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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
质量变革的关键推动力。 数字经济也推动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的深刻变革,企业组织正在向平台模式、生态模式

演进,创新活动更加依赖以平台为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 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很可能上升为生态之间的竞争,越来越

多企业会从产品战略过渡到平台战略,并升级到生态战略。 总之,在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全球疫情突发等多重背景

下,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面临重大挑战。 因此,本文回顾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展,从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战略、
国际化、治理模式等方面梳理相关成果,并探讨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旨在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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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促

进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其中,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尤其迅速,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2 年)》,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增长到 45. 5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速

为 16. 2%,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3. 4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约 40%。 而且我国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21 年产

业数字化增加值占数字经济比重达 81. 7%。 其实,除了宏

观层面的重要贡献,数字经济也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的深刻变革。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纷纷向平台化、生态化演进,创新

活动更加依赖以平台为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 ( innovation
 

ecosystem) [1-7] 。 具体来说,一方面,在数字产业化浪潮下,大
量新兴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涌现,很多数字创新平台作为

生态的主导者,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8] 。 根

据 Statista 数据,2020 年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中有七家———
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腾讯———已经建

立起了庞大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在各自行业中占据龙头地

位。 另一方面,在产业数字化加速下,大量传统产业利用创

新生态进行数字化变革,并助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

网等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 总之,在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上升为生态之间的竞

争,企业竞争优势越来越依托于创新生态。 因此,越来越多

企业会从产品战略过渡到平台战略, 并升级到生态战

略[9-13] 。 另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疫情的时代背

景下,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面

临更为复杂的情景,大量新出现的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

探究。

1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展
　 　 创新生态系统( innovation

 

ecosystem) 理论源自于商业

生态系统( business
 

ecosystem) 。 Moore 最早提出商业生态

系统( business
 

ecosystem)的概念:商业生态系统是由相互

作用的组织和个人共同支撑的一个经济共同体,是整个商

业世界的有机组织[14] 。 他认为,这个经济共同体为客户提

供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其成员包括客户、供应商、主要生

产者、竞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创新生态系统应用于战

略管理、系统科学、产业经济和运筹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之

中,正在成为创新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理论[14-19] 。 生态文献

经历了从商业生态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变[20] ,创新生

态系统强调参与者通过互动协调实现创新,从而共同为客户

创造价值[16,21] 。
随着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学者开始

关注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企业

战略研究也正在从价值链向价值网络、创新生态系统转

变[22] 。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主题:结构、动态化、战略与商业模式、区域创新

生态、国际化和治理模式等。
第一,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 创新生态的结构非常重

要,首先会影响到生态培育成功与否,其次会影响生态企业

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23] 。 很多学者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概

念、结构等基本内容进行了探索[3,8,10,24-26] 。 与传统的供应

链企业相比,创新生态所涉及的范畴更广,主要包括产业价

值网络与泛社区网络两部分,而且其具有更复杂的组织架

构、互动机制和治理模式[3,24] 。 例如,在平台模式向生态模

式的转型过程中,组织在用户结构、交易层级等方面会发生

较大变化。 创新生态系统模糊了原有组织的边界,有利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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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多方资源[8] 。 越来越多的平台公司通过引入互补者不断

扩张边界,进入不同行业,从而演变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

态[2,17] 。 平台生态可以扩展平台的网络效应,将其从双边用

户扩展到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1,14] 。 而且,基于平台的技术

生态系统具有更强的“生成性”,即生态系统可以促进公司进

行互补创新,因此平台技术生态往往优于许多部门的传统垂

直整合系统[27] 。 Rong 等提出一个 6C 生态整合框架:情境

(context)、结构 ( construct)、范式 ( configuration)、合作机制

(cooperation)、能力( capability) 和变革( change) [10] ,该框架

全面系统地解构了创新生态系统,后续大量研究以 6C 框架

作为分析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框架[28-29] 。
第二,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化。 一般来说,创新生态系

统具有动态性、栖息性与生长性[30] 。 为了能更好地分析数

字经济时代下更多主体参与、更动态的创新活动,创新生态

理论应该关注创新生态的产业价值网络与泛社区网络之间

的动态循环,例如核心企业如何通过接入和转换在泛社区网

络中的资源而建立价值网络[3,13] 。 有学者发现,生态系统的

参与者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在事后的动态演变过程中出

现的,价值链和社会网络之间的互动将推动价值链重构[31] 。
而且,很多研究发现生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如合作、补充)
可以提高包括创新、价值创造在内的生态绩效[32-34] 。 例如,
很多平台公司的成功来源于互补性创新,企业间交流通过学

习和合作机制促进了互补性创新[32] 。 互补者对软件生态价

值创造尤其重要,生态对互补者的吸引力则来自赞助、社会

学习、知识交流等渠道[33] 。
第三,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和商业模式。 越来越多学者

从战略和商业模式的角度探究生态系统,强调创新生态系统

的培育和重构对于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性[5,12,22,35] 。
随着公司的产品竞争逐渐让位于生态系统的竞争,生态特定

优势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网络效应、参与者互动、互补性资

源、生态治理等生态特定优势的关键要素都会对生态价值创

造产生重要影响[11] 。 关于企业战略,在从产品战略向生态

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以产品为中心的活动与生态系统活动不

是完全对立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公司可以通过创建一个生态

系统来增强其主要产品的优势,并通过产品活动和生态系统

活动的相互适应来实现综合价值主张[4] 。 还有一些学者发

现生态与创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生态战略对企业

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5] 。 另一

方面,架构创新可以改变系统内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后

发企业占据有利的生态位提供机会[36] 。 另外,有学者发现,
互补技术既会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也可能带来一些潜在的

成本,因此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需要寻求技术互补性提供的

机会与管理技术相互依赖关系带来的成本之间的平衡[37] 。
第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近年来,更高维度的区域创

新生态也逐渐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一个热点。 生态的

协同演变和互补者协作对于区域创新生态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区域创新生态内部的协作和区域创新生态之间的协作

有利于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38] 。 有学者总结了建立区

域创新体系的因素,具体包括区域创新治理、区域专业化、区
域专有因素和创新的核心边缘等[39] 。 另外,产业集群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建立多层次开放式区

域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促进产业集群创新发展[40-41] 。 良

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城市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是目前

中国不同城市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需要促进城市创新生态的培育和均衡发展[42] 。
第五,平台和生态的国际化。 已有数字企业国际化研究

大多关注数字技术对于企业国际化的正面作用。 例如,硬件

基础设施的全球覆盖、互联网平台技术、数字品牌透明度等

数字技术或数字能力可以为企业提供新的国际化方式、为全

球客户创造和交付价值的新方式,因此极大促进了其国际化

进程[43-44] 。 而且,数字企业可能会产生较低的外来者劣势,
面临较少的心理距离引起的摩擦[45] 。 然而,最近的研究发

现,数字企业跨越地理边界的能力可能被高估了,数字公司

在国际化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困难[24,46-47] 。 例如,新兴经济

体跨国公司经常会面临制度障碍,但是其可以通过参与集体

行动、构建海外创新生态系统来维持其在制度薄弱环境下的

业务[24] 。 数字解决方案国际化需要核心数字技术和生态系

统的复杂交互,不同的生态角色对数字解决方案扩展发挥不

同的作用[48] 。
第六,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模式。 随着生态的进一步发

展,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创新生态的治理模式,他们发现

创新生态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治理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创

新生态治理[11,27,49-50] 。 例如,随着平台系统的成熟以及其与

替代平台系统的竞争加剧,平台生态系统中的搭便车行为就

会盛行[27] 。 关于创新生态治理模式的建立,不同类型的生

态需要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机制。 有学者提出了基于数字平

台构建、数字技术应用及数字资源协同的三大创新生态系统

治理机制,为多种创新生态治理困境提供了解决思路[50] 。
海尔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生态案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

内外生态跨层嵌套的特殊结构以及平台模块耦合、多边网络

协同、内部竞争设计等四个协同机制[49] 。 另外,生态系统治

理机制需要处理好生态的三个矛盾:标准化-多样性、控制-
自主和集体主义-个体主义[18] 。 有研究发现,平台应该通过

选择性推广互补品来提升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促进整体的

销售,减少互补品之间的过度竞争[51] 。 总之,生态治理的方

式可能包括定价、补贴和把关等正式规则,还可能包括认证、
选择性推广和知识分享等非正式规则[11,51] 。

总之,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但是仍存在一

些值得完善的空间:第一,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创新生态系

统的静态和碎片化特点,包括概念与特征、静态结构、企业内

部机制、企业创新绩效等。 因此,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

下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化、多元化、嵌入化、跨行业和数字化

等新特征新趋势缺乏足够关注。 第二,现有研究的视角主要

集中于主体企业,现有研究对更广泛层面的内容缺乏讨论,
例如生态多元治理、生态国际化等。

2 创新生态系统专栏介绍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将面临比

之前更为复杂的研究背景,大量新出现的重要问题有待进一

步探究,比如: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治理、演
化、竞争等会产生什么变化? 创新生态如何赋能数字化转

型? 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创新生态发展? 数字创新生态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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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的商业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吗?
为了补充创新生态系统现有研究的不足,此次专栏聚焦

上述“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生态”多层面相关问题,并展开了

深入讨论和研究,下面举例介绍:
第一,在微观层面,董晓松等通过对海尔公司和小米公

司的比较案例分析,探索了一种独特的创新生态———智能产

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特征,并总结了智能产品生态系统的协

同机制与演化升级路径。 该研究采用了双案例比较分析方

法,所选案例典型。 在价值共创理论方面,该文探究了智能

产品生态系统协同价值创造的深层机制和具体路径,补充了

价值共创理论研究。 该研究发现,智能产品生态系统具有共

生演化运行结构,而且其中主体通过“产品创新、产品协同、
平台协同和网络协同”等协同方式实现协同演化。 在智能产

品生态研究方面,该文将生态学与管理学结合,对智能产品

生态的系统结构、演进机制和路径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该研

究发现,智能产品生态系统演进阶段包括生态物种、生态种

群、生态群落和生态系统四个阶段,而且智能产品生态有四

条升级路径,升级路径也分逐步升级和跨越升级两种类型。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该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智能产品生

态系统协调机制和升级路径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构建智能产

品生态系统提供概念框架和有效路径,有利于企业实现数字

化和智能化转型。
第二,在中观层面,李晓娣和饶美仙以中国 30 个省市的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 fsQCA 的组态分析方

法,探究了数字经济驱动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路

径。 该研究发现,在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数字创新平

台、数字创新主体、数字生态环境对区域创新存在多重并发

因果关系。 在研究视角方面,该文立足于数字经济大背景,
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相结合,突出了数字经济的各个要素

对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的驱动作用,丰富了区域创新

生态相关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该文采用了量化与质性相

结合的 fsQCA 新方法,探索了数字经济驱动创新生态绩效的

路径。 这种方法可以同时考虑多种因素,有利于分析多种因

素并发的情况;而且创新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多主体、动态化、
嵌入化等特点[3] ,创新生态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是比较复杂

和多元的,因此利用 fsQCA 方法能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在研

究贡献方面,该文发现了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创新发展的

多元组态路径,具体包括“主体驱动型”“平台-主体-环境驱

动型”“环境驱动型” “环境-主体驱动型”四种组态路径,而
且每种组态路径对应不同的省市。 因此该研究为各省市因

地制宜地制定创新发展路径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利于

数字经济助力区域创新发展和区域协调。
第三,在宏观层面,刘志阳等以疫情期间的中国数字社

会创新实践为例,结合数字创新生态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
深入探究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数字社会创新机制。 新冠

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
由于资源调配的问题,新冠疫情带来了很大的直接和间接社

会经济损失。 在创新生态理论方面,资源配置和整合是创新

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52] 。 如何高效有序且可持续地利

用、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实质上也属于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的关键问题。 不同于产业链模式,创新生态模式既可以利用

产业链价值网络中的资源,也可以利用泛社区网络(社会资

源池)中的嵌入资源,比如潜在合作伙伴、政府、科研机构、高
校等主体的资源。 而该文从创新生态的整体视角考虑数字

社会创新资源编排在资源整合中的重要性。 因此,该文补充

了创新生态的资源整合研究。 在应急资源管理研究方面,该
文侧重突发事件中的创新资源整合新模式,该文发现了,应
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或整合有三种模

式:基于问题的技术开发模式、基于解决方案的场景迁移模

式和基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 因此,该
文丰富了应急资源管理研究和资源编排理论研究,也为全球

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研究贡献了中国经验,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 在数字技术研究方面,之前研究尚未完全打开数字技

术赋能社会创新的黑箱。 在整体的数字社会创新理论模型

中,该文突出了数字技术对于社会创新生态系统资源整合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具体来说,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数字

技术的应用突破了传统创新生态系统的时空限制,使得数字

社会创新具备很多的优势,比如丰富多元的合作伙伴、快速

的响应机制、资源约束的突破等,从而数字社会创新可以及

时调动各方资源应对危机、创造社会价值。
总之,以上三篇文章分别从微观(企业)、中观(区域)、

宏观(社会)层面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本身及其影响进行了

深入探究,突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下创新生态系统的特点,并
针对数字经济时代下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和演化升级提出

了新的思路,有利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其实践

的突破创新。

3 创新生态系统的未来研究方向
　 　 前文回顾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展和不足,下面本文

将提出未来的研究框架和方向。 具体来说,基于创新生态系

统的前沿文献以及产业实践,本文发现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研

究的重要方向包括生态战略观、生态结构与嵌入、生态动态

演化、生态国际竞争等。
第一,生态战略观。 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企业会

从产品战略过渡到平台战略,并升级到生态战略[9-13] 。 而

且,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生态战略可以帮助企业

和整个产业链应对冲击,提高产业链韧性。 因此,企业在规

划未来战略和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需要建立生态战略观,
明确自己的生态定位。 例如,生态核心企业(领导者)需要在

整个生态培育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主导、协调和促进作用,重
视生态的培育和动态演化,加强生态主体之间的互动协

同[19,53] 。 另外,生态战略观的推行与生态核心公司的 CEO
等生态系统架构师或协调者密切相关,生态系统架构师的目

标是建立生态系统并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他们主

要关心的应该是如何为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而不

是如何为自己获取价值[54-55] 。 因此,企业高管需要建立生

态战略观,重视生态的规划和培育,更加注重生态整体利益。
然而,目前生态战略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未来创新生态

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生态战略观的内涵,如何树立和推行生

态战略观等问题。
第二,生态结构与嵌入。 已有创新生态研究更多关注产

业价值网络的价值创造和获取[1,16,56] ,这与商业模式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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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合,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应该更加重视嵌入资源的作

用。 首先,从生态的价值创造来看,生态嵌入资源能发挥支

撑作用。 一方面,生态系统中的嵌入资源(泛社区网络)不直

接参与产业的价值创造,但是可以帮助生态获得更大的网络

效应、更多的连接[57] 。 例如,有实证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平

台通过引入社会关系披露可以提高其转化率和销售率,其中

的作用机制是信任[58] 。 这一结果印证了泛社区网络对价值

网络的支持,突出了社交媒体等嵌入资源在建立信任、增强

网络效应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来看,信任不仅是产业

价值网络中合作伙伴之间深入合作的基础,也是产业价值网

络与泛社区网络之间互动的关键[3] 。 另一方面,嵌入资源中

的潜在合作伙伴在某些时候可能进入产业价值网络并参与

价值创造,甚至可能革新原有的商业模式,带来更多的共同

创造价值的机会[59] 。 其次,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来看,
生态嵌入资源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时代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而产业

链安全是维持产业链竞争力的前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

接,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
研发机构、高校和产业联盟等泛社区网络资源都在为产业链

的价值创造做贡献,例如高校等科研机构可以为产业链提供

研究支持、高素质人才等创新资源,从而促进产业链创新发

展[40] 。 因此,需要促进产业链和泛社区网络深度融合,利用

泛社区网络的嵌入资源支撑产业链的稳定发展,促进世界科

技强国建设。 因此,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需要关注以下生

态结构相关问题:如何培育和利用泛社区网络的嵌入资源来

支撑生态的价值创造,如何调动嵌入资源支撑产业链稳定发

展,如何建立产业价值网络与泛社区网络之间的生态信

任等。
第三,生态动态演化。 现有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出发,

关注创新生态的参与者角色、平台以及生态整体结构特征等

相关问题[16,17,60-62] ,这些研究仍然没有脱离价值链结构、平
台结构。 而生态是不断动态演化的,需要重视生态动态演化

的核心内容,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生态

动态演化的阶段。 分析创新生态的动态演化阶段有利于培

育多元健康可持续的创新生态。 生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推

动整个生态共同演化,使其经历兴起、多元、汇聚、巩固和更

新五个阶段[14,19,24] 。 在不同的生态动态演化阶段,企业需要

不同战略。 第二部分是生态动态演化的主体。 相对于价值

链,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更加复杂,生态存在多元主体,而且

多元生态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复杂连接、协同演化等动

态关系,因此通过静态视角无法刻画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特

征[19,63] 。 第三部分是生态动态演化的机制。 在生态演化过

程中,多元的主体需要通过一些动态演化机制进行互动协

同、推动整个生态不断发展演变。 生态动态演化的机制包括

生态愿景、生态信任等。 因此,未来创新生态的研究应该注

重动态视角,关注以下生态动态演化相关问题:如何形成并

分享生态愿景,如何促进生态伙伴的互动协同,生态伙伴如

何形成共同演化的机制和路径等。
第四,生态国际竞争。 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推动创新生态

的国际化,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应该更加重视国际竞

争。 一方面,在企业层面,过去相关研究强调数字企业具有

“生而国际化”的优势[43-45] ;然而,最近研究发现数字公司在

国际化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困难[24,46-47] 。 有些生态特定优

势转移到新市场会面临很多成本和困难,因此生态国际化需

要利用普适性的生态特定优势,同时重建只有当地有效的生

态特定优势[11] 。 综合来看,数字生态企业的国际化可能主

要面临着用户、互补者、制度三个维度的生态整合劣势

(liability
 

of
 

ecosystem
 

integration,
 

LoEI) [47] 。 生态整合劣势

(LoEI)理论拓展了外来者劣势等传统的国际化劣势理论,有
利于企业更全面分析国际化风险,针对性制定相应的国际化

战略。 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随着中美冲突、逆全球化趋势

的出现,国家数字创新生态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话题。 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数字创新生态的培育不仅

关系到产业数字化和产业转型,而且有利于我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 因此,为了突破以美国为主导的第一数字产业生态的

“卡脖子”威胁,我们需要加快数字创新生态培育,构建一个

以中国为主导的、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同时多元开放的第二

数字产业创新生态。 具体来说,我们既要加强对数字基础设

施的投入,实现重要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促进数字产业的自

立自强;同时也要重视开放合作,促进数字生态出海[7,64] 。
因此,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应该更多关注生态国际竞

争,全面分析用户、互补者、制度等方面的生态整合劣势,探
索生态出海之路,并关注在国家创新生态竞争背景下的企业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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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has
 

grown
 

rapidly
 

and
 

become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the
 

engine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quality
 

chang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lso
 

facilitated
 

profou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For
 

example,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enterprises
 

is
 

evolving
 

into
 

a
 

platform
 

model
 

or
 

an
 

ecosystem
 

model.
 

Moreover,
 

innovation
 

activities
 

are
 

more
 

dependent
 

on
 

platform-driven
 

innovation
 

ecosystems.
 

It
 

is
 

likely
 

that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will
 

be
 

expanded
 

to
 

competition
 

among
 

ecosystems,
 

with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transforming
 

their
 

product
 

strategies
 

to
 

platform
 

or
 

ecosystem
 

strategies.
 

A
 

large
 

number
 

of
 

important
 

emerging
 

issues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s
 

we
 

face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and
 

more
 

complex
 

scenarios
 

and
 

challenges
 

in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earch.
 

In
 

respons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earch
 

and
 

proposes
 

som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y,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Each
 

part
 

of
 

the
 

paper
 

is
 

described
 

in
 

detail
 

below.
In

 

the
 

first
 

part,
 

the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earch.
 

With
 

the
 

matura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ecosystems
 

with
 

the
 

topic
 

becoming
 

a
 

research
 

hotspot.
 

Specifically,
 

current
 

research
 

in
 

this
 

area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emes:
 

structure,
 

dynamics
 

and
 

evolution,
 

strategy
 

and
 

business
 

models,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models.
 

We
 

find
 

that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earch
 

is
 

deepening,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areas
 

that
 

require
 

further
 

exploration.
 

First,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static
 

and
 

fragm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t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uch
 

as
 

dynamics,
 

diversification,
 

embeddedness
 

and
 

cross-industry.
 

Secondly,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enterprises,
 

and
 

ignore
 

the
 

multi-governance
 

of
 

ecosystems
 

and
 

ecosystem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second
 

par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pecial
 

issu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is
 

special
 

issue
 

focuses
 

on
 

and
 

discusses
 

in
 

depth
 

the
 

multi-faceted
 

matters
 

related
 

to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three
 

articles
 

in
 

this
 

special
 

issue
 

explore
 

the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at
 

three
 

levels-the
 

micro
 

(enterprise)
 

level,
 

the
 

meso
 

( region)
 

level,
 

and
 

the
 

macro
 

(society)
 

level-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y
 

propose
 

new
 

ideas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In
 

the
 

third
 

part,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innovation
 

ecosystems.
 

Based
 

on
 

the
 

cutting-
edge

 

literature
 

on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industrial
 

practic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fu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earch
 

might
 

include
 

ecosystem
 

strategy
 

view,
 

the
 

embeddedness,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system
 

strategy
 

view
 

and
 

the
 

embedded
 

resources
 

of
 

pan-community
 

networks,
 

analyze
 

the
 

co-evolution
 

mechanisms
 

of
 

ecosystem
 

partners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expatiate
 

on
 

ecosyste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ecosystem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enterprise
 

executives
 

should
 

establish
 

ecosystem
 

strategy
 

view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the
 

ecosystem;
 

industries
 

shoul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pan-community
 

networks
 

and
 

use
 

the
 

embedded
 

resources
 

of
 

these
 

networks
 

to
 

support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hains;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lead
 

and
 

nurture
 

an
 

independent
 

and
 

open
 

ecosystem
 

with
 

key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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