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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创新创业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包括

关键词共现、聚类和共被引分析，文献、作者及期刊共被引分析等。发现国内外创新创业研究主题的

侧重存在明显差异。国内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工创业、创业投资和创新创业教育等；国外研究的

主要内容包括可持续创业、社会创业、性别影响等。通过期刊共被引分析，依据学科分类，发现创新

创业主题研究呈现明显跨学科性质，涉及环境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健

康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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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自此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新常态。2015

年国务院出台一系列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指导和发展文件，指出：创业是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系统性优化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会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

深程度上推进创新创业[1]。教育部积极响应，开

展了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国内创

新创业研究重点、热点及知识发展脉络是什么，

与国外研究是否存在差异？弄清这些问题对创

新创业发展和教育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文献计

量方法，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创新创

业研究进行梳理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创业研究

主题随着时间推移如何变化？该主题国内外研

究侧重点有何差异？创新创业主题研究在热点、

作者、期刊等方面呈现的特点是什么？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国外文献来源为 WebofScience 核心核集数 

据库，以标题=“Entrepreneurship”进行检索，

共检索到 664 条文献；国内文献选取的是中   

国知网中期刊来源为 CSSCI 的期刊文献，以篇

名=“创业”或“创新创业”或“双创”进行检

索，共检索到 8860 条文献。时间跨度不限，其

他条件都为默认。 

    (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为文献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法，它

是一种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定量地研究文献引

用与被引用的关系，探索挖掘出有价值的知识规

律的方法[2]。通过探索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共现关

系、共被引关系和耦合关系，发现某学科主题的

知识结构、知识脉络、热点趋势、作者共同体等，

并以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出来。 

    借助的工具为 CiteSpace 软件，CiteSpace 软

件是为知识领域演进可视化而设计的[3]。通过可

视化来呈现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方便理解一

个学科领域的网络模式和历史演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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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内外创新创业的研究热点与特征 

    (一) 国内创新创业研究的热点与特征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是指关键词同时出现，反映了该

主题的研究热点和核心主题。通过 CiteSpace 分

析和计算，得到 437 个关键词。出现频次上百的

关键词(不包括获取数据来源的检索词)分别是创

业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创业投资、创业

绩效、创业导向、大学生创业、创业企业、创业环

境、创业能力、创业型大学、高校、创新、农民

工、影响因素、创业者、社会资本、创业意愿、

社会网络、创业学习、返乡创业，如表 1 所示。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突增词，即在一段时间

内数量猛增，受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更多与大

学生、人才培养、创业能力、创业网络、创业机

会、创业精神、高校、创客等关键词同时出现，

侧重高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另一个突增词

是“创新创业”，与创新创业教育共同出现的词

是比较相似的。值得注意的关键词是“创业投

资”，出现较早，是早期国内创业研究较关注的

主题。 

    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10 个类

群，其代表国内创新创业研究热点主题。

Silhouette 是指聚类平均轮廓值，一般认为 S＞0.5

聚类是合理的，S＞0.7 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从表中可知，聚类的结果令人信服。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1 国内文献共现频次大于 100 的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最早年份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最早年份 

创业教育 972 0.16 1999 创业型大学 198 0.03 2002 

创业 773 0.16 1998 高校 187 0.01 2006 

大学生 441 0.03 2004 创新 178 0.19 1998 

创新创业 366 0.02 2001 农民工 139 0.01 2008 

创新创业教育 360 0.01 2004 影响因素 136 0.03 2006 

创业投资 358 0.19 1999 创业者 136 0.14 1998 

创业绩效 262 0.02 1998 社会资本 122 0.04 2004 

创业导向 227 0.05 2005 创业意愿 120 0.01 2009 

大学生创业 217 0.03 2000 社会网络 109 0.04 2005 

创业企业 207 0.09 2002 创业学习 105 0.02 2011 

创业环境 202 0.18 2002 返乡创业 100 0.01 2001 

创业能力 199 0.05 2004     

 
表 2  国内创新创业研究的关键词聚类主题 

类名称 关键词数量 聚类平均轮廓值 包含的关键词 

农民工 103 0.671 农民工、返乡创业、创业导向、创业绩效、创业意愿等 

创业投资 80 0.785 创业投资、高技术产业、风险基金、高科技产业等 

创业教育 73 0.612 文献计量学、系统文献综述、负责任创新、世代重叠等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36 0.846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方案评选、绿色创业、创投等 

中小企业 34 0.71 中小企业、机制、自主创新、优化、创业、产业集群等 

二次创业 31 0.759 二次企业、创业企业、价值评估、全民创业、科学发展观等 

创业管理 28 0.883 创业管理、机会型创业、企业家精神教育、社会企业家精神等 

创业企业家 10 0.942 
创业企业家、企业集群、合作、历史贡献、创业投资家、信任、

创业机制等 

大众创业 9 0.933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常态、创新驱动、互联网创业等 

公司制 6 0.974 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制度创新、公司治理结构、组织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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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国内创新创业的研究主

题主要分为 10 个方面，下面对排名前三的研究

主题进行分析：① 特殊研究对象。例如农民工，

相对应的国外研究主题里也有一个特别分类，例

如“性别”，指的是特殊创业对象。农民工返乡

创业研究侧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影响因素

研究[5−7]，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难和策略研究[8−9]，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贷研究[10−11]。② 创业投资。

从聚类分析中看到，创业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同

时出现的频次较高。一般来说，投资公司会比较

倾向投资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高新

技术企业具备更高成长性。对于创业投资的研究

侧重创业投资市场的分析[12−13]，创业投资对创业

企业的影响[14]，政府引导基金[15]。③ 创业教育。

该主题在国内研究较热，尤其是国家提出重视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以来，其发文量从 2007 年后

呈直线上升状态。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创新创业

的教育模式和实现路径进行了多方面思考，例

如，邓建平[16]提出需要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

密结合，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资源互补，创业教

育与职业教育有效互动。国内学者对创新创业教

育进行思考时，引入很多国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理念，例如欧洲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理念[17]，美国

社区学院创业教育的特色[18]，百森商学院创业教

育理论等[19]。国外教育理念对我们的启示是：需

在课程中注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学习和培养学

生的自我发展意识。教育部在 2015 年开始举办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高校创新创业实践，但课程教育中的理论学习缺

乏规范性和系统性。 

    3. 作者共现分析 

    作者共现分析可以得到某一主题研究的合

作作者群体；作者的共被引分析可以得到研究某

一主题的作者共同体。对作者进行分析，可以发

现核心作者群体。核心作者往往对某一主题的研

究发展具有比较大的贡献。根据普赖斯定理，科

学家总人数开平方，所得到的人数恰好撰写了全

部科学论文的 50%，用公式表示则为： 
 

(1/2)x(1, nmax)=x(m, nmax)=x(1, m)， 

m  0.749(nmax 1/2)             (1) 
 
其中，nmax为最高产的那位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数。

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发文最多的学者发表的

论文数为 101 篇，依据公式(1)，核心作者发表的

论文数量为 0.749 乘以 101 的平方根，即 7.53 篇

论文，按照文献发表为整数的原则，则至少发表

8 篇或 8 篇以上的论文作者为核心作者。表 3 为

发文量排名前十的作者。 
 

表 3  国内创新创业研究的部分核心作者 

作者名 频次 单位 研究重点 

张玉利 101 南开大学商学院，创业研究中心 创业管理与企业成长战略 

张秀娥 68 吉林大学商学院 创业管理，侧重于影响因素和创业意愿的研究 

葛宝山 58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创业管理，侧重于创业政策和创业行为的研究 

李华晶 56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创业和创新管理，侧重于创业企业和创业活动的研究 

王重鸣 47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组织行为和创业管理，侧重于创业战略和创业风险研究 

黄兆信 45 温州大学创业人才培养学院 
创业教育研究，侧重于高校创业教育和新生代农民工创

业研究 

蔡莉 38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创新和创业管理，侧重于创业生态、创业行为和创业企

业的研究 

林嵩 39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创业管理和企业战略 

王占仁 33 东北师范大学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杨俊 32 南开大学商学院 创业管理研究 

 

    通过 CiteSpace 分析，得到作者共现知识图

谱，发现：对于创新创业主题的研究在国内还未

形成比较集中且具有规模性的核心作者群体，但

是也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作者群体。例如以张玉

利学者为核心的作者群体，以葛宝山为核心的作

者群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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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外创新创业研究的热点与特征 

    1. 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 

    国外关键词频次排名前十的为创业、创新、

性能/绩效、影响、管理、知识、社会创业、可持

续性、教育、模型。从关键词上看，国内外的研

究存在一些差异，国外出现了两个研究热点，即

社会创业和可持续性。 

    对国外创新创业研究的相关文献的关键词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公司创业、性别、文献计量

学、投资、企业家、系统动力学等类群，如表 4

所示。 

    从聚类里看，国外与国内有一个明显差别，

国外研究比较注重方法性，在关键词的聚类里面

出现很多方法，例如：文献计量学、系统动力学、

案例研究、多层次建模等。Yanto 和 Sergi [20]使用

文献计量方法，借助 VOSviewer 工具对 1990 年

到 2013 年的有关创业的文献进行主题映射、共

被引分析，展示创业研究主题在 24 年间是如何

变化的，并确定 5 个贯穿 24 年的主题，包括机

构、创新和技术、政策和发展、创业过程和机会、

新创企业。 

    2. 文献共被引分析 

    借助文献共被引分析和期刊共被引分析，对

国外创新创业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发现国外研究

较关注可持续创业和生态创业。本文列出了频次

在 10 以上的重要文献，如表 5 所示。 

    Schaltegger[21]发表有关“可持续创业和可持

续创新”的高被引文献，提出可持续创业与可持

续创新相结合的框架，并提出可持续创业的定性

测量方法及如何在分类矩阵中评估公司的地位， 
 

表 4  国外创新创业研究关键词聚类主题 

类名称 关键词数量 聚类平均轮廓值 包含的关键词 

公司创业 47 0.753 
公司创业、社会创业、创新、可持续发展、机会开发、战略选择、

战略定位、机会评估等 

性别 29 0.844 
性别、治理、互联网、适应、女企业家、电子创业、多部门网络、

贫困、品牌等 

文献计量学 26 0.82 
文献计量学、系统文献综述、世代重叠、稳定状态、初创企业、创

业大学等 

投资 26 0.785 
投资、可再生能源、合法性、社会创业、信息技术、能源合作社、

比较创业等 

企业家 25 0.767 
企业家、创业意向、评价、创业导向、合作、企业绩效、创业意愿

等 

系统动力学 21 0.834 
系统动力学、技术转移、可持续创新、可持续创业、创业概况、文

献计量研究等 

 
表 5  频次在 10 以上的重要文献 

标题 作者 频次 中心度 年度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Categories 

and Interactions 
Schaltegger, Stefan 23 0.1 2011 

The New Field of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Studying 

Entrepreneurial Action Linking What is to Be Sustained-with What is to 

Be Developed- 

Shepherd D A. 15 0.02 201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Past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Hall J K 14 0.02 2010 

Recognizing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zelt H 14 0.04 2011 

Learning apart and together: towards an integrated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Lans T 14 0.12 2014 

Greening Goliaths versus emerging Davids-Theorizing about the role of 

incumbents and new entrants in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Hockerts K 10 0.0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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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企业提示了向可持续创新方向发展的条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011 年，Shepherd

在文献“可持续创业新领域”[22]中提出可持续创

业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创业专注于保护自然、生

命支持和社区，以追求感知到的机会，使未来产

品、过程和服务获得收益，其中收益被广泛地解

释为包括对个人、经济和社会的经济和非经济收

益。Hall 在“可持续发展和创业精神”文献[23]

中，讨论可持续发展与创业精神的关系。Patzelt[24]

在“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识别”文献中指出，企业

家发现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可能性越大，对自然和

公共环境的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识到他们生活的

自然和公共环境受到的威胁。他们认为创业知识

通过调节这些效应发挥着核心作用。Lans[25]于

2014 年提出 “高等教育可持续创业综合能力框

架”。Dentoni 等[26]2012 年提出由七种能力组成的

框架，包括：系统思维能力、远见思维能力、规

范能力、多样性和跨学科性、人际能力、行动能

力和战略管理。基于该框架，探讨了哪些能力构

成创业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创业的

哪些能力可以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下清晰地被识

别。Hockerts[27]2010 年研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企

业结构，即大型企业和新兴的小企业，如何参与

到可持续创业中。 

    通过分析国外创业的重要文献，发现可持续

创业和生态创业是国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可

持续创业已经成为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包

含了很多术语，例如可持续创业、生态创业、环

境创业、绿色创业等。Gast 等[28]对 114 篇科学文

献进行分析，界定了可持续创业内涵，揭示了参

与生态可持续创业的驱动力(规章制度、公众关

注、预期的竞争优势、高层管理的承诺)，以生态

可持续方式开展业务的动机，生态可持续企业采

取的战略行为以及生态可持续创业的成果、有利

因素和挑战。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社会和经济以

及人类、全球和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29]。在生态

的可持续发展中，经济因素往往是主要因素，因

此，经济发展必须注重可持续性，可持续创业可

以平衡经济和生态目标。Gast 和 Gundolf 等认为

目前的可持续创业处于兴起阶段，114 篇文献中

50%是概念的应用和定性方法的使用，例如案例

或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只有 18 篇文献采用定

量研究方法。Audretsch 和 Belitski[30]认为创业的

生态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依存的参与者(包括企

业家、供应商、买方和政府等)与制度、信息和社

会经济等背景因素组成的动态社区。 

    国外在可持续创业教育方面，将可持续发展

的教育融入创业课程。传统的教育关注的是利润

的优化和自利的最大化[31]。 

    3. 期刊共被引分析 

    本文对期刊共被引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到的

期刊为 262 个，其中频次大于等于 60 的核心期

刊的情况如表 6 所示。创新创业核心期刊群主要

存在于经济商业管理领域。从所有被引期刊来

看，其所属领域是多样化的，涉及环境科学，例

如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心理科学，例如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Psychol 

Review；社会科学，例如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Energy Policy，Policy Sci 等；

图书情报学，例如 Scientometrics；教育学，例如

Education Train；计算机科学，例如 Computer，

Fuzzy Sets and Systems；健康医学领域，例如

Medical Care，Sociol Health Ill 等。该主题具有较

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4. 作者共被引分析 

    作者共被引指若干个作者被其他文献共同

引用，表明共被引作者研究的主题是相似或相近

的，共同被引用的作者构成了某一研究主题的作

者共同体。根据普赖斯定律，计算被引频次应该

超过 6.9 次，取整则为 7 次。通过分析，将频次

排名前十且被引频次超过 7 的作者以及部分中心

性大于 0.1 且被引频次超过 7 的作者列出，如表

7 所示。 

    通过对文献的内容分析发现，国外创新创业

的核心作者群体关注的重点是可持续创业和生

态创业及创业行为分析。Shane[33]的研究重点在

于创业现象，代表性的有遗传因素是否影响创业

倾向，采用模型拟合分析遗传、共享环境和非共

享环境对个体成为企业家倾向的影响，作者发现

在不同的创业现象中，遗传因素对创业的影响较

高，而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对创业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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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创新创业研究的核心期刊列表 

频次 中心度 被引期刊名 学科领域 

200 0.1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商业，侧重于创业研究 

179 0.13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T 商业，侧重于创业研究 

154 0.06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商业管理，侧重于管理学研究 

117 0.07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经济商业，文献范围较广，涉及职业、企业、经济、 

机构、政策等 

102 0.04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商业管理，侧重于管理学研究 

100 0.18 Research Policy 社会科学，侧重于政策、管理问题 

96 0.06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经济商业，侧重于战略管理 

90 0.05 Journal of Management 商业管理和心理学应用，研究内容为管理学各个领域 

76 0.07 Organization Science 经济商业管理，主要内容为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 

71 0.05 J Small Bus Manage 管理学，小企业管理和创业领域 

70 0.14 Management Science 管理学，各个学科的管理问题，多学科研究 

66 0.05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经济商业，关注创业和区域发展，2019 年的突发词是 

“性别” 

63 0.04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商业管理，关注管理和组织，包括团队、商业、 

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和市场等 

61 0.04 Technovation 工程管理 

60 0.06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商业管理 

 
表 7  国外创新创业研究的部分核心作者 

被引作者 频次 中心性 学校 研究重点 

Shane S 85 0.18 凯斯西储大学 创业现象 

Zahra S.A. 55 0.16 明尼苏达大学 创业和创业生态系统 

Lumpkin G.T. 40 0.08 冈山大学 创业策略、创业导向[32]与企业绩效 

Covin J.G. 31 0.08 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 经营管理与企业创业 

Eisenhardt K.M. 30 0.07 斯坦福大学 可持续创业和创业战略 

Kuratko D.F. 30 0.03 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 经营管理与企业创业及企业创业评估 

Schaltegger S 29 0.05 卢内堡鲁芬纳大学 可持续创业 

Shepherd D.A. 28 0.04 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 运营管理与创业、创业行为和持续创业 

Miller D 27 0.02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创业精神和企业发展可持续性 

Austin J 24 0.11 哈佛大学 社会创业 

 

Shepherd 的研究侧重运营管理与创业[34]及创业

行为[35]。Covin 和 Kuratko 存在合作关系，研究

方向为经营管理与企业创业，探讨了经营控制对

企业创业活动前因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36]。

Kuratko[37]还研究企业创业评估，认为企业创业评

估是一种用来衡量影响企业创业活动和结果的

工具。 

    三、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创新创业文献计量分析，包括

关键词共现和共被引、作者共现和共被引、期刊

共现及基于普赖斯定律的核心作者计算，得到以

下结论和启示。 

    (1) 从关键词共现和共被引分析中，可以看

出，国内外对创新创业研究内容的涉及面是相似

的，研究侧重点存在差异。国内创新创业研究受

国家政策导向影响较明显，例如国内侧重研究创

新创业教育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国外研究热

点是可持续创业和生态创业。另外，女性创业也

是研究主题之一。 

    (2) 从期刊共被引分析中，可以看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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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研究的跨学科性比较明显。这与 Yanto 和

Sergi对 1990年到 2013年的创新创业主题的文献

进行期刊计量分析时的结论是相似的，但现在所

跨学科更加广泛，涉及环境科学、心理学、社会

学、教育学、图书情报学、计算机学、健康医学

领域等。 

    (3) 从作者的共现和共被引分析中，可以看

出，国内外都有核心作者合作群体和作者共同

体。国内核心作者群体的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

研究面比较广泛，涵盖经营、创业教育、创业行

为、创业现象等；国外核心作者群体研究的内容

为社会创业、创业管理、创业精神和可持续创业。 

    (4) 学者对创业教育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是：创新创业实践与课堂教学需同步发展，开展

嵌入式教育，尤其应当将创业的最新理念嵌入课

堂教学中。例如：只有具备了可持续创业的理念，

学生在将来创业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意识。国外

学者在研究可持续创业时，发现具备生态发展理

念的创业者，更有可能进行可持续创业或生态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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