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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 2000—2019 年数字化创新与商业

生态为主题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对多数据库的关键词和机

构数据进行计量和信息可视化分析，通过可视化知识图谱剖析了数字化创新与

商业生态领域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数字化创新与商业生态领

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明确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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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经历了从被提出到疾速发展的阶段。尤其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增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合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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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进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创新指的是企业采用数字化技术而

带来的产品、运作流程或者商业模式的创新［1］。数字技术改变了产品和服务的

结构和流程，引发了新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方式［2］。数字化产品或和数字化

商业模式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3］。荆浩等［4］指出，数

字化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数字技术赋予制造企业发展的新动力，

驱动企业创新。在“中国制造 2025”的背景下，董建华［5］通过比较数字化创新

管理理论与传统理论，指出了其对传统假设基础的挑战，并提出了新的逻辑形

式去应对相应的挑战，分别为动态问题与解决方案匹配设计、社会认知意义构建、

技术支持。

数字化创新往往是从应用数字化技术优化现有业务开始，经历产品或业务

数字化，进而构建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在 1993 年由

Moore 率先提出，它包括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以合作和

竞争的方式协同进化，始终以满足市场需求作为新产品的研发；在产业与系统

层面，商业生态系统横跨多个产业，经历四个阶段：出现，扩展，领导，自我

更新或灭绝［6］。商业生态系统的引入，将学者和企业家的重点从单一企业扩展

到整个系统，并将重点从行业地位竞争转移到跨行业网络协作，从而为许多管

理甚至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彭本红等［7］探讨了在商业生态系统的平台价

值共创方面，关系治理、合同治理等不同治理方式与开放服务创新绩效的内在

关系。为了借鉴已有的生态系统、迭代创新和新兴技术创新的最新研究成果，

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对以往研究进行共被引分析和内容分析，采用

Cite space 进行商业生态系统、新兴技术及迭代开发等文献现状的可视化分析，

并整理、分析了从 Web of Knowledge 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其

次，利用 Krippendorf 提出的内容分析法对论文、专著、会议资料、学位论文、

科技报告、专利信息资料、微缩胶卷、胶片等行业分析报告进行分析。通过梳

理新兴技术创新和商业生态系统的相关文献，对以往研究的理论脉络、理论基

础和基本观点进行总结，进而分析数字化创新与商业生态系统构建的研究现状

与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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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

本文将利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本文利用 Cite Space 软

件对检索出的科学文献中的关键词和机构数据进行计量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本

文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分别以关键词和机构为研究对象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

分析图谱和聚类分析表。聚类结果展现了数字化创新与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热

点和演进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具体分析。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数字化创新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和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对

数字化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行检索，检索得到 1379 篇文献，对所有检索结果

进行机构分布和主题分布的分析。

3.1.1  机构分布分析

通过分析机构分布，可以得出有关当前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机构信息。

我国发文量排名前 30 的机构如图 1 所示。所列机构由 27 所高校、2 所研究院（研

究中心）和 1 家企业组成。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是各大高校，清华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都有对相关领域进行研究。其中，清华大

学发文量最多，为 13 篇，占总量的 11.40%；南京师范大学位居第二共发文 9 篇，

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该领域清华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研究实力较高；

此外，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

海理工大学、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对数字化创新有所研究，并取得

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唯一在榜的企业，

表明它非常重视数字化创新领域的发展，并在研究成果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我国从事数字化创新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还集中在大学，参与研究并取得研

究成果的企业相对少见。企业数字化创新学习的研究仍处于前期摸索阶段，

需要国家 / 地区的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合作或在自身内部进行学习研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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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进一步的探索学习来增强数字化学习在组织发展和终身学习中的推动

作用。

图 1  数字化创新研究的机构分布分析图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digital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s 

3.1.2  主题分布分析

运用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功能分析了在 CNKI 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 1379 篇

相关主题文献，得到的结果如图 2 所示。主题词为数字化时代的文献发表量为

173 篇，占比 14.51%。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

数字化时代逐渐走进人类社会，数字化时代成为当下的热点研究主题词；其次

是主题词为数据处理的文献发表量为 169 篇，占比 14.18%。除此之外，相关领

域的热点研究主题词还有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术、数字化，创新型人才。信

息革命迎来了一个新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推动了创新模式的变化，引发了

更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并对全球竞争与发展的新模式进行了实质性变革。

数字化已经逐渐变成企业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新环境。创新商业模式，引进

创新型人才是企业应对新环境求生及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总的来说，数

字化创新研究重点关注数据化时代、数据处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术、数

据化和创新型人才等议题。



·36·
数字化创新与商业生态系统的文献计量分析 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fm.03010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m

图 2  数字化创新研究的主题分布分析图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digital innovation research subjects

3.1.3  小结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对从知网高级检索出的 1379 篇数字化创新的期

刊论文进行了机构分布和主题分布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从 1998 年到 2004 年，我国在数字化创新方面的研究处于慢速探索阶段，

该领域的文献数量处于低位运行态势，相关研究年均发文量不及 10 篇。2004 年

以后，增长坡度开始逐渐走高，2004 年到 2014 年的十年间，数字化创新的发文

量一直在平稳上升，数字化创新方面的研究热度相较以前有明显的增长。2014

年后相关领域的文献量呈曲线螺旋上升，到 2018 年，相关研究发文量已高达将

近 200 篇。这说明，数字化创新已成为目前热门的话题之一。自 1990 年代以来，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日渐发展，数字化创新的学习处于准备阶段。进入 21 世纪，

数字化技术在世界各行各业的发展标志着全球开启了“数字化时代”，我国许

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也已开始积极探索数字化创新这一热门领域。预计在未来几

年，我国对数字化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仍会不断涌现。

（2）数字化创新领域的研究多分布于社科类的行业指导、基础研究以及自

科类的工程技术。相关文献中有 32.48% 用于社科类的行业指导，其发文量 418 篇，

占据主要地位，有 31.24% 用于社科类的基础研究，其发文量 402 篇。此外，相



·37·
数字化创新与商业生态系统的文献计量分析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m	 https://doi.org/10.35534/fm.0301003

关研究层次还有分布于社科类的职业指导、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等；自科类的

行业技术指导、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经济信息、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等等。

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数字化创新的相关研究层次丰富。

（3）我国从事数字化创新领域相关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高校，企业参与

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的甚少。企业数字化创新学习的研究仍处于前期摸索阶段，

需要国家 / 地区的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合作或在自身内部进行学习研究，旨在通

过进一步的探索学习来增强数字化学习在组织发展和终身学习中的推动作用。

（3）我国数字技术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以及智能

工厂上。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工业革命的全球化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工

业转型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在中国，智能制造和中国制造 2025 等战略的提出

表明国家已经开始积极采取行动，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化转型，更好

的推动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

3.2  商业生态系统文献计量分析

当今世界，数字化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从生产到产品流通再到市场消费

都在经历着数字化转型。未来，如何实现产业内部的协同合作，实现数字化创新，

构建数字生态系统，将成为基于计算科学技术的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就如自

然生态视角下的物种一样，数字化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环节都是整个商业生态系

统的子环节，每个企业最终都与商业生态系统共生演化。近些年，新一波数字

创新浪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进而推动了消费者进一步改变自身习惯。数字化

生态系统正在逐步代替传统的生态系统在市场中的位置，并为包括商品、服务、

创意和社会互动在内的远距离新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将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去研究分析数字化生态系统的期刊文献，来了

解我国数字化生态系统的现状、研究热点领域以及发展趋势。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 CNKI 全文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检索了与商业生

态系统相关的 67 篇文章，知网被用来可视化地分析所有检索结果的时间分布、

主题分布、研究水平、机构分布、基金分布和关键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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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机构分布分析

通过分析机构分布，可以得出有关当前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机构信息。

我国发文量排名前 30 的机构如图 3 所示。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是各大高校，其中，

北京邮电大学发文量最多，为 9 篇，在所有高校中遥遥领先；山东大学位居第

二共发文 4 篇，这表明以北京邮电大学和山东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更加重视

商业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总体来看，各大高校相关研究人员是

商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图 3  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机构分布分析图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business ecosystem research institutes

3.2.2  关键词分析

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被我们用来对所检索到的 67 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

析，得到的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看出，20 世纪末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商业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生态系统和发展战略上。其中，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

出现频次最高，高达 43 次，占比 51.81%，具有遥遥领先的优势。作为一种新生

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着重于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并强调那些作为独

立或局部的企业与整体之间进行协调，以便更好地利用彼此之间的共生关系来

使自身获得成功。商业生态系统实质上就是系统内各成员企业进行合作创新，

从而实现双方共同进化的最终目标。随着商业环境网络的日益密集和商业环境

的全球化，企业生态环境相应的变得越来越复杂。企业应着眼于生态学这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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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去考虑自身发展的战略问题，增强自身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总的

来说，当前研究集中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体系构建上，商业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

生态系统和发展战略等关键词成为热门研究话题。

图 4  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关键词分析图

Figure 4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business ecosystem research keywords

4  研究热点及现状分析

4.1  数字化创新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对数字化创新的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4 个

视角：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组织创新和数字商业模式创新。

4.1.1  数字产品创新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的数字产品创新是转型的基础。数字技术的

使用有利于企业快速获取用户需求、快速设计和测试，加速产品商业化过程［8］。

未来，数字创新将着眼于培养新一代的业务形式，即企业通过学习将技术创新

转化成市场所需的产品，从而推动业务形式的变革和产品的迭代，提升经济绩效。

4.1.2  数字技术创新

在数字技术创新中，数字化创新是一项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商业形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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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过程，其中数字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企业有效供给的重要保证，

也是企业发展和利润的保障。李晓华等［32］将数字化转型描述为新一代数字技术

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对增强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实现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

型有显著作用。

4.1.3  数字组织创新

在数字化组织创新方面，企业的数据要素和数据信息的集成处理能力有利

于企业去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增强组织的内部竞争力，并以强大的内部力量

在市场中站稳脚跟［23］。优势决定经济绩效，企业可以通过突破内部界限，科学

配置资源，来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增长［26］。数字化创新因其庞大的大数据资源，

极大的推动了数据挖掘和组织优化的发展。企业的资源优化和信息共享功能在

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不可或缺，数据要素和新型数字技术可帮助企业打破部门僵

化的壁垒，鼓励企业内部进行专业化分工，加速跨部门合作模式的形成，使得

组织优势可以促进效益的改革。

4.1.4  数字商业模式创新

Baldwin 认为持续不断增长商业模式板块方面的数字化，商业模式板块业务

方面的数字化会整合更多消费者的经验，执行更多业务流程，与价值链中的合

作伙伴一起工作［33］。Hagiu 和 Wright［35］提出在数字化商业模式中，数字市场

和商业模式的特征还可以用线条的方式进行描述。具体来说，数字市场具有直

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规模经济、转换成本、锁定效应和互补性等特征。

另外，刘启超等［34］认为数字商业模式的这些特征相辅相成，能够引发经济结构

转型，推动旧商业模式的实质性改革和引发新商业模式的产生。

4.2  商业生态系统研究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目前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4.2.1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研究企业的竞争战略

李强等［29］指出在信息技术中，健康的商业生态系统可激励企业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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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积极推动企业的价值创造；其中企业战略行为也会促进企业进行价值创造。

杜玉申［30］以利基企业为研究对象，指出利基企业在选择商业生态系统主要选择

生态系统和生态位，其中生态系统的核心技术应具有生命力、顾客价值应具有

实质性、核心企业倾向于采取骨干战略、机会—风险净值高，生态位应具备独

特性、可持续性和防御能力等特征。范颖［31］通过对比以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

为代表的旧商业系统和以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为代表的新移动互联网商业

系统，发现骨感型战略更能使商业系统的成员进行协同进化从而推动商业生态

系统的发展。

4.2.2  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机制

刘星晨等［19］从资源角度出发揭示了商业生态系统在结构、业务和创新三

个维度的演变过程，指出资源作为其基本要素，决定着系统的形成、运营及变

革，且其条件和状况将影响系统演变趋势。胡岚岚［26］通过对阿里巴巴集团的

开拓、扩展、协调和进化四阶段进行分析，验证了中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在演

化路径中四个阶段的合理性。田世海［27］以物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中各成员企业

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了竞合演化模型指出成员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是相辅相成

的。Lyu 等［28］以迪士尼为案例，描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开拓、扩展、领导和

自我更新四个阶段，并分析了其演化路径中的竞争与合作的挑战。

4.2.3  商业生态系统的评价体系

王娜等［25］在 Moore 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学视角切入给出了商业生态系统

健康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评价指标，其中包括：生产率、强健性、组织多样性、

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对邻近系统的破坏程度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度。林雪莹

等［20］阐述分析了平台生态系统的概念、模型以及特性，并通过检验、评价阿里

巴巴商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发展过程，以总结相关经验来推动企业平台商业生

态系统的构建及发展。李杰等［15］针对制造企业数字化的特点，基于创新价值链

理论，构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评价体系，采用 AHP 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

法进行评价研究，丰富了评价方法的应用。

4.2.4  商业生态系统及其治理

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胡岗岚［21］针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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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信任、利益竞争、信息不对称和协作等，指出电子商务核心企业的生态系统

协调机制可以从关系、利益、信息和运营四个方面对进行建立。王倩倩、顾力

刚［22］在经济学中治理机制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是一套

协调各成员企业的利益，保证成员企业有序运作的制度安排与准则，分别从进

入退出机制、互惠共生机制、学习机制、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等 5 个方面进行

分析。刘玉敏等［23］提出企业合作之间存在一定的机会主义，通过对核心企业

与合作企业之间的价值共享进行演化博弈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机会主义治理

机制，主要为互惠共生机制、激励机制、信任机制。崔淼等［24］分别从资源、

能力、创新、价值和混搭组织这五个视角来治理商业生态系统，并总结了各种

视角下以核心企业为治理主体的治理关键点，把网络治理机制分为了三类：约

束机制，包括制度约束、进入壁垒、联合制裁；激励机制，包括声誉、利益分

配；协调整合机制，包括信任、宏观文化、资源配置与知识共享。

5  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基于 2003—2020 年中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中文文献，对

进行数字化创新与商业系统生态文献内容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研究发现，

国内数字化创新和数字生态系统研究呈快速增长趋势，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1）企业数字化能力系统构建和指标评价。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数

字化创新能力评价监测体系的建立，基于区域、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的实际

情况和工作反馈入手，对评价监控体系进行实时动态调整。（2）数字化创新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目前数字化创新的研究比较广泛，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对绩

效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研究。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

究方向。（3）需要跨层次分析数字生态系统。目前有关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研

究主要采用静态视角，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从动态视角研究数字生态系统中

的核心企业如何进行系统构建、治理以及系统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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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2000-2019 digit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ecosystem 

documents from CNKI databa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article uses Cite 

Space software to perform base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highlight word analysis. Through visual knowledge map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hina’s digit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ecosystem. Then,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opics are investigated. Finally,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 future direction is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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