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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核心期刊2001至2023年间收录的629篇关于企业吸收能力的研究

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可视化分析，该研究涵盖了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共现和聚类等多个分析维度。

经过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出以下特点。自2010年起，该领域的年发文量已逐渐趋于稳定；目前尚未形成

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体，且不同研究机构间的交流合作相对较少。当前，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溢出、创新

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展望未来，学界应更加关注企业吸收能力与绿色创新以及创新质

量的研究，以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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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an in-depth visual analysis of 629 research papers 
on corporate absorption capacity included in the core journals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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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CNKI) from 2001 to 2023. The study cover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analysis, including pub-
lication volume, authors, institution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After in-depth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Since 2010,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in this 
field has gradually stabilized; At present, a stable core author group has not been formed, and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Currentl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rporate absorption capacity,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in-
novation performance is a research focus in this field. Looking ahead to the future, the aca-
demic communit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absorption capacity of en-
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qua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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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则是这一创新过程的主力。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

“需加强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汇聚”，旨在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为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创新过程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与运用，有效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对于增

强企业创新能力、拓展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之间存在密切

的正向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重点逐渐转向探讨吸收能力对创新的间接影响，尤其是分析吸收能

力如何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影响创新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创新的背景下，深入

探究企业吸收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对企业吸收能力的研究现状与热点进行了

系统梳理，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路径。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企业吸收能力相关研究进行了

可视化分析，以揭示其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期望能为未来企业吸收能力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数据库，通过高级检索功能，我们设定关键词为“吸收能力”，学科领域限定为

“企业经济”，文献来源则限定为 CSSCI 来源期刊，时间范围则选取 2001 年至 2023 年。经过筛选，剔

除了重复、与本研究主题不相关、无作者信息以及涉及其他报道等可能干扰分析结果的条目，最终整理

得到有效文献共计 629 篇。 

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 CiteSpace 6.1.R6 (64-bit)可视化软件，对企业吸收能力领域相关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可视化分

析。通过构建作者共现图谱、机构合作图谱以及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等多元图谱，本文深入探讨了该

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这些图谱不仅明晰地展现了企业吸收能力领域的研究脉络与核心议

题，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上的重要参考与启示，有助于推动企业吸收能力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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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进一步深入。 

3. 企业吸收能力研究概况 

3.1. 发文量描述性分析 

如图 1 所示，2001 年首次出现关于吸收能力的文献，随后在 2006 至 2010 年间，相关文献的发表量

迅猛增长，并在 2010 年达到高峰，当年共有 48 篇文献发表。此后发文量呈波动趋势，略有下降趋势，

但 2010 年后每年发文数量都大于 20 篇，说明吸收能力依旧是研究热点。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图 1. 发文量 

3.2. 核心作者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作者进行可视化处理，绘制出图 2。显示合作节点数为 291，表明在 629
篇样本文献中，有 291 位学者参与了企业吸收能力方向的研究。核心作者是指在某一研究领域中具有显

著学术影响力的学者。通过识别核心作者群，我们能够洞察该领域的发展脉络，评估其研究水平并预测

未来趋势。根据普赖斯核心作者计算公式，核心作者的最少发文数 MP 与样本数据中最高发文数 NPmax
有关。结果现实发文量最高的为阎海峰和朱桂龙两位学者，发文量为 5 篇，NPmax = 5。根据根据普赖斯

核心作者计算公式： 0.749 maxMP NP= 可得，MP 约为 1.67，故该主题发文量达到两篇及以上都可认

定为核心作者。统计数据显示，核心作者共有 101 位，他们共同发表了 235 篇文献，占总文献的 31.13%。

该比例低于核心作者发文量 50%的阈值，反映出企业吸收能力领域尚未形成稳固的核心作者群体，这揭

示了该领域研究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具备丰富的探索空间和研究潜力，预示着未来研究具有巨大的发

展前景。 

3.3. 机构分析 

为深入探究企业吸收能力领域研究机构间的合作状况，我们借助 CiteSpace 工具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生成图 3。分析结果显示，该领域的合作节点数量达到N = 264，节点间连线E = 144，网络密度D = 0.0033，
揭示了研究机构间合作的复杂网络结构。图中节点代表不同机构，节点越大代表该机构的发文量越多，

凸显机构研究影响力。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机构之间的合作，连线越粗合作越紧密。此图谱直观地展示

了机构的研究实力与合作网络。在发文量方面，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以 28 篇相关文献的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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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graph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成为该领域的领军机构，其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居前列。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等机

构也紧随其后，为企业吸收能力研究贡献了丰富的学术成果。通过可视化图谱，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研究群落的形成与发展。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华侨工商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建

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群落。此外，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

经济与管理学院等也展开了合作，共同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部分机构

发文量较高，但在合作网络中并未显示出与其他机构的广泛联系。这反映出企业吸收能力领域核心研究

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尚待加强。未来，我们期待这些机构能够加强沟通与协作，共同攻克研究难题，推

动该领域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Figure 3.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graph 
图 3.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4.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作为文献内容的精炼表达，其共现分析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有助于我们精准把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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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利用 CiteSpace 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得到图 4。该图谱直观地展示

了 296 个关键词节点及其间的 589 条连线，节点大小与关键词出现频率正相关，体现了不同研究主题的

热度和关注度。网络密度为 0.0135，表明关键词间的联系紧密且多样，这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交叉性和综

合性。在关键词共现结果中，“创新绩效”“创新能力”“知识转移”“动态能力”“组织学习”以及

“知识溢出”等词汇的高频出现，凸显了这些方向在学术界的热门地位，也是当前学者们的重点研究对

象。进一步地，通过关键词共现量表的分析，我们发现吸收能力、创新绩效、创新能力等关键词的中心

性超过 0.1，成为关键节点。这些关键词不仅出现频率高，而且在学术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对研究领域

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它们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推动领域进步的关键力量。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如图 5 所示，本文对企业吸收能力的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每个聚类都由共现网络中的关键词组

成。在聚类过程中，我们关注了两个重要的指标：Q 值和 S 值。Q 值代表聚类结构的质量，是网络模块

化的评估指标，Q 值越高意味着聚类结构越优秀。而 S 值则反映了聚类的同质性，是知识网络同质性的

一种度量。这两个数值共同反映了聚类的效果。通过观察图 5，我们发现 Modularity (Q 值)为 0.5118，高

于 0.3 的阈值，显示出聚类结构显著；而 Silhouette (S 值)为 0.9249，高于 0.7 的阈值，进一步证明了聚类

结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从图 5 的聚类结果看，共聚出 10 类，从#0 到#9，分别为创新绩效、关系强度、

创新能力、自主创新、实证研究、创新、企业创新、技术溢出、仿真、知识管理。根据图谱聚类结果，

现阶段学者在企业吸收能力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4.2.1. 企业吸收能力的内涵 
目前对于企业吸收能力没有明确定义，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的侧重点，将企业吸收能力的内涵进行了

界定，虽然表意上有所不同，但是究其本质其界定还是一致的。王国顺、李清(2006)在研究知识转移过程

时，将吸收能力的四个维度分别与知识转移的四个阶段相匹配[1]。杨俊青等学者(2021)为达到研究目标，

从创新视角对企业吸收能力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企业为了维持竞争优势，需持续寻找、探索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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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企业发展的信息、知识和技术，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领先技术的创新能力[2]。 

4.2.2. 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企业吸收能力最早就是在对创新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当前学者主要是将企业吸收能力作为中介或

者调节变量来探究各个前因变量对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刘学元等(2016)发现企业吸收能力在创新网

络关系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强关系对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3]。
黄杜鹃等(2016)将企业吸收能力划分为三个维度，探究其在企业主动组织遗忘和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机

制，发现企业吸收能力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主动组织遗忘与吸收能力、创新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

系[4]。张伟、刘英为(2023)发现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创新绩效，并且吸收能力在其中起着中介

作用[5]。赵树宽、岳振明(2023)通过实证发现在创新网络中，企业吸收能力在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之间

起着负向调节作用。由于成员吸收能力越强越可能会刺激对方对核心知识的保护，因此导致知识转移难

度加大，即较高的吸收能力反而会抑制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6]。 

4.2.3. 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溢出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先进技术转移的关键渠道，其技术转移并非直接推动当地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

而是与技术外溢效果及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一些学者指出，企业要取得良好的技术外溢效果

就要提升其相应的吸收能力。郑慕强(2011)的研究指出，FDI 技术外溢会影响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并进

而对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作用[7]。曲如晓、刘霞等(2019)研究发现，企业吸收能力对在华专利

申请的技术外溢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企业吸收能力是影响创新绩效的关键

因素[8]。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4.3.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基于关键词绘制的时间线图，展现了近年来学术研究重点的演变趋势，直观反映了学术热点的动态

变化，为把握学科发展脉络和推动学术研究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图 6 中可以看出，企业吸收能力在

研究初期，研究热点集中于“知识转移”“动态能力”“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等方面，可以看出是

在对企业吸收能力的前因变量进行探究。随后主要研究企业吸收能力的后果变量“创新”“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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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绩效”，或是讨论企业吸收能力在其他前因变量与这些后果变量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最新出现的

研究热点有“创新质量”与“绿色创新”。 
 

 
Figure 6. Keyword timeline graph 
图 6.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5. 结语 

本文基于 2001⁓2023 年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与企业吸收能力相关的文献资料，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

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吸收能力依然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发文量方面，虽然自 2010 年后有下降

趋势，但每年发文量都超过 20 篇，仍受学者广泛关注。当前，作者与机构间的合作尚显不足，缺乏显著

的作者和机构合作群体。因此，有必要建立高效的合作模式，可以进一步推动企业吸收能力领域的研究

深入发展。从关键词共现结果来看，“创新绩效”“创新能力”“知识转移”“动态能力”“组织学习”

以及“知识溢出”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表明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前因变量以及企业吸收能力在创新

绩效提升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为重点。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当前学者主要围绕企业吸收能力的概

念内涵、创新绩效以及技术溢出等方面展开研究。而通过时间线分析，我们发现研究热点已逐渐转向“绿

色创新”和“创新质量”等议题。企业吸收能力研究在未来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应积极探索新的研究

点，并加强对现有研究薄弱环节的深入探讨，以期推动我国企业的创新进步，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子”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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