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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内外数字创业
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评析

张克英,蒋 淼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048)

摘要:为全面把握国内外数字创业研究的重点问题与发展脉络,本文基于Citespace软件,通过文

献计量、可视化图谱方法,以2010—2023年在中国知网和2000—2023年在 WebofScience核心数

据库中发表的期刊论文为样本,进行发文量时间分布、作者与机构共现、共被引、关键词共现、聚类、
突显及时区分布分析,进而梳理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脉络,并对比分析差异及其原因。
结果表明,当前中外数字创业的研究热度正不断攀升,但相较于英文研究,中文研究尚未建成完善

的学术合作网络。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创新分别是中外数字创业的核心解释变量。英文研究多从

微观视角,关注企业数字与商业模式创新等主题,中文则多从宏观视角,关注数字创业影响因素、数
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化转型等问题。同时,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演进历程大致相同,但各阶段研究视

角与侧重存在差异。最后,人工智能、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大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是中外数字创业

研究的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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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prospect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researchbasedonbibliometric
ZHANGKeying,JIANGMiao

(SchoolofManagement,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ofullyunderstandthekeyissuesanddevelopment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research
inChinaandabroad,thispaperusesbibliometricandvisualmappingmethodsbasedonCitespace
toanalyzethecurrentstatusanddevelopment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researchinChinaanda-
broadbasedonjournalpaperspublishedinChinaKnowledgeNetwork(CNKI)from2010to2023
andWebofScience(WOS)from2000to2023.Thetimedistributionofthenumberofarticles,
authorsandinstitutionsco-occurrence,co-citation,keywordco-occurrence,clustering,strongest
citationburstsandtimezonedistributionareanalyzed,soastosortoutthecurrentsituationand
development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researchinChinaandabroad,andtoanalyzethediffer-
encesandreasons.TheresultsshowthattheresearchintensityindigitalentrepreneurshipinChi-
naandabroadisrising,butincomparisontotheEnglishresearch,asoundChineseacademicco-
operationnetworkhasnotyetbeenestablished.Digitalfinanceanddigitalinnovationarethe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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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variables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inChinaandabroad.Whileforeignresearchfo-
cusesmainlyontopicssuchasdigitalandbusinessmodelinnovationfromamicroperspective,the
Chinesefocusesmostlyondigitalentrepreneurshipimpactfactors,digitalfinanceanddigital
transformationfromamacroperspective.Atthesametime,theevolutionofdigitalentrepreneur-
shipresearchinChinaandabroadisroughlythesame,buttherearedifferencesinresearchper-
spectivesandfocusateachstage.Finally,artificialintelligence,digitalentrepreneurshipecosys-
tem,bigdataanalysis,anddigitaltransformationarethefrontierareasofdigitalentrepreneur-
shipresearchinChinaandabroad.
Keywords:digitalentrepreneurship;academicprogress;bibliometrics;digitaltechnology;digital

entrepreneurshipecosystem

  近年来,数字技术与创新创业活动的深度融合

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我国高度重视并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创业是数字经济持续增长的

动力引擎,诸多基于数字技术开展创业活动的数字

企业如字节跳动、谷歌等,凭借数字技术的巨大优

势,不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创设了当前全球创业

活动的主流模式。在此过程中,数字创业也成为学

者关注的重点议题。
数字创业指组织或个体基于数字技术(数字组

件、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追逐创业机会的过

程[1]。现有针对数字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

面。①针对数字创业的概念、特征、内核要素或理论

框架的梳理性探讨:学界对数字创业概念的理解经

历了从组织数字化转型的片面认识[2],到关注数字

创业的内核构成[3],最终到围绕创业机会,基于数字

技术特征定义数字创业的转变[4]。在此基础上,也
有研究通过对比数字创业与传统创业方式的异同,
构建数字化背景下的创业研究理论框架[5]。②探讨

数字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多集中

于数字技术[6]、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企业或个体行

为[9]等因素对数字创业活动发展的影响。③针对数

字创业延伸概念的探讨:伴随着数字创业活动的深

入发展,学者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10]、人工智能创

业[11]等新兴创业平台或创业形式进行了研究。
虽已有研究从上述多个角度探讨了数字创业,

但多为实证或案例研究,针对数字创业热点与发展

脉络分析的文献明显不足。且现有相关的文献计量

研究多单一关注中文或英文文献[4,11],系统梳理并

对比中英文献差异的相关研究较少。而由于不同区

域间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以及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等

方面的差异,当前国内外数字创业在研究视角与侧

重上差异显著。其次,数字创业源于互联网技术的

进步,且具有十分鲜明的阶段化特征,已有研究通常

仅基于发文数量梳理其纵向演变过程,忽略了数字

技术进步与特定的现实因素对数字创业及其研究发

展的驱动作用。最后,由于数字技术与各学科有强

兼容与深融合的特点,不同学科交叉领域内的数字

创业研究差异性显著,且常与“互联网创业”“电子创

业”“技术创业”等概念混用[12]。因此,基于数字技

术发展历程与特定现实情境因素,综合对比分析国

内外数字创业研究,厘清其发展脉络并预测未来走

向,就显得尤为必要且重要。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全球互联网及数字技

术发展历程,对国内外数字创业相关研究进行定性

阅读、文献计量与数据可视化分析,以期明确以下内

容:①数字创业的国内外研究动态;②国内外数字创

业研究的差异及产生原因;③国内外数字创业研究

发展脉络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为数字创业研究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与支持。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 WebofScience(WOS)检索平台的

SCI、SSCI索引数据库及CNKI检索平台的北大核

心及CSSCI索引数据库进行文献搜寻与数据获取,
检索流程如下。

1)通过试验搜索与探索阅读,了解中外数字创

业及相关研究的大致时间分布,结合中外互联网及

数字技术的发展实际,将互联网技术起源更早、相关

学术氛围更浓厚的外文研究的文献时间检索范围设

置为2000年1月1日—2023年02月19日(论文修

改阶段)。2010年前后,我国在美团、淘宝等移动互

联网平台在智能终端的联动下,开启了全新的数字

经济时代。因此,将中文文献的检索范围设置为

2010年1月1日—2023年02月19日(论文修改阶

段)。

2)基于各平台的检索规则,搜索以数字、人工

智能、大数据或云计算等为主题,且与创业相关的文

献,并将文献类型设置为期刊论文(article),语种类

型分别设置为英文和中文,进行系统搜索(具体搜索

规则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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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文检索流程与规则

Tab.1 Searchprocessandrules

数据来源 检索主题1 检索主题2 研究领域 检索结果

WebofScience
SCI及SSCI
索引数据库

“digital”或“AI”或“artificialin-
telligence”或“machinelearning”

或“ICT”或“bigdigital”或“in-
ternet+”或“cloudcomputing”

“entrepreneur*”或“ventur*”或
“business”或“enterprise”或“inno-
vation”或“start-up*”

Business或 Manage-
ment或Economics

620

CNKI
CSSCI及北大核心

索引数据库

“数字”或“人工智能”或“大数

据”或“云计算”或“互联网+”
“创业”或“创 业 生 态 系 统”或“企
业”或“创新”

企业经济或金融或高

等教育或社会学及统

计学

345

注:“*”指任何字符,检索主题1与检索主题2之间用“和”连接。

  3)为了防止遗失重要文献,本文对国际四大创

业期刊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Entrepre-
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StrategicEntrepre-
neurshipJournal、JournalofSmallBusinessMan-
agement和国际顶尖管理期刊 AcademyofMan-
agementJournal、Academyof Management Re-
view、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和Journalof
Management以及国内主要的经济与管理科学期刊

包括管理世界、经济管理、南开管理评论等所发表的

相关研究进行定向搜索,并补充到文献集中。

4)为保证检索文献准确有效,通过粗略阅读文

章题目与摘要,剔除无关或学科跨度过大的文献,最
终得到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献英文620篇和中文

345篇。

2 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

2.1 数字创业研究文献分布

英文文献的年代分布见图1(a),由统计结果可

以发现,总体而言数字创业研究呈现递增趋势,年均

增长率为37.8%,其中,发文量的增长的高峰分别

为2017年与2020年,环比增长率分别为88.9%和

121.7%。同时,自2020年以来,英文数字创业研究

的发文量持续增长,各年环比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50%以上。这也体现出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数字创

业领域的密切关注。在对英文文献发文量进行曲线

拟合后,二次项曲线的拟合值R2达84.1% 。

图1 数字创业文献发文量年代分布

Fig.1 Chronologicaldistribution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literature

  中文文献发布量年代分布见图1(b),我国数字

研究同样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58.7%。
我国数字创业研究从2017年开始体现出较为明显

的增长趋势,该年环比增长率为87.5%。同时,

2020年发文量开始急速增长,环比增长88.5%,此

后我国数字创业向相关研究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环
比增长率始终在60%以上。对中文研究发文量进

行曲线拟合后,二次项曲线的拟合值R2达97.4% 。
从国内外数字创业研究的发文量来看,数字创

业研究的发展可以初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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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萌芽阶段(2016年及之前)
该阶段有极少数学者将信息互联网技术与创业

活动相联系,缘于此时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初步

发展,数字经济尚未成形。

2)增长阶段(2017—2019年)

2016年为全球数字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G20
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使数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

收益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各国制定了相关政策以大

力发展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随着全球互联网信息与数

字技术的深入融合与进步,该阶段中英文数字创业研究

均表现出了增长趋势,且英文研究的增长趋势更加显著。

3)扩张阶段(2020年至今)

2020年以来,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驱动了

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创业领域的研

究视野逐渐聚焦到数字创业领域,该阶段中外相关研

究的发文量均急速增长,且未来必将持续攀升。

2.2 作者及合作关系分析

2.2.1 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分析

为准确分析数字创业领域内核心作者的引领作

用,本文基于Price定律计算核心作者,一般而言,
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为:

Mp =0.749×
 
Npmax (1)

式中Npmax 为作者最高发文量。中外研究发文量最

多的学者分别为孙新波、SatishNambisan,发文量

均为10篇,则Mp≈3,即发文量大于等于3的作者

为核心作者。经统计,在289位英文作者中,发文量

大于等于3的共计16名,占总发文量的11.6%。
在244位中文作者中,发文量大于等于3的共计10
名,占总发文量的13.3%。由此,中英文研究的核

心作者发文量占总发文量均不足50%,说明当前中

外数字创业领域内核心作者的引领作用尚不够明

显,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中英文文献核心作者分布

Tab.2 DistributionofcoreauthorsinEnglishandChineseliterature

类型 作者 发文量 作者人数 发文比例/%

英文

SatishNambisan 10 1 1.6

AnotnioGhezzi 7 1 1.1

PatrickMikalef等 6 2 1.9

AngeloCavallo等 5 3 2.4

JohnKrogstie 4 1 0.6

AlexanderBrem等 3 8 3.8

中文

孙新波 10 1 2.9

朱秀梅 7 1 2.0

张明超 5 1 1.4

刘志阳等 4 3 3.5

严子淳等 3 4 3.5

  为进一步分析数字创业研究领域内相关作者的

发文与合作情况,本文进行了作者共现分析。由图

2可知,英文数字创业研究已有部分学者形成了较

为紧密且完善的合作网络,但中文数字创业研究的

作者网络分布仍较为分散且规模较小,过于独立且

规模较小的合作网络往往不利于研究向纵深的发

展。由此可得,相较于外文数字创业研究,我国数字

创业研究领域的学者合作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

成熟的学术体系。
具体而言,英文核心学者 Nambisan通过梳理

数字技术促进创业活动的作用路径,对数字创业进

行界定,并在多种情境下讨论了数字创业发展的影

响因素[1,13-14]。Ghezz则针对数字创业情境下的企

业资源拼凑与商业模式创新、外部资本对企业的促

进作用开展了多项研究[15-16]。中文学者孙新波主

要从组织层面,基于案例研究等方法,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等方面的概念、实
现机理进行探讨[17]。朱秀梅围绕数字创业生态系

统的概念、内核、协同机制以及动态演进展开了详细

论述[4,18-19]。刘志阳则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

字技术,针对数字创业的概念、特征进行了界定与总

结,并提出了未来数字创业研究的理论框架[11,20]。
综上,中英文核心作者均对数字创业及相关概念进

行了梳理性研究,并基于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
探讨内外部因素对数字企业与创业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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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字创业文献作者共现分析

Fig.2 Co-currentanalysisofauthorsindigitalentrepreneurshipliterature
 

2.2.2 机构合作情况

为更好地分析各研究机构在数字创业领域的合

作关系,本文进行了机构共现分析,图3为中英文文

献机构共现分析图。由图3发现,英文研究机构间

形成了以凯斯西储大学、米兰理工大学、蒙彼利埃高

等商学院、图灵大学、兰卡斯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
斯旺西大学等为中心的紧密合作群体;而中文文献

研究机构主要形成了以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东北大学为中心的小型合作群体,但合

作水平较低,局限于机构内部学者的合作。

图3 数字创业文献机构共现分析

Fig.3 Co-existenceanalysis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literatureinstitutional
 

2.2.3 共被引分析

共被引分析主要针对英文文献,能体现研究领

域内作者间文献被引及联系情况。节点大小即代表

该作者文献被引用情况,节点界的连线则体现文献

间的共引情况。图4为被引频次大于等于30的英

文文献数字创业共被引分析图。由图可得,学者

Nambisan发表的多篇文章被学界广泛引用,其于

2017年在学术期刊EntrepreneurshipTheoryPrac-
tice上发表的Digitalentrepreneurship:towarda
digitaltechnology perspectiveof entrepreneur-
ship 一文中(被引频次为172次),对数字技术情境

下的创业活动展开研究,将数字创业界定为利用新

的数字组件、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追逐创业机

会的过程。这篇文章在奠定数字创业领域研究基础

的同时,被学者们广泛引用[1]。随着数字技术对创

新活动影响的日益增强,为了优化以往传统的创新

创业理论体系,Nambisan进一步构建了数字创业

的理论框架[13],强调了创业活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意义,并呼吁学者们关注数字创业中个人、社会及利

益相关者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及其缓解问题[14]。
为了进一步挖掘共被引文献的主题分布,本文

对其进行了聚类分析,并提取前6位(见图5),整体

聚类标签的Q 值为0.802(大于0.3),聚类结果显

著。同时,聚类标签0~5(数字创业、数字化转型、
大数据分析、数字创新、社会资本、IT战略)的S 值

均大于0.8,聚类同质性高,形成了网络结构。其

中,数字创业、数字化转型的节点较多,分别为97、

80,聚类范围居于前列。数字创业聚类中包含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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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创业、人工智能、创业意愿、资源动员、数字技术、
数字创新、创新生态系统等关键词。实际上,数字技

术是数字创业活动稳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技

术的开放、无边界等特征也提高了创业者获取并调

动资源的效率,从而提升其创业意愿。数字化转型

聚类则包含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企业绩效、社
会资本、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等关键词。数字化

转型是企业迅速接入数字时代,创造新增长机遇的

关键前提。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利用数字技术

感知潜在风险并做出反应,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进
而促使企业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创新商业模式,最
终实现企业绩效提升与价值创造。

图4 文献共被引分析

Fig.4 Co-citationanalysisofliterature
 

图5 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

Fig.5 Co-citationclusteringanalysisofliterature
 

因此,上述聚类应当为英文数字创业研究的重

要话题与关注领域。整合发现,国外数字创业的研

究视角整体较为微观,多从组织层面探讨战略化行

为(如数字化转型[13]、数字技术运用[3]、数字创新

等[16])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或从个体层面,关注开展

数字创业活动意愿与效率的影响因素(如角色冲突、
资源存量等)[14]。

2.3 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

2.3.1 研究热点

文献计量学认为,关键词是某领域研究重点的

集中体现,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代表知识网络体

系中的研究热点。本文对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

了共现分析。在对相似关键词合并后,共统计到英

文文献关键词443个、中文文献关键词285个,具体

见表3。

表3 关键词频次与中心度统计表

Tab.3 Keywordfrequencyandcentralitystatistics

文献类型 关键词 频率/次 中心度

英文

digitalinnovation 221 0.11

digitaltechnology 203 0.11

firmperformance 193 0.07

digitalentrepreneurship 163 0.11

businessmodelinnovation 103 0.03

digitalentrepreneurialecosystem 94 0.08

中文

数字创业 60 0.68

数字普惠金融 50 0.41

数字经济 42 0.20

大数据能力 37 0.46

数字化转型 35 0.05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 21 0.36

  图6(a)为英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图,图中

共包括443个节点与1779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8。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图中

主要体现为数字创新、数字战略行为、数字技术、企
业绩效、数字创业、商业模式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创
业教育、价值共创等关键词。

图6(b)为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图,共包

括285个节点与397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98。同样

的,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图中主要体

现为数字创业、数字普惠金融、数字经济、大数据能力、
数字化转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等关键词。

2.3.2 核心变量

基于前文所述,由表3可得,在英文文献的关键

词频次分布中,数字创新、数字技术、企业绩效、数字

创业出现频次最多,但由于本文是基于数字创业背

景下的研究梳理,数字创业应当为该研究领域的底

层变量,因此不纳入核心变量的分析(中文文献采用

相同的处理办法)。Nambisan强调,数字创业是基

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数字组件等)
展开的创新创业活动[1]。其中,数字技术所驱动的

持续性的数字或商业模式创新是数字创业自主成

长,提高绩效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上述变量在解

释数字创业内在构成与机理的同时,也成为了数字

创业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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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字创业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

Fig.6 Keywordco-occurrenceanalysisofdigitalentrepreneurshipliterature

  在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分布统计中,除去底层变

量数字创业外,数字普惠金融、数字经济及大数据能

力出现的频次最多,说明上述变量具有较好的承上

启下的作用,可以认为是我国数字创业研究领域的

核心变量。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产

物,在推进创业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数字红利”。
已有研究指出,数字金融不仅能显著缓解女性创业

者的流动性约束、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还能优化

相关主体的创业决策,促进数字创业活动的发展[8]。
此外,组织或个体对大数据的管理与分析能力可显

著提升其动态能力,进而优化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

式。由此,本文认为,在中文数字创业研究领域中,
数字经济作为数字创业活动发展的重要驱动,数字

金融作为数字创业者参与创业者的重要资金来源,
大数据能力作为创业过程中的核心能力之一,均对

数字创业起到了核心解释作用。
此外,本文发现,中英文文献中,数字创业生态

系统对创业活动的支持作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数

字创新或平台理论对传统创业研究的颠覆式影响受

到了学者们的共同关注[10,14,17]。

2.3.3 重点主题

通过对英文文献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发现,提取

前9位(见图7(a)),整体聚类标签图的 Q 值为

0.733,整体聚类效果较好。同时,聚类0~9(数字

创业、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创新、企业绩效、大数据分

析、云计算、创新绩效、人工智能、资源拼凑)的S 值

均大于0.7,聚类同质性高,形成了网络结构。其

中,数字创业及商业模式创新的节点数较多,分别为

50、45,聚类范围居于前列,可见,由数字技术进步所

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开展

数字创业活动的重要标志。

其中,数字创业聚类包括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价
值共创、数字创业、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等关键词。
实际上,数字技术与金融的快速发展极大降低了数

字创业的进入门槛。同时,相关主体基于数字创业生

态系统所实现的资源互补与价值共创又进一步促进了

数字创业的发展;数字金融则通过降低进入门槛与

信贷约束,进一步促进了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
商业模式创新聚类中则包括数字化转型、企业

绩效、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等关键词。共享经济对各

行业的深远影响、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数字技术的

深度应用都是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重要动力,而商

业模式创新又使企业把握发展新机遇,实现绩效的

稳定增长。
通过对中文文献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得图7(b),

提取前11位,整体聚类标签图的Q 值为0.964,整
体聚类效果较好。聚类0~10(影响因素、数字化转

型、数字普惠金融、大数据能力、数字创业生态系统、
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教育、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

技术、云计算)的S值均大于0.5,聚类同质性高,形
成了网络结构。其中,影响因素、动态能力、数字普

惠金融的节点数较多,分别为35、31、27,聚类范围

居于前列,可见,数字化背景下,创业活动的影响因

素、组织动态能力及数字普惠金融应为数字创业领

域的重点关注话题。
其中,影响因素聚类包括商业模式创新、技术性外

溢、数字经济、战略转型及创业机会等关键词。数字经

济的发展为数字创业活动注入了活力,企业围绕数字

创业机会所展开是战略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是数字创

业活动重要表现形式。且已有研究指出,数字产品独

有的经济与物理特征更易产生横向或垂直技术性外

溢,进而能带动整个创业生态系统成员的进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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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数字创业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

Fig.7 Clusteranalysisofkeywordsindigitalentrepreneurshipliterature
 

数字化转型聚类包括数据赋能、动态能力、适应

性匹配、数字化转型、资源编排、财务绩效等关键词。
大数据相关能力的充分应用是企业迈向数字化的重

要标志。研究指出,基于大数据的管理与分析能力

所实现的数字化转型能帮助企业感知并规避潜在风

险,高效利用资源,适应市场变化并与之匹配,进而

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
综上所述,各聚类中的关键词能够反映聚类的

总体知识结构,即上述聚类应当为中英文数字创业

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话题与关注领域。

2.3.4 前沿领域

关键词突显值分析用于统计某关键词在特定时

间段的迅猛增长情况,相较于关键词共现分析,能更

好地体现特定研究领域内的变化趋势。通过首先对

英文数字创业文献进行突显度侦测,剔除部分无关

词后,得到各突显关键词及其突显强度,见表4。在

英文数字创业研究领域,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以及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突显强度分别为3.56、3.21与

2.89,突显时间分别为2017—2020年、2018—2022
年、2020—2021年,这也体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关

注度的迅速提升。
表4 数字创业领域突显值统计

Tab.4 Digitalentrepreneurshipresearchfieldprominentvaluestatistics

类型 关键词 突显强度 突显排名/位 起止年份 终止年份

英文

bigdataanalytics 3.56 1 2017 2020

artificialintelligence 3.21 2 2018 2022

cloudcomputing 2.69 4 2014 2019

digitalentrepreneurshipecosystem 2.89 3 2020 2021

digitaltransformation 2.40 5 2018 2021

中文

人工智能 3.97 1 2017 2020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 3.72 2 2020 2022

互联网+ 3.29 3 2016 2020

数字化转型 3.11 4 2015 2021

案例研究 1.78 5 2019 2021

  其中,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快

速弹缩、资源池化等特征极大促进了组织间的数据

与资源互换,这一过程中的大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

型所需的关键核心资源,与之相关的大数据分析、管
理与计算能力更是推动企业顺利迈向数字化的重要

保障。已有研究指出,企业基于云计算平台,对大数

据的分析与管理能进一步提升其敏捷营销与数字能

力,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财务与创新绩效[22]。
同时,人工智能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创业支持设备,
在机会与风险识别、产品评估、信息处理与商业决策

等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与优势。近年来,人工

智能与创业者的关系愈发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vanGelderen等[23]通过与权威创业期Entrepre-
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和JournalofB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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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Venturing编委会成员的访谈,同样提出了关

注人工智能在创业活动中的支持作用的热切期望。
此外,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作为兼具创业支持、创业资

源、数字基础设施的复杂系统,同样受到了学界的广

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创业生态系统能通过

促进数字技术、资源的互补,实现创业活动的快速成

长。综上,本文认为在英文数字创业研究领域内,大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数字化转

型可表征为数字创业领域未来的前沿研究问题。
在中文研究领域内,人工智能的突显强度为

3.97,突显时间为2017年—2020年。可见,近期人

工智能在我国数字创业研究领域同样受到了密切关

注。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创业机会开发与利用、创
业意愿、创业决策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在极大程度上

挑战了现有的创业理论框架,且呼吁学者关注创业

者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对创业过程的影响机制[11]。
同时,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突显值为3.72,突显时

间为2020—2022。诸多研究指出,数字创业生态系

统通过加强各主体间的信任、分享、协同机制,可推

动数字创业活动持续发展[10]。互联网+的突显值

3.29,突显时间为2016—2020年。当前,我国正大

力推进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驱动新一轮产

业革命,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

以及案例研究的突显值同样处于前列,终止年份均

为2021年。可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企业数

字创业活动同样十分关键。综上,本文认为,人工智

能、互联网+、数字化转型均为我国数字创业领域的

前沿研究问题。

2.3.5 研究演进

通过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时区分析(见图

8),可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对数字创业的研究重点正

不断转移并向纵深延伸。本文通过分析结果确定了

数字创业发展的三个时期,萌芽阶段(2016年之

前)、增长阶段(2016—2019年)、扩张阶段(2020
年—至今),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是由数字技术的创新

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的进步促成的,且受特定现实背

景的影响。

图8 数字创业文献关键词时区分布

Fig.8 Timezonedistributionofkeywordsindigitalentrepreneurshipliterature
 

  1)萌芽阶段

萌芽阶段是数字创业研究领域的沉淀过程,该
阶段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

擎,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数字布局之中,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在全球地位稳步提高,
数字创业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该阶段的英文研究主要包括数字技术、数字化

转型、数字创业、互联网、竞争优势、开放式创新、动
态能力、企业绩效等关键词。这表明随着数字经济

技术的初步发展,数字创业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此时的数字创业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互联网技术或

电子商务的理解展开,与实践发展尚存一定差距,缺
乏系统的数字创业研究框架建构。该阶段的英文研

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①基于互联网或数字

技术而来的数字创新如何作用于企业的绩效增长、
企业应当采取何种数字战略,以完成数字化转型等。
研究指出,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企业可以拓宽社会

网络,积累并管理所需资源,巩固竞争优势,最终提

高企业绩效。②从多个视角探讨数字创业的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网络能力、先前经验、市场导向以及

创新能力等因素均会对数字创业及其绩效产生影

响。然而,从上述因素也可以发现,该阶段被学者广

泛探讨的因素与数字创业活动的关系并不紧密,这
进一步说明了该阶段学界对数字创业的模糊认识。

而该阶段的中文数字创业研究则主要探讨数字

经济背景下企业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或围绕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探讨互联网创业活动。互联网技

术、信息技术以及数字技术之间的概念常出现替换

使用的现象,对数字创业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该阶段研究主要包括数字创业、互联网创业、数字创

新、数字化转型、政策建议、金融监管、创新驱动、万
众创新、电子商务等关键词。这一方面表现出学界对

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实现战略转型的关注;另一方面,
政策建议、万众创新等关键词也进一步体现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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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导向对该领域的中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

2)增长阶段

增长阶段是全球创业活动的重要转型期,随着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我国消费、制造业等领

域都在发生了“数字蝶变”,特别是2016年G20杭

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

议》更是全面开启了全球数字经济与创业活动的蓬

勃发展期。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开始出

现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为用户提

供了更为便捷、多样的产品,也为创业者获取数据、
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便利。数字创业研究在这一时

期也获得了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形成了统一的概

念与研究理论框架,研究数量快速增长,研究内容逐

渐统一明晰,研究视角不断丰富与延伸,研究方法更

加多元。学者对数字创业的研究逐渐深入到核心要

素及其内部作用机制。
从英文文献关键词时区分布图上看,该阶段研

究热点主要为大数据分析、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共

创、云计算、创业导向、创业机会、女性创业、研究框

架等。具体而言,Nambisan[1]率先对数字创业的概

念及内核进行了界定,并建立系统性研究框架,为后

续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学者们进一步肯

定了数字技术对数字创业活动显著的促进作用。研

究指出,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会对企业的原有

业务产生颠覆性影响[24],助推商业模式创新,提升

组织绩效[16]。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女性创业者

参与数字创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

快速提升,该阶段中文数字创业研究也取得了明显

进展。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大数据能力、商业模式

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制度创业、云技术、案例研究等

关键词得到关注。具体而言,余江等[5]通过分析数

字技术对创业的作用机制,明确了数字创业的内涵

与未来发展趋势,这为我国数字创业研究后续的纵

深发展奠定基础。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真正

在数字化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数字金融、数字经

济等因素对创业活动的显著影响[8,18]。已有研究表

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提升地区创业活跃度,还能

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等途径,促进农民工创业者

积极参与创业活动。综上,该阶段的中外研究均对

数字创业的内核以及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的作用机

制展开了深入探讨,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保障。

3)扩张阶段

自2020年以来,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诱发了自

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却

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

用。这也引导了学术界的研究走向,数字技术促进

人人参与创业(everydayevery-oneentrepreneur-
ship)的观点逐渐被学者们接受。后疫情时代下,如
何构建健康高效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确保各类创

业者能平等且积极地参与创新创业并创造价值,也
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议题。

结合时区分析结果,2020年后,随着数字技术

的纵深发展,英文研究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数字创业

生态系统、创业教育、深度学习、社会创业、冠状病毒

等问题。该阶段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

种新型生产要素,通过智能化决策与生产系统,提高

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与竞争力。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则

通过整合各类创业组织与资源,为数字企业间的合

作交流与纵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3]。同时,也
有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化创业的时代背景下,创业教

育的发展方向问题。研究指出,数字技术能直接增

强创业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但创业教育与数字技术

仍需进一步融合[25]。该阶段数字创业的“成本”问
题同样被学术界广泛探讨。例如,Nambisan等[14]

提出,数字创业者在内嵌于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开展

创业的过程中可能遭受角色冲突,进而影响其压力

感知与创业绩效。此外,基于数字技术开展的社会

创业活动应如何平衡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目标导向,
也受到了学者关注。

受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该阶段我国数字技术

的发展与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与之对应的数字创

业研究逐渐深入并细分到其内核与组成要素,多关

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人工智能、创业教育、家庭创

业、政策稳定性、女性创业、数字创业者等问题。刘

志铭和邹文[26]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对数字创业生

态系统的概念、构成要素进行分析,认为数字创业生

态系统由非平台型数字创业、数字多边平台、数字基

础设施、数字用户等要素构成。朱秀梅等[10]则基于

案例研究,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不同阶段的内在机

理和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刘志阳和王泽

民[11]则围绕人工智能促进企业、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的创业决策效率、创新商业模式展开研究。同时,针
对数字经济推动居民与流动人口创业[8]、数字经济

时代下创新创业教育应如何发展[27]、国家数字创业

支持政策的稳定性对数字创业活动的影响[21]等方

面的研究数量也不断增加。此外,也有学者尝试从

微观视角,研究数字创业者或女性创业者实施数字

创业的影响因素。
总的来说,该阶段中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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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逐渐拓宽至数字创业的相关延伸概念,且考虑

到了诸多特定现实因素对数字创业的影响;另一方

面,也关注到数字创业的“黑暗面”,即数字创业的独

有特征如何负面影响特定群体(如数字创业者、女性

创业者、数字社会创业者等)的创业表现等。

2.3.6 中外研究对比

为进一步把握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异同,本文

对前文述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数字创业

研究的演进伴随着数字经济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概

念混淆、特征界定与内核要素逐步明晰、研究问题逐

渐下沉深入等历程。从研究演进进程来看,国内外

数字创业研究演进阶段趋势大致相同,但英文研究

的时间跨度更长,本文认为可能源于西方国家互联

网信息技术起步较早,为其数字经济与技术的萌芽

起步奠定了基础。与之相比,我国自2015年以来系

列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扶持政策的出台,也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前期数字技术发展的空缺,甚至在某

些层面实现了“弯道超车”。因此,虽然2017年以来

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发展趋势大致相同,但研究内

容与视角尚存差异。
本文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国家间不同的政

策导向及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相对而言,西方

国家政府参与市场调控的力度较小,更为活跃的创

新创业活动使学者们更关注中小创业企业的发展及

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也导致英文相关研究

多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技术或企业战略行为对创

业者及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数字创新、
数字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绩效、云计算等关键

词的多次出现。而我国新兴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性

较为明显,2015年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以来,我
国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增长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力

建设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使得我国的数字创业研究

多从宏观视角,探讨数字经济、数字普惠金融及相关

政策制度,对区域或组织开展数字创业活动的重要

作用。具体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经济、乡村创

业、居民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建议、城市创业活跃

度、区域政策稳定性等关键词在各研究发展阶段的

频繁出现。

3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3.1 结论

本文采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数字

创业相关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分析,对其时间分布、学
术合作、核心变量、重点主题、发展脉络与前沿领域

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梳理。研究表明,当前数字创业

的学术关注度正在逐年攀升。相较于英文研究,中
文数字创业研究的成熟学术合作网络尚未完全建

立。同时,宏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微观层面的组

织与个体数字创新分别是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的核心

解释变量。此外,虽然中外研究在演进趋势上大致

相同,但各发展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仍各有侧重。
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在相关因素的影响下,国内外学

者对数字创业的不同理解。最后,本文发现,帮助企

业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大数据分析能力、显著改

变创业方式的人工智能、为数字创业发展提供良好

氛围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已成为近年来中外数字研

究领域关注的主要方向。

3.2 理论贡献

1)补充了现有的创业研究框架,为创业理论的

延伸发展提供体系支撑。由于数字创业与各学科的

强兼容性,当前的创业研究框架并没有完全将数字

创业纳入其中,数字创业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创业凭借低边界、高互动、多
元化等特点,对传统创业活动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框

架提出了挑战。相较于传统创业,数字创业在创业

主体上更加多元,创业组织形式上更加虚拟化,创业

机会上更加丰富,创业过程上边界更模糊、资源获取

难度与创业成本更低。在创业理论框架上,传统创

业研究通常基于资源保存、不确定性等理论,关注有

形资源,而数字创业研究则基于数字创新理论或平

台理论展开,关注数字技术或信息交换。
数字创业对原有的创业研究产生了多层面的颠

覆式影响,但当前与之对应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较

为缺乏且分散,尚未形成稳定体系。本文通过梳理

数字创业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从数字技术赋能

传统创业活动的视角,将数字创业纳入到传统创业

理论框架之中,一方面能为后续传统企业实现数字

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提供见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丰

富现有创业研究框架,为后续传统创业理论在数字

创业领域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提供参考。

2)补充了当前数字创业相关的文献计量分析

研究。正如前文所述,当前针对数字创业的文献计

量分析研究单一地关注中文或英文文献,且简单地

从发文量划分研究发展阶段。而区域间的要素差异

会导致学者对数字创业产生不同的研究视角。同

时,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作为数字创业活动的主要

驱动力,这两者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早期

研究的阶段划分方式忽视了现实因素对数字创业学

术研究演变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国内外数字技术

发展历程,梳理并对比分析中外数字创业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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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研究视角的差异所在。对现有数字创业综述性

研究做出有益补充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数字创业的

研究热点与趋势,为数字创业的后续研究提供指引

与参考。

3.3 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数字创业领域内

的部分议题仍需要被持续关注与探讨。

1)人工智能与数字创业的融合的相关问题。人

工智能作为当前时代最重要的技术革命成果之一。
对信息的高效处理与自动学习可以实现复杂问题的

快速解决,致使众多学科的颠覆性变化。例如经济

学中的预测工作、管理学科中管理方式的变革、心理

学领域的身心健康检测、创业管理领域的机会识别

与风险感知等。基于此,学者们开始在个体先验经

验的基础上,考虑人工智能与创业者之间的支持与

替代作用[23],或通过构建人工智能赋能创业活动的

理论框架,进一步挖掘其对创业活动的作用路径。
因此,本文认为针对人工智能,未来数字创业领

域可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①人工智能赋能创业的

研究框架构建与探索:当前针对人工智能创业的梳

理性研究仍较为欠缺,人工智能通过何种途径影响

并改变传统创业活动的理论探索尚不充分,后续研

究可以通过对人工智能概念与内核的深入探索,进
一步完善人工智能赋能创业的理论框架,为量化分

析奠定基础。②人工智能对数字创业的作用机制探

索:人工智能对创业活动的支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二者的内部作用机制尚不明明确,人工智能通过

何种途径赋能创业,且这种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心

理层面还是资源层面同样值得深入探讨。③人工智

能赋能创业的边界条件:在厘清上述两个问题的基

础之上,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人工智能推动数

字创业的边界条件,已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在某种

条件下可能会对创业者的创业行为产生消极影

响[23]。因此,探究何种边界条件下人工智能可以促

进或抑制创业行为同样很有必要。

2)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问题。数字创业

生态系统是支持数字创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相关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及理论框

架构建、研究动态梳理等方面,对实践发展的反应不

够灵敏。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数字创业生态系统

的相关研究可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①数字创业生

态系统的构建:包括如何构建完善的数字创业生态

系统,哪些主体应该如何提供支持等。②数字创业

生态系统的融合提升:包括如何整合各种因素,使数

字创业生态系统更加完善,提升各主体协同合作效

率与效果等。③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评价:包括构

建评价体系,科学评估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产出与

绩效等。

3)数字创业领域的实证研究问题。①当前针

对数字创业的实证研究数量鲜少,大部分研究集中

于框架体系构建。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技术显

著促进了创业活动的生存与发展,但上述观点缺少

实证研究予以验证,数字技术通过何种途径赋能创

业也需要进一步探讨。②数字初创企业获取成功的

途径和先决因素研究并没有得到关注,如何建立预

测数字创业成功的理论模型、个人先验知识与数字

技术是否是数字创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也较为模糊。

③从创业者视角来看,何种因素左右其数字创业的

意愿也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议题。

4)数字创业教育如何开展的相关问题。数字

创业时代是全民获取信息、参与创新创业的时代,创
业教育在线上的蓬勃发展也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

程。在此背景下,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关注如下几个

方面。①创业教育面向何种创业对象以何种形式、
何种内容展开,如何助力创业者识别、开发创业机

会,值得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②对于创业者而言,
特别是女性或农民等特殊创业群体,自身因素会如

何影响其接受数字创业教育的意愿与效率,何种因

素又会进一步促进或阻碍这一过程都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③针对创业后备军———高校大学生而言,
高校应如何开展数字创业教育,如何设置课程体系

设计、如何开展创业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同样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5)政府扶持数字创业发展的相关问题。鉴于

数字经济对国家经济转型,综合实力提升的关键作

用,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政府层面如何有效

为数字创业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还应根据国家相

关扶持政策,进行案例研究与统计分析,以期为促进

数字创业赋能持续增长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6)数字金融影响数字创业发展的相关问题。
当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创业准入

门槛、缓解信贷约束、提供资金与资源支持等途径提

升了创业活跃度[8]。然而数字金融构建的发展虽然

在极大程度上为新生创业者提供了支持,但在某种

程度上,低风险、高效率的数字金融可能会降低创业

者的风险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评估产生干扰,最终影

响创业活动的成败。因此,未来研究可关注进一步

探究数字金融对创业支持的“双刃剑”作用机制及其

边界条件,或在某种特定情境下,数字金融是否存在

一定的“黑暗面”,以及如何消解“黑暗面”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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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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