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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静等：

中国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来自 CSSCI的数据源①

高 静，李 瑛，于建平
（西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基于 CSSCI（2003—2019年）的研究文献，利用 CiteSpace V软件梳理国内企业创新生态系统

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热点包括“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范式”“协同创新”“耦合”，并呈现出多学科

交叉融合状态；研究前沿主要聚焦于创新生态系统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型创意产业的作用；运用案例研

究和实证检验等研究方法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多维度的交互关系进行分析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关键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CiteSpace；研究脉络；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0）8—0043—08

自 20世纪初熊彼特［1］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就不断拓展着实践应用和理论研究的边界。企业作为

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技术、商业模式等决定着企业的竞争能力、市场价值以及投资回报率，也演绎更替着创新

范式［2⁃3］。创新活动的多元主体参与、知识外溢和要素共享等特征，决定了企业创新必然开放组织边界，成长

为创新生态系统［4］。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科技迅速迭代，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创

新生态系统的作用［5⁃7］，概念特点、理论基础与模型框架［8⁃9］、演化路径［10⁃12］及评价方法［13⁃14］。在实践中，手机产

业品牌诺基亚的急剧衰落和苹果品牌的全球风靡，有力表明了企业所在生态体系对其创新结果有很大影

响［15］，也表明了各企业间的角逐已逐步演化为其所依赖的生态体系之间的较量［16］。回望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进步。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力从原先的依靠要素和投资变为当下的依靠创

新［17］，涌现出以华为、BAT（百度 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 Tencen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徐工集团、

格力集团以及中国高铁、C919大客机等为代表的民族卓越品牌；但另一方面，在创新强国这一道路上，中国

的核心技术受制于其他国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体系不够完善，基础性创新仍与世界有较大差距。2018年
的中美贸易战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拥有创新比较优势，位列创新强国，仍需坚持创新性发展战略，促进

企业建构并融入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目前国内围绕企业的研究议题众多，也进行了多维拓展，但是单纯的文字归纳难以把握创新生态系统的

研究动向，李春发等［18］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可视化研究，以期直观快速传递信息。为进一步推进该研究领

域，本文继续追踪文献进展，采用文献计量学和科学图谱的分析方法，运用 CiteSpace客观呈现创新生态系统

研究的图谱全景，科学辨识研究热点和趋势，以期为创新生态的学术研究提供方向参考，为我国企业创新生

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由 Chen［19］基于 Java平台开发的 CiteSpace V，该软件现普遍应用于多元化、多时段、动态化的复

杂网络分析，已经成为新一代信息可视化分析工具。在 CiteSpace中，不同维度的网络类型能够呈现出一个

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对文献的共现网络分析、共被引网络分析，可以清晰地探索一个领域的研究现状、

热点主题以及研究动态演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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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为确保文献质量，本文以中文社会科学索引数据库（CSSCI）作为数据检索源，检索词为“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创新生态体系”，时间范围为“2003—2019”。本文只保留综述和论文两类文献作为数据来源，通

过对文献的阅读与筛选，最终确定 274篇文献作为核心数据集。

二、核心数据集的分析结果

（一）文献时间分布
年度发表文献的数量在总体上反映了

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及其受关注的程度。本

文对核心数据集的 274篇文献在各时间节

点的分布统计情况如图 1所示。该领域相

关文献数量整体而言呈递增趋势，可划分

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6年，相关

文献开始出现，年文献量在 3篇以内，并没

有显著增加，主要是这一阶段创新集中在

企业内部，边界清晰，缺乏外部合作，并没

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第二阶段，2007—
2012年，该阶段相关文献呈缓慢增长态势，

年文献量在 5～7篇，企业创新开始突破边

界，企业间的创新网络初步形成；第三阶

段，2013—2017年，研究热点迅速增加，年

发文量达到 32篇，研究领域向多元拓展，内

容与方法得到充分补充。 2017—2019年，

文献量增加至峰值，可能是以移动互联网

为代表的创新性企业遇到了发展瓶颈，给

予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更多的思考空间。

（二）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分析
1. 作者共被引分析

本文运行 CiteSpace V，创新生态系统研

究领域的作者共被引分析的知识图谱生成

结果如图 2所示，该图谱共得到 156个节点

（nodes）、170 条 连 线（links），图 谱 密 度

（density）为 0.0141。
图 2中节点和字体大小分别代表作者

被引次数和被引数量的多少。其中被引用

次数超过 10次的学者有 10人，见表 1。
表 1 高被引作者、期刊相关信息（前 10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Ander R
张运生

曾国屏

黄鲁成

张利飞

吴绍波

Moore J F
陈劲

吴金希

贺团涛

频次

32
31
30
29
21
13
12
10
10
1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期刊

科学学研究

中国软科学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科技进步与决策

Research Policy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中国科技论坛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研究与发展管理

科技管理研究

频次

78
48
47
46
44
40
37
31
3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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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19年发文量的分布情况

图 2 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

44



高 静等：中国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在这 10位学者中，Moore［4］是第一个在企业管理研究中借鉴生态系统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严谨阐述的企

业生态系统的学者，他认为“企业生态系统是具有利益关系的组织或群体组成的动态系统”。黄鲁成［20］在

2003年首次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应用领域。张运

生［21］基于高科技创新企业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于稳定上升阶段，通过相互合作交流，取得了创新生态系统

研究的进一步拓展。Ander［22］主要关注协同创新，他强调创新取决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程度及其企业内

部生态系统内组织成员的积极参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一种内部协调创新机制，这种企业内部协同创新

机制将个体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相联系，并提供面向客户的解决方案。从被引次数来看，Ander排名第一，

Moore的研究时间最早，这表明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体现出中国特色。曾国屏、吴绍

波、陈劲、吴金希、梅亮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于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通过选取不同的理论视角，形成

了具有突出特色的研究方向：第一，创新生态系统特点主要表现为创造性、多样性、动态性以及动态演化

性［23］。第二，驱动机制。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自身具有且难以被复制的核心能力，是保持该企业持续竞

争优势的主要来源［24⁃25］。第三，动态能力推动企业创立、布局以及维护其无形资产，并以此长期催化企业创

新绩效，它不仅适合培育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同时可以通过企业与外部实体组织进行共赢合作来建立企业创

新生态系统。

2. 期刊共被引分析

本研究通过运行 CiteSpace V，生成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期刊共被引分析的知识图谱，如图 3所示。

该图谱共得节点 116个、连线 427条，图谱密度为 0.064，节点和字体的大小分别代表期刊被引次数和被引数

量的多少。其中被引次数超过 25次的期刊有 10本，详见表 1。被引期刊均是国际或国内具有重要学术影响

力的顶级期刊，体现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知识基础来源的权威性。其中，外文期刊有 3本，分别是 Harvard
Business Review、Research Polic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中文期刊有 7本，说明

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虽多以国外研究为

借鉴基础，但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在本

土情境下也已形成突出特色的研究方向。

除了表 1中列出的中文期刊外，《科研管

理》（18次）、《管理学报》（18次）、《管理世

界》（16次）也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阵地。

3. 文献共被引分析

在 CiteSpace中，采用中介中心性来研

究网络图谱中的关键节点。张秀萍和王

振［26］认为，文献共被引网络中，关键节点文

献将不同聚类联络起来且表现出较高的中

心度（中心度≥0.1）。作为中介者，共被引

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可体现被引文献的重要

性，具备“桥梁”作用［27］。运行 CiteSpace V，
生成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文献共被引

分析的网络图谱如图 4所示。该图谱共 90
个节点、94条连线，图谱密度为 0.0235，指
标Q=0.7437（>0.4），表明该网络的聚类结构

较为清晰，平均剪影度指标为 0.5304（>
0.5），说明各个聚类具备较大内部相似性

和较高外部差异度。通过网络图谱进行筛

选，本文选取 10个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

关键文献节点（被引频次 ≥40且中心度 ≥
0.20），详见表 2。

图 3 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

图 4 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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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被引文献相关信息（前 10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曾国屏等

黄鲁成

张运生

吴绍波等

张利飞

吴金希

张利飞

吕一博等

陈斯琴等

王娜等

出版年份

2013
2003
2009
2014
2009
2014
2009
2015
2008
2013

文章题目

从“创新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

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高科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耦合战略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的治理模式选择研究

高科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耦合理论综评

创新生态体系的内涵、特征及其政策含义

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研究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基因——基于 IOS、Android和 Symbian的多案例研究

企业技术生态系统分析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组成要素及内部一致模型研究

被引次数

218
134
105
74
63
61
60
51
50
33

中心性

0.26
0.13
0.39
0.31
0.22
0.15
0.18
0.10
0.44
0.26

由图 4和表 2可知，前 10位关键节点文献中发文时间最早的是黄鲁成［20］，他在奠基著作《区域技术创新

系统的特征》中，首次以技术创新、生态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区域技术创新

生态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提出了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特征，为后续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被引次

数最高的是曾国屏及其团队，他们回顾了创新系统走向创新生态系统的历程，总结出该系统具备的栖息性、

动态性和生长性。张运生［21］基于企业的视角，以高科技企业为创新主体，研究创新主体与其他相关社会组

织之间的合作竞争、互利共生关系，从而形成一整套以高科技创新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结构，

包括：深入探索该系统的形成机理与运行机制、明确研究范围、探究该生态系统的风险识别及控制机制、并分

析了其治理模式和耦合战略［28］。吴绍波和顾新［29］的研究主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问题，提出创新

生态系统是促进产业协作创新的关键机制，并通过分析影响协同治理范式的因素，归纳出该生态系统治理机

制的多主体性。吴金希［15］通过引入“诺基亚（Nokia）手机”的失败案例，提出建立多创新主体的创新生态体系

的重要性，深入探讨了创新生态体系的概念、本质及其特征。吕一博等［30］通过对多个案例的研究，从不同维

度剖析了推动创新生态系统运转因素的演变，探索了其成长基因。陈斯琴和顾力刚［31］将企业内的技术创新

系统对比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归纳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内涵，阐述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与功能，剖析技术

创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关系。王娜和王毅［32］则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持，并通过北京石

景山区文化创意产业案例研究，提出内部一致性模型，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新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关键节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高被引、高中心度的文献主要分布在稳定酝酿期和快速发展期，

如图 1所示。作为创新生态领域的关键文献，对后续的该领域文献的积累及其研究热点的变化奠定了理论

基础。通过分析节点文献的研究内容，发现早期文献主要集中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随着创新研究

的进一步推进，在国家创新政策的正确引领下，出现了结合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相关研究，如创新生态系

统理论下众创空间的形成机理［33］、互联网企业颠覆式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34］。
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组互相关联且具备一定数量的文献所研究的主题。通过分析关键词共

现图谱的热点分析能够观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领域研究的演进趋势，准确提炼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领域

的热点。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精简概括

和描述，通过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领域内文

献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总结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趋势。本文通过 CiteSpaceV软件进

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图 5的网络图谱。

该图谱共 22个节点，20条连线，图谱密度

为 0.0866。观察图 5发现，图谱呈现出以

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为辐射中心的轮轴

式结构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构较松散，

紧密程度欠缺。

本文借助对数似然法（LLR）来提取关

键词以聚类标签，共得到如图 6所示的 6个
聚类。聚类图谱模块性指标 Q=0.6543，表 图 5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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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图谱聚类拥有较为明晰的架构，平均剪影度指标

为 0.6881，则证实该聚类拥有较好的同质性和聚类效

果。从聚类结果来看，创新生态系统领域现有研究划

分为 6个研究主题，分别是：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

生态位、协同创新、创新范式、耦合。

（1）聚类#3“生态系统”。Tansley［35］于 1935年首先

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随后Moore［4］又首次将其应用

到企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并给出相应定义。可以看

出，创新生态系统起源于生态系统的研究，生态学演

化规律同样适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因此，类比

生态系统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始终是一个研究热点。

（2）聚类#0“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由 Iansiti和 Levien［36］于 2004年提出，是由位于不同生态位但又彼

此互相关联的企业组成的一个整体。Metcalfe和 Ramlogam［37］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需要主体与其他主体

或外界环境之间形成紧密联系。而 Ander［22］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

织之间的联系，解决客户问题且完成自身价值输出的协同机制。国内学者黄鲁成［20］率先提出技术创新生态

系统的概念、特征、运行机制及技术标准。之后，众多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采取多样化研究方法，针

对各研究领域，选取不同的研究方向对创新生态系统展开本土化研究。由于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数量较

少，相关研究缺乏联系，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未来以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本土化特色研究应密切关注

国家政策与发展战略，并实时对数据、研究进展与理论进行更新。

（3）聚类#4“协同创新”与聚类#1“创新范式”。Chesbrough［38］最早提出开放式创新模式，学者陈劲和阳银

娟［39］发现，在该模式下组织的创新活动边界是模糊的，于是提出协同创新的概念，这是一个比开放创新更复

杂的创新范式。在此概念基础上，陈衍泰等［40］对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理和重大意义进行了分析；吴

绍波和顾新［29］厘清了系统内部的创新治理模式，认为采取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可以规范系统内部企业的创

新行为、保障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机制的顺利运行。孙聪和魏江［41］则以海尔公司为例，尝试构建了更为微观

的企业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并探究了其协同机制。如今，全球化进程加快，开放式的协同创新作为一种“非

线性”创新范式将会成为创新生态系统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

（4）聚类#2“生态位”。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指生态系统中恰好被一个物种占据的最终生存单位。其

后 Hannan和 Freeman［42］首次在企业研究过程中引入生态位概念，用以衡量战略环境中企业的资源分布情况。

梁强等［43］认为生态位不仅链接了环境资源、企业竞争与战略，更是其生存演变的选择机制。当前，得益于学

科交叉和技术融合的大趋势，新兴产业新一轮升级与改革拉开序幕，生态位理论的提出拓宽了创新生态系统

的研究路径与理论视野。郭燕青等［44］对生态位适宜度理论进行了改进，创建了对生态位适宜度进行评价的

模型；刘钒等［45］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评价模型。陈瑜等［46］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

究，描述了新兴产业内创新生态位演进的全过程并分析了创新影响生态位形态改变的机制。

（6）聚类#6“耦合”。Theyel［47］指出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一种现象，良

性耦合是各系统之间协同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紧密耦合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内部创新绩效，紧密的合作可

以促进沟通效率的提升和内部专业知识的转移，持续的互利共生会增加彼此的合作意愿［48］。张运生［21］基于

耦合理论，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探究了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个相关组织之间形成创新耦

合的纽带、路径和机制。吴士健等［49］则从创新生态视角出发，针对高技术企业进行了耦合协调分析。未来，

随着国家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仍然会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主流方向。

三、研究演进分析

为了更好地展现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研究主题的时间分布及演化趋势，本文通过绘制“Time Zone”时区视

图得到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演化图谱，如图 7所示。结合图 1可以清晰地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演化过程划

分为 3个阶段。

图 6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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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图谱

第一阶段：2003—2006年，已有文献出现，处于萌芽状态。生态系统、区域技术创新成为热门研究方向。

1999年，全国科创大会明确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2002年《“十五”全国技术创新纲要》的颁布，进一步

引领和推进了全国企业技术创新工作；企业创新逐步开放边界，与外部企业合作创新，形成开放式创新，这为

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政策支持。

第二阶段：2007—2012年，创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主题，节点最大，并且与高科技企业、技术标准、耦合、

高科技产业等热点词密切关联。可能的原因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

颁布，标志着国家战略从“科教兴国”转向“自主创新”，实业界丰富的创业活动激发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

第三阶段：2013—2019年，协同创新是主要研究主题，同时案例研究、演化、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创新

能力、运行机制等关键词与之关联密切。其中，案例研究是重要趋势，例如，王宏起等［23］探究了新能源汽车

创新生态系统的三阶段动态演进路径。2014年国家提出“双创”政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创新生态

体系的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部署。得益于以上政策，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热度有了上述新动向。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为依据，借助 CiteSpace V软件对 CSSCI数据库中涉及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

文献进行文献数量分布、期刊分布、关键节点文献共被引、关键词聚类特征等进行了计量分析，梳理了创新生

态系统的研究热点和知识演进脉络。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自 2003年以来，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热度开始增加，相关文献数量稳步上升；2014年，随着国家提出

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战略，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文献数量出现“直线式”增长。国家政策的引领、学科之间的交

叉融合、现实社会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快速发展。

（2）在高被引、高中心度的文献中，以 Ander、Moore、黄鲁成、曾国屏、张运生等为代表的学者做了扎实的

基础性工作，如概念辨析、演进脉络、理论框架等。随后吴绍波、吴金希等学者针对具体研究对象，拓宽了创

新生态系统的应用领域，逐渐形成了有价值的结论，并推进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与国家产业发展紧密结合。

（3）观察关键词共现图谱发现，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呈现出以“创新生态系统”为辐射中心的轮轴式结构分

布结构，共现网络较为松散，紧密度缺失，具有小集中、大分散的特征；核心数据集聚类分析显示，“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创新范式”“耦合”“协同创新”等关键词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研究热点；高频关

键词和突现词分析显示，高科技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研究主体，研究的主题主要是技术、协同和企业

创新；研究方法由各层次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综述研究过渡到微观层面的案例研究和实证检验。

（4）关键词时区视图显示，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大致上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6年），基于

国外生态学的理论，国内学者开始了理论借鉴和概念框架的基础研究；第二阶段（2006—2012年），在我国相

关政策的引领下，国内学者丰富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视野和方向，由理论基础研究范畴过渡到理论应用领域

研究；第三阶段（2012—2019年），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热点爆发，文献质量普遍较高，研究前沿主要着眼

于协同创新，重点搭建国家战略性产业及高科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与实践联系紧密。可以研判，未来运用

案例研究和实证检验对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多维度的交互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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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展望
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推进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确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有着更广阔的研究

空间。以上研究结论中，以下几个方面未来需要重点关注：

第一，研究内容方面，从概念内涵、驱动机制、区域差异、作用机理、定量评价等方面深入剖析创新生态系

统的构建及其演化机理。研究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所需要的宏观条件，包括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地理位置、系

统内部制度体系等。在微观层面，具体可以分析企业行为对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机制以及创新生态系

统与参与主体间的交互作用机制。未来除了分别研究创新生态系统自身的演化及其内部参与主体间的交互

作用之外，还应该基于不同层面探究系统整体与内部企业之间的交互机制。

第二，研究方法方面，在该领域当前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研究方法分别是定性及定量研究。质性研

究多通过探索性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和访谈等方式进行，定量研究一般采用空间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

学模型分析、实证计量法等方法。但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未来在该领域研究中应该强

调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创新。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区域分异规律，从生态学的视角

分析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调控、创新生态环境与品质的提升，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

过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体系。

第三，研究视角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微观视角出发，关注创新生态系统内部主体间的创新

行为如何促进企业的成功。一方面，基于关系视角，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着复杂交互的网络拓扑结构，企

业通过与外部的相关组织互通有无，达成资讯共享；另一方面，基于产业竞争视角，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企业

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并通过竞合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在科技驱动创新的大背景下，未来研究视角

更多会聚焦于高科技核心企业，研究以高科技企业为核心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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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p Analysis of Chines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earch：：
Data Source from CSSCI

Gao Jing，Li Ying，Yu Jian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Based on bibliometric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f CSSCI（2003—2019）CiteSpace V software is used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Chines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clude“innovation ecosystem”“Innovation paradigm”“collaborative innovation”“coupling”and present a state of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front mainly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reg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Application cases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are an important tren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CiteSpace；research context；knowledg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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