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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元创新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进行整合，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以及促进区域创新生态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为了清晰地了解双元创新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本文精选了“中国知网”上关

于“双元创新”主题的953篇CSSCI期刊文献，并借助CNKI和CiteSpace软件，对双元创新的发文数量、

作者、研究机构以及关键词等知识图谱进行了深入的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1) 发文作者和机构之间的

合作比较松散，应加强交流和探讨。2) 双元创新研究发文量处于波动的状态，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3) 双元创新成为近几年的研究热题，研究热点包括双元创新、创新绩效、双元能力、双元领导、新创企

业和资源拼凑等，其中新创企业和资源拼凑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趋势。本文研究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和

发展双元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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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al innovation integrates technological and managerial innovation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en-
hancing competitiveness, driv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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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construction.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du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953 CSSCI journal articles related to “dual innovation” from CNKI, and visualized 
the knowledge map of du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quantity,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using CNKI and CiteSpace software. Findings reveal: 1) Collaboration among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is relatively loose and requires enhanced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ation. 2) The 
volume of publications on dual innovation fluctuates but remains at a high level. 3) Dual innova-
tion has emerged as a research hotspot in recent years, focusing on aspects like innovation per-
formance, dual capabilities, dual leadership, new startups, and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with 
new startups and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being future research trend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valu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ual inno-
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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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双元创

新能力成为企业管理者关注的焦点问题[1]。双元创新理念最初源自学者 March，他将企业的创新活动细

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大类。March 深入阐释，双元创新的精髓在于巧妙平衡这两种创新形式[2]，
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相互支持、彼此促进，共同推动企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3]。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均对双元创新进行了研究，在探讨组织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方面，李悦[4]等提出员

工在职场急需双元创新精神，Kauppila 等[5]认为双元创新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双元结构、双元领导和

组织情境，杨倩等[6]通过构建的跨层次影响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团队心理资本与个体双元创新行为之

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联系；其次，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双元创新也有一定的研究，杨忠海等[7]研究发现

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之间，双元创新能力扮演着中介角色，毛荐其等[8]提出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双元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过程机制是知识整合能力，姜英兵等[9]指出，数字化转

型主要借助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等手段，从而增强企业在双元创

新方面的投入力度；还有学者对双元创新与技术并购之间的关系也有所研究，双元创新研究可用于比较

并购前后的技术水平变化[10]，苏屹等[11]研究发现并购双方的技术差距对并购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绩效

和利用式创新绩效均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Phene 等[12]认为技术并购后企业主要以利用式创新为主，

而 Wagner [13]则认为技术并购可以增加企业在探索性研发上的投入，同时不会对利用式研发投入产生负

面影响。而关于双元创新仍有许多待深入挖掘的研究议题，双元创新将继续成为学术界相关研究者关注

的重要领域，基于此，本文将借助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CiteSpace，探索双元创新研究的知识结构，

这对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双元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进而有利于寻找中国特色的创新路径，

推动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2. 数据来源及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双元创新”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文献来源为 CSSCI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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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时间范围为 2000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手动筛除不相关文献后，共得到 953 篇文献。 

2.2. 数据分析 

首先，按照 Refworks 格式筛选并输出了共计 953 篇文献，这些文献包含了题名、作者、关键词等信

息。其次，利用 CiteSpace 软件，以 CNKI 格式的数据为基础，将样本区间设定为从 2000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并设置时间切片为 1 年。基于这些数据，本文进行了机构、作者和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以便

更直观地了解和研究双元创新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3. 结果分析 

3.1. 发文数量和时间分布 

由图 1 可以看出，双元创新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双元创新研究探索期(2000 年~2010 年)。2010 年之前有关于双元创新研究的文献极少，

2010 年前每年发文量均不超过 10 篇，2000 年至 2007 年均不超过 2 篇，这说明此阶段学界还未深入研究

双元创新这个领域。 
2) 第二阶段：双元创新研究上升期(2011 年~2018 年)。从 2011 年开始，有关于双元创新研究的文献

逐渐增多，2020 年达到 82 篇，并且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2018 年高达 108 篇。 
3) 第三阶段：双元创新研究发展期(2019 年~2023 年)。从图中看，从 2019 年开始，关于双元创新的

研究发文量处于波动阶段，但在 2022 年达到顶峰，高达 122 篇，并且每年的发文量均在 100 篇左右，发

文量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Figure 1. The number and time distribution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papers from 2000 to 2023 
图 1.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发文数量和时间分布 

3.2. 发文作者可视化 

此部分将 CiteSpace 中的 Node Types 设置为 Author 进行发文作者分析，如表 1 所示，排名前三的分

别为罗瑾琏(28 篇)、彭灿(21 篇)、钟竞(11 篇)，由此可以看出三位学者对双元创新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

贡献，而其他学者发文量也均在 5~10 篇，对双元创新的研究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由图 2 可知，共得出

287 个节点，175 条连接线，这说明作者之间联系较少，表明我国学界研究者在双元创新领域的沟通和合

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不过，其中孙遇春、任浩、李国强和胡文安 4 位作者有着密切的合作，姚柱和张

显春 2 位作者之间也有着合作，而罗瑾琏作者则与较多作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 

3.3. 机构可视化 

此部分在 CiteSpace 中把 Node Types 设置为 Institution，以此展开对研究机构的分析，如图 3 所示，

共得出 212 个节点，140 条连接线，由此可见，虽然有众多机构在研究双元创新，但各机构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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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紧密。其中，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表了 50 篇，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咨发表了 32 篇，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表了 29 篇，三个机构为双元创新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Table 1. The top 10 author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dual-innovation publi-
cations from 2000 to 2023 
表 1.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作者情况 

作者 发文量 

罗瑾琏 28 

彭灿 21 

钟竞 11 

党兴华 11 

陈劲 9 

胡文安 8 

张敏 6 

林筠 6 

王朝晖 5 

宋晶 5 

 

 
Figure 2. Authors co-occurrence map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23 
图 2.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3.4. 关键词可视化 

3.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由图 4 可知，双元创新相关的关键词总计产生 264 个节点和 313 条连接，其网络的密集程度为 0.009。

节点的大小反映了该关键词的使用频率[14] [15]，其中，双元创新和创新绩效节点较大，表明学界对这两

者研究的热度相对较大，其次是企业绩效和双元领导。在利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时，Centrality (中心性)
是一个衡量关键词重要性的核心指标。若某一节点的 Centrality 值超过 0.1，那么该节点便被视为中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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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表明其在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具备较大的影响力，由表 2 看出双元创新和创新绩效中心度均大于

0.1，则说明两者是重要关键词。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om 2000 to 2023 
图 3.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23 
图 4.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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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op 3 in the center degree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keywords from 
2000 to 2023 
表 2.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关键词中心度前 3 名 

Count 关键词 中心度 

151 双元创新 0.45 

59 创新绩效 0.26 

39 企业绩效 0.10 

3.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依据相似度的高低进行分层聚类，使得文献之间的关系得以直观地展现[16]。进行聚类分析

时，应聚焦于两个关键指标：Q 值和 S 值。这两个值共同反映了聚类的效果。如图 6 所示，Modularity (Q
值)为 0.7171，远超 0.3 的基准，这显示出聚类结构具有显著性。同时，Silhouette (S 值)为 0.9111，高于

0.7 的阈值，表明聚类是高效且具有说服力的。 
由图 5 可知，共有 10 个聚类，分别为#0 双元创新、#1 创新绩效、#2 企业绩效、#3 双元能力、#4

人力资本、#5 双元性、#6 职业教育、#8 双元领导、#9 组织学习和#10 商业模式。聚类号越小，意味着

聚类规模越大，因此其中包含的关键词数量也相应增多，因此，聚类规模最大的主题是双元创新，共出

现 151 次；而最小规模的聚类是商业模式，仅出现 2 次；同时也说明前几名的关键词是 2000 年至 2023
年期间双元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 
 

 
Figure 5. Cluster analysis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23 
图 5.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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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关键词 Timeline 分析 
由图 6 可知，双元创新作为关键词，其相关的第一篇文献最早可追溯至 2012 年左右，这一聚类自此

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0 双元创新这一聚类的最早出现的关键词有双元创新、互补性、平衡性，2016
年左右出现了风险偏好、网络能力和企业性质等关键词，2023 年出现了自主创新、政府补贴和数字经济

等关键词，究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创新的加速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

级，带动经济增长；#1 创新绩效这一聚类在 2014 年至 2022 年期间是双元创新领域内研究的热点，但 2023
年热度明显降低；#2 企业绩效这一聚类与#1 聚类相似，在 2023 年的研究热度明显降低，不过与#1 不同

的是，#2 早在 2011 年就发表了第一篇以中介作用为关键词的文献，近几年出现了 U 型关系、知识耦合

等新的关键词；#3 双元能力聚类出现反馈寻求、管理创新等新关键词；#4 人力资本聚类出现战略联盟、

市场双元等新关键词，由于智能助手如 Siri、小爱同学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帮助人们

解决问题、提供服务，社会逐渐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时代[17]，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横

跨多个领域的技术，促进了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和跨界创新，因此在双元创新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成为

近几年的研究热度之一； 
#5 全球制造网络聚类近几年出现社会资本、效果推理等新关键词；2022 年 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布《超越极限：重塑高等教育的新路径》报告中提及：“高等教育的未来十年将与其他教育阶段相协同，

高校教师能力的数字化转型即将成为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18]。因此#6 职业教育聚类在近几年出现

职业教育、数字能力等新关键词；#8 双元领导聚类出现互动认知、双元领导等关键词，其中双元领导至

今仍然是双元领域内研究的热点之一；#9 组织学习聚类 2011 年出现企业网络、二次创新等新关键词，

2021 年出现互补资产新关键词；#10 商业模式聚类出现企业营销、创业企业等新关键词，相比其它聚类，

此聚类热度的持续时间较短。 
 

 
Figure 6. Timeline analysis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keywords from 2000 to 2023 
图 6.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关键词 Timeline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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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关键词突现分析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突现分析可以更好地帮助研究者了解某个领

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热点问题，识别出突然兴起的新主题或关键词，从而指导其后续的研究方向和关注

重点。 
如图 7 所示，组织绩效、中介作用、双元能力、双元性在 2009 年之后成为研究热点，其中组织绩效

2009 年就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作为热点词开始出现的时间最早，成为研究热点，同时，双元性的突

现强度高达到 4.66，说明在 2013 年直至 2016 年一直作为双元创新领域的重点研究话题。美国学者塔什

曼和奥瑞利将双元性定义为“组织通过管理多种矛盾结构、流程和文化，在内部同时进行开发式创新和

探索式创新的能力。”[19] 2014~2018 年学术界主要从 nk 模型、双元、智力资本、技术能力、技术创新

和创业导向等关键词来重点研究双元创新，2018~2021 主要从智能制造和双元创新两个关键词来重点研

究双元创新。除此之外，近两年出现的突变词有新创企业、资源拼凑，突现强度各达 1.95、1.51，究其

原因在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创战略的双重驱动，促使大量新创科技企业应运而生[20]，而这些新创科

技企业面临资源约束的挑战，为获得竞争优势，它们需要积极寻求突破与创新，由图中可看出，新创企

业和资源拼凑到 2023 年突现的时间还未结束，因此新两者成为近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新颖且需要重点

关注。 
 

 
Figure 7. Burst analysis of the keyword of dual innovation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23 
图 7. 2000~2023 年双元创新研究关键词 Burst 分析 

4. 结论 

1) 研究双元创新的作者和机构之间联系较少，表明我国学界研究者在双元创新领域的沟通和合作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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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元创新的研究热点在于探究双元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近几年新创企业和资源拼凑成

为双元创新领域的研究前沿，对两者进行深入关注，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以及促进区域

创新生态的蓬勃发展具有显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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