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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概念内涵、

研究热点与前沿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谢佳洋　谢　瑜　靖富营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摘　要]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企业摈弃传统的粗放、高能耗、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通过推动降本

增效，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对企业高质量

发展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研究热点主题主要集中于内部控制提高治理水平、体制改革促进

企业转型、产业融合推动企业发展、数字经济注入创新动能、宏观政策与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结合

数字经济特征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体系、公司内部控制数字化问题、数字金融对企业和数字治理环

境的负面影响将会成为未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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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

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转移到

整体平衡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要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全面

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最初，“高质量发展”

的提出是以宏观经济为主语，可无论是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改善，还是进行质量变

革、效率优化、动力转换，都需要企业发挥主体

性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1]。

企业作为参与市场活动的重要经济主体，承担着

创造、分配社会财富的重要使命。如何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一直是近年来学界所共同关注的

热点。 

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

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且在企业发

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目前社会、学术界尚未形

成共识。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

界定。
 

（一）从目标状态角度

从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发展的目标状态和发展范

式角度来看，学者们将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和价值

创造能力视作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例如，

黄速建等认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就是企业为追求

效率，进行高水平、高层次的发展，不仅创造经济

价值，还应创造社会价值，并且具备出色的持续价

值创造和持续成长素质能力的理想状态，并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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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而许多学者在此研

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并且各有侧重。王瑶和黄贤

环提出企业发展应当兼顾高效管理、全要素生产等

多个方面，因此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以科学的内外管

理机制为重要保证，不断实现高效的内外部资源配

置、财务业绩突出，同时通过优秀自主创新能力，

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目标状态[2]。赵剑波

等则认为，企业应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顺应消

费者对优质产品的要求，打造一流竞争力，优化产

品与服务质量，所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重视企业经

营质量、产品质量，成功构建品牌影响力和竞争优

势的目标状态[3]。 

（二）从评价指标角度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

系为引领，因此可以通过相关指标体系对企业高质

量发展内涵进行界定。目前已有不少文献从不同角

度提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主要可以分

为多元维度评价和专项指标评价两类。

多元维度评价方面，杨波基于新发展理念提

出，针对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从效率效

益等经济指标方面进行评价，同时应重点考量自主

创新能力、环保可持续、发展开放性、特色创新素

养等指标，且还需关注国有企业是否很好地履行社

会职能，确保指标设计“少而精”[4]。师博和张冰

瑶认为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发展基本面，即企业盈利能力、增长能力、发展的

开放性、核心竞争力。二是社会生态成果，即员工

人均收支比例、企业创新产品销售额比重、碳排放

量与总收入比值[5]。Jiawei等认为，盈利能力、偿

债能力、创新能力和经营能力是实体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体现[6]。董志愿和张曾莲则将企业高质量

的评价指标分为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管理能力

两个维度，具体又分为企业经营能力、企业创新能

力、公司治理水平、内部控制水平、可持续发展水

平等多个方面[7]。总体而言，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多元维度评价研究数量较少，尚未形成规范体

系，且相关指标的数据获取难度较高。

专项指标评价方面，现有研究中，许多学者将

企业生产率作为专项指标来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例如，赵燕和梁中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准确表

示了企业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进一步反映出资源

配置水平，因此将其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

标 [8 ]；陈丽姗和傅元海从经济利润视角提出，将

EVA回报率作为企业发展质量和经营水平的标志[9]。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则聚焦于企业经营质量和财务

绩效水平等，如王济民和赵奇根据财务绩效来判定

企业的盈利能力、经营风险和发展水平[10]。赵尔军

将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作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唯一考核标准[11]。专项指标评价的优势在于，能

够通过数据反映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具有一定客

观性，而不足之处在于，仅从财务或生产率角度难

以科学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社会责任等

方面。

综上所述，学者们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

体系研究尚未形成共识，且在衡量标准上缺少权威

定性的结论。同时，许多评价指标不能同时兼顾新

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仅体现企业经营现状，而难

以反映企业战略层面的可持续性。 

（三）从企业成长性角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许多学者基于

宏观政策背景，将企业的创新成长能力视作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齐嘉从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角度出发，认为企业高速成长、自主创新能力强、

发展潜力大、人才与技术密集的发展就是企业高质

量发展，并提出应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和瞪羚企业认

定标准以促进我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12]。施本植

和汤海滨认为，创新是加速企业成长，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企业应通过创新加强全要素生

产，因此全要素生产率高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显著

表现[13]。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了大量创

新机遇，数字经济也丰富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赵宸宇等认为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

型，优化组织人力结构，强化创新能力，将现代服

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相融合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

现企业高质量发展[14]。 

二、企业高质量发展知识图谱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

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题。一方面，企业是促进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是中

国经济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就必须依托企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

在管理经营上也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兼顾质量和

效益，才能保持竞争优势。为了更深入地剖析国内

“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现状，本文利用CiteSpace
软件，基于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对涉

及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章进行数据挖掘与分

析，建立可视化图谱，以刻画国内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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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 

（一）数据来源

用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文献主要从中国知网

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中获取，以“企业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包含所有年份，文

献主要来源为CSSCI，下载的文献数据包含标题、

作者、关键词、摘要等内容。经过对比筛选，剔除

无关文献后，检索得到456篇文献的数据信息，文

献发表年份为2018～2023年。 

（二）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机构情况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主

题的CNKI文献数据展开聚类分析，得到企业高质

量发展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作者网络，如图1所
示，其中节点涵盖为204个，关联路径达145条。

由图1可知，当前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

各个作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连线较为复杂多样，说

明整体学术交流强度高，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

作网络。由普莱斯定律MP=0.749*(NPmax)0.5，其中

NPmax指2018～2023年发表文章最多的核心作者发

文量（5篇），通过计算得出MP=1.67，说明发文

量超过1篇的作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的核

心作者，经过统计发文超过1篇的作者共计41名，

总发文量86篇，占文献总数的18.86%，这表明企业

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核心研究团队尚未稳定，但也说

明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三）热点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CiteSpace进行数据分析，调整时间切片为

1年，以“Keyword”为节点分类选项，通过可视

化得到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关键词知识网络图

谱（图2），包含185个节点和192条关联路径。通

过关键词共现分析整理出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较高的

前30个关键词，如表1所示。频次方面，制造业的

研究频次最高。中介中心性方面，研发投入、企业

创新、专精特新、技术创新、科技创新五个关键词

的中介中心性都大于或等于0.1，这充分表明企业

的创新机制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

影响力，也验证了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

动的观点。 

（四）热点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知识网络图谱的基础上，利用LLR聚
类算法对所有热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详细聚类

结果如表2所示，当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热点

主题可以分为10类。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企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集中于对资源配置、产品质量和价值

管理等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并分别针对不同所有

制和不同产业类型进行展开。从宏观经济角度来

看，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关注政策改革和营商

环境变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随着数字

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逐渐

增强，学界开始聚焦于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先进
 

 

图 1   CNKI 2018～2023 年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作者合作及机构的核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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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NKI 2018～2023 年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热点关键词知识图谱

 

表 1    2018～2023年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频次及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
 

序号
按频次排序 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制造业 44 0.06 中介效应 14 0.44

2 数字经济 43 0.16 研发投入 5 0.43

3 技术创新 26 0.12 民营企业 15 0.41

4 国有企业 17 0.16 制造企业 2 0.39

5 民营企业 15 0.41 营商环境 8 0.39

6 中介效应 14 0.44 民营经济 2 0.38

7 融资约束 13 0.02 人力资本 4 0.37

8 减税降费 13 0.10 产业融合 3 0.34

9 企业创新 12 0.23 企业创新 12 0.23

10 环境规制 8 0.01 公司治理 7 0.21

11 营商环境 8 0.39 专精特新 5 0.19

12 中小企业 8 0.06 内部控制 5 0.18

13 人工智能 8 0.01 制度逻辑 2 0.17

14 公司治理 7 0.21 数字经济 43 0.16

15 门槛效应 7 0.06 国有企业 17 0.16

16 数字金融 6 0.01 技术创新 26 0.12

17 体育产业 6 0.06 科技创新 3 0.10

18 共同富裕 5 0.05 减税降费 13 0.10

19 数字技术 5 0.06 中小企业 8 0.06

20 内部控制 5 0.18 制造业 44 0.06

21 专精特新 5 0.19 体育产业 6 0.06

22 研发投入 5 0.43 数字技术 5 0.06

23 僵尸企业 4 0.00 门槛效应 7 0.06

24 人力资本 4 0.37 共同富裕 5 0.05

25 科技创新 3 0.10 融资约束 13 0.02

26 产业融合 3 0.34 数字贸易 2 0.01

27 制度逻辑 2 0.17 数字金融 6 0.01

28 民营经济 2 0.38 人工智能 8 0.01

29 数字贸易 2 0.01 环境规制 8 0.01

30 制造企业 2 0.39 僵尸企业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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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研究。同时，由

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融合、人才培养、技术融

合以及产权保护等相关问题也应给予重视，此外，

国家也采取了瞪羚企业认证、专精特新扶持政策等

一系列措施手段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热点关键词的共现和聚类分析，可将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点总结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1. 内部控制提升治理水平。首先，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治理水平，而内部控制通

过加强对经营活动和战略规划的管控制度，帮助企

业降本增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5]。

杨道广等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内部控制促进内部环境优化，加强信息传递与沟

通，利于投资者监督管理者行为，同时增加企业风

险容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而这种促进作用

对大型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更加显著[16]。张

新民等提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由税收规避

带来的企业风险上升，有助于企业建立可持续竞争

优势[17]。许志勇等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

通过优化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18]。王

瑶和黄贤环则阐明了内部控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

作用机理，内部控制能有效防止实体企业脱实向

虚，且信息披露程度变大，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越

显著[19]。段华友和黄学彬结合数字经济背景，发现

数字化转型通过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

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20]。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多家

上市公司，如昆明机床、康美药业和雅百特等因财

务舞弊对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社会和学界都深

刻意识到强化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性，国务院办公

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也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

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由于我国

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尚未

解决，有关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研究仍需进一步

深入。

2. 体制改革促进企业转型。一方面，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支柱，国有企业高质量发

展事关宏观经济的质量、动力和效率方面的变革的

成功，但国有企业目前还普遍存在“大而不强”，

制度僵硬，创新驱动不足，经营模式落后等问题，

如何推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研

究的重要议题[1, 21]。熊爱华和张质彬探究了混合所

有制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通过实

证研究发现，适度引进非国有资本，实现金融化能

够强化国有企业治理水平，但同时需要变革绩效考

核机制，避免过度金融化[22]。曹玉珊和陈哲认为供

应链协作在国企混改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能增强

供应链企业的协作意愿，有助于进行产品创新，促

进企业创新可持续性[23]。吴崇等发现混合所有制改

革通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国有企业创新产

生显著的正向作用[24]。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

军，在活跃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

资参股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成为相关研

究热点。李增福等认为国有资本参与能显著缓解民

营企业的融资困难[25]。余汉等则探究了国有股权对

民营企业创新的赋能机制，国有股权通过弱化政策

不确定性对民企的影响，增强创新意愿并丰富研发

资源，正向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26]。

3. 产业融合推动企业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

结构转型阶段，内部产业发展将代替外资推动，产

业融合成为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抓手，对于推动供

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7]。贾洪文和赵明明发现

产业融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受到金融发展的

媒介效应影响[27]。郭朝先针对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的融合，发现我国还存在服务业脱实向虚，制

造企业盈利能力差、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并

 

表 2    2018～2023年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结果
 

聚类名称 聚类规模 聚类平均轮廓值 平均年份 主要关键词（LLR算法）

#0数字经济 22 0.968 2022 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制造业；人工智能；创新变革；人力资本；技术融合

#1公司治理 19 0.982 2021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营商环境；企业创新；数字经济

#2国有企业 17 1 2020 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自主创新；数字经济；改革；产品质量

#3中介效应 15 1 2021 中介效应；门槛效应；研发创新；先进制造业；独立董事

#4企业创新 12 0.97 2021 企业创新；人工智能；政府补贴；资源配置；企业高质量发展

#5减税降费 10 0.947 2020 减税降费；税收征管；价值管理；企业投资意愿

#6民营企业 10 0.867 2020 民营企业；瞪羚企业；扶持政策

#7研发投入 8 0.996 2018 研发投入；企业研发；创新发展；减税政策；上市公司

#8体育产业 6 0.992 2022 体育产业；产业融合；价值链；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

#9中小企业 6 1 2019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困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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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政策强化、产学研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提出了建议[28]。倪鹏飞和肖宇则总结出目前我国

服务业融合主要体现在观光农业、农村电商、出版

业数字化等领域[29]。胡俊等阐明了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对制造产业的融合效应，服务业转型有助于制造

企业节约运营成本、促进专利研发和服务质量优化

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方维强调了文化、旅游与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并针对企业发展提出

强化营销策划创新、推进融合产品创新等对策[31]。

4. 数字经济注入创新动能。随着大数据、云计

算等先进科技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数字经济与企业

创新转型的关系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域所研究的

热点。第一，数字化转型方面。刘艳霞验证了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32]。武常岐

等研究发现，数字化程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呈

倒U形关系，同时，数字化的作用会受到企业竞争

战略选择的影响[33]。赵宸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

字化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公司进行服务化转型，增强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综合绩效水平[34]。任波和

黄海燕提出数字信息产品的应用能促进体育企业的

规模经济发展，利用数字平台运营能有效驱动企业

的范围经济效应[35]。阳镇阐明了数字经济对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机制，数字化促进企业分布式

创新活动、赋能智能制造以及加快数字价值链发

展[36]。以广汽集团为例，广汽集团将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融入生产管理流程，形成了供应链的

全程数字化转型，同时利用智能化技术强化客户管

理，实现服务创新，成为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典型

范例。

第二，数字金融显著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为我

国实体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有效支撑 [ 3 7 ]。

Mingrui等研究发现，数字融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金融能有效改善规模错配、

阶段错配和属性错配等现象，同时缓解企业融资约

束[38]；陆岷峰也提出金融机构应大力发展数字金

融，帮助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促进科技产业发展，

中小微企业可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效用，且

同时强调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策治理的有效性、针

对性[39]；而Haijuan等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

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数字金融对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越显著[40]；潘艺和张金昌认为数字金融

能显著降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财务风险[41]。

第三，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数字技术的代表，

具有渗透性、协同性和创造性等特征，对企业的生

产流程和资源配置带来了深刻影响[42~43]。张吉昌等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通过优化组织人力体系、加强

服务型制造显著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

智能化产出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呈倒U
形[44]。黄东兵等阐明了生产要素特征对企业人工智

能应用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

术密集型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能促进高质量发展，

而资本构成较高的企业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并不显

著[45]。李晓梅等总结了人工智能对“专精特新”企

业的赋能机制，人工智能催生新型技术标准，通过

加快信息资源交互，降低创新成本，促进智能决策

和协同创新，有助于企业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46]。

如阿里巴巴在2015年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率先开发

出智能客服功能，实现与客户的智能交互，成功优

化用户体验的同时实现降本增效。

5. 宏观政策与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宏观政策调控在其中发挥

着导向作用，也是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所关注

的焦点。一方面，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邵传林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优化地区营商环境

有助于企业创新，增强盈利能力，进而促进中国民

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发现规模较小、组织体

系不够健全的民营企业更易受营商环境影响，因此

提出了优化创新创业政策，缓解融资约束等必要措

施[47]。陈太义等则从企业信心视角，研究了营商环

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营商环境通过提

振企业信心正向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48]。

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是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的抓

手。董志勇和李成明认为，中小企业仍缺乏合理制

度环境支撑，面临行业垄断和融资困难等问题，并

提出加大产权保护和反垄断力度，完善硬件设施服

务体系等手段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49]。杨晓琰等针对民营企业融资、管

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高质量发展措施，主要包

括：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完善民营企业服务

体系；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创业环

境；强化内部管理等手段[50]。陈海宇等以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可有效促

进企业融资纾困，增加内源资金，进而正向影响企

业高质量发展[51]。许楠等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提出，

减税降费通过促进投资组合网络形成和多元化创

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52]。齐嘉则以瞪羚企业为

研究对象，提出推动我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思路：完善瞪羚企业评价标准，充分发掘“专精

特新”企业；提高科创资助强度，深化产学研合

作；健全风险投资机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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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热点演进分析

2018～2023年之间，CNKI数据库中的企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热点演进时间线如图3所示。时间轴

的节点大小代表各聚类的文章发表总量，节点越大

代表该聚类领域热度越高。而节点位置所在的年份

则表示该热点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间的连线代

表着各个关键词的共现联系。根据图3分析，2018
年后的关键词分布呈由稀疏到密集的趋势，且2018～
2023年间各年份的热点关键词间的连线非常密集，

其中，2020年密集程度显著增强，高频关键词也始

终保持增长态势。这表明从2018年开始，企业高质

量发展领域的研究逐渐趋热，其中，2018年主要

热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绿色创新、研

发投入等；2019年主要热点关键词延伸至企业绩

效、减税降费、中小企业、产业政策、价值链等；

2020年起公司治理开始变成热点关键词，此外研究

热点还包括融资约束、环境规制、产品质量、制造

企业、金融化等；2021年研究热点关键词延伸至创

新驱动、双循环、体育产业等；2022年开始涌现大

量有关数字经济的关键词，比如数字经济、金融科

技、人工智能、专精特新等；2023年热点关键词

延伸至技术融合、产业升级、资源配置和创新创

业等。

综合图2、图3研究发现，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

领域研究大致呈现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体制改

革、创新创造研究再到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扶持

政策以及公司治理等与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关系

的演变过程。 

三、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前沿

新突现的主题关键词代表着研究前沿方向，因

此本文利用CiteSpace进行关键词突变分析，得到突

变强度前20位的突变词（图4）。根据关键词突变

分析可知，2018年开始，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进入

爆发期，出现了较多突变词，主要有国有企业、党

建、民营经济、僵尸企业等。2019～2021年，创新

效率、内部控制、环境规制、政府行为等成为这一

时期的研究前沿，其中，内部控制虽然强度不高，

但持续时间较长。2021～2023年，先后出现创新驱

动、内部控制、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等

关键词，其中数字经济、科技金融和数字技术联系

紧密，且在数据截止的2023年仍未停止突变。由此

可见，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数字经济与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域研究的

前沿问题。基于关键词突变结果，通过文献样本分

析可知，当前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前沿趋势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驱动作用，需要结合数字经济背景来完善有关企业

高质量发展范式的理论体系。一方面，从企业高质

量发展理论角度出发，未来研究须基于数字经济基

础，围绕不同的组织形态和组织能力类型建立理论

范式，为数字化经济背景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针对
 

 

图 3   CNKI 2018～2023 年企业高质量发展热点主题共被引时间线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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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从实证研究角度出

发，现有研究已证明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的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和经营治理能力等多个

细分指标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有必要进一步将

数字经济特征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相融

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维度和各项新型指数

进行系统评估，建立符合数字环境的企业高质量发

展评价体系。

其次，基于新型数字技术应用，探讨企业新型

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但使

企业运营模式变革，同时也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

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考验。一方面，传统的内部控制

体系已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企业必须加快

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大数据思维提升宏观分析能

力，推动企业治理现代化才能提升企业发展质量[53]。

如何推动内部控制智能化成为亟需急需解决的问

题。例如，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财务管理

带来颠覆性变革，而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路径以及

随之而来的数字管理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

展开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

管理者的内部控制职能，企业对于兼具数字素养和

管理技能的人才需求逐渐增加，因此，未来研究有

必要对新型内部控制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探索。

最后，数字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

发展带来全新机遇，现有研究已发现数字金融具有

缓解融资约束、改善资本错配及降低经营风险等正

面影响，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却

未得到太多关注。随着互联网新兴技术的持续迭

代，数字金融使企业的资本获取更加便捷，而企业

过度投资的风险与技术依赖性也随之增大。与此同

时，数据隐私保护和相关的数字贸易政策不够完善

等问题仍然存在。贸易形态正在不断升级，我国需

要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治理环境，针对数字金

融和企业的协调发展展开深入研究。 

四、结语

本文基于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以CSSCI
来源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为样本，形象表现了

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热点演进

等方面内容，总结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呈维度多元化趋

势。在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升级的背景下，越来越

多的学者参与到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中。当前

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主题主要分为10个类别，包括

数字经济、公司治理、国有企业、中介效应、企业

创新、减税降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体育产业

和中小企业。

第二，研究热点上，目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热点主要分为内部控制提升治理水平、体制改革促

进企业转型、产业融合推动企业发展、数字经济注

入创新动能、宏观政策与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其

中，内部控制研究主要关注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并结合数字经济背景探

讨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为企业提升治理水平提供

了理论指导；针对企业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问

题，现有研究集中在国企混改以及民企的国资参股

等问题方面；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产业融合

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从服务业与制造

业、农业、体育业和文旅产业等实体产业的融合角

 

 

图 4   2018～2023年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20个主要突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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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展开针对性研究；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企

业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和人工智能等热点，并随

着数字技术的升级而不断深入；宏观政策与营商环

境方面，现有研究主要结合专精特新、瞪羚企业等

政策背景，从减税降费、营商环境法治化等角度研

究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第三，结合数字经济特征的企业高质量发展范

式理论体系、公司内部控制数字化问题、数字金融

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和数字治理环境建设将会是未来

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当今科学技

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颠覆性的数字技术不断涌

现，对企业自身发展之影响也愈发显著，这使得企

业进行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必将遇到更多全新

的挑战。因此，后续学者需要继续探索如何实现数

字化技术与企业协同发展，如何从管理的角度提高

企业适应新经济环境的能力等问题，更好地帮助企

业对发展路径进行动态调整，才能促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进而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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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alysis of Visual Knowledge Graph Based on CiteSpace

XIE Jia-yang   XIE Yu   JING Fu-y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refers  to  the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al  extensiv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w efficiency development models, and the promotion of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visuali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rough  CiteSpace  and  finds  that  the  hot  topics  of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five  aspects:  improving  governance
level  through  internal  control,  promoting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mot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roug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jecting  innovation  momentum  into  the  digital  economy,
macro policie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igital issues of internal control of companies,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enterprises and digi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will become important direction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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