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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创刊4040周专辑周专辑••
中国科技管理研究的贡献、演进与展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刊40年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 王璐瑶 曲冠楠 李 楠 陈万思 陈 劲 孙 兰 夏孝瑾 冯 超 薛瑞楠（05-003）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内外学术创业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评析 …………………… 丁雪辰 柳卸林（05-022）

技术创新网络强弱关系影响效应的差异化：研究综述与展望……………… 姜李丹 薛 澜 梁 正（05-042）

团队社会网络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 臧祺超 曹洲涛 陈春花（05-054）

从创意产生到创意实施：创意研究评述………………………………………………… 朱桂龙 温敏瑢（05-069）

国家创新系统观的产生与发展——思想演进与政策应用 …………………………… 樊春良 樊 天（05-089）

官产学三螺旋创新的国际研究：起源、进展与展望 …………………………………… 张 艺 陈凯华（05-116）

标准必要专利产生背景、运行机制与影响：文献回顾与研究展望

………………………………………………… 崔维军 岑 珊 陈 光 吴 杰 韩 硕 孙 成（05-140）

后发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研究的系统回顾 ………………………………………… 耿红军 王 昶（05-159）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 战 睿 王海军 孟翔飞（05-179）

数字创新时代：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柳卸林 董彩婷 丁雪辰（06-003）

管理领域的模块化理论演进与实证研究综述 ……………………………… 王海军 郑 帅 陈 劲（06-016）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知识搜索和知识扩散研究述评与展望 ………………… 王 巍 孙笑明 崔文田（06-036）

组织分权视角下的科技体制改革与PI 制研究 ………………………………………… 裴瑞敏 陈 光（06-055）

经济增长、双轮驱动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理论演进与中国实践 ………………………………… 李华军（06-070）

我国“新零售”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 王淑翠 俞金君 宣峥楠（06-091）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数字经济研究演进、框架与前沿中外比较… 董晓松 夏寿飞 谌宇娟 田 西（06-108）

组织惯例动态研究的主流质性方法述评与未来展望 ………………………………… 余 浩 刘文浩（06-128）

激励前沿评述与激励协同研究展望——多学科/学派、多层次、多维度视角 ………… 马喜芳 芮正云（06-143）

国际家族企业研究三十年的可视化分析 …………………………………… 张芯蕊 窦军生 陈志军（0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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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科技政策第十五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与管理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优秀论文••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基本内涵、动力源泉及实现路径 ……………………… 李 瑞 梁 正 薛 澜（01-003）

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的资源门槛 ……………………………… 孙忠娟 刘晨蕊 周江华 李纪珍（01-016）

产学研科学与技术合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数量与质量视角 赵胜超 曾德明 罗 侦（01-033）

技术创新、环境污染和规制政策——转型创新政策的视角………………… 黄天航 赵小渝 陈凯华（01-049）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关联与创新传导的影响分析 ………… 靳 景 张耀坤 宋昱晓 余 江（02-003）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科技人才注意力研究——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9年）文本分析

…………………………………………………………………………………………… 许 治 张建超（02-019）

共生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团体标准利益平衡与政府对策研究 ………………………… 方 放 杨晓春（02-033）

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与创新质量——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 胡江峰 黄庆华 潘欣欣（02-050）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建构“整合式创新”：来自中国高铁的启示…………………………………… 吴欣桐 梅 亮 陈 劲（01-066）

创新创业平台对国家高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研究——来自2012—2017年88个国家高新区关系数据

的证据 …………………………………………………………………………………… 孙红军 王胜光（01-083）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 赵剑波（03-003）

破“四唯”能解决中国科技评价的问题症结吗…………………………………………………… 刘 云（08-003）

智库专家与国际学术话语权：基于调节中介模型的探索性研究……………………… 潘 虹 唐 莉（10-003）

••科技战略与政策科技战略与政策••
双元领导如何激发新员工创新行为？一项中国情境下基于认知—情感复合视角的模型构建

…………………………………………………………………………………………… 胡文安 罗瑾琏（01-099）

时间压力促进还是抑制员工创新行为？——一个被调节的双重路径模型

………………………………………………………………………………… 宋锟泰 张正堂 赵李晶（01-114）

信任水平、合作关系与创新行为：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公立科研机构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 于贵芳 温 珂 方 新（0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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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基于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 …………… 田 鑫（03-017）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启示：以美国生物识别体系为例…………… 苗争鸣 尹西明 陈 劲（04-003）

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资源—绩效的跨层调节影响机制 ……………………………… 何增华 陈 升（04-019）

科技成果转化的战略绩效评价——基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成果的实证研究

……………………………………………………………………… 张 浩 霍国庆 汪明月 吴忠谦（08-007）

中国孵化器政策的演进特征、问题和对策——基于政策力度、政策工具、政策客体和孵化器生命周期的四

维分析 ………………………………………………………………………………… 李梓涵昕 周晶宇（09-020）

海外并购对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 胡潇婷 高雨辰 金占明 李纪珍（09-035）

跨国并购影响创新绩效的中介机制：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 吴 航 陈 劲（11-031）

如何通过制度创业促进孵化效应提升？——基于ZSSK孵化器的案例研究 ……… 王冬冬 段景伦（11-048）

人才争夺战”政策文本计量与效能评价——一个企业使用政策的视角

………………………………………………… 何 江 闫淑敏 谭智丹 胡 敏 冯星瑗 江蕙伶（12-052）

••科学理论与方法科学理论与方法••
网络结构对专利PageRank与专利价值关系的门槛效应研究

……………………………………………………………………… 张克群 张 婷 李姗姗 周 为（02-066）

动态竞争研究的文献计量和框架构建 ………………………………………………… 亓 晖 姚小涛（07-003）

大企业为什么要重视基础研究？ ……………………………………………………… 徐晓丹 柳卸林（09-003）

国外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热点与演进脉络——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 解学梅 余生辉 吴永慧（10-020）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创新系统内外部要素对创新能力的构型影响 …… 邓 巍 梁巧转 王 维（10-043）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企业创新路径分析 ……………………………………………… 马天月 丁雪辰（11-003）

中介组织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层次与功能演进：研究综述与展望……………………………… 胡 雯（11-016）

••区域科技与创新区域科技与创新••
创新平台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 陈洪玮 王欢欢（0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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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视角下四螺旋创新驱动要素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中国30省高技术产业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吴菲菲 童奕铭 黄鲁成（07-062）

创业生态系统如何促进城市创业质量——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谢智敏 王 霞 杜运周 谢玲敏（11-068）

企业间控制机制、知识转移效果与新产品开发速度关系研究……………… 邓 程 杨建君 刘瑞佳（11-083）

••科技创新与创业科技创新与创业••
私营企业家的身份体系如何影响创业导向？——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 戴维奇 黄婷婷 傅 颖（03-063）

双元管控对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影响：基于平衡视角…………………………………………… 杨粟英（04-034）

用户驱动的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以资源拼凑为路径的研究……………… 冯文娜 姜梦娜 穆 耀（04-049）

国际并购中双方知识员工的风险识别与评估 …………………………………………………… 赵中华（04-068）

国际创业能力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以华晨汽车集团为例 …………… 何建笃 孙新波 穆天宇（07-078）

构筑多层联动的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 许冠南 周 源 吴晓波（07-098）

创业意愿与行为：舒适区和可承担损失视角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何良兴 张玉利（08-026）

发明者特征、技术新颖性和发明质量关系研究 …………………………… 荣雪云 杨中楷 徐 鑫（10-093）

组织能力与外部环境如何促进产品创新？基于生命周期的组态分析……………… 李树文 罗瑾琏（10-105）

技术网络中新兴技术的突破机会的APL识别方法 …… 姜照华 宋华东 王 静 侯梦珠 谢德雨（12-71）

颠覆性技术异化及其治理研究——以“深度伪造”技术的典型化事实为例

………………………………………………………………………… 苗争鸣 尹西明 许展玮 陈 劲（12-83）

基于“范围—流向”分析的产业技术主体知识流动机理——以平板显示技术领域为例

……………………………………………………………………………………………… 洪 勇 王鹤楠（12-99）

••创新战略与管理创新战略与管理••
研发人员专业异质性与合作稳定性对企业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 …………………… 汤超颖 董品华（03-047）

多主体参与和产品创新绩效：知识共创的复合中介机制…………………… 蒋海萍 许 皓 叶 岚（07-022）

企业与多类型伙伴间的重复合作对研发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 梁 杰 谢 恩 赵龙峰（07-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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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依靠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应？——来自中国与OECD国家的测度研究

…………………………………………………………………………………………… 刘兰剑 滕 颖（07-050）

产业链创新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网络演化及协同测度——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 刘国巍 邵云飞（08-043）

企业与政府间的创新信号传递与反馈研究 ……………………… 冯 潇 孟卫东 黄 波 张尔聪（08-063）

两代共存治理、继任者培养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分析

………………………………………………………………………………… 郑登攀 李生校 王功博（08-080）

适老产品创新管理的关键成功因素研究——情境、认知与创意螺旋提升模型……… 郑稣鹏 徐雨森（08-096）

共享经济平台用户价值独创机制研究——以Airbnb与闲鱼为例

……………………………………………………………………… 孟 韬 关钰桥 董 政 王 维（08-111）

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国际化经验与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率………………… 冉启斌 陈伟宏 张 平（08-131）

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权力对伙伴企业情感性承诺的影响研究——以组织间依赖为调节变量

………………………………………………………………………………… 顾桂芳 季旭彤 李文元（09-055）

协商策略对企业合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关系冲突的中介作用………… 王龙伟 王 立 王文君（09-069）

“紧缩”还是“复苏”？衰退企业业绩逆转的战略选择？ …………………… 段海艳 李一凡 康淑娟（09-084）

海归人才知识密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关村企业的实证分析

………………………………………………………………………………… 柳卸林 严卫群 常馨之（10-062）

战略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商业模式创新视角……… 周 琪 苏敬勤 长 青 张 璐（10-074）

众包社区与用户协同演化的协同激励机制案例研究 …………… 张庆强 孙新波 钱 雨 张大鹏（11-098）

复杂制度环境中制度要素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机制 …………………………… 刘小花 高山行（11-117）

企业持续创新必然促进业绩增长？——基于环境动荡性调节效应的分析

……………………………………………………………………………… 许 治 陈郑逸帆 朱明晶（12-003）

知识异质性与新产品开发绩效：转化式学习的中介作用与高管支持的调节效应

……………………………………………………………………… 曹 勇 肖 琦 刘 弈 郭玉春（12-020）

研发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研发联盟组合特征的调节作用……………… 毕静煜 谢 恩（1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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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力资源与管理科技人力资源与管理••
服务化转型视角下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动机制研究——以沈阳机床集团为案例

……………………………………………………………………… 朴庆秀 孙新波 钱 雨 金正浩（02-094）

企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资源冗余与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 郭文钰 杨建君 李 丹（02-116）

“势不两立”还是“相得益彰”：领导下属正念一致性与创新绩效…………… 姚 柱 罗瑾琏 张显春（03-080）

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 王艳子 王聪荣（03-094）

资质过剩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赵李晶 张正堂 宋锟泰 陈钰瑶（04-083）

领导幽默如何激发员工创新：一个双中介模型的检验……………………… 姜 平 杨 付 张丽华（04-098）

职场排斥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自我损耗的中介效应和认同导向的调节效应

………………………………………………………………………………… 朱千林 魏 峰 杜恒波（04-113）

OKR是什么及为什么能提升团队绩效？——柔性导向绩效管理实践案例研究

………………………………………………… 西 楠 彭剑锋 曹 毅 李梦抒 李雨明 曹春辉（07-116）

资质过剩感与个人—组织匹配的耦合对主动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王朝晖（07-139）

“为己”还是“助人”？工作使命感一致性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 姚 柱 罗瑾琏（09-105）

心理因素联动对创业者决策逻辑的影响——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

………………………………………………………………………………… 崔连广 闫 旭 张玉利（09-123）

权力分配差异视角下领导权力距离取向与领导对下知识共享意愿研究

……………………………………………………………………… 金 辉 孙晨银 罗小芳 王建刚（09-136）

领导积极内隐追随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 磊 王泽民（10-119）

员工谦逊对基层创新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视角的研究 ……………… 黄 庆 黄霞林 蒋春燕（10-138）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情绪劳动的影响：一个多层次模型……………………… 郑晓明 余 宇 刘 鑫（11-132）

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组态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 刘西明 张叶婷 许长勇（12-114）

团队领导跨界行为如何影响团队创造力？——基于知识整合和团队氛围的整合视角

…………………………………………………………………………………………… 余义勇 杨 忠（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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