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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创业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众多参与者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种制度和环境要素构成的促进创业

事件持续发生和演替的集合体。在以深度访谈与德尔菲法得出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直接影响关系和强度的基础

上，采用 DEMATEL 与 ISM 集成法解析国家创业系统。国家创业系统可划分为 6 个层次以及结果子系统和原因子系

统，其中结果子系统中的创业企业发起者、创业事件、创业机会 3 个要素在国家创业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而原因

子系统中的创业事件推动者、高等教育和城镇化 3 个要素处于基础性地位，创业相关法规政策的影响范围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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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业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现象［1］，因此将创业活

动高度 活 跃 的 区 域 视 为 一 个 系 统 是 合 理 的［2］。自

Aldrich［3］在其开创性论文中倡议采用“( 生态) 系统进

路”阐释和研究新企业创建问题以来，国内外学者基于

演化和系统分析进路对国家 /地区创业系统①( entrepre-
neurial system) 概念、特征、构成要素、运行机理、构建策

略进行了探讨［2，4 － 10，18 － 20］。虽然学者们对国家创业系统

构成要素的认识和描述不尽相同，但国家创业系统是由

相互作用的众多参与者构成的复杂集合体却是学界和

业界的共识［11］。但截至目前，尚无学者深入研究国家创

业系统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和强度，剖析国家

创业系统的结构层次及各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这对认识国家创业系统的运行机理以及构建策略制

订和实施非常重要。为此，本研究拟在对国家创业系统

概念和构成要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决策实验室

(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
TEL) 与解释结构模型(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集成法对创业系统结构层次和关键要素予以解析

和识别，为提出国家创业系统发展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1 国家创业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国家创业系统(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NSE) 这一术语及其概念最早由 H． J． Chang 等［4］根据 C．

Freeman 等［20］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NIS) ”演绎而来。21 世纪以来，以演化与系

统进路从宏观层面阐释和测量( 或评估) 一国或区域的

创业及其发展状况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努力的领域，如生

态系统 观 下 的“创 业 生 态 系 统 ( entrepreneurial ecosys-
tems) ”［2，11］。尽管相关术语在表述上有别于国家创业系

统，但其实质和内涵则是相同的。
尽管学者们对创业系统构成要素的认识和描述不

尽相同，但创业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众多参与者构成的

复杂集合体却是学界的共识［11］。基于创业本质上既是

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现象”这一认识［1，12 － 13］，国家创业

系统在功能上不仅要有助于创业事件( entrepreneurial e-
vent) 持续发生［5］，而且要能够不断壮大创业者群体、协
助创业者转型② ( entrepreneurial transformation ) ［6］，最终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经济发展［9 － 10］。因此，国家创

业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众多参与者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各种制度和环境要素构成的促进创业事件持续发

生的集合体。
一般认为，创业系统构成要素至少应包括高校和研

发机构、胜任的人力资源、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各级政

府、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专业服务提供商以及开

放和动态地联系这些要素的进取性文化［13］。但这些要

素并不足以反映国家创业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演化性

以及创业者和创业活动在国家创业系统的核心地位，也不

能反映其协助创业者转型功能。事实上，创业者或创业活

动本身就是国家创业系统的组成部分［5，8，10］。因此，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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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称之为创业生态系统(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ES) 、创
业发展系统(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system，EDS) 等，本研究借鉴
创新系统这一术语，一律称之为创业系统( entrepreneurial system，ES) 。

意指“帮助创业者掌握和提高成功创建公司所需的技能”，
不仅要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以及与有经验的创业者和顾问互动的
机会，而且需要直接为其提供指导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创业技能。



述要素外，国家创业系统还应包括创业事件［14 － 15］、创业

企业发起人［5 － 6，16，18］、创业事件推动者［8，16 － 17］、市场规模

和早期客户［8 － 9］、法规政策［9］、行业结构［5，9］、物理基础

设施［8 － 9］、城镇化［8］、创业机会［5，9］ 等。其中，各级政府

承担着公共行政管理职能; 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为创业者

提供社会资本; 进取性文化可描述为创业文化。
综合国内外文献，可将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概括

为“创业事件”“创业企业发起人”“创业事件推动者”
“社会网络”“高等教育”“研发机构”“胜任的人力资源”
“专业服务提供商”“市场规模和早期客户”“公共管理”
“创业文化”“法规政策”“物理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
“行业结构”“城镇化”“创业机会”17 个要素。

2 研究设计与过程
2． 1 研究设计

首先探讨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相互影响关系及

影响强度，然后集成 DEMATEL 与 ISM 两种方法解析和

识别国家创业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关键要素。
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和影响强度采取深度访

谈法与德尔菲法相结合，其中影响强度的测度采用 Lik-
ert 七点计分法。据此可得出国家创业系统 17 个构成要

素间相互影响关系( 表 1) 及其直接影响强度矩阵 X，X =
{ xij } 17 ×17 ( 表 2) 。

表 1 国家创业系统各构成要素的直接影响要素
Tab． 1 The direct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omponents on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要素 影响要素 要素 影响要素

A1 创业事件 A2，A15，A17 A10 公共管理 A11
A2 创业企业

发起人
A4，A17 A11 创业文化

A2，A4，A12，

A14
A3 创业事件

推动者

A2，A4，A10，

A11，A12
A12 法规政策

A1，A2，A6，

A8，A13，A14

A4 社会网络 A1，A2
A13 物理基础

设施
A1，A2

A5 高等教育 A7 A14 投融资市场 A1，A2
A6 研发机构 A1，A2 A15 行业结构 A17
A7 胜任的人力

资源
A1，A2，A8 A16 城镇化 A9，A15

A8 专业服务

提供商
A1，A2 A17 创业机会 A1，A2

A9 市场规模和

早期客户
A1，A2，A17

基于上述直接影响矩阵，采用 DEMATEL 与 ISM 集

成分析法对国家创业系统的层次结构及其关键要素予

以解析与识别。DEMATEL 和 ISM 各有优缺点［21］: DE-
MATEL 虽然能通过系统要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以及中

心度和原因度辨识出复杂系统的关键要素及其影响程

度，却不能有效划分系统的结构层次，也不能辨识系统

的基础性要素及各要素的影响范围，而 ISM 虽然能通过

对系统层次划分来反映系统基础性要素和目标要素，却

表 2 国家创业系统各构成要素的直接影响矩阵 X
Tab． 2 The direct influence matrix X of the

components on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要素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 0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4
A2 0 0 0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A3 0 4 0 4 0 0 0 0 0 4 5 4 0 0 0 0 0
A4 5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5 0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A6 4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7 5 5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0 0 0
A8 4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9 5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A1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A11 0 4 0 3 0 0 0 0 0 0 0 3 0 3 0 0 0
A12 5 5 0 0 0 4 0 4 0 0 0 0 5 5 0 0 0
A13 4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14 6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A16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3 0 0
A17 5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不能辨识相关要素在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因此，将

二者有机结合既能更全面地解析复杂系统的结构层次，

又能全面地识别和评析其中的关键要素( 图 1) 。

图 1 集成 DEMATEL 和

ISM 分析系统结构及辨识关键要素的流程

Fig． 1 The flow chart about integration of
DEMATEL and ISM and identifying the key elements

DEMATEL 和 ISM 将直接影响矩阵 A( A = ［aij］n×n )

转化为综合影响矩阵 T( T = ［tij］n×n ) 和可达矩阵 K( K =

［kij］n×n ) 反映复杂系统构成要素 ai 对 aj ( i≠ j) 的直接 /

间接影响。尽管综合影响矩阵 T 和可达矩阵 K 都反映了

系统构成要素 ai 对 aj ( i≠ j) 的直接 / 间接影响关系，但

综合影响矩阵 T 中除了反映要素直接 / 间接影响程度

外，并未包含要素 ai 对自身的影响，而可达矩阵 K 中尽

管包含要素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没有反映 ai 对 aj 的影响

程度。因此，只要将综合影响矩阵中非零元素换为“1”后

加上单位矩阵 I，就可得到可达矩阵 K［21］。在此过程中，

可达矩阵 K 中可能出现 aij = 2 的情况，因此需将该元素

值改为“1”，即可得到可达矩阵 K; 在采用解释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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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M) 法则划分国家创业系统的结构层次时应从底层

开始，即如果交集与先行集相等，则交集元素为底层元

素，然后将这些元素从先行集中划去，同理得到倒数第

二层，以此类推。这样做尽管会出现要素跨层影响关系，

但更容易识别底层要素。最后，从 DEMATEL 和 ISM 的集

成法得出的系统解释结构模型、要素综合评价和笛卡尔

坐标系，推导出如下结论: ( 1) 系统结构层次及其原因子

系统和结果子系统，原因子系统为原因度 mi 为负值的要

素集合; 结构子系统为原因度 mi 为正值的要素集合。
( 2) 系统基础性要素集合( L1 ) ，是指系统底层要素构成

的集合。( 3) 影响范围最广的要素集合( F) ，是指系统骨

架矩阵中影响要素最多的要素构成的集合。( 4) 作用最

大要素，是指中心度 di 最大的要素。( 5) 对其他要素的影

响最大的要素，影响度 fi 最大的要素及原因度 mi 为正值

且最大的要素。( 6) 受其他要素影响最大的要素。被影响

度 ei 值最大且原因度 mi 负值的要素。
2． 2 研究过程

( 1) 求出规划化矩阵 B = ［Bij］n×n 和综合影响矩阵

T = ［Tij］n×n。其中: Bij = Aij / max∑Aij ; Tij = Bij［( 1 －

Bij
17 ) / ( 1 － Bij) ］。由此得到国家创业系统各要素间的综

合影响矩阵 T( 表 3) 。

表 3 国家创业系统各要素间的综合影响矩阵 T
Tab． 3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matrix T about the elements o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要素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 0．047 9 0．222 5 0 0．037 1 0 0 0 0 0 0 0 0 0 0 0．174 6 0 0．240 8
A2 0．069 9 0．081 5 0 0．18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011 6 0 0．193 8
A3 0．122 3 0．258 4 0 0．242 1 0 0．033 2 0 0．033 2 0 0．166 7 0．194 4 0．199 1 0．033 2 0．065 6 0．020 4 0 0．066 8
A4 0．232 9 0．271 7 0 0．045 3 0 0 0 0 0 0 0 0 0 0 0．038 8 0 0．090 6
A5 0．036 2 0．042 3 0 0．007 0 0 0 0．166 7 0．027 8 0 0 0 0 0 0 0．006 0 0 0．014 1
A6 0．186 3 0．217 3 0 0．036 2 0 0 0 0 0 0 0 0 0 0 0．031 0 0 0．072 4
A7 0．217 3 0．253 6 0 0．042 3 0 0 0 0．166 7 0 0 0 0 0 0 0．036 2 0 0．084 5
A8 0．186 3 0．217 3 0 0．036 2 0 0 0 0 0 0 0 0 0 0 0．031 0 0 0．072 4
A9 0．217 3 0．253 6 0 0．042 3 0 0 0 0 0 0 0 0 0 0 0．036 2 0 0．251 2
A10 0．022 2 0．053 7 0 0．036 7 0 0．004 6 0 0．004 6 0 0 0．166 7 0．027 8 0．004 6 0．032 4 0．003 7 0 0．013 3
A11 0．133 3 0．322 1 0 0．220 4 0 0．027 8 0 0．027 8 0 0 0 0．166 7 0．027 8 0．194 4 0．022 2 0 0．079 6
A12 0．310 5 0．362 2 0 0．060 4 0 0．166 7 0 0．166 7 0 0 0 0 0．166 7 0．166 7 0．051 7 0 0．120 7
A13 0．186 3 0．217 3 0 0．036 2 0 0 0 0 0 0 0 0 0 0 0．031 0 0 0．072 4
A14 0．186 3 0．217 3 0 0．036 2 0 0 0 0 0 0 0 0 0 0 0．031 0 0 0．072 4
A15 0．031 0 0．036 2 0 0．0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5 2 0 0．178 7
A16 0．041 4 0．048 3 0 0．008 0 0 0 0 0 0．166 7 0 0 0 0 0 0．173 6 0 0．071 7
A17 0． 186 3 0． 217 3 0 0． 036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31 0 0 0． 072 4

( 2) 将综合影响矩阵的行和列分别加总，得出国家

创业系统各要素的影响度 f 和被影响度 e，将各要素的影

响度相加和相减就分别得到各要素的中心度 d 和原因度

m( 表 4) 。各要素的中心度表示该要素在国家创业系统

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如果原因度为正值，

表示该要素为原因要素; 为负值，则表示该要素为结果

要素( 受其他因素影响) 。原因度绝对值越大，表示影响

度( 为正值时) 或受影响度( 为负值时) 就越大。

表 4 国家创业系统各要素综合评价

Tab． 4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lements o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指标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f 0．703 1 0．587 2 1．333 2 0．644 3 0．264 3 0．470 0 0．850 1 0．470 0 0．939 9 0．199 4 0．861 5 1．574 6 0．470 0 0．705 1 0．293 6 0．346 4 0．644 3
e 2．413 6 3．292 7 0．000 0 1．109 0 0．000 0 0．232 3 0．166 7 0．426 7 0．166 7 0．166 7 0．361 1 0．393 5 0．232 3 0．459 1 0．735 6 0．000 0 1．768 1
d 3．116 7 3．880 0 1．333 2 1．753 2 0．264 3 0．702 3 1．016 7 0．896 8 1．106 6 0．366 1 1．222 6 1．968 1 0．702 3 1．164 2 1．029 2 0．346 4 2．412 3
m －1． 710 5 －2． 705 5 1． 333 2 －0． 464 7 0． 264 3 0． 237 8 0． 683 4 0． 043 3 0． 773 2 0． 032 8 0． 500 3 1． 181 1 0． 237 8 0． 246 0 －0． 442 0 0． 346 4 －1． 123 8

以中心度为横坐标，原因度为纵坐标，绘制国家创

业系统构成要素的笛卡尔坐标系( 图 2) 。
( 3) 将综合影响矩阵中非零元素换为“1”，得到国

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的二元直接 /间接影响矩阵: H =

［hij］17 ×17，将其加上单位矩阵 I17 ×17，并将其中元素值为

“2”的换成“1”，即得到含自相关的二元直接 / 间接关联

矩阵: K = ［Kij］17 ×17 ( 表 5) 。
( 4) 按照解释结构模型( ISM) 法则划分国家创业系

统的结构层次。由底层开始分别为: A3，A5，A16 构成国家

创业系统底层( L1 ) ; A7，A9，A10 构成国家创业系统第二

层( L2 ) ; A11，A12 分别为第三( L3 ) 、四层( L4 ) ; A6，A8，A13，

A14 为第五层( L5 ) ; A1，A2，A4，A15，A17 为顶层( L6 ) 。对 K
按照结构层次按顺序重排得到重排矩阵，即得国家创业

系统网络结构矩阵 K'( 表 6) 。
( 5) 由表 6 可知，国家创业系统顶层要素间是强连

通的，构成了国家创业系统的强连通块，用A1 '代表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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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心度、原因度笛卡尔坐标系
Fig． 2 Cartesian coordinates

about center degrees and reason degrees

表 5 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
含自相关的二元直接 /间接关联矩阵 K
Tab． 5 The components on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including

relevant binary direct / indirect correlation matrix K

要素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A2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A3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1 1 0 1
A4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A5 1 1 0 1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A6 1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1
A7 1 1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A8 1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1
A9 1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1
A10 1 1 0 1 0 1 0 1 0 1 1 1 1 1 1 0 1
A11 1 1 0 1 0 1 0 1 0 0 1 1 1 1 1 0 1
A12 1 1 0 1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A13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A14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A15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A16 1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1
A17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表 6 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重排矩阵 K'
Tab． 6 The rearrangement matrix K ' of

components o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层别 要素 A1 A2 A4 A15 A17 A6 A8 A13 A14 A12 A11 A7 A9 A10 A3 A5 A16

L6

A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2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4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15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17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L5

A6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A8 1 1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A13 1 1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A14 1 1 1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L4 A12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L3 A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L2

A7 1 1 1 1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A9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A1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0 0

L1

A3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A5 1 1 1 1 1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A16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通块，则得到浓缩的网络结构矩阵。然后对浓缩矩阵进

行简约，法则为: 设 Aij、Aik ∈ Ln，Akj ∈ Lm ( n ≠ m，k ≠ j，

n ＜ m) ，如果Aij = Aik = Akj = 1，则浓缩矩阵中元素 Aij 的

值赋为“0”，再删除自相关连接，即减去单位矩阵 I13 ×13，

就可得到骨架矩阵 K″( 表 7) 。

表 7 国家创业系统骨架矩阵 K″
Tab． 7 The framework matrix K″

o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层别 要素 A1 ' A6 A8 A13 A14 A12 A11 A7 A9 A10 A3 A5 A16
L6 A1 '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L5

A6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A8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A13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A14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L4
L3

A12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A11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L2

A7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A9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A1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L1

A3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A5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A16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 6) 根据国家创业系统重排矩阵 K'、骨架矩阵 K″ 并

按照 ISM 给定的法则绘制国家创业系统结构模型( 图 3) 。

图 3 国家创业系统解释结构模型

Fig． 3 Ｒepresentation ISM
o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3 结论与讨论
3． 1 结论

( 1) 创业事件 A1、创业企业发起人 A2、社会网络 A4、

行业结构 A15、创业机会 A17 5 个要素处于国家创业系统

的顶层，且两两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国家创业系统的

结果子系统，其余12 个要素构成了国家创业系统的原因

子系统。按照层次划分，国家创业系统的构成要素又可

分为 6 个层次。( 2) 高等教育 A5、创业事件推动者 A3、城
镇化 A16 处于国家创业系统的底层，不受其他要素影响，

为国家创业系统的基础性要素集合。( 3) 政策法规A12 是

国家创业系统中“出度”最大的节点要素，是国家创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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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影响范围最广的要素。( 4) 创业事件 A1、创业企业

发起人A2 和创业机会A17 3 个要素不仅中心度值、被影响

度值较大，而且原因度绝对值也较大，因此三要素在国

家创业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5) 创业事件推动者 A3

和政策法规 A12 是国家创业系统影响度 f 较大且原因度

m 为正值的 2 个要素，因此二者在国家创业系统中属于

对其他要素影响最大的要素。
3． 2 讨论

创业要素聚集构成国家 /区域创业系统，对国家 /区
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23］。国内外有关创业系统层次结

构和关键要素的研究大多基于文献法、工作分析法，采

用逻辑分析与直觉思维解析国家创业系统结构层次，缺

乏对国家创业系统各构成要素地位和作用的深入探讨，

有的研究还缺失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等国家创业系统核

心要素。本研究将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归纳为 17 个要

素，采用德尔菲法测度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间的影响

关系和影响强度，并综合 DEMATEL 和 ISM 两种方法优

点解析了国家创业系统结构及各要素在国家创业系统

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了国家创业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

直接关系，相关结论对于构建国家创业体系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但邀请的专家主要为从事创业实践和研究的

国内学者，工作和研究背景会受到国情限制，研究结论

适用范围也可能受到限制。此外，创业文化这一受到普

遍重视的要素在研究结论中并不突出，而是受公共行政

管理直接影响和直接影响政策法规的一个中间变量，这

有违于大多数研究结论。其缘由主要是提取骨架矩阵

时剔除了很多直接影响关系。本研究是对国家创业系

统进行解析的有益尝试，相关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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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erarchy Structure and Key Elements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DEMATEL and ISM

Qin Ｒuia，Wang Ｒuib，Qin Xueb
( a．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b．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ollege，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 A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 NSE) encompasses a set of elements，including interactions
among diverse actors，the roles that these actors play，and various institu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that com-
bine to promote the continued occurrence and succession of entrepreneurial events． The integration of DEMATEL and
ISM is applied to parse NES after the corresponding process and algorithms of it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an NSE is composed of two subsystems，namely an effect subsystem and a cause subsystem，each of which fea-
tures a number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In particular，the three effect subsystem elements of promoters of individual
business ventures，entrepreneurial events，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an NSE，where-
as the three cause subsystem elements of facilitators of entrepreneurial events，universities，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basal elements of an NSE．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have the broadest effects on an NSE．

Key words: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system; DEM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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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ew Ｒural Community Center
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Wuzhi County，Henan Province

Dou Xiaolu ，Li Wei ，Feng Changchun
(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New rural community is a range of innovativ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dministrative unit of the
modern space，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process． Taking
Wuzhi County as a pilot study，the paper has employed factor analysis to the screening，scoring and sorting of the in-
fluence elements in 342 villages of Wuzhi County．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regional natural conditions，population，so-
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ve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s of the villag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the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new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otential; location choice; factor analytical method; Wuzhi
County;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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