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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企业家精神研究引发了各个学科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重要课

题。现有研究尚未对我国企业家精神进行全面梳理和统计分析，发现研究趋势和热点，以及当前研究存

在的一些问题。因此，本文采用VOSviewer软件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提炼研究

趋势和热点，对企业家精神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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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ntrepreneurship re-
search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at present.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comprehensively combed and analyzed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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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and found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hot spots, as well a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VOSviewer software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refine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hot spot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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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生力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加速进程，

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生产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建

设等工作结合起来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最新要求之一[1]。企业家精

神是推动企业成长和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在企业创新、企业转型、社会责任、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2] [3]，针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引发了各个学科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重要课题。因此，梳

理、提炼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历程和研究热点，是我国企业家精神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基础。 

2. 研究综述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见解。国外学者将企业家精神特征总结

为冒险性、预见性和创新性[4]，并能有助于推动组织成长和利润率增长[5]。企业家精神的内涵通常包括

诚信守法、创新与创造、社会责任感、合作进取。威廉·鲍莫尔则基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影响，将企

业家精神划分为四种类型：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模仿型企业家精神、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和寻租型企业

家精神[6]。杰克逊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是企业家活动的典型特征，企业家是实施创新的主体，

创造性地破坏市场均衡[7]。德鲁克发展了熊彼特的观点，他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作一种实践、一门学

科，且这种精神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8]。 
正是看到了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很多学者从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对企业的影

响、对经济的影响出发，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成果。马忠新和陶一桃(2019)研究了中国各地企业家精

神历史传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认为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当今各城市的人均 GDP 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人均 GDP 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

效应，而市场化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9]。武翠等(2021)通过 SYS-GMM 模型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

构升级效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家创业精神可部分抵消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升级效率的负面效应，而企业

家创新精神深受要素市场扭曲的挫伤[10]。王启亮等(2021)认为企业家的创新与创业精神不仅有助于网络

能力、社会责任等企业声誉水平的提升，而且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组织间知识分享有着重要的影响[2]。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VOSviewer 实现对文献的文本分析，VOSviewer 是一种用于构建和可视化文献计量网络的

软件工具。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以“企业家精神”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截止到 2021 年 10 月，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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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5120 篇文献，采集标题、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基金资助等文本信息。经初步分析，文献

数量虽多，但质量参差不齐，近一半的数量属于政策性解读或论述企业家精神重要性和建议之类的研究，

内容重复，分析价值不高。为防止文献数据过于庞杂对分析结果造成干扰，本文最终选择 CSSCI 来源期

刊作为数据分析来源，共 1520 篇。 

4. 我国企业家精神研究脉络 

4.1. 研究作者分析 

对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如图 1 所示。其中，南京大学经济学系高波教授发表了与企业家精神相关

的 14 篇文章，主要关注江浙粤地区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企业创新、企业竞争力的

关联性。其次是南京大学的赵曙明教授，共发文 11 篇，主要研究企业家精神与制度环境、组织变革、个

人内在素质间的联系。同样发表 11 篇文章的是武汉大学的江春教授，主要探讨金融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

促进作用，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Figure 1. The statistics of authors with high number of articles 
图 1. 高发文量作者统计 
 

通过 VOSviewer 作者共现分析，观察企业家精神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及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

如图 2 所示。整体上，作者合作关系比较散乱，未形成明显的合作关系图谱。表明该研究领域的学者相

对分散，合作关系不够密切。 

4.2. 发文机构分析 

本文对文献的发文机构也进行了统计分析，获得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如图 3 所示)。我国企业家精神研

究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南京大学，共发表文献 74 篇，其次为中国人民大学，共发表文献 54 篇，最后是

南开大学，共发文 46 篇。这三所高校在企业文化和企业创新研究领域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此外，武汉

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的发文数量与南开大学相差不大。而其他机构的文献发布量都不

足 4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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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author cooperation map 
图 2. 作者合作图谱 

 

 
Figure 3. The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ssued by institutions 
图 3. 机构发文数量统计 

4.3. 基金资助分析 

对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相关资助基金进行分析，统计每篇论文的资助情况，如图 4 所示。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四个国家级项目

资助占到了近 90%的资助比例。地方资助如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占据了较小的比例，这表明企业家精神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偏向于国家层面

企业家精神的探讨，较少涉及到区域级层面的研究。总体上，宏观研究偏多，地区层面的实践研究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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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tatistics of fund support 
图 4. 基金资助情况统计 

5. 我国企业家精神研究趋势分析 

5.1. 文献关键词分析 

通过 VOSviewer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并按照年份进行区分，挖掘重要关键词的变化和时间维度的

变化。图 5 展示了一些高频词的词语，“企业家精神”，频次为 623 次，顺延往下的重要词语分别是“企

业家”312 次，“创新”109 次，“经济增长”97 次，“技术创新”72 次，“自主创新”54 次，“创业

教育”46 次，“中小企业”45 次，“竞争优势”41 次，通过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到企业家精神的相关

研究内容呈现多样化、多视角态势，其与经济、管理、心理等多学科相互融合。 
 

 
Figure 5. The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图 5. 高频词关键词 
 

图 6 展示了关键词的关联与聚类情况，该图谱不仅可以判断企业家精神研究子领域扩展的丰富程度，

还可以通过自动聚类判断各子领域内容的更新速度和学科研究活力。结合词语出现频次和图谱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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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关联度较高的子领域包括企业家成长、创新、创业、教育、营商环境等多个方向。对这些方

向相关文献进行深入阅读，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 6 个类别。 
 

 
Figure 6. The keyword correlation map 
图 6. 关键词关联图谱 

 
第一类是创新推动，在国有企业改革、新型工业化、政府干预、产业集聚等多重影响下，企业的创

新能力得到提升。通过创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类涉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研究方法有实证研究、案例研究、

扎根理论，研究内容点包括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形成机理，以及某些因素形成的中介效应等。第三类

是从组织层面探讨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从个人层面的精神上升到团队或企业层面的组织文化。第四类关

注的是创新创业教育层面，企业家需要参与相关的创业创新教育，提升个人能力。第五类是企业家成长

方面，企业家的成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个人素质、企业的创新能力、社会的科技水平、企业转

型等等。第六类是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塑造需要来自个人、企业和社会层面的培育，

特别是在营商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引导非常重要。 

5.2. 基于时间维度的文献关键词分析 

通过 VOSviewer 对关键词按照时间维度进行划分，自动生成四个阶段：1998~2004 年；2005~2009
年，2010~2014 年，2015~2021 年。通过颜色区分四个阶段，蓝色越深表示较早的研究成果，黄色越深表

示近期的研究成果。图 7 展示了关键词时间维度的变化，关键词在不同的时间段重要性有所区别。本文

通过对 4 个阶段不同文章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逐步从概念层面、政策层面逐渐上升到理

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并且开始从微观角度、量化分析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这得益于各个

学科的全面发展，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内容逐渐具体化，并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背景，

形成我国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主要热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一个企业长期技术停滞，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必将会从市场上消失。而只有懂得随市场改变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中获得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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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如何培育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家开展技术创新，一方面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国内

竞争力，另一方面解决我国卡脖子难题。 
第二，企业家成长。铸造企业家精神是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必由之路。企业家的成长受到个人、家庭、

朋友、学校、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哪些因素在企业家成长中扮演着积极作用，哪些制约着企业家个

人的健康成长，是我们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第三，企业家精神培育。这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正确引导，旨在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探索适合企业

家成长的路径。未来可以结合地区实践，从个人、企业、社会三个层面研究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影响因素

和内在机理，进而提出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路径。 
 

 
Figure 7. The keywords change with time dimension 
图 7. 关键词随时间维度的变化 

6. 研究结论 

在我国，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保就业的主力军。打造多样性、差异化的经济生态，是我国经济韧

性最重要的保障。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生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企业家精神研究过程中，

应该进一步加强学者和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实践调查，完善以我国国情为背景的企业

家精神实证开拓。在技术创新、企业家成长、企业家精神培育等方面展开深入细致地研究，更加全面、

系统地探索我国优秀企业家精神培育路径，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更加切实地服务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

的开展与企业治理的稳步前行。阐述好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新格局中的深刻内涵，深入探索企

业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环境，深度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进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和路径。通过帮助企业家树立

应有的创业自信，加强支持与奖励，积极引导企业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自身层次和境界，注重

加强个人素质，培育出更高的责任担当和追求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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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探析：内涵、外延及层次”

(KYCX21_0380)；2020 年度省第五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乡镇行政

管理制度体系创新研究——以江苏“1 + 4”改革模式为例(BRA202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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