府为唯一供给主体导致区域化供

给不平衡尧满意度不高尧服务理念陈旧尧供给效率低

下等问题[32]遥针对这些问题引发了学者对于公共体育

服务供给机制的深思袁有人提出要转换政府的职能袁
从原来的政府投入转变为政府购买袁 从原来单一以

政府为供给主体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袁 供需平衡为

立足点袁政府为主体袁实体化的社会体育组织渊盈利

机构和非盈利机构冤 为辅助的多元化供给方式 [33,34]遥
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袁 健全质量监督评估体系

以及推进社会体育组织实体化进程 [35]遥 也有人认为

在完善政府职能的基础上袁要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袁促
进城市化居民参与到体育消费中袁 提高公共体育服

务设施的利用率袁从而有效降低公共医疗的支出 [36]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袁 未来几年通过体育管

理机制改革袁 实现以政府购买形式的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为主要方式的研究袁以及通过均等化为目标袁实
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城乡均衡发展尧 城区均衡发展

的相关策略尧机制尧制度创新研究仍然是研究重点遥

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闭幕袁中国竞技体育

登上了世界之极袁 之后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由体育大

国转向了体育强国袁要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袁必定要

克服群众体育的短板袁所以在体育科研当中袁作为群

众体育发展导向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相关研究成

为了重要的研究内容遥从整个中国发展趋势来看袁随
着我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升袁 我国围绕

小康社会出台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相关政策袁 惠及

民生自然要提高公共服务袁 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也

自然成为了体育科研中的研究重点遥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公共体育

服务供给领域的 236 篇文献袁利用共词分析法袁结合

社会网络可视化图谱尧 聚类分析及多维度分析等分

析手段袁 深入剖析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的研

究热点及发展现状袁总结出如下结论遥
渊1冤我国有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研究起步较

晚袁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比较集中的研究袁尚处在发展

完善阶段袁随着国家对公共服务事业的关注袁未来几

年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多曰
渊2冤我国有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的热点主

要是围绕 野均等化冶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野体育管

理冶野群众体育冶野新农村冶野政府冶野体育组织冶等进行

的袁 其关注的主题可以分为城乡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均等化研究尧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研究尧城
镇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研究和城市化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机制研究遥
渊3冤我国有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主要研讨

的问题一是以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冶为突破口袁如何

通过服务的野均等化冶和野政府供给冶行为袁在各种实

体化野体育组织冶的参与下真正实现野群众体育冶的全

民小康曰问题二是以 野新农村冶为导向袁如何通过野城
乡统筹冶的野多元化冶路径以及野制度创新冶实现野公
共体育服务冶让野农民冶受益曰问题三是如何实现公共

体育服务的野均等化冶是解决野农村体育服务冶桎梏的

最根本路径曰问题四是在城市体育服务中袁如何构建

以政府为主体袁 社会组织为辅助的全民体育健康的

公共体育服务新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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