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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流量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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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需要深入把握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特征

与规律。本文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流量分为经济流、技术流和关系流，使用质性文本分析和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

人工智能行业 12家上市公司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识别了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经济流主导演化模式和平

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流转换演化模式。本文为研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也为企业生

态化战略实践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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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创新成为重要且普遍的现象（Nambisan et al，2017）。数字创新具有高度

的复杂性、动态性和边界模糊性。Facebook、Google、Amazon、阿里巴巴、腾讯等知名企业的成功经验表明，一

个适宜的生态系统是企业实现数字创新并从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如何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也因

此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准确认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发展的规律是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也是受到学者

们广泛关注的研究议题（Isckia，2010；Li，2009；Tiwana et al，2010；Basole和 Karla，2011；Rong et al，2013；Jha
et al，2016；Lee和 Kim，2018；Chae，2019；欧阳桃花等，2015；胡海波和卢海涛，2018）。其中，Li（2009）使用

1993—2005年的美国专利数据来说明思科的技术路线，提出了共生、平台和协同进化的含义。 Jha et al
（2016）分析了印度社会企业 eKutir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平台逐步建立一个经历了 5个不同的阶段的

生态系统以解决小农户贫穷，生态系统的每个阶段都扩大了参与行为者的数量和类型，扩大了通信技术支助

服务的范围。企业和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对于商业成功变得越来越重要，多边合作伙伴之间协调发展

（Adner，2017），这样才能促进生态系统和个体的协同演化（Hannan和 Freeman，1977）。仅仅考虑单个企业的

数字技术进步是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演变的（Beltagui et al，2020）。而大多数现有研究只是针对单个案例（如

亚马逊、思科等）演化过程的描述，缺乏相对系统的分析框架，也没有在不同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之间进行比

较，从而制约了理论和实践界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规律的认识。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分为枢纽型（hub⁃based）和平台型（platform⁃based）
（Autio和 Thmos，2014），并响应 Shaw和 Allen（2018）的倡议，基于生态流量分析两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

化。本文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流量分为经济流、技术流和关系流，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 12家上市公司

为研究对象，识别了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经济流主导演化和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流量转换演

化两种模式。后文首先概述本文的理论基础，然后是研究设计与研究结果，最后是讨论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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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一）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类型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是数字创新和创新生态系统两个概念的结合（Chae，2019），是创新生态系统在数字创

新情境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创新生态系统是为了实现创新和价值创造而协同努力的异质性主体及其环境构

成的系统（Gome et al，2018；Adner，2006）。Granstrand和 Holgersson（2020）将创新生态系统界定为“由行动

者、行为、制品、制度和关系（包括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构成的，对一个或一群行动者创新绩效至关重要的不

断演化的集合”。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创新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杨

伟等，2018；Dhanaraj和 Parkhe，2006；Russell和 Smorodinskay，2018）。

数字创新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创造新的产品、业务流程或商业模式（Nambisan，2018）。由于数字技术具有

衍生性（Generativity）、汇聚性（Convergence）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等重要特征（Yoo et al，2010），实施数字

创新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新的组织逻辑和管理策略（Nylén和 Holmström，2015）。Nambisan et al（2017）指出，

与传统的创新管理理论逻辑相比，数字创新过程更加松散、创新主体难以事先确定、创新过程与创新结果之

间的界限更加模糊。鉴于数字创新的实施、管理和价值创造面临的挑战，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成为重要的战略

选择（Nambisan，2018）。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和其他参与主体可以更加便捷的整合互补性资

源，加速数字化产品、服务与商业模式创新；生态系统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增强市场势力，以应对激烈

的竞争（Nambisan，2018；Weill和Woerner，2015）。

具体而言，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首先具备一般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如复杂适应性、自组织性、开放性等，

也呈现出一些独特属性。一是创新主体的异质性更强。数字技术的汇聚性使得用户和不具备供应链关系的

组织机构也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是资源的流动更加复杂。数字技术是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重要的基础设施，有力地提升了创新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创新资源的跨域流动和

价值分配成为可能。正是由于创新主体异质性和资源流动变得更加复杂，相较于一般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呈现出差异。Beltagui et al（2020）指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重在解释结合数字元件的创新

企业之间跨行业的动态性合作和竞争，本文将以创新主体异质性和资源流动来阐述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动

态性演化。

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扮演着生态系统驱动者（Ecosystem Drivers）的角色，他们通常掌握了

数字创新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资源，在整个系统中居主导地位。基于 Autio和 Thmos（2014）对创新生态系统的

定义，根据核心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本文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分为枢纽型和平台型两类（图 1）。

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扮演着枢纽的角色，合作伙伴和顾客等主体通过核心企业而相互

联结。核心企业一方面通过供应链合作、研发外包等形式整合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资产，进行数字产品或服务

的开发；另一方面通过商品/服务交易将数字产品传递给顾客。在枢纽型创新生态系统基础上，又衍生出了

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即核心企业通过构建数字平台来整合创新生态系统的各类参与者（Tan et al，
2015）。其中，从技术层面看，数字平台是指可以增加第三方模块的可拓展的代码库；从社会技术系统的角度

看，数字平台则是技术元素、组织过程和标准等的集合（Reuver et al，2018）。刘学（2017）将平台定义为“供两

（多）种需求各有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不同客户群体进行互动的，由硬件、软件、管理服务体系、政策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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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枢纽型创新生态系统 （b）平台型创新生态系统

图 1 枢纽型和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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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互界面等构成的基础架构”。

划分平台型和枢纽型两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现

有研究中，存在“平台使能的生态系统（platform⁃enabled ecosystem）”（Jha et al，2016）“平台生态系统（platform
ecosystem）”（Inoue 和 Tsujimoto，2018）“ 基 于 平 台 的 生 态 系 统（platform⁃based ecosystem）”（Helfat 和
Raubitschek，2018）等多种概念。这些概念的核心都是强调平台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对

两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划分，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平台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并实现概念的统一；另一方

面，两类生态系统的资源流动方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平台型生态系统中资源流动更加去中心化，呈现多

边网络结构。这一差异为本文进一步从生态流量视角解释生态系统演化模式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流量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流量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是生态系统运行发展的根本动力（Jørgensen，

2013）。在创新生态系统的现有研究中，Shaw和 Allen（2018）、Adner et al（2010）也开始将生态流量作为重要

的分析视角。遵循这些学者的倡议，本文将生态流量纳入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分析框架，结合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的特性，本文识别了 3种关键流量：经济流、技术流和关系流（表 1）。

表 1 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生态流量的内涵与作用机理

生态流量

经济流

技术流

关系流

内涵

主体间直接的经济往来

主体间技术资源的流动

主体间关系性资源的交互

表现形式

商品或劳务的交易

专利许可、研发外包、合作研发、共建实验室等

战略性合作框架，政治关联等

作用机理

满足企业盈利性的要求，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物质基础

满足企业开展数字化创新所需的技术资源

满足企业实现数字创新扩散和长远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

经济流是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之间通过产品或服务交易而产生的货币化流量。在表现形式

上，除了基本的市场交易行为，还体现为联合营销、联合生产、共享市场等各种经济合作关系（Bönte和
Keilbach，2005）。企业自身的盈利性要求和数字创新以实现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都意味着经济流是企业数

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性流量。

技术流是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技术资源的流动，表现为专利许可、研发外包、技术合作研发、共建科

研实验室等技术合作。随着开放式创新范式的兴起，从外部获取技术资源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在数

字创新过程中，开源等形式更是极大地拓展了技术资源的外部获取范围。因此，技术流是企业数字创新生态

系统区别与其他类型商业生态系统的关键性流量。

关系流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关系资本的流动。狭义上的“关系（Guanxi）”是指主要盛行于中国等亚洲

国家的类似与亲情关系的“圈子”（周雪光，2005）。广义上的“关系”则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建立在信任、互惠、

回报等行为准则基础上（翟学伟，2009），着眼于未来的长期利益，不拘泥与当下的一时得失。除了一般意义

上的战略性合作框架之外，政治关联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较为特殊的关系流（Youndt et al，2004），政治关

联即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数量，还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政治关联资源获取、产权保护和风险规避三类机

制促进企业创新（熊家财和桂荷发，2020）。数字创新往往涉及新兴市场和产业领域，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

和资源整合的方式改善数字创新的生态环境。某种程度上，与各级政府的合作具有一定的“背书”作用，有助

于新产品的市场推广。

生态系统观点的重要性不在于单个生物体，而在于系统中资源如何流动及其扮演的角色。这对于系统

演化尤其重要，因为资源循环是生态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资源的再循环赋予了生态系统特性（Shaw和

Allen，2018）。相应的，生态流量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根本驱动力。生态流量本质上反映了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主体之间物质、技术和关系资源的流动，是单个创新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资源，也是维系整个数

字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基础。Adner（2017）指出生态系统的成员之间有明确的活动及其附属的资源流动，参

与主体需要调动资源实现系统演化达到最终的状态和目标（如一个至少暂时达到帕累托均衡的生态系统）。

正是这些资源的交互，推动着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成熟和更新。因此，生态流量为分析数字创新生态

系统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工具。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过程
本文选择人工智能领域上市公司的创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人工智能是数字创新的前沿领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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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等，2018；吕文晶等，2018；Fisher et al，2007），以此类公司为对象研究其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由于目前并没有针对人工智能产业的详细分类标准和判别依据，本文首先收集了“同花顺”证券分

析平台提供的“人工智能概念股”名单，共 31家上市公司。然后对其主营业务进行深入分析，剔除了人工智

能业务量较少或关联不紧密的公司，保留了 12家企业作为分析对象。根据前文所述的定义，本文进一步将

这 12家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分为平台型和非平台型两类。其中，平台型创新生态系统依据该企业是否具有

技术开发平台为准则进行判别。

在确定了样本后，本文使用信息采集软件下载了公司官方网站上与公司相关的新闻报道，并从中筛选出

反映合作事件的新闻。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自主发布新闻报道是反映公司战略、行为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数据

来源（Fisher et al，2007；Gök et al，2015）。在这些新闻报道中，一类重要的内容是反映企业与机构合作事件的

新闻，这些新闻为我们识别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生态流量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数据。

具体的，本文借鉴 Gök et al（2017）的方法，通过对新闻标题的关键词进行布尔代数运算来识别合作新

闻。由于中文同义转换的关系，在整理相关词集时需要将近义词归纳完整。最后在已经取并集关系的新闻

中，整理出删除词集，对无效新闻进行排除，最终确定出关键词组见表 2，对所有新闻内容进行判别。由于企

业新闻对业务的描述有着自己的风格。因此在新闻筛选过程中需要不断修复关键词集并对企业新闻进行重

复清洗（Gök et al，2017）。

通过数据筛选与清洗，最终得到新闻合作数目共计 1641条，分布情况与新闻起止年份在表 3中呈现，并

根据公司年报与官网信息归纳整理出 12家核心企业的业务情况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概况。

表 2 新闻文本筛选的布尔代数词集

序号

词集 1
词集 2
词集 3
词集 4
词集 5
词集 6
词集 7

关键词组

合作

合作∪助力

合作∪助力∪中标

合作∪助力∪中标∪签订

合作∪助力∪中标∪签订∪大学

合作∪助力∪中标∪签订∪大学∪“边缘词”

合作∪助力∪中标∪签订∪大学∪“边缘词”￠会议

与先前词集的区别

词集 1 +（助力）

词集 2 +（携手）

词集 3 +（中标）

词集 4 +（签订）

词集 5 +（边缘词）

词集 6 -（会议）

关键词的近义词

合作

助力、携手、联手、牵手、共同

中标、合同、项目、承建

签订、签约、协议

大学、学院、联盟、实验室、科研所

合资成立、服务、保障、捍卫、推动、进驻、入驻、贡献、采用、案例、解决方案

会议、论坛、峰会、大会、莅临检查

注：词集取并集（∪）是在原始新闻中不断增加合作新闻的筛选数目，并逐步对词集库进行完备性归纳整理。但因为新闻编辑会出现风格不一的情

况，需要对相关无效数据进行清理。因此取不包括（￠）将无关数据清洗，最终观察有效新闻。（+）表示新增加某词集，（-）表示剔除某词集。

表 3 研究样本

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序号

1

2

3

4

5
6

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序号

1

2

核心企业与主营业务

航天信息：以税务、政务、公安、交通、金融、广电、
教育等行业的信息化为主营业领域，以销售软件

和系统集成服务为主营业务模式

紫光股份：以 IT基础架构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及
IT产品分销与供应链服务为主营业务

东华软件：专以综合性行业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

拓尔思：以软件产品研发，行业应用系统解决方案
和大数据云服务为主营业务

思创医惠：以数字卫生、智慧医疗信息化应用、数
字化零售和物联科技方案为主营业务

汇顶科技：基于芯片设计和软件开发的整体应用
解决方案提供商

核心企业与主营业务

科大讯飞：以智能语音技术为核心，以教育、政法、
医疗、汽车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为主营

业务

海康威视：主营业务包括安防业务，可视化业务和
大数据服务器业务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概况

以金税系统、智能交通产品和金融支付产品等为核心的数字
创新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包括阿里、中石油、麦当劳等大型企

业，以及逾 1300万客户

在“云服务”战略指导和“云—网—端”的产业链布局下，形成
了基本覆盖 IT服务主要领域的全产业链业务体系，助力各行

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打造高度融合的新 IT生态圈

形成面向医疗、金融、电力、政府、通讯、运输物流等行业的数
字化转型与服务支持的创新生态系统

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发现应用和数据采集分析云服务，面向
政府、科研、媒体、教育、电信、金融、能源等行业和领域的创

新生态系统

以医疗信息集成共享和医疗信息化建设为核心的创新生态
系统，已有合作医院 1000多家

定位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形成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
Samsung、Amazon、Dell、LG等合作伙伴的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概况

以讯飞语音开放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平台上聚
合了海量的用户、创业者及大众、农业银行、301医院等企业

和机构合作者

以全球化视频云服务平台——萤石云为基础的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实现设备与用户、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高效

实现设备的互联网化

观测时间

2002—2018年

2002—2018年

2005—2018年

2006—2018年

2010—2018年
2012—2018年

观测时间

2012—2018年

2008—2018年

合作事件总数

271

100

144

138

32
54

合作事件总数

106

9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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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四维图新：主营业务包括导航地图、动态交通信
息、乘用车和商用车车联网解决方案及位置大数

据服务领域

汉王科技：主要涉及智能终端产品、笔触控与轨
迹、大数据、人脸及生物特征识别等领域

中兴通讯：以无线基站与核心网、大数据、云计算、
数据中心、智慧城市，以及航空、城市轨道交通信

号传输设备等为主营业务

中科创达：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品的研发、销
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以Mine Data位置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助力企业与个人实现地图数字化转型业务

以汉王识别云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文字图
像识别和转化服务，已有金融、保险、医疗等领域的客户企业

近万家

形成以“知识库”为核心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中兴员
工、运营商、个人用户与多厂商用户之间技术知识开放获取

以 ThunderApp 移动应用平台为基础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
云端协同技术实现跨平台移动应用开发、测试、发布、管理和

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2008—2018年

2006—2018年

2009—2018年

2011—2018年

51

49

565

37

续表

（二）编码

本文运用质性文本主题分析的方法（库卡茨，2017）识别各案例中的生态流。反映样本企业合作事件的

新闻报道中，会对合作的内容进行概述，从中可以识别出合作所产生的生态流量。由于技术流和关系流难以

完全量化，本文用流量发生的次数测度生态系统中相应流量的值。

根据Weber（2019）的建议，首先进行测试编码。以随机选取的 500条合作新闻（约占新闻样本的 30%）为

测试编码样本，由 3名研究人员通读文本并分类，给重要的新闻做好标记，并写备忘录以供讨论。然后基于

讨论的结果创建经济流、技术流与关系流 3种主要的主题类目及子类目（表 4），并运用这些主题类目和子类

目对所有合作新闻进行背对背编码。最后对有分歧的合作事件进行讨论，完善修订编码。最终对合作新闻

编码的信度达到 97%。

表 4 生态流量编码表

主题类目

经济流

技术流

关系流

子类目

产品合作

服务合作

技术许可

合作研发

政治关联

战略框架

文本实例

科大讯飞为徽商银行定制"声纹+人脸"融合认证个人转账应用。通过该应用，用户只需说出类似"我要给 XXX（姓名）
转 XXX元（金额）"这样的指令，再通过"声纹+人脸"相结合的融合生物认证，就可以非常方便、安全的完成转账操作

思创医惠的移动护理系统、护理管理系统、全院医疗物联网项目、移动输液、医疗废弃物管理系统、药品药事物流平
台等系列产品，全面提升宁波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海康威视与智能视频分析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 Object Video签署一份全球性非独占专利许可协议

科大讯飞与同济大学共建“脑智同飞联合研究中心”，将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开展“脑与脊髓相关科学领域的认知障
碍、麻醉、运动障碍”等前瞻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

海康威视将在西安市内投资建设“海康威视西北研发基地”项目，规划办公面积约为 20万平方米。西安市政府通过
资金补贴等形式推动物联网产业集聚及物联网应用能力提升

东华软件与趋势科技签订战略性行业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国内全面开展战略合作，为医疗、金融、运营商和政府等
行业用户提供更安全的服务，利用战略性合作共同帮助终端用户应对不断演化的网络威胁

（三）数据分析

完成编码之后，逐年统计了 12家样本企业的三类生态流量，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和典型案例的纵贯研

究（Longitudinal Study）来揭示枢纽型和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模式。

在统计分析阶段，本文先对两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生态流量的总体构成进行了列联表分析，以检验两类

生态系统在流量构成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两类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生态流量的动态

变化进行了探索性数据分析，通过计算每个样本各类生态流量的变化速度如式（1），来识别不同类型企业数

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特征与模式。

Si = Fit - Fi0
N

（1）
其中：Si为一个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第 i种生态流量的变化速度；Fi0为第 i种生态流量第 0年的值；Fit为第 i种生

态流量第 t年的值，t＞0；N为 t和 0之间间隔的年份数。

在上述探索性数据分析基础上，对航天信息和科大讯飞两个典型的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历程

进行了纵贯分析。其中，航天信息代表非平台型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科大讯飞代表平台型企业数字生态

系统。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识别了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的经济流主导演化模式和平台型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具有的流量转换演化模式。后文将对研究结果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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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在对两类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流

量构成进行编码和统计后，可以看出，两类生态

系统的生态流量构成存在差异。为了检验这一

差异是否显著，本文使用 SPSS 24进行列联表分

析，结果显示，生态流量类型和创新生态系统类

型显著关联（表 5）。具体的，枢纽型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中，经济流的比重显著高于平台型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而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技术流和关系流比重显著高于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基于上述列联表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对两类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流量变化速度进行探索性分析，发现

两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流量演化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围绕不同类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及其差异化的流

量演化特征，本文最终识别了两种演化模式：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经济流主导演化和平台型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的流量转换演化。

（一）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经济流主导演化
由表 6可见，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呈现出经济流主导的特征。从总量来看，经济流最强，技

术流最弱，从增长速度来看，在整个观测期内，经济流也一直保持着远高于技术流和关系流的增长速度。

对以航天信息为核心企业的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演化过程的分析更加深入和清晰地展示了经济

流主导演化的特点（图 2）。航天信息公司重点聚焦

IT民用领域，涉及政府及行业信息化，采用“产品+
服务”的商业模式开展金税工程及企业市场业务、

金融电子支付及服务业务和物联网技术及应用业

务。航天信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扩张成长的过程

中，经济流贯穿全程且一直保持着绝对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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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生态流量的航天信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

表 5 生态流量类型和创新生态系统类型的列联表分析

类型

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合计

χ2=180.537，df=2，p=0.000

经济流

633（79%）
415（49.4%）

1048

技术流

28（3.63%）
167（19.88%）

195

关系流

127（15.91%）
258（30.71%）

395

合计

798
840
1638

注：括号内数值为各生态流占总体生态流的比重。

表 6 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流量变化速度

核心企业

航天信息

紫光股份

东华软件

拓尔思

思创医惠

汇顶科技

时间阶段

2002—2018年
2002—2018年
2005—2018年
2006—2018年
2010—2018年
2012—2018年

经济流

总量

205
65
154
141
24
44

增速

12.81
4.06
11.85
11.75
3
7.33

技术流

总量

6
7
7
3
3
4

增速

0.38
0.44
0.54
0.25
0.38
0.33

关系流

总量

65
27
20
12
5
8

增速

4.06
1.69
1.54
1
0.6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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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建立前期，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推行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航天

信息与国家税务总局形成稳固的经济合作关系，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广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随后经济流不断

涌入，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奠定发展基础。在系统成长的中后期，通过推出新税务系统与消费者继续保持经

济合作，与成长前期不同的是，中后期的合作对象不仅限于税务部门，开始转向与互联网企业（如苏宁云商）

等合作，经济流不断扩大领域进行扩张，依旧占据主导流量。在生态系统成长中后期，技术流与关系流开始

显现，但系统成长对这两类生态流需求较低，与京东、天弘基金合作完善新型税务系统，与华为、中兴等达成

战略合作对数字技术进行升级。经济流自始至终是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生存与成长的最主要生态

流量。

（二）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生态流转换演化
在表 7中，中兴通讯等为核心企业的 6家平台型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则呈现出生态流量转换的

特征。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平台型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经济流为主导的阶段，经济流的总量和增速都较强；

第二个阶段技术和关系流的总量和增速则出现了非

常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关系流上升幅度较大。因此，

对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而言，演化过程中占主导

地位的生态流量呈现从经济流向技术/关系流转换的

特点。

对以科大讯飞为核心企业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演化过程的分析更加深入和清晰地展示了生态流量

转换演化的特点（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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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生态流量的科大讯飞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

表 7 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流量变化速度

核心企业

中兴通讯

科大讯飞

四维图新

海康威视

中科创达

汉王科技

时间阶段

2009—2013年
2013—2018年
2012—2015年
2015—2018年
2008—2014年
2014—2018年
2008—2013年
2013—2018年
2011—2014年
2014—2018年
2006—2009年
2009—2018年

经济流

总量

162
147
26
8
12
6
30
16
6
11
12
16

增速

35
29.4
8.67
2.67
2
1.5
6
3.2
0.5
2.75
1
1.78

技术流

总量

24
98
7
12
0
1
1
13
0
11
2
1

增速

5.75
19.6
2.33
4
0
0.25
0.2
2.6
0
2.75
0
0.11

关系流

总量

25
109
20
30
9
19
9
26
1
8
6
12

增速

6.25
21.8
6.67
10
1.5
4.75
1.8
5
0.25
2
0.3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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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成立于 1999年，2008年成功上市，成为中国语音产业界唯一上市企业。2010年科大讯飞发布

全球首个移动互联网智能语音交互平台——“讯飞语音云”，2015年科大讯飞重新定义了万物互联时代的人

机交互标准，发布了对人工智能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机交互界面——AIUI，以科大讯飞为中心的人工智

能生态系统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存在主导性生态流量由经济流向技术流和关系流转换的特点。

科大讯飞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发展前期，以销售教育产品为主，从安徽市场逐步走向全国，经济流为创新

生态系统的形成奠定必要的资金基础。在创新生态系统发展中期，科大讯飞开放平台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广

大创业者和海量用户提供智能语音开发与服务能力，逐步形成以讯飞语音云技术开放平台为基础、集聚众多

开发者创业者和用户的生态圈。在平台建立之后，形成了一系列生态系统中的共生现象。形成了与三大运

营商全面战略合作的格局，同时在语音技术方面与滴滴、歌华有线等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技术流和关

系流显著上升。此后，科大讯飞深度布局人工智能，落实“讯飞超脑”计划，建立人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人机交互平台 AIUI，与众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开展合作，技术流和关系流迅速增长，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也快速成长。

（三）两种演化模式的理论解释
本文认为，枢纽型和平台型两类创新生态系统所呈现出的不同演化模式，实质上反映了两类生态系统固

有特征与不同类型生态流量作用间的匹配关系。

在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主导开发相应的数字创新产品或服务，并以市场交易为基础与

其他创新主体开展合作，经济流维系着核心企业及其合作伙伴的生存发展，也是激励核心企业进行数字创新

的主要动力。相比较而言，此类创新生态系统对于技术和关系资源的需求相对较低。因此，枢纽型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的演化，呈现出经济流主导的特征。

在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平台是维系整个生态系统运行和整合各类资源的基础设施。平台的形

成和发展首先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因此同样需要一定强度的经济流。但随着平台规模的扩张和复杂程

度的提高，对技术和关系资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相应的技术和关系流也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相应的，

分析这 6家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主导流量的转折点往往是平台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五、结论

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在企业数字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作用。本文以人工智能领域的 12家上市

公司为分析对象，从生态流量视角出发，对枢纽型和平台型两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研究得到如下结论：①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呈经济流量主导的特征，即核心企业主要通过与其他

主体的市场交易来获取物质资源，实现创新扩散和创新生态系统的扩张；②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则呈现

出流量转换演化的特点，即平台形成之前和建设初期，核心企业也以获取经济流量为主，但随着平台逐渐成

熟，技术和关系流量逐渐成为主导流量。

本文对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理论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本文将生态流量作为分析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核心要素，有助于形成相对系统的分析框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虽然受到众多学者

的关注（Isckia，2010；Li，2009；Tiwana et al，2010；Basole和 Karla，2011；Rong et al，2013；Jha et al，2016；Lee和
Kim，2018；Chae，2019），但仍以针对个案的描述性研究为主，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尽

管每个具体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都有其特殊性，但各类资源要素的流动是所有生态系统具有的共性特征。

因此，本文围绕经济流、技术流和关系流三类基本流量，从流量的总体构成和动态变化角度分析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的演化特征，为进一步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分析框架提供了基础。更进一步，创新生态系统既

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Oh et al，2016）。Shaw和 Allen（2018）认为应当更多的借鉴生

态学理论研究创新生态系统。流量循环是自然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内容，但在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还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也有助于深化自然生态理论在创新生态研究中的应用。

其次，本文识别了枢纽型和平台型两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不同的演化模式，丰富了对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演化规律的认识。早期的研究中，Moore（1993）提出的生命周期模型将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划分为

初创、成长、权威和自我更新阶段，为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分析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框架。后续的研究中，学者

们对思科（Li，2009），亚马逊（Isckia，2010）和 eKutir（Jha et al，2016）等平台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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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较为详尽的描述了案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具体过程。因此，现有研究在高度一般化的理论模型和

高度具体化的个案描述之间存在理论断层，不能全面揭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特征。本文在区分枢纽

型和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引入生态流量概念，识别了经济流主导和流量转换两种演化模式，

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与运行实践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数字经济时代，构建生态系统已成为

企业开展数字创新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对企业而言，构建枢纽型或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是一

个重要的战略选择，但战略选择后的具体实现路径则需要考虑本文对演化模式的分析结果。对于力图构建

枢纽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企业而言，应当将引入和壮大经济流作为重点，加强产品和服务开发，不断拓展

市场，形成更多的交易合作伙伴。对于力图构建平台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企业而言，应当重点关注生态流

量的多样性均衡和动态转换。在平台建设初期，需要重点关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效益，保证有足够的经济流

来维系生态系统；在平台形成之后，则需要与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研发

等方式强化技术流，同时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未来发展，与政府和大型组织机构开展战略性合作，形成更加强

大的关系流，促进平台整合效应的形成。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还存在诸多局限之处，也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首先，受限于数据的可

获得性，本文对生态流量的识别和分析还较为粗糙。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整合多种来源的数据，尝试引入自

然生态系统的流量分析工具，对其动态演化规律进行深度刻画。其次，本文仅对两种演化模式的成因进行了

初步的理论分析，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提炼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类型与流量构成之间的因果机制，开展实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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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Flow：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Yang Wei1，Liu Jian2
（1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Management School，Hangzhou 310018，Zhejing，China；2 University of Twente，School of

Behavioral，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Enschede 7500 AE，Netherland）
Abstract：Building a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enterprises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evolution patterns of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Ecological flow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were diveded into economy flow，technology flow and relationship flow. 12 listed compan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was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rough using the 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methods .
Two types of evolution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including the economic flow dominant evolution pattern of the hub⁃based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and the ecological flow transition evolution pattern of the platform⁃based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A new
analysis framework is put forward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and it also provides implication for
enterprises’ecological strategy practice.
Keywords：digital innovation；innovation ecosystem；ecological flow；hub⁃based；platform⁃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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