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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和战略布局不断

调整，国内外竞争和博弈日益加剧。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也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推动组织数字化转型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

需要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力，引入相关资源开展创新活动。在学术界，学者们关于

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影响有较多有益成果，但是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以及其

影响机制方面还有较大潜力空间。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基于领导力理论、资源

基础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构建“数字化领导力 － 创新驱动 － 数字化转型”

这一路径，并探究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为企业重塑增长提供

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首先在研究背景和意义的基础上，回顾了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

数字化转型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模型架构及研究假设。其次，

根据国内外关成熟量表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得到有效问卷 355份，使用 SPSS26.0、

AMOS26.0 对样本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假设检验。最后，结合企

业问卷调查数据得出：数字化领导力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在二者之间

发挥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的市场不确定性维度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对创新

驱动的促进作用，环境不确定性的技术不确定性维度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对创

新驱动和创新驱动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依据领导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 探讨了

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丰富了数字化领导力对数

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挖掘了领导在组织层面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为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培养管理者的

数字化领导力，践行创新活动，正确把握环境因素等方面提出相应管理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领导力 创新驱动 数字化转型 环境不确定性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领导力如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ra,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layout of 

countries are constantly being adjusted,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games are increasingly intensify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Scholars have more useful results on 

the impa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there is still a large potential 

space for the factors that dr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This study takes this as an entry point, constructs the path of 

"digital leadership - innovation-driven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leadership theory, resource base theory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and explores the borderline role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reshape their growth. It also explores 

the boundary role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reinvent growth.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this study 

first review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digital leadership, innovation-driv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proposes a 

model structure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Secondly,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ff mature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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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35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using SPSS26.0 and AMOS26.0.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enterprise questionnaire data, it is concluded that digital leadership 

positively affec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drive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the market uncertainty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digital leadership on the innovation-driven, and the 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digital leadership on the innovation-driven and 

the innovation-drive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ummary, based on leadership theory, resource base theory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 leadership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leadership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lores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managers' digital 

leadership, practicing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correctly grasp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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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在市场经济各个领域、各个链

条及各个环节的渗透，特别是在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应用上，如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从 2012 年至 2023 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从 11 万亿元增长到超 50 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21.6%提升至 41.5%，到 2025 年，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将提升至 50%以

上。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成为中国稳增

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帮助企

业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工具。 

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已有部分企业在数字技术探索与应用中取得了成效，

但根据埃森哲发布的《2023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显示，只有 2%的中国企

业正在进行全面、持续的数字化转型,以推动长期、可持续的增长。由此可见，

我国还有多数企业并未完成数字化转型，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尚未清

晰，很多企业依然面临着“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其影响因素可能有：一

方面是环境不确定性成为企业经营不可忽视的因素，技术的快速迭代影响企业要

不断将新技术应用在生产经营中，市场的快速变化，导致企业需要迅速对市场发

展方向做出判断，创新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另一方面，部分领导者的数字化

思维不清晰，对于战略规划以及底层逻辑有错误认知，企业数字化根本性变革一

定要自上而下推动，数字化转型先要刷新企业领导者的认知，明确数字化的目标

和意义，做到上下同欲，上下同心，并辅以激励和组织配套机制，保障工作落地。 

VUCA 时代下，宏观环境变化、技术的快速更迭、价值观的不断演变可能导

致数字化转型成本上升、思想变革与科技发展不匹配、未来不确定性加剧。但变

局中也蕴藏着新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布局数字化工作时更要回归企业经营的

本质，围绕业务价值链，从“降本、增收、提效”等核心目标出发，如何规划、

选型、组织、实施，如何构建支持业务增长的数字化体系都需要领导者从战略高

度加以思考。至关重要的领导者角色对于未来发展愿景与战略规划、创新氛围的

营造、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以及创意想法的转化和输出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才能让企业突破边界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因而，本文将创新驱动作为中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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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

制。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通过探讨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以及创新驱动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与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以期达到以下

三个目的： 

第一，系统梳理领导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资源编排理论、数字化领导力、

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深入探讨数字化领导力对数

字化转型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探讨环

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扩展数字化领导力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边界条件，验证环

境不确定性是否能加强数字化领导力引领创新驱动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且探究

环境不确定性是否能加强创新驱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对变量进行理论

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二，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

创新驱动的中介作用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第三，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企业更好的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与实践启示。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引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阐释资源如何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行相关安

排。目前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多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战略一致性理论，而数

字化时代，数字资产能支持业务流程和运营工作，因而逐渐成为关键资源。从传

统资源向数字资产转化的过程中，管理者需要进行资源编排的对象和情境也会跟

随变化，资源编排理论可以更多应用到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本文将资源编排理论

作为理论基础，深化了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之间内在逻辑的理

论探索。 

其次，明晰了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丰富了领导行为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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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数字化转型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研究中多涉及数

字化转型的结果(张振刚等,2022)
[1]、测量评价(陈畴镛和许敬涵,2020)

[2]、应用(邬

爱其和宋迪,2020)
[3]等方面，前置变量研究中组织层面领导行为对于数字化转型

的影响研究涉猎较少。Ardi 等(2020)
[4]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数字化领导对组织创

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且有学者呼吁尝试拓展现有数字领导力的基本理论及分析数

字领导力在数字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秦佳良,2023)
[5]。因而本文引入数字化领

导力作为前置变量，以资源编排理论为基础，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丰富了数字化领导力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数字化转

型研究注入新的理论元素。 

最后，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以及创新驱动的相关研究。数字化领导

力的结果变量主要明确为创新、变革，但对于这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还处于探索

阶段。本研究将创新驱动纳入到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构建了“数

字化领导力 － 创新驱动 － 数字化转型”这一路径机制，回应了学者对需要更

深入地探究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机制的期待 (曾德麟等 ,2021;刘松博

等,2023)
[6][7]。 

（2）实践意义 

第一，引领企业战略方向：数字化领导力能够引领企业制定和实施数字化转

型战略，确保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保持竞争力。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企

业可以明确转型目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 

第二，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自动化处理流程、提高数

据处理速度，从而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数字化领导力能够推动企业内部运营的

数字化转型，实现精细化管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 

第三，促进创新和变革：数字化领导力能够鼓励员工拥抱变革，推动企业创

新。通过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企业可以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市

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第四，优化客户服务体验：数字化转型可以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和更好的客

户体验。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客户需求，提供更精准的产品和

服务，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 

第五，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捕捉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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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通过数字化营销手段，企业可以扩大品牌影响力，

提高市场份额。 

第六，打造新型企业文化：数字化领导力有助于构建一种开放、包容、创新

的新型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氛围有利于培养员工的数字技能和意识，增强企业的

整体竞争力。 

第七，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需要持续进

行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数字化领导力能够确保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保

持持续的创新和变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数字化领导力的实践意义在于引领企业战略方向、提升运营效率、

促进创新和变革、优化客户服务体验、增强市场竞争力、打造新型企业文化以及

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3.1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能够高效并有针对性收集相关群体的特征、态度及行为的方法。

本文根据研究涉及的四个核心概念，参考已有量表并结合测量目标选择适合的测

量量表。首先，设置问卷题项并进行预调查，根据反馈意见调整量表。其次，进

行正式调查，对已回收的样本进行整理和初步筛选，剔除无效样本。最后，对收

集的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2）实证分析法 

利用 SPSS26.0、AMOS26.0 等统计分析软件，首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

性统计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然后，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和环境不确定性四

个变量的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如果测量信度和效度、共同方法偏差和相关性

分析是可接受的，进而运用 AMOS 检验自变量数字化领导力与因变量数字化转

型的关系，并探讨中介变量创新驱动和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在模型中的具体影

响效果，为最终的假设验证和管理启示的提出提供客观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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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思路 

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涵盖本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这一部分首先对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

数字化转型、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进行界定，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回顾。而后对

本文的理论基础，即领导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资源编排理论进行回顾和阐述。 

第三章，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首先，通过上述理论深入分析现有关于数字

化转型的研究不足，构建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其次，引入创

新驱动作为模型的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

研究假设。最后，构建研究模型。 

第四章，实证分析。第一，介绍变量测量工具和问卷设置。第二，进行样本

来源和数据分布的描述。第三，对样本数据利用 SPSS26.0、AMOS26.0 等统计

软件进行信度效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同源方差检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分析。第四，使用回归分析验证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并对创

新驱动的中介效应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检验。第五，得出实证小

结。 

第五章，结论与讨论。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并提炼出本研究的理论

贡献，同时从数字化领导力的挖掘和培养、管理和提升创新驱动、分析和处理环

境不确定性等角度出发为管理者提供可行的建议与措施。 

第六章，研究不足与展望。主要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以及该领域未来的研

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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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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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技术路线图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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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数字化领导力 

（1）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及内涵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新的数字技术、新的交互场景、新的商业模式

和新的业务流程，都促使企业管理者具备更强的推动变革和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能力，因而管理者的数字化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显得尤为重要(李燕萍

和苗力,2020)
[8]。数字领导力的概念在近几年间随数字化而兴起，目前理论界对

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界定尚缺乏统一的认识(门理想,2020)
[9]。相关研究包括：El 

Sawy 等(2016)
[10]认为数字化领导力是领导者为实现数字化战略而采取恰当行动

的能力，这对领导者的概念技能是极大的挑战，要求领导者对于商业模式、变革

管理、数字化新技能、文化建设、同员工共情等方面有独特的思考方式和策略。

领导者必须深入理解这些要素，并针对性地制定和执行相关决策，以确保数字化

转型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林光明(2019)
[11]将数字化领导力定义为一种新型领

导力范式，它体现在企业管理者需要先明确组织战略目标，并赋权于各相关方确

保其能参与到战略规划制定的每一环节。简而言之，数字化领导者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结合实际调配资源，发展适应组织的能力(Artüz 和 Bayraktar,2021)
[12]。

本文借鉴我国学者张志鑫和郑晓明(2023)
[13]对数字化领导力的定义，将数字化领

导力定义为“领导者运用一系列数字资源影响组织成员的态度、情感和行为的能

力，旨在推动组织数字化转型以及应对数字化环境”。 

（2）数字化领导力的测量 

近年来，数字化领导力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针对其结构维度和测

量量表都有相关研究。国外学者 Roman 等(2019)
[14]从数字社交、数字变革、数

字团队、数字信任、数字技术、数字交流方面出发，构建了六维度 SEC 模型。

Zeike 等(2019)
[15]设计了两维度六题项的测量量表，数字化领导力不仅要有积极

拥抱数字技术，并将其融入日常运营的执行力，还要有实施数字化策略的能力。

但是其测量量表开发是通过现有文献归纳整理得来，整体维度划分较为笼统。

Claassen 等(2021)
[16]开发的七题项量表从愿景和目标、获取数字信息、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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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视角来测量数字领导力，但题项设置更多依赖员工的评价。而国内学者李燕萍

和苗力(2020)
 [8]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情境，通过扎根理论对企

业数字化领导力结构维度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构建出数字化战略思维、

数字化环境掌控、数字化组织变革、数字化人才发展、数字化沟通社交五维度模

型，并阐释了其影响机制及效应。杜孝珍和代栋栋(2022)
[17]仅将公共部门数字化

领导力划分了六个维度，未能开发出相应的量表。马亮(2022)
[18]则侧重于体制内

领导者的数字化领导力维度构建，将其归纳为数字科技、数字经济、数字社会、

数字政府、数字安全和数字生态六个维度，但整体维度构建是从数字中国出发，

针对体制内环境，对于企业数字化领导力维度构建仅有一定借鉴意义，并且也缺

乏相应测量量表。张志鑫和郑晓明(2023)
[1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化情

境，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数字化领导力划分为数字思维变革能力、

数字资源建设能力、数字伦理共情能力、数字认知践行能力四个维度，并开发出

18 个题项的测量量表，使数字化领导力形成了专属的领导理论。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虽开发了量表，但其开发程序未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程序，

且都是基于国外的商业情境，在我国应用还需一定优化。而国内学者多在归纳的

基础上对数字化领导力的维度进行了划分，仅有张志鑫和郑晓明(2023)
 [13]的研究

依托中国情境，通过科学、规范的流程开发了相关量表，因而本文采用其编制的

18 题项量表对数字化领导力进行测量。 

（3）数字化领导力的相关研究进展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领导风格，为领导者带来更多挑战，在此背景下，催生

了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前期，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内涵、测量都未形成体系，

研究较为零散。直到近三年，学者们关注到该领域的研究潜力，相关研究有了大

量增长，数字领导力主要作为前因变量，研究其产生何种影响和中介机制。在概

念、维度、测量方面前文已有详细论述。总的来说，国内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

上，由学者张志鑫和郑晓明(2023)
 [13]在提炼总结以往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数字

化领导力的特点和定义做了总结，并基于中国化情境开发了 4维度18题项量表，

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数字化领导力研究的不足，拓展了其理论边界，形成了数字

化领导力专属领导理论。在结果变量和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领导力的结果大致

为创新和变革。田红娜等(2023)
[19]将数字化领导力划分为 4 维度，运用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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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EM 相结合的方法，发现数字化领导力能通过绿色组织认同，进而促进绿色

创新。谢鹏等(2023)
[20]用实证检验了数字化领导力以数字平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

正向促进组织创新的机制，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变量间的关系。Brunner(2023)
[21]

研究了数字化领导力及其通过利用服务创新对技术驱动的变革管理的积极影响，

认为数字化转型的背景已经触发了一种新的领导范式。Shin 等(2023)
[22]重点关注

组织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管理，并阐明数字文化和员工的数字能力在数字领导视角

中的作用。通过收集韩国员工的数据，表明数字领导对组织绩效有积极的直接和

间接影响。数字文化和员工的数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数字领导力和可持续

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Fatima 和 Masood(2023)
[23]的研究解释了组织如何在数字

化领导下通过知识共享和创新能力发展来实现开放式创新。Yao(2023)
[24]从组织

认同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数字化领导——数字化战略共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

模型，并探讨了多样性类型的不同调节中介效应。总而言之，数字化领导力的相

关研究正处于起步状态，未来可在挖掘领导在组织层面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

用机制等方面加大研究(刘松博等,2023)
[7]。 

2.1.2 创新驱动 

（1）创新驱动的概念及内涵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可以被定义为企业通过

不断地将新的数字化创意转化为新的数字化产品并有效地推广至目标市场，从而

创造新的数字化价值的过程(徐可等,2018)
[23]。在此基础上，学者绘制了数字化转

型背景下的创新驱动图(见图 2.1)。 

 

图 2.1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创新驱动 

创意产生 创意输出 创意转化 

数字化新创意 数字化新产品 数字价值的创造 

   

数字化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 

知识储备 
营销战略与营销渠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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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1 可知，我们可以将创新驱动划分为三个紧密相连的阶段：创意的产

生、创意的转化以及创新的输出。其中，创意的产生阶段尤为关键，它不仅是创

新驱动的起点和核心投入，更是整个过程的基石。在此阶段，企业需深入剖析市

场现状，洞悉消费者需求，以精准捕捉关键知识信息，并识别出潜在的创新机遇。

此外，企业还需有效整合外部隐性资源与内部显性资源，通过发挥这种整合的协

同效应，不仅能提升企业的市场敏锐度和响应能力，更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思维

与观念，从而为企业的绩效提升和动态能力的增强打下坚实基石。其次，创意转

化阶段无疑是整个创新驱动流程中的中心环节，它对于过程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

在这一关键阶段，企业不仅需要评估自身技术水平，还要预测未来创新的发展方

向以及技术挑战和难点。为了实现技术创新，企业可能从外部引进新技术来弥补

现有技术的不足，亦或是加大研发投入获得核心竞争力，突破技术瓶颈。之后将

新技术应用于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进而推动绩效的显著提升和动态能力的不断

增强。通过精心组织与实施创意转化阶段，企业能够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占据

先机，实现持续的创新与发展。最后，创意输出阶段占据了末端产出的核心地位。

在此阶段，企业聚焦于通过多种形式的营销手段，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市场份额。

总的来说，创新驱动表现为企业在深度把握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明确技术、产品

和服务的创新方向(创意产生阶段)。进而利用一切能触及的资源进行新技术研发，

为产品和服务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注入动力(创新转化阶段)。最后，依

托多种营销手段精准定位客户，推动绩效显著提升，创造新的价值(创新输出阶

段)。 

（2）创新驱动的测量 

目前，对创新驱动的测量的相关研究较为零散，相关文献多是从维度划分的

角度定义创新驱动，涉及到实证检验的文献多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注重从创

新内容评价创新驱动发展。吴海建等(2015)
[26]构建了 5 维度创新发展评价体系，

通过对创新支撑、创新基础、服务驱动、创新成果、发展绩效这五大核心要素的

深入分析和解读，能更精准的评估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水平。王珍珍等

(2017)
[27]对创新驱动的核心理念进行深入探讨后，从投入要素、支撑架构以及成

效展现这三个层面着手，系统性地构建了关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

二是注重从创新过程评价创新驱动发展。王小娟和陈曦(2023)
[28]基于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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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出、创新环境等视角构建创新驱动能力的 8 指标体系，运用 2011—2020

年我国 30 个省份数据，检验创新驱动的中介作用。徐可等(2018)
[23]融合创新价

值链模型，从创意产生、创新转化、创新输出三个阶段来评价创新驱动，借鉴

Hansen 等(2007)
[29]和戴万亮等(2012)

[30]构建出 9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821。

在此基础上吕潮林等(2023)
[31]借鉴该量表研究了双元学习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机制。本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而创新驱动也是贯穿于企

业运营发展的全过程，因而选择对创新驱动的过程进行测量，并借鉴徐可等

(2018)
[23]所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 

（3）创新驱动的相关研究进展 

创新驱动是基于创新驱动发展而来，由测量创新驱动的单一变量转为深入剖

析创新驱动的实现过程。熊彼特(1912)
[32]将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关注创新如何影响生产要素配置。在创新驱动的基础上迈克尔•波特(1990)
[33]增

加了投资、要素、财富三大驱动要素，并明确指出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战略路径。Werker(2004)
[34]认为相较于竞争性，创新与知识的协同

发展能加速地区的发展步伐。袁洪川(1996)
[35]借鉴原子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分

层创新驱动战略的概念。尚勇(2005)
[36]认为企业活力是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

关键所在，地方政府要保持主体发展活力，就要积极营造和谐的政策氛围。

Meng(2005)
[37]认为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并从概念上探究了创

新集群的产生方式。张来武(2011)
[38]从另一独特视角，对政府在创新驱动中的角

色定位进行了深入探讨，明确了科技创新的内涵，认为我国只有从要素驱动转化

为技术创新驱动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徐可等(2018)
[23]借助组织战略

和价值链模型理论将创新驱动的研究焦点从单一变量的度量转向对其实现过程

的评价。通过这一创新性理论框架，他们不仅成功揭示了创新驱动的实现机制，

还深入探讨了创新驱动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紧密关系。马蓝(2019)
[39]认为新创企业

创新驱动对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正向影响，提出在创新驱动战略下，新创企业需不

断挖掘创意理念，率先识别机会并利用机会与资源将新的创意通过研发转化为新

产品，巧妙地利用各种资源解决资源匮乏的难题，打造自身的商业模式并获取较

好的绩效。之后的研究也拓展到数字化转型领域，为了有效应对市场需求的改变，

企业可在双元学习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创意产生、创意转化和创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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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从而进一步将数字化的新创意转化为新的产品(服务),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

并在新的格局下创造新的数字价值(吕潮林等,2023)
[31]。 

2.1.3 数字化转型 

（1）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及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定义较为丰富。但根

据表 2.1 中对以往研究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描述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的

定义可以划分为两个角度。一些学者主张，数字化转型是以现有资源为基础，通

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降本增效。然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

数字化转型的实质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组织结构、组织领导、组织运营模式的

深度变革。下表为学者们从引入技术和组织变革角度对数字化转型一词进行的定

义探讨。 

 

表 2.1 以往研究的数字化转型概念 

视角 作者 观点 

引入

技术 

Gray 和

Rumpe(2017)
[40]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设备等数字技术

引入企业环境中，实现优质处理数据、快速获取信息，为利益相

关者提供知识的过程。 

Reddy 等

(2017)
[41]

 

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进行高效的价值

创造，彻底提高企业的绩效或扩大影响范围的过程。 

Singh 和

Hess(2017)
[42]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使用数字技术以实现企业变革，创造新的商

业模式，并不断与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交互，保持企业竞争

优势。 

组织

变革 

Vial 等(2019)
[43]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的

组合从而促使企业产生重大变革并进企业的过程。 

陈剑等(2022)
[44]

 
企业内的数字化技术对企业现有的管理及企业结构产生一定颠

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内的管理逻辑与商业思想。 

李正东(2022)
[45]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主要是企业将数字技术与企业内部的商业模式

相结合，并背靠数字化变革大环境，从而连接产、服务与客户，

整合企业资源、变革组织架构的渐进创新过程。 

 

本研究从数字化转型实现变革的视角出发，认为数字化转型会造成企业结构、

资源等多方面变化，借鉴吴江等(2021)
[46]研究，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通过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的组合，重构产品和服务、业务

流程、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和合作模式，旨在更有效地设计企业商业活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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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帮助企业创造和获取更多价值。 

（2）数字化转型的测量 

数字化转型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新兴研究领域，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情

境开发了不同的量表。国外学者 Hess(2016)
[47]等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四个维度，

包括价值创造、技术、结构、金融四个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后 Wang 等

(2020)
[48] 在 研 究 数 字 化 转 型 策 略 对 绩 效 的 影 响 时 引 用 了 该 量 表 。

Alnuaimi(2022)
[49]等借鉴 Nasiri(2020)

[50]等开发的 5 题项量表，研究了组织敏捷性

对数字化转型的中介影响。国内学者也对数字化转型的测量有较多研究，从测量

数字化转型战略、是否展开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程度等几个方面展开了研

究。数字化转型战略方面，郑帅和王海军(2022)
[51]在探索数字化转型影响枢纽企

业中介变量时，侧重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测量，参考 Lee 和 Berente (2012)
[52]、Huang

等(2017)
[53]、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

[54]的相关研究，从数字控制系统及数字化使

能运营管理的视角开发出 4 题项量表。是否开展数字化转型方面，孟凡生和赵刚

(2018)
[55]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影响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为数字化转型的测

量开发了 3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83，具体题项包括“开发数字化智能化

装备”等。在此基础上，学者胡青(2020)
[56]还结合了 Li (2020)

[57]、Zhou 等(2019)
[58]

的研究，开发了 5 题项量表，包括“本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对现有产品、服务和流

程进行改造升级”等题项。数字化转型程度方面，池毛毛等(2020)
[59]以中小制造

企业为研究对象，用数字化技术的运营、整合和转变三个指标来反应数字化转型

的程度，确定了 3 题项量表，被国内学者们广泛应用。卢艳秋等(2021)
[60]认为数

字化转型绩效描述的是企业转型程度，因而借鉴池毛毛等学者的研究，设计了 3

题项量表来测量数字化转型绩效。张建宇等(2023)
[61]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反映企业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变革的程度，借鉴 Bharadwaj 等(2013)
[62]和池毛毛等(2020)

[59]

的研究，开发 6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935。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张建宇

等(2023)
 [61]所开发的 6 题项量表，一方面本研究意在探索数字化领导力能否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其研究更关注认知因素意义建构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数字化领导力则要求领导者对数字化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

意义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能更好帮助领导者建数字化认知，因而本研究采用该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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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进展 

近年来，全球经济处于更多不确定性的阶段，凭借数字核心实现业务敏捷和

技术韧性，打造可持续创新引擎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了企业争相发展的方向，学术

界也对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学者们分别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

果视角、动因视角进行探索，并在此之后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为实践提供了

操作框架。具体而言： 

第一，结果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个人层面的高管角色转化与

就业恐慌，企业层面的商业模式、运营效率、组织绩效、产品服务创新、创新能

力、价值创造，社会层面的数字社会、数字红利、数字创业、数字环境等。个人

层面，曾德麟等(2021)
[6]认为角色的转变会带来工作过程的变革，同时出现的新

角色可能会更好地把握转型需求变化。持续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仅依赖于技术本身，

更离不开高管间的密切合作(Martela,2018)
[63]。基于员工视角，巴尔斯迈尔等

(2019)
[64]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对于未来工作方式和职业

前景的担忧日益加剧，这种担忧甚至导致部分员工对数字化转型持怀疑和抵触的

态度(曾德麟,2021)
[6]。企业层面，Loebbecke 和 Picot(2015)

[65]
 的研究表明，数字

化不仅彻底改造了企业的商业模式，更对知识型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效缩短了企业的运营周期，进而显著提高了整体运营的效率。Li 等(2021)
[66]

认为越重视数字化转型，就越能敏锐的洞察市场变化，企业通过提升信息处理能

力来提高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进而提升组织绩效。弗兰克和奥塞斯(2014)
[67]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借助深度学习，不仅能提升营销活动的精准性和效率，

还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从而推动了产品的创新与发展。黄薇等(2021)
[68]

从信息文化发展的角度，通过数字化转型创新了红色文化信息资源的服务模式。

余菲菲和王丽婷(2022)
[69]采用案例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使企业加强对数据和

技术的核心地位的认识，并赋能企业创新全过程，不断提升组织创新能力。组织

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调整自身资源和能力的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至关重要。

动态能力越强，针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更强，做出决策的速度越快，越能够应对

技术更新换代快速、客户需求多样化等问题(Ellström 等,2021)
[70]。进一步，数字

化转型不仅能推动企业范式转变(Tether 和 Tajar,2008)
[71]，而且是推动企业实现有

效变革、创造价值的核心驱动力，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持续占据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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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王永贵和汪淋淋,2021)
[72]。马塔拉佐等(2021)

[73]认为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能够有效实现用户价值创造，进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和创新实力。社会

层面，MERGEL 等(2019)
[74]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涵盖整个组织或公共行政的

变化，能带来更大的公共价值，为数字社会提供条件，为公民提供福利，为社会、

文化或经济做出贡献，加强民主。LLOPIS-ALBERT等(2021)
[75]用 fsQCA的方法，

剖析了汽车行业在数字化背景下促进绩效的关键因素。GALINDO-MARTÍN 等

(2019)
[76]认为创新伴随着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价值创造，带来了数字

红利，对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创业方面。 

第二，动因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前因变量的研究学者们

关注较少，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如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战略、资源或能力、企

业特征、管理特征、组织学习)以及外部因素(如用户需求等)，研究方法有定性分

析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定量分析以客观数据和量

表收集的数据为基础，揭示某些前因变量的影响机制，动态能力是学者们重点关

注的领域。定性分析方面，VIAL(2019)
[43]归纳了在其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八

大核心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框架，这一框架详尽地阐释了数字技术如何深刻作用于

需求、竞争以及决策等方面，借助这一框架，企业能够更主动探索新颖的价值创

造路径。ZAKI(2019)
[77]也强调技术、战略布局、用户需求以及新兴的商业模式

等要素在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关键性推动作用。Porfírio 等(2021)
[78]

利用 fsQCA 方法构建了一个数字化转型的模型，该模型根据公司和管理特征，

考虑了数字化战略与公司和业务战略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特征、管理特征是影

响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Soto 等(2021)
[79]认为高管对转型的积极参与会正向影

响产品和服务创新，并运用 fsQCA 的方法分析了数字创新的影响因素。特雷纳

里等(2021)
[80]等根据前人研究，总结经验并提出了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包括个

体、团队和组织三方面。例如：技能和培训、团队适应力、组织氛围等。定量分

析方面，Wang 等(2020)
[48]研究了数字转型战略对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认知冲

突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数字转型战略对绩效的影响会受

到认知冲突的调节，从而为企业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解数字转型及其影响提供新的

视角。卢艳秋等(2021)
[60]揭示了决策逻辑通过失败学习的中介机制，进而影响企

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作用机制。Matarazzo 等(2021)
[73]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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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大利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客户价值创造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这

些企业通过培养和利用其动态能力，能够有效地进行数字化转型并创造客户价值。

Ellström 等(2021)
[70]探讨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需的动态能力。他们指出，

动态能力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它能够帮助企业适应

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抓住新的商业机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Frankowska 和

Rzeczycki(2020)
[81]探讨了数字化领导力在重塑供应链协作中的作用。他们指出，

数字化领导力对于建立一个网络化的组织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增强供应链的

协作和效率。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和提

高响应速度，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同时，数字化领导力还可以促进组织内

外的信息共享和知识交流，增强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根据过往研究，本研究

倾向于认为领导者的领导力是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数字化转型

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决断决策、推动下去，领导者的数字化认知、数字化战

略、数字化格局深深影响着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领导者能为组织带

来人、财、物等发展的必备资源，为数字化转型打好坚实基础。 

第三，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为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操作框架。我国学者韦影和

宗小云(2021)
[82]从战略、组织、技术和文化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朱秀

梅和林晓玥(2022)
[83]基于中国情境，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整合框架，即数

字化转型的动因、过程和结果。这一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

为企业提供了在数字化时代进行转型的参考路径。同时，他们还强调了跨学科研

究的必要性，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吴江等(2021)
[46]

基于 I-P-O 模型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包括“输入-过程-输出”三

个方面，理论框架见图 2.2。该理论框架包含技术、组织、战略、资源和文化 5

个关键因素，从数字化转型需要哪些方面的变量参与到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开

展何种行动，再到数字化转型会得到何种结果都做了详细研究，相较于前两个研

究框架，该理论框架更为全面和系统，并且更适配本研究的需要，因而本研究借

鉴吴江等学者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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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 

 

2.1.4 环境不确定性 

（1）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及内涵 

企业与环境紧密相连，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也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实际运营中，企业始终处于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之下。在组织理论文献中，不

确定性常被视为核心议题，尤其在探讨组织与环境间复杂关系的理论中，不确定

性更是组织管理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定义分为主观和客

观两类，具体来说就是感知环境不确定性和客观环境不确定(Downey 等,1975)
[84]。

感知环境不确定性的定义由 Duncan(1972)
[85]提出，认为不同主体因缺乏决策信

息、决策结果不确定、无法预测环境变化等原因，而感受到的环境各不相同。米

勒和弗里森(1982)
[86]认为企业管理者自身对环境的理解比环境本身更加重要。在

Milliken(1987)
[87]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被视为个体的一种主观感知，主要是因为信

息不对称或者个体难以区分该信息是否与需求相关，使得个体感觉无法准确预测

组织环境的状况。进一步从心理学和经济学中抽取不确定性相关理论，对环境不

确定性重新定义，将环境不确定性视为一种感知现象。Darvishmotevali 等学者

(2018)
[88]等将环境不确定行定义为个体难以预测将要发生的状况，其原因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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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掌握的信息与实际所需要的信息不匹配。国内学者张征(2021)
[89]在国外学者

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感知环境不确定性能反映环境具有动态性、不稳定性、复杂

性的特点，个体很难对外部环境精准预测。赵云辉等(2021)
[90]根据信息稀缺程度

和个体感知环境变化的频率，将感知环境不确定性分为感知环境敌对性和感知环

境动态性。 

相较而言，客观环境不确定是基于实证主义的观点，Tinker(1976)
[91]指出，

仅仅关注主管感知环境会将组织研究局限为“管理者的心理分析问题”。Boulton

等(1982)
[92]认为应以客观标准判定环境不确定性。Dess 和 Beard(1984)

[93]则界定

了环境不确定性的不稳定程度和变化速度，建立了有关组织-环境关系的规范性

理论。还有学者将不确定性定义为“组织环境状态”，认为不确定性是环境的特

征(Lueg 和 Borisov,2014)
[94]。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重重，全球宏观环境和企业经营环境愈发变化复杂，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

获得先手优势的机会窗口被极大压缩。因而，本研究认为环境不确定性是真实的

客观存在，是环境条件的变化影响受控过程，使预测变得困难。 

（2）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现有研究都会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多维变量，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维

度的划分也存在不同的理解。现有研究中较多的划分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

以复杂性和动态性为基础，逐步向其他角度拓展。最初由 Duncan(1972)
[85]提出，

复杂性指的是企业需要应对的关键要素交错聚焦，情况纷繁杂乱。动态性指企业

所面临的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进

行了拓展，涉及动荡性、敌对性、异质性、复杂性、一致性、包容性、丰富性等

等，例如：米勒和弗里森(1982)
[86]对比创新型企业和传统企业，将环境不确定性

划分为动荡性、异质性、敌对性。米勒(1987)
[95]基于之前的研究，指出企业在市

场发展中存在不确定性，同样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成 3 个维度，但整合删减了部

分题项。 Volberda(1997)
[96]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复杂性、动

态性以、一致性、敌对性，并通过实证进行了检验。Tan 和 Tan(2005)
[97]将其划

分为动态性、复杂性、敌对性三个维度。Indrawati 等(2015)
[98]将不可包容性从拓

展为第三个维度，并系统的阐述了三个维度的基本内涵，开发了相关量表。我国

学者武立东等(2012)
[99]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多数研究将环境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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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划分为复杂性、动态性和丰富性三个维度。第二种为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

确定性。Bstieler(2005)
[100]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工业产品创新和时间效率的调

节作用，将消费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作为环境不确定的两个维度。

Dayan 等(2011)
[101]认为动荡环境下，项目团队可能会更加依赖直觉判断进行决策，

将其划分市场和技术环境动荡性两维度，开发了 7 题项量表，实证检验出市场和

技术动荡与团队直觉呈正相关。我国学者林亚清和赵曙明(2013)
[102]基于我国经

济转型的现实背景，引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将其从技术和市场这两个角

度进行了划分，采用 8 题项量表。江旭和马永远(2018)
[103]也是从环境的技术和

市场两个角度出发，认为企业需要考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联盟管理活动的影响，

并使用 6 题项量表进行实证检验。综上所述，对技术不确定性主要是考虑技术的

变动速度和技术革新的程度，市场不确定性主要是考虑顾客的需求和偏好的变动，

现有文献对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测量均比较成熟，而且相对稳定。并

且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快速变化，技术更迭日新月异，产

品生命周期逐步缩短的情况下，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更加能反映企业数

字化转型所面临的困境。因此，本研究将考察环境不确定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

场不确定性，采用江旭和马永远(2018)
[103]的 6 题项量表对环境不确定性进行测

量。 

（3）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进展 

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价值创造。学者们主要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和调节变

量来研究。作为自变量时，从前期主要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司运营、组

织绩效等生存问题，到后期逐步过渡到战略变革、技术创新、企业并购等可持续

发展问题上。作为调节变量时，更多关注在环境不确定性的边界条件下，对企业

内外部要素间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李大元,2010)
[104]。 

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时，Phua(2007)
[105]以建筑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

高管感知到的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的活动类型或战略功能之间存在着联系，即使

高 管 感 知 环 境 不 确 定 性 较 高 时 ， 企 业 也 更 缺 乏 对 战 略 的 关 注 。

Gurcaylilar-Yenidogan 和 Windsperger(2014)
[106]

 在汽车供应链网络中，组织间的

合作与绩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环境不确定性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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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包括市场需求的变化、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以及政策法规的调整等。这种

不确定性会对供应链网络中的组织间合作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Yu 等(2016)
[107]

认为感知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对手识别有负向影响，即当感知到的环境不确

定性较高时，管理者比当感知到的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管理者识别出的竞争对

手更少。而竞争对手的识别不足或过度识别则会导致公司业绩下降。傅皓天等

(2018)
[108]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动态性和丰富性，并证实环境动态性和丰富性

会正向影响战略变革，同时冗余资源对环境不确定性和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具有

调节作用。赵萌等(2020)
[109]以 2008-2017 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加强技术创新。Astuty 等(2021)
[110]研究制造业企业时，

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的质量，即管理者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预测复杂性和环境变化所面临的影响，将提高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的质量。徐

炜锋和阮青松(2023)
[111]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源获取以

及企业并购积极性有负向影响。 

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时，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处于高环境不确定性情

况比处于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况所投入的资源和努力会更多。在复杂、动荡的环境

下，部分创业企业会快速反应，抓住市场新兴机会，加强创新活动以应对环境的

快速变化(Han 等,1998)
[112]。而保守企业通常被迫适应环境变化，进行创新活动 

(Miller 和 Friesen,1982)
[86]。Waldman 等(2001)

[113]利用《财富》500 强公司中的数

据，评估了交易型和魅力型 CEO 领导力作为财务业绩的预测指标，发现环境不

确定性调节了绩效与交易型领导和魅力型领导之间的关系。黄亮(2012)
[114]对中小

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的重要决策力量，其支持程度会直接影

响企业战略的执行效果。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会增加，

在此种情况下高管会投入更多精力搜集信息，及时执行决策，因而环境不确定性

会正向调节主效应。郭文钰等(2020)
[115]认为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东部企业的商业

关系可以提升其效益，而西部则是资源冗余能促进企业绩效。董海林和陈菊红

(2023)
[116]的研究发现，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大数据分析能力促进了知识动态能

力与服务创新绩效。解晓晴等(2023)
[117]认为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即时性能力与

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的关系，但在创造性能力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关系中的调

节作用不显著。总而言之，在环境不确定性水平较高时，企业因为无法准确预测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领导力如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21 

环境，出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考虑，会选择更新和提升自身能力来应对动荡的

环境，不断保持创新能力，推出符合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达到差异化目标，以实现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2 理论基础 

2.2.1 领导力相关理论 

领导力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植于社会心理学的土壤，随着时

间演进，这一理论的影响力逐渐扩散至多个学科领域，显示出其强大的跨学科应

用价值。传统的领导力研究在持续深化的过程中，其研究焦点亦在不断地转变，

形成了多个具有独特视角的研究分支。 

一是领导力心理-特质论。该理论聚焦于领导者所展现出的独特品质，认为

一名领导者具备自信、正直、远见、强大的工作能力等特质，就能从群体中脱颖

而出成为杰出的领导者(Kirkpatick 和 Locke,1991)
[118]。更进一步，特质不仅作为

评判管理者领导力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识别潜在的领导者，开发优势人才，帮助

组织发展(Smith 和 Foti,1998)
[119]。在此基础上，House(1977)

[120]提出魅力型领导

理论，是一种强调自信、远见、信任、激励、创新和变革的领导方式，能够激发

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组织的持续发展和进步。Gini(2004)
[121]提出的伦理

领导理论是一种注重伦理道德、通过自身示范和双向沟通来影响员工和组织决策

的领导方式。Avolio 等(2004)
[122]提出真诚型领导理论，领导者具有强烈的自我意

识，尊重与支持下属，能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感。 

二是领导力行为理论。特质是一种稳定的、习惯化的行为反应，如果从冰山

理论来说，那是潜在冰山之下的内隐内容，很难观察和评估。那么如果从行为角

度来评价领导力，是否会更容易观察。因而，学者们不满足于当前对领导者特质

的探索，转而从领导者行为的视角去观察他们。Lewin 等(1939)
[123]提出了领导力

行为理论，认为领导行为的基础是领导特征和技巧，领导风格是领导者特质、技

巧及和下属沟通时行为的统一体，并将领导者的行为风格划分为民主型、专制型

和放任型三种。领导力行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重视领导行为、方式的研究，注

重考察领导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对员工的影响，目标是找到最佳的领导行为和领导

风格，提高对各种领导行为的预见性和控制力。更进一步，Stogdill(1948)
[124]开

始关注任务型和关系型领导，描述领导者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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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 (2004)
[125]认为任务型领导注重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达成，倾向于设定明确

的目标和期望，而关系型领导则更加注重与团队成员建立和谐的关系，赢得他们

的信任和尊重。Bennis(1984)
[126]提出了领导力的四个核心竞争力，Sternberg 

(2007)
[127]提出了 WICS 领导力模型，认为领导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多个

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要素。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企业加速发展也少不了领

导者带领变革。在此背景下，变革型领导力应运而生，是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领

导方式，它要求领导者具备明确的愿景、建立信任和沟通机制、挑战现有模式并

提供适当的奖励和刺激。通过有效的变革型领导，组织可以实现重大的变革和突

破，取得卓越的绩效表现。然而，领导者也需要注意变革可能带来的挑战和限制，

以确保变革的顺利进行并符合社会的期望。 

三是领导力关键因素理论。学者们以领导力的某个或某些关键要素来构建模

型、形成理论。菲德勒(1977)
[129]提出了领导权变理论，认为领导是一个动态过

程，在不同情境下，不同的领导者对被领导者领导方式和效果也有所不同，领导

的有效性取决于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领导方式。

Dienesch 和 Liden(1986)
[130]提出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领导者对不同的

下属包含不同的情感，随时间的推移，保持高交换关系的员工被视为“圈内人”， 

圈内人的下属会得到领导较多的关心、支持和较多的时间资源等，而和圈外下属

的关系只限于履行工作职责和任务。 

四是领导力研究综合论。科特(1990)
[131]综合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愿

景领导和文化领导等多个理论流派，提出了领导力研究综合论。强调了领导力的

过程性、员工的参与和投入、组织文化的塑造以及领导力与战略的关系等方面。

这些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指导，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领导

力的作用，推动组织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查普曼和奥尼尔(2004)
[132]提出领导力

要素理论，包括愿景与目标设定、自我管理与学习、决策与执行力、变革与创新、

沟通与关系管理以及共享报酬。 

经过多年发展，新兴领导力概念也逐步涌现，例如：谦卑型领导、服务型领

导、家长型领导等。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领导力优势无法自动沿袭，使得数字

化领导力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张志鑫和郑晓明(2023)
 [13]明确指出数字化领导力

有四个特点，一是数字领导力依赖数字资源施加影响力，领导者利用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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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同组织成员建立联系。二是领导者具有数字素养，领导者能主动学习数字

知识，并将其运用到组织发展中，具备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愿景和科学决策的能力。

三是领导者应具有共情能力，能体察和关怀组织成员的情绪，站在跟随者视角解

读数字情境。四是数字领导力旨在影响跟随者的工作表现。数字化领导力理论的

相关研究成果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理论

依据。 

2.2.2 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 (Resource-Based Theory)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 

Penrose 在《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关注组织或个体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这些资

源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和绩效。最重要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

本以及社会资本等，通过资源组合可以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在 Penrose 的观点的

基础上沃纳菲尔特(1984)
[133]提出资源基础观的概念，无数资源构成企业，每种

资源都有其不同的用途。不同企业间的资源具有异质性，且该资源其他企业难以

复制，成为了该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Barney(1991)
[134]构建了

资源基础观的理论研究框架。他认为企业只有做到资源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

和不可替代，才能超越企业形成行业领先。Peteraf(1993)
[135]异质性资源是企业竞

争优势的来源，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要想维持当前利润水平，

则需要管理者开发异质性资源并限制其大范围流动，同行业内领先企业竞争，限

制后位企业超越。传统的资源基础观从静态视角出发，更聚焦于获取特定资源的

以保持竞争优势，而无法解释同行业间的不同企业会存在不同发展优势(张璐

等,2021)
[136]。随着资源基础观的发展，学者们从企业层面战略分析新视角出发，

关注企业异质性资源对绩效的影响，回答了处于同行业中的企业为何存在竞争差

异的问题(张琳等,2021)
[137]。在动态视角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关注行动，战略

内生学派相继衍生出动态能力、创业拼凑与资源编排等理论。总的来说，学者们

的研究在传统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上，以动态视角形成资源基础观，进而开展行动，

形成资源行动观。 

2.2.3 资源编排理论 

Sirmon 等 (2011)
[138] 在动态能力的基础上融合资源管理模型 (Sirmon

等,2007)
[139]和资产编排模型(Helfat 等,2009)

[140]提出资源编排理论。资源编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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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注资源和能力的持续调整，包含构建资源组合、捆绑资源形成能力、利用能

力创造价值三个阶段，模型见图 2.3。资源编排理论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界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学者们认为管理者的动态管理能力能帮助

企业根据环境和自身状况构建资源组合，形成独特能力创造价值。厘清了资源对

能力的相互作用机制(Adner 和 Helfat,2003)
[141]，认为企业获得行业领先并非单纯

来自于资源或能力，而是源于资源、能力和管理者动态能力的综合(Chadwick

等,2015)
[142]。资源是能力构建的根本基石，而能力的产生正是源于资源的有效整

合。管理者为了将资源和持续竞争优势连结，不断改变能力配置，调整资源组合。

同时，能力的形成与运用也引领着资源的进化方向。在动态管理能力的驱动下，

资源和能力相互交织、共同演进，最终共同塑造了企业的业绩表现。第二，具有

协同性、权变性和动态性的资源管理思维。企业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就要对自身现

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意味着管理者在资源管理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资源的

相互关系，灵活应对变化，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进行动态调整。第

三，提供一般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资源管理流程。资源编排流程包括构建资

源组合、捆绑资源形成能力、利用能力创造价值三个阶段。依次解决资源来源、

转化和利用问题，勾勒了从资源到产出的完整路径。其中的每个阶段所囊括的子

流程同样也使该阶段的资源行动呈现系统性，这些子流程彼此之间定位明确，为

企业的资源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操作路径。第四，衍生出组织层面的资源管

理能力。有效编排资源已逐渐演化为管理者必备的资源管理能力，这种能力不仅

体现在对单个资源的有效管理，更体现在对组织内外各种资源的协同编排和整合

利用，如 Wales 等(2013)
[143]提出的 IT 能力和网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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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资源编排框架(独特指该管理流程只存于在该模型中) 

 

围绕资源编排理论，学者们已在创新、创业、能力的形成和演化、战略变革、

价值创造等研究议题中得到广泛应用。创新方面，基于资源行动视角，更高的创

新资源投入产出比源自更有效的资源编排行动，为解释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的模

糊关系 (Davis-Sramek 等 ,2015)
[144] ，提出的新洞见主要包括：流程创新

(Diéguez-Soto 等,2018)
[145]、新产品开发(武梦超等,2019)

[146]、创新绩效(吕斯尧

等,2021)
[147]、商业模式创新(王炳成等,2022)

[148]等。创业方面，国外学者对新创

企业的编排行动和组织能力的匹配(Wales 等,2013)
[143]、组合创业情境下的资源编

排规律 (Baert 等 ,2016)
[149]、在组织各部门实现资源投入的均衡 (Deligianni

等,2019)
[150]，我国学者邓渝(2021)

[151]提出单纯依赖资源不能帮助企业获得竞争

优势，资源编排是联系资源和绩效的重要桥梁，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可以实现企业

内部资源和跨边界资源的协同运用。能力的形成和演化方面，许晖和张海军

(2016)
[152]以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探索企业服务创新能

力的构建机制和演化路径，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运用不同的编排方式，会促

使企业形成服务创新能力。战略变革方面，刘新梅等(2017)
[153]揭示了企业高管

的长期导向如何通过资源编排的方式影响新产品的创造力。王世权等(2022)
[154]

认为高管团队的注意力分配是企业转型成功的关键，高管团队注意力能正向促进

资源的获取和调配，不断推进资源编排活动来实现战略更新。价值创造方面，王

国红和黄昊(2021)
[155]运用扎根分析，揭示企业在协同价值创造时如何在三阶段

进行资源编排，促进企业成长。 

构建资源组合 

购买资源 
积累资源 

剥离资源（独特） 

捆绑资源形成能力 

维持型资源捆绑（独特） 
丰富型资源捆绑（独特） 
开拓型资源捆绑（独特） 

 

利用能力创造价值 

动员能力 
协调能力 

部署能力（独特） 

搜寻/选择 

识别资源 
投资资源 

治理&组织结构（独特） 
商业模式（独特） 

配置/部署 

提供愿景 
培育创新（独特） 
协调联合专用资产 

资源管理模型 

资产编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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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设研究与模型构建 

3.1 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 

组织随时间和环境发生变化时，领导者也必须带领组织进行变革以适应外部

环境(Biggart 和 Hamilton,1987)
[156]。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首先要从

转变思维做起，数字化思维是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强调数字

化转型重要性并形成支持转型的组织氛围或文化，将员工行为与组织的转型愿景

和目标保持一致非常重要(Solberg,2020)
[157]。具备数字化思维的领导者关注新兴

技术的发展趋势，确定数字化发展的方向和投资战略，整合各方资源，引领团队

进行准确快速的变革(Swift 和 Lange,2018)
[158]，能决定在何地、何时以及如何进

行数字化转型，并对组织创新和绩效产生积极影响(Ardi 等,2020)
 [4]。资源基础理

论认为最重要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企业

要通过构建独有的资源组合，形成核心竞争力，数字化转型就需要领导者获取相

关资源并加以组合，如何开展这一过程则由资源编排理论提供了方案。资源编排

理论认为要将能力嵌入资源建构、能力形成及能力利用过程之中，促使资源—能

力—价值创造三者之间转化的过程是实现持续竞争的重要方式 (Adner 和

Helfat,2003)
[141]。数字化转型最终就是要实现长期价值创造，首先，资源建构是

积累和精简资源的过程，数字化领导力关注创新发展趋势，洞悉数字技术对企业

的价值(姚小涛等,2022)
[159]，能在众多技术中为组织筛选有价值的资源作为储备；

其次，能力形成是学习和整合资源的过程，数字化领导力将筛选出的数字技术资

源、人力资源、经济资源整合并构建资源组合，不断发展和释放数字化人才的潜

力，对组织结构、价值流程、组织文化主动发起变革和激励他人支持变革(李燕

萍和苗力,2020)
[8]，在不断地挖掘、整合、调整资源中组织创新能力逐步提升；

最后，能力利用是资源释放和价值转化的过程，数字化领导力连通储备的资源和

升级后的组织创新能力进行资源释放，完成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创新，实现长

期价值创造。综上，数字化领导力通过将能力嵌入资源建构、能力形成及能力利

用的过程中，在资源—能力—价值创造相互转化中实现数字化转型。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3.2 创新驱动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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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创新驱动是一个动态且持续性地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

并创造新的数字化价值的过程。创意产生阶段，需要具备创新思维的人才在创新

氛围中不断解放思想、展开想象、打破常规，并且根据感知到的顾客需求、环境

变化等提出符合实际的创意想法。创意转化阶段是指企业将产生的数字化创意转

化为数字化产品的过程，是连接创意产生和创意转化的重要桥梁，在该环节企业

能否通过技术赋能，将构想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到最终实现价值创造显得尤为关

键。创新输出阶段是创新驱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企业要将新产品和新服务精准对

接目标客户，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运用多种营销手段，完成价值转换(徐可

等,2015)
[160]。基于吴江等(2021)

[46]提出的数字化转型的“输入-过程-输出”(I-P-O)

模型，本文认为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分属于该流程的三个部分，

同时引入资源编排理论分析其转化过程，依次解决资源来源、转化和利用问题。

基于 I-P-O 模型的输入方面，具备数字化领导力依赖数字资源施加影响力，领导

者能精准识别数字技术对企业的价值，将新兴的数字技术引入组织，通过数字化

思维过引领变革、营造创新氛围、制定适合企业的未来愿景和发展战略。过程方

面，要经过感知、获取、转型行动，创新驱动中创意产生阶段要根据感知到的顾

客需求、环境变化等提出符合实际的创意想法；创意转化阶段要根据创意想法的

要求先行评估自身已有的资源和所需的资源，想方设法获取缺少的资源实现想法

转化(Teece,2014)
[161]。在转化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判断已到达何种阶段，根据所处

阶段开展相应行动(Yeow,2018)
[162]。这些也都需要数字化领导力来完成；创意输

出阶段，可利用新的营销手段，精准定位顾客，创新分销渠道，开发行模式

(Matarazzo 等,2021)
[73]。输出方面，需要产出技术革新、数字产品与服务创新、

新业态、流程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并提高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

进而推动数字化数字化转型。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资源来源、转化和利用问题贯

穿于“输入-过程-输出”的转化过程。在输入的初期，需要将构建资源组合，数

字化领导力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引入组织，进行统筹规划和重组，并根据

战略构建资源组合，对创新驱动进行全方位的支持，组织利用这些资源转入数字

化转系的过程中。转型过程中，需要捆绑资源形成能力，整合资源以构建或改变

企业，创新驱动即是将组织获取到的资源与组织、创意、产品进行捆绑，形成企

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转型过程向输出转化过程中，要利用能力创造价值，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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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便能利用转型的创造行动创造新的资源和过程，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提升组织

绩效，实现数字化转型。因而本文认为创新驱动在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

间起中介作用，应进一步挖掘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吴江

等,2021)
[46]。 

H2：创新驱动在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之间起中介作用。 

3.3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已是企业经营与发展必须面对的常态化背景 (陈春花

等,2018)
[163]，是管理者洞悉组织状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考虑的变量(李召敏和

赵曙明,2016)
[164]。环境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载体，会对动态管理能力及资源编

排产生重要影响，不确定性是当前环境的最重要特征。动荡的环境虽然会为企业

带来压迫感，但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面对压力和挑战，企业可能

会寻找新的机会和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Sternberg,2005)
[165]。

在较为平稳的环境中，管理者往往能较为精准的洞察行业未来发展动向，领导者

只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常规性事务，不需要增加成本频繁开展创新活动。然而，一

旦环境不确定性攀升，组织原定的战略可能会不符合发展趋势，需要重新制定战

略，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威胁，根据变化的情况预测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以适

应技术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具体而言，当市场不确定性较高时，客户偏好和

需求变得捉摸不定，难以精准预测，为了保证市场份额，争取更大市场优势，企

业也变得愈加“内卷”。一些企业会借助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来预测和分析市场的

发展趋势，此时，借助数字化领导力所具备数字资源建设能力，善于数据资产管

理和资源优化配置，找到更加适合企业自身的资源组合，促进新创意、新想法的

产生，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以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技术不确定性较

高时，意味着技术更新迭代快，现有技术可能还未深入应用就已成为过去，同时

企业为了形成独有竞争优势，会更迫切的加速技术创新。一方面，数字化领导力

会转变战略，迅速实施技术开发战略，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产品转化，实现组织技

术变革。另一方面，当数字技术不确定性较强时，意味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速

度较快，技术的快速发展往往蕴含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将新技术结合在产品和服

务中，形成颠覆性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更有利于在数字化背景下实现弯道超车，

进而重塑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因而本文认为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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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在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中起到调节作用。 

H3a：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H3b：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的关系。 

H3c：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H4a：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H4b：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的关系。 

H4c：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综合以上研究假设，本研究提出研究模型如图 3.1： 

 

 

 

图 3.1 研究模型 

  

 

市场不确定性 

技术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 

创新驱动 

数字化领导力 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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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4.1 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中核心变量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环境不确定性的

测量量表均选自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成熟量表，为使国外测量量表能更好应用在中

国的研究情境下，本研究特地邀请了两位组织行为学的博士按照“翻译-回译”

程序将量表译为中文，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评分法。其中，1=很不符合；2=不

符合；3= 一般；4=符合；5=很符合。 

4.1.1 数字化领导力(DL) 

采用张志鑫和郑晓明(2023)
 [13]所开发的量表，包含数字思维变革能力、数字

资源建设能力、数字伦理共情能力、数字认知践行能力 4 个维度，共 18 个题项，

例如：“我的领导具有数字化转型意识或变革意识”。量表中题项的得分反应管理

者的数字化领导能力，得分越高，就意味着管理者的数字化领导能力越强。 

4.1.2 创新驱动(ID) 

采用徐可(2018)
[23]等开发、吕潮林等(2023)

[31]修订的量表，涉及创意产生(IG)、

创意转化(IC)和创新输出(IO)3 个维度，共 9 个题项，三个维度的典型题项代表

分别为“贵公司通过建立鼓励员工提出新的数字化理念和新的数字化想法的企

业文化,来激发员工产生新的数字化创意”“贵公司可以对新的数字化产品(服

务)的研发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贵公司对新的数字化产品(服务)拥有

完善的营销策略和推广方案”，问项得分与创新驱动呈现正向关系，即得分越高

组织的。量表中题项的得分反应企业开展创新驱动的程度，得分越高，就意味着

企业开展创新驱动的程度越高。 

4.1.3 数字化转型(DT) 

采用张建宇(2023)
[61]等所开发的量表，共 6 个题项，例如“企业的业务流程、

产品及服务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等。量表中题项的得分反应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的程度，得分越高，就意味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越高。 

4.1.4 环境不确定性(EU) 

借鉴江旭和马永远(2018)
[103]测量环境不确定性的量表，采用 3 题项测量技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领导力如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31 

术不确定性(EUT)，例如：“通过技术突破产生新产品的普遍性”等。采用 3 题

项测量市场不确定性(EUM)，例如：“顾客需求变化很快”等。量表中题项的得

分反应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得分越高，就意味着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

定性程度越高。 

本文针对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研究对象从员工和管理者两个层面出发，

量表题项根据不同研究对象调整相应表述。控制变量方面也需囊括两个层面的研

究对象，设置了性别、年龄、学历、职位，同时在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后认为所

在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也应当纳入控制变量的范围。因此，本文共选择七

个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年龄、学历、职位、所在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性

质，以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4.2 样本描述 

4.2.1 样本来源 

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的选择受到数字领导力量表开发学者(张志鑫和郑晓

明,2023)
 [13]的启发，选择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一方面，管

理者能从顶层视角更好的把握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和转型思路；另一方面，员工能

从被领导者视角评价数字领导力。同时，在管理者自评的基础上，他评更有利于

增强测量的外部效度(潘伟刚和黄希庭,2010)
[166]。问卷发放通过问卷星平台向在

相关企业内工作的企业人员发放电子版问卷并邀请填写，其次通过导师和个人人

际关系、MBA 中心的学员等间接联系相关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发放，同时

会事先向调研对象解释相应的概念，帮助其更好了解问卷内容。 

4.2.2 数据分布 

本次调研的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共发放问卷 445 份，

除含有缺失值以及问项单一回答的无效问卷等，有效问卷 355 份，有效回收率为

79.7%。具体被试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3.1 所示，其中，男性受访者占比为

51.5%，女性受访者占比 48.5%，男性占比比女性约高 3 个百分点。从年龄来看，

20 岁以下的受访者占比 9.9%，20-30 岁的受访者占比 31.0%，31-40 岁的受访者

占比 31.0%，41-50 岁的受访者占比 18.3%，50 岁以上的受访者占比 9.9%。企业

规模在 100 人以下的占比最多，达到 46.2%；依据企业性质，民营企业占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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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50.4%，国有企业紧随其后，占比 23.4%；依据行业类型，来自于制造业企

业的样本量最多，占样本总量的 20.3%，其次为零售/批发行业，占比 18.6%。 

 

表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特征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特征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83 51.5% 

行业类型 

建筑/房地产行业 28 7.9% 

女 172 48.5% 交通/运输行业 52 14.6% 

年龄 

20 岁以下 35 9.9% 零售/批发行业 66 18.6% 

20-30 岁 110 31.0% 通信/网络行业 56 15.8% 

31-40 岁 110 31.0% 医疗/健康行业 15 4.2% 

41-50 岁 65 18.3% 银行/金融/保险行业 13 3.7% 

50 岁以上 35 9.9% 制造业 72 20.3% 

学历 

大专及以下 148 41.7% 综合/服务行业 53 14.9% 

本科 156 43.9% 

职位 

普通员工 139 39.2% 

硕士 41 11.5% 基层管理者 109 30.7% 

博士 10 2.8% 中层管理者 71 20.0% 

企业规模 

2000 人以上 3 0.8% 高层管理者 36 10.1% 

1001-2000 人 43 12.1% 

企业性质 

合资企业 83 23.4% 

501-1000 人 64 18.0% 国有企业 56 15.8% 

100-500 人 81 22.8% 民营企业 179 50.4% 

100 人以下 164 46.2% 外资企业 37 10.4% 

 

4.3 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本研究实证部分使用 SPSS26.0 与 AMOS26.0 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处

理，主要对数据的信度与效度、共同方法偏差、相关性先行验证，符合数据使用

标准后再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其次，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避免多重

共线性影响。 

4.3.1 信度检验 

信度是检验研究中所用量表可靠性的指标，用来衡量数据内部一致性。具体

而言，通常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衡量量表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越大，数据

的可靠性越高，内部一致性越强。当 Cronbach's α 系数＜0.50 时，表示量表信度

过低不能用于测量研究，当 0.50＜Cronbach's α 系数＜0.70 时，表示量表信度可

接受，当 Cronbach's α 系数＞0.80 时，代表数据的信度良好。本研究使用 SPSS26.0

对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进行信

度检验。由表 4.1 可知，自变量数字化领导力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7；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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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创新驱动的系数为 0.919，因变量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 0.892，调节变量环境

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系数分别为 0.811 和 0.805，均大于 0.8。结果表明，本研究中

所使用的的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 4.2  量表信度 

变量 题目数量 Cronbach's α 

数字化领导力(DL) 18 0.957 

创新驱动(ID) 9 0.919 

数字化转型(DT) 6 0.892 

市场不确定性(EUM) 3 0.811 

技术不确定性(EUT) 3 0.805 

 

4.3.2 效度检验 

效度分析是用于评估测量工具是否能够准确测量研究人员想要测量的变量

的过程。它涉及到对测量工具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的评估。效度分析通常

包括聚合效度、结构效度、区别效度方面的评估。进行效度分析前，需要对研究

变量各题项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评估问卷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通常，KMO 统计量取值介于 0 ~1 之间，当 KMO 值＜0.6 时，表示原有

变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当 KMO 值介于 0.7 ~0.8 时，表示原有变量一般适合做

因子分析；当 KMO 值介于 0.8 ~ 0.9 时，表示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当 KMO 

值＞0.9 时，表示原有变量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结果以卡

方值表示，若卡方值显著(通常 p 值小于 0.05)，则拒绝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认为

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整体的 KMO 检验

值为 0.956，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小于 0.001。各变量的检验值由表 4.2 可知，五个

变量的 KOM 值也均大于 0.7，Bartlett 形检验近似卡方值均显著。此外，五个因

子的首因子解释方差百分比均大于 50%，表明问卷所提取的这几个公因子对于原

始变量的代表性、解释性很高，即量表测量的整体效果很好，该数据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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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KMO 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表 

变量 KMO Bartlett 检验值近似卡方 sig 累积方差解释% 

数字化领导力 0.980 4116.658 0.000 58.018% 

创新驱动 0.951 1731.020 0.000 60.766% 

数字化转型 0.905 1068.604 0.000 64.995% 

技术不确定性 0.714 353.163 0.000 72.589% 

市场不确定性 0.712 342.001 0.000 72.028% 

 

（1）聚合效度 

聚合效度(又称聚敛效度)主要考察的是同一变量的不同测量指标之间的内

在一致性，强调本应该在同一因子下面的测量项,确实在同一因子下面。在结构

方程模型中，可以使用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这两个指标进行分

析，如果每个因子的 AVE 值＞0.5，并且 CR 值＞0.8，则说明具有良好的收敛效

度，同时一般还要求每个测量项对应的因子载荷系数(factor loading)值＞0.7 

(Fornell 和 Lareker,1981)
[167]。由表 4.3 可知各题项的因子荷载、AVE 均大于 0.5，

CR 均大于 0.7，说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表 4.4  聚合效度相关指标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AVE CR 

数字化领导力

(DL) 

DL1 0.747 

0.555 0.957 

DL2 0.731 

DL3 0.757 

DL4 0.755 

DL5 0.753 

DL6 0.762 

DL7 0.744 

DL8 0.752 

DL9 0.723 

DL10 0.776 

DL11 0.74 

DL12 0.736 

DL13 0.737 

DL14 0.752 

DL15 0.74 

DL16 0.763 

DL17 0.717 

DL18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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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AVE CR 

创新驱动(ID) 

ID1 0.736 

0.559 0.919 

ID2 0.73 

ID3 0.759 

ID4 0.763 

ID5 0.767 

ID6 0.752 

ID7 0.751 

ID8 0.709 

ID9 0.761 

数字化转型

(DT) 

DT1 0.738 

0.580 0.892 

DT2 0.747 

DT3 0.79 

DT4 0.778 

DT5 0.787 

DT6 0.73 

市场不确定性

(EUM) 

EUM1 0.755 

0.589 0.811 EUM2 0.739 

EUM3 0.807 

技术不确定性

(EUT) 

EUT1 0.754 

0.581 0.806 EUT2 0.755 

EUT3 0.778 

 

（2）结构效度 

结构效度(又称构想效度)是指测验实际测到所要测量的理论结构和特质的

程度，或者说它是指测验分数能够说明心理学理论的某种结构或特质的程度。衡

量指标包括绝对拟合指数和相对拟合指数，绝对拟合指数包括卡方自由度比值

(
2
/df)、残差均方根(RMR)、拟合优度指数(GFI)和近似误差均方(RMSEA)，相对

拟合指数包括比较拟合指数(CFI)和 Tucker-Lewis 指数（TLI）。具体衡量标准为，


2
/df 的值介于 0~3 之间，数值越小表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越高；RMR＜0.05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RMR＞0.1 则表示模型拟合较差；GFI＞0.9，模型的整体拟

合度较好；RMSEA＜0.05 时，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CFI 和 TLI 值＞0.9 时，

表明模型有较好的解释力。本研究使用 AMOS26.0 对问卷中的五个变量进行检

验，五因子模型中，
2
/df =1.089＞3，RMR=0.043＜0.05，GFI=0.905＞0.9，

RMSEA=0.016＜0.05，CFI=0.992＞0.9，TLI =0.992＞0.9，这些指标接近于或满

足标准要求，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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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别效度 

区别效度是指测量不同构念时，所观测到的数值之间应该能够加以区分。在

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区别效度的检验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观察模型拟合程度，在合并因子之后，模型拟合程度逐渐降低；也可采用 AVE

的平方根与相关系数值比较的方法，若 AVE 平方根大于相关系数值，则具有良

好的区别效度。由表 4.4 可知五因子模型拟合程度最好，在合并因子之后的模型

拟合程度逐渐降低。同时，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市场不确定

性、技术不确定性的 AVE 的平方根分别为 0.745、0.748、0.762、0.768、0.762，

均大于该变量和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见表 4.6)，表明区别效度较好。 

 

表 4.5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2
 df 

2
/df RMR GFI TLI C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753.784 692 1.089 0.043 0.905 0.992 0.992 0.016 

四因子模型 1022.351 696 1.469 0.054 0.865 0.956 0.959 0.036 

三因子模型 1354.369 699 1.938 0.09 0.821 0.912 0.917 0.051 

二因子模型 2178.447 701 3.108 0.117 0.678 0.802 0.812 0.077 

单因子模型 3643.226 702 5.19 0.167 0.487 0.605 0.626 0.109 

五因子模型=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 

四因子模型=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 

三因子模型=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 

二因子模型=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 

单因子模型=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 

 

4.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指的是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

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检验共同

方法偏差的方法有多种，较为常用的是 Harman 单因素法和加入共同方法因子。

Harman 单因素法将所有参与假设的量表题目一起做因子分析，查看第一公因子

的方差解释百分比，如果小于 40%，则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加

入共同方法因子，将所有参与假设检验的量表题项一起做验证性因子分析，若模

型的拟合指标比自己的原模型变化不大，具体指 RMSEA、GFI、CFI 和 TLI 变

化不超过 0.02，即可证明无严重共同方法偏差(刘斯漫等,2015)
[168]。本研究运用

Harman 单因子法对问卷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由表 4.5 可得，未旋转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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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主成分占因子总载荷为 35.032％，低于 40％的参考临界值。此外，五

因子模型在加入共同方法因子之后，模型拟合指标中 RMSEA=0.018、GFI = 0.908、

CFI=0.991、TLI=0.989，ΔRMSEA= 0.002、ΔGFI = 0.003、ΔCFI= 0.001、ΔTLI= 

0.003，其的变化幅度均小于 0.02，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之后，模型拟合程度

未发生明显变化，因而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 4.6  总方差解释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

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

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

分比 

累

积 % 

1 13.663 35.032 35.032 13.663 35.032 35.032 10.427 26.736 26.736 

2 4.634 11.881 46.914 4.634 11.881 46.914 5.648 14.483 41.219 

3 2.809 7.203 54.117 2.809 7.203 54.117 3.997 10.248 51.467 

4 1.814 4.652 58.769 1.814 4.652 58.769 2.184 5.600 57.067 

5 1.448 3.713 62.482 1.448 3.713 62.482 2.112 5.414 62.482 

6 0.772 1.979 64.461       

7 0.667 1.711 66.172       

8 0.636 1.631 67.803       

 

4.3.4 变量相关性检验 

在完成信效度以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后，需要通过相关性分析，确定变量之

间的关系强度和方向，本研究将使用 Pearson 系数衡量两个连续变量之间的线

性关系强度和方向，取值范围为-1 到 1，绝对值越接近 1 表示关系越强。若相关

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0.9，则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要对变量进行剔除。变量间

的描述统计与相关性系数分析结果如表 4.6 所示。结果显示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

化转型呈显著正相关(r=0.37，p<0.001)，与创新驱动呈显著正相关(r=0.36，

p<0.001)；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呈显著正相关(r=0.38，p<0.001)，以上结果初

步验证了假设 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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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变量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性别 -            

2 年龄 -0.03 -           

3 学历 0.01 0.03 -          

4 行业 0.02 -0.02 0.00 -         

5 企业规模 -0.07 .13* -0.08 0.01 -        

6 职位 -0.02 .67** 0.04 -0.04 .12* -       

7 企业性质 0.04 0.08 0.02 .11* 0.00 0.10 -      

8 数字化领导力 0.00 -0.09 -0.05 .16** 0.02 0.02 0.00 -     

9 创新驱动 0.00 0.03 0.02 0.09 -0.05 0.03 -0.01 .36*** -    

10 数字化转型 0.02 -0.01 0.00 0.07 -0.01 0.03 0.01 .37*** .38*** -   

11 市场不确定性 0.01 -0.08 -0.04 0.01 0.01 -0.05 -0.06 .31*** .33*** .32*** -  

12 技术不确定性 -0.04 -0.01 -0.01 0.03 -0.08 0.04 -0.02 .42*** .38*** .40*** .34*** - 

均值 1.48 2.87 1.75 4.82 3.18 1.99 2.19 3.26 3.32 3.37 3.50 3.27 

标准差 0.50 1.13 0.77 2.46 0.95 0.84 0.97 0.86 0.88 0.92 0.97 1.01 

注: N=355,***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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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假设检验 

（1）主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 AMOS 软件对假设进行检验，选择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

字化转型共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始模型检验得到模型拟合尚可：


2
=535.683、df =492、

2
/df =1.089＜3、RMR= 0.042＜0.05、GFI=0.919＞0.9，

RMSEA=0.016＜0.05、CFI=0.994＞0.9、TLI=0.993＞0.9。由表 4.7 可知数字化领

导力→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系数为 0.285，p＜0.001，表明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

转型具有正向影响，假设 H1 成立。 

 

表 4.8  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 非标准化 标准化 S.E. C.R. P 

创新驱动 ← 数字化领导力 0.413 0.389 0.063 6.605 *** 

数字化转型 ← 创新驱动 0.296 0.306 0.059 5.038 *** 

数字化转型 ← 数字化领导力 0.293 0.285 0.061 4.789 *** 

 

（2）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由表 4.8 可知：数字化领导

力→数字化转型的总效应为 0.415，p<0.01，Bias-corrected 95% CI 标准化置信区

间为[0.309，0.54]，区间不包含 0，总效应显著；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化转型的

直接效应为 0.293，p<0.01，Bias-corrected 95% CI 标准化置信区间为[0.178，0.418]，

区间不包含 0，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占比 70.6%；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

→数字化转型的间接效应为 0.122，p<0.01，Bias-corrected 95% CI 标准化置信区

间为[0.073，0.186]，区间不包含 0，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比 29.4%，结果

表明创新驱动在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假设 H2

成立。 

 

表 4.9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P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293 0.178 0.418 0.001 70.6% 

间接效应 0.122 0.073 0.186 0.001 29.4% 

总效应 0.415 0.309 0.5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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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 SPSS26.0 的 process 插件抽样 5000 次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首先

检验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其次再检验技术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第一，检验数字化领导力与市场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由表

4.9 可知，数字化领导力与市场不确定性的乘积项不具有预测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β=0.087)，95% CI 置信区间为[-0.033，0.207]，区间包含 0，市场不确定性在数

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成立，因而假设 H3a 未得到验证。 

 

表 4.10  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数字化转型 

 预测变量 β se t 
95% CI 

LLCI ULCI 

数字化领导力 0.237 0.059 3.991*** 0.120 0.353 

创新驱动 0.2182 0.0575 3.798*** 0.1052 0.3312 

市场不确定性 0.174 0.050 3.493*** 0.076 0.272 

数字化领导力×市场不确定性 0.087 0.061 1.419 -0.033 0.207 

R 0.488 

R
2
 0.238 

F 8.883*** 

 

第二，检验数字化领导力与市场不确定性对创新驱动的调节效应，由表 4.10

可知，数字化领导力与市场不确定性的乘积项显著正向预测创新驱动(β=0.306，

p<0.001)，95% CI 置信区间为[0.200，0.412]，区间不包含 0，市场不确定性在数

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之间的调节效应成立。更直观地，由图 4.1 可以看出市场

不确定性水平越高，数字化领导力对创新驱动的促进作用越强，表明市场不确定

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间的关系，综上假设 H3b 成立。 

表 4.11  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创新驱动 

预测变量 β se t 
95% CI 

LLCI ULCI 

数字化领导力 0.247 0.052 4.79*** 0.146 0.349 

市场不确定性 0.247 0.045 5.54*** 0.159 0.334 

数字化领导力×市场不确定性 0.306 0.054 5.66*** 0.200 0.412 

R 0.517 

R
2
 0.268 

F 1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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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市场不确定性在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之间的调节效应图 

 

第三，检验创新驱动与市场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由表 4.11

可知，创新驱动与市场不确定性的乘积项不具有预测数字化转型的作用(β=0.029)，

95% CI 置信区间为[-0.087，0.144]，区间包含 0，市场不确定性在创新驱动与数

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成立，因而假设 H3c 未得到验证。 

 

表 4.12  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数字化转型 

预测变量 β se t 
95% CI 

LLCI ULCI 

数字化领导力 0.237 0.059 3.991*** 0.120 0.353 

创新驱动 0.2182 0.0575 3.798*** 0.1052 0.3312 

市场不确定性 0.174 0.050 3.493*** 0.076 0.272 

创新驱动×市场不确定性 0.029 0.059 0.488 -0.087 0.144 

R 0.488 

R
2
 0.238 

F 8.883*** 

 

第四，检验数字化领导力与技术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由表

4.12 可知，数字化领导力与技术不确定性的乘积项不具有预测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β=0.014)，95% CI 置信区间为[-0.094，0.122]，区间包含 0，技术不确定性在数

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成立，因而假设 H4a 未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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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数字化转型 

预测变量 β se t 
95% CI 

LLCI ULCI 

数字化领导力 0.166 0.059 2.807** 0.050 0.282 

创新驱动 0.2148 0.0554 3.876*** 0.1058 0.3238 

技术不确定性 0.205 0.049 4.229*** 0.110 0.300 

数字化领导力×技术不确定性 0.014 0.055 0.257 -0.094 0.122 

R 0.521 

R
2
 0.271 

F 10.595*** 

 

第五，检验数字化领导力与技术不确定性对创新驱动的调节效应，由表 4.13

可知，数字化领导力与技术不确定性的乘积项显著正向预测创新驱动(β=0.220，

p<0.001)，95% CI 置信区间为[0.124，0.315]，区间不包含 0，技术不确定性在数

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之间的调节效应成立。更直观地，由图 4.2 可以看出技术

不确定性水平越高，数字化领导力对创新驱动的促进作用越强，表明技术不确定

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间的关系，综上假设 H4b 成立。 

 

表 4.14  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创新驱动 

预测变量 β se t 
95% CI 

LLCI ULCI 

数字化领导力 0.235 0.054 4.321*** 0.128 0.342 

技术不确定性 0.216 0.046 4.731*** 0.126 0.306 

数字化领导力×技术不确定性 0.220 0.049 4.500*** 0.124 0.315 

R 0.4967 

R
2
 0.2467 

F 11.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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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技术不确定性在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之间的调节效应图 

 

第六，检验创新驱动与技术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由表 4.14

可知，创新驱动与技术不确定性的乘积项显著正向预测数字化转型(β=0.164，

p<0.001)，95% CI 置信区间为[0.055，0.273]，区间不包含 0，技术不确定性在创

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效应成立。更直观地，由图 4.3 可以看出技术不

确定性水平越高，创新驱动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表明技术不确定性正

向调节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综上假设 H4c 成立。 

 

表 4.15  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数字化转型 

预测变量 β se t 
95% CI 

LLCI ULCI 

数字化领导力 0.166 0.059 2.807** 0.050 0.282 

创新驱动 0.2148 0.0554 3.876*** 0.1058 0.3238 

技术不确定性 0.205 0.049 4.229*** 0.110 0.300 

创新驱动×技术不确定性 0.164 0.055 2.967*** 0.055 0.273 

R 0.521 

R
2
 0.271 

F 1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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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技术不确定性在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效应图 

 

4.3.6 实证小结 

针对本研究提出的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市场不确定性以

及技术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通过因果作用分析和调节作用分析，得出

研究结论如下，并对所提研究假设通过检验与否进行汇总如表 4.15 所示： 

第一，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第二，创新驱动在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起中介作用。 

第三，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第四，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第五，市场不确定性会提升数字化领导力对创新驱动的促进作用。 

第六，技术不确定性会提升数字化领导力对创新驱动的促进作用。 

第七，技术不确定性会提升创新驱动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表 4.16  研究假设验证情况 

假设 验证情况 

H1：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已验证 

H2：创新驱动在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之间起中介作用。 已验证 

H3a：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未验证 

H3b：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的关系。 已验证 

H3c：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未验证 

H4a：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未验证 

H4b：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的关系。 已验证 

H4c：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已验证 

 

在本研究中市场不确定性所起的调节作用并未获得实证支持。这一现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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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近年来市场消费者需求与偏好的快速变化与不确定性。消费者需求出现变动，

企业也不会完全忽视市场需求，但因为不确定性管理者往往更倾向于较经济的选

择，在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上做出调整，在未明朗未来发展方向之前，不会轻易

花费更大的代价更改资源调配，因此，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许并不会对数字化

转型的相关过程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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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前四个章节，梳理了相关理论，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具体内

容如下： 

第一，在借鉴和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基础上，使用成

熟的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市场不确定性以及技术不确定性五

个量表向多家实施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发放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一

手数据。收集的数据利用 SPSS26.0、AMOS26.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变量之间通过了相关性检验，对假设进

行初步的检验。 

第二，通过研究假设和模型构建以及对数据分析处理的结果表明：数字化领

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创新驱动在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

转型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化领导力与创新驱动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创新

驱动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市场不确定性会提升数字化领导力

对创新驱动的促进作用；技术不确定性会提升数字化领导力对创新驱动的促进作

用；技术不确定性会提升创新驱动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5.2 理论贡献 

首先，目前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多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战略一致性理论，

数字化时代，数字资产能支持业务流程和运营工作，因而逐渐成为关键资源。从

传统资源向数字资产转化的过程中，管理者需要进行资源编排的对象和情境也会

跟随变化(杨善林和周开乐,2015)
[169]，资源编排理论可以更多应用到大数据时代

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资源编排理论与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密切联

系，将资源编排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引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阐释资源如何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进行相关安排，深化了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之间

内在逻辑的理论探索。 

其次，明晰了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丰富了领导行为对数

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数字化转型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研究中多涉及数

字化转型的结果(张振刚等,2022)
[1]、测量评价(陈畴镛和许敬涵,2020)

 [2]、应用(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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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其和宋迪,2020)
 [3]等方面，前置变量研究中组织层面领导行为对于数字化转型

的影响研究涉猎较少。Ardi 等(2020)
 [4]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数字化领导对组织创

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且有学者呼吁尝试拓展现有数字领导力的基本理论及分析数

字领导力在数字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秦佳良,2023)
[5]。因而本文引入数字化领

导力作为前置变量，以资源编排理论为基础，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丰富了数字化领导力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数字化转

型研究注入新的理论元素。 

最后，将创新驱动纳入到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打开了领导

在组织层面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的“黑箱”。虽然以往研究肯定了企业

创新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严子淳等(2021)
[170]的研究认为企业创新对于

数字化技术研发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文献中鲜有深入探讨创新驱动作为领导

力与数字化转型间的中介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在评估创新驱动时，

通常更关注其最终成果，而较少考虑对创新驱动从创意产生、创意转化和创意扩

散的全过程进行评估(徐可等,2018)
[23]。因此，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证检验，揭

示了创新驱动在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中的部分中介作用，丰富了数字化转

型的实现机制以及创新驱动的相关研究，回应了学者对需要更深入地探究驱动数

字化转型的具体机制的期待(曾德麟等,2021;刘松博等,2023)
[6]-[7]。 

5.3 管理启示 

第一，积极挖掘和培养中高层管理者身上的数字化领导力品质，营造全员创

新的组织文化。一方面，数字化领导力能够为成员描绘未来发展蓝图，激励成员

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营造组织创新氛围的同时激发创新思维，捕捉创新机会，

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带动组织进行创新活动，将创新想法转化落地并实施，进而

促进数字化转型。思想的变化带来行为的变化，注重管理者变革思维的挖掘与培

养，能够从深层次改变组织文化，引导企业内部向数字化迈进。 

第二，创新驱动是数字化领导力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桥梁。创新是

激发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

国内市场需求日趋呈现复杂、多元化，市场需求的变化速率也呈现出显著的提升。

为有效应对这一趋势，就要主动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创新为动力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因而，企业需借助数字化领导力的引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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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创新驱动的进程，以确保创意产生、转化、输出之间的顺畅连接与高效运

作。具体而言，企业要将有价值的情报信息整合，加强技术研发，为产品和服务

赋能，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升供应链中成员的协作能力，挖掘深

层次的隐性知识，以把握关键点。此外，企业还应精准洞察市场动态，扩大自身

优势，共建共享资源，提高成果转化率，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企业能够将数字

化的新颖创意转化为实际的产品或服务，不断实现数字化转型。在新的经济格局

下，企业将能够创造出独特的数字价值，为自身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外部环境是企业创新必须考虑的重要情境因素，高管团队要正确认识

和把握环境的变化，积极提升动态管理能力，开展资源编排，以有效应对危机环

境和消极事件，实现转危为安甚至转危为机。同时，在对待环境不确定性的问题

上，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为企业带来了管理挑战，同时也

孕育了丰富的发展机会。因此，管理者需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以增强企业应对

和把握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具体而言，优化组织结构和运行流程，构建具备高

效响应能力的动态体系，提升组织韧性以应对变化。同时，可以构建学习型组织，

提升组织成员洞察和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此外，应将创新常态化，为创新过程

提供稳定的信息资源、资金支持和人员配置。通过这些举措，我们能够更好地利

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推动企业稳健发展。 

第四，能够启发管理者从资源编排角度分析和解决数字化转型问题。数字化

时代资源是发展的基础，如何通过高效安排和调配资源来降本增效是企业亟需面

对难题，因此进行资源编排就贯穿于转型始终。在转型的起始阶段，管理者将组

织需要的生产资料、数字技术、科技人才聚集在组织中，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

求和自身发展战略，对资源进行合理编排和高效运用，并进一步推动创新思维的

落地与实践，从而为转型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管理者应深化对资源编排重要

性的认识，通过精心构建资源组合、整合优势资源形成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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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探讨了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

效应下数字化领导力、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数字化

转型的相关研究，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改进： 

第一，本文的控制变量虽然对企业所在行业、企业规模做了分类，但不同行

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后续研究中可针对不同行业背景和企业规模进行数

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第二，本文选择的变量都是组织层面的因素，数字化领导力仅仅是影响数字

化转型的单一因素，后续研究中还可引入团队心理模式、团队心理安全感、认知

能力等变量来观察如何更好的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入挖掘其他可能路径。 

第三，本文主要基于核心变量数字化领导力量表开发文献选择调研对象为员

工、基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愿

景构建、关键资源挖掘具有重要作用，而具体的战略实施则需要基层管理者带领

员工开展工作，遗憾的是未考虑到可能存在员工填写问卷时会直接联想到基层管

理者问题，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加入领导与员工点对点配对，降低共同方法偏差。 

第四，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虽然同源方差分析通过检验，

但是该数据为截面数据，数字化领导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

在后续研究中可考虑纵向数据研究或情景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或者以企业生命

周期为发展脉络，研究不同生命周期下如何推动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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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数字化领导力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员工）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我是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本调查！您的回答

将用作我们研究的重要参考。您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您根据您的真实感受对照实际情况

填写问卷。本次调查采用匿名方式，您的所有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请您放心填写！调查大

概会占用您 5 分钟左右的时间。感谢您的合作！ 

问卷设计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请您根据真实感受与实际的符合程度进行填写，不

同符合程度区分为很符合、符合、一般、不符合、很不符合五个等级，很符合为 5 分，很不

符合为 1 分。 

第一部分：个人信息 

1、您的性别：□男     □女 

2、您的年龄：□20 岁以下    □20-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3、您的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4、您目前从事的行业：□制造业      □银行/金融/保险行业   □建筑/房地产行业    

□医疗/健康行业    □综合/服务行业   □零售/批发行业 

□通信/网络行业    □交通/运输行业 

5、您所在企业的规模：□100 人以下    □100-500 人     □501-1000 人  

□1001-2000 人  □2000 人以上 

6、您所在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其他 

第二部分：数字化领导力（请在您认为符合实际的选项中打“☑”） 

1、我的领导具有数字化转型意识或变革意识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我的领导知道企业现状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之间的差距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我的领导愿意接受数字技术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4、我的领导能够运用数据来精准分析客户的真实需求,而不是依赖以往的经验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5、我的领导在战略定位和规划方面与数字化转型方向是一致的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6、我的领导有能力获取和掌握来自不同部门的数据、信息等数字资源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7、我的领导能够确保数字资源是开放共享的，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的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8、我的领导具有良好的数字资源整合、分配的一体化调度能力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9、我们领导具有很强的共情能力,能够考虑我们的处境并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化转型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0、我们领导不会一味通过数字化系统发号施令,而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并选

取合适时机线下沟通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1、无论我们员工对数字化的理解水平如何,领导都会帮助和鼓励我们,缓解我们对使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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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抵触情绪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2、我的领导在运用数据来评估我们工作的同时，也会关注我们真实的情绪和内在的情感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3、我的领导愿意学习各种数字信息化系统的实操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4、我的领导通过数字化相关的书籍、讲座和课程培养自身的数字化能力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5、我的领导能够通晓与本行业领域关系最密切的数字技术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6、我的领导能够深入工作一线,发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7、我的领导具有设计、部署和拓展新数字业务的能力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18、我的领导能够运用数字化提高业务流程效率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第三部分：创新驱动（请在您认为符合实际的选项中打“☑”） 

19、本企业通过建立鼓励员工提出新的数字化理念和新的数字化想法的企业文化，来激发员

工产生新的数字化创意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0、本企业鼓励多部门合作从而激发新的数字化创意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1、较之外部获得的数字化创意，本企业内部产生的数字化创意往往更有价值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2、本企业可以对新的数字化产品(服务)的研发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3、本企业侧重于培养内部产生的新的数字化创意，并将新的数字化创意转化为新的数字化

实践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4、本企业内部拥有完善的数字化创意研究和开发程序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5、本企业对新的数字化产品(服务)拥有完善的营销策略和推广方案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6、本企业往往可以领先竞争对手推出新的数字化产品(服务)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7、本企业可以迅速且有效地将新的数字化产品(服务)推广至目标客户群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第四部分：数字化转型（请在您认为符合实际的选项中打“☑”） 

28、企业的业务流程、产品及服务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29、企业的业务运营正在朝着数字化的方向转变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0、企业正在采用数字技术对现有产品、服务和流程进行改造升级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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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企业正在全面推广数字化设计、制造和管理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2、企业愿意花费精力推广和宣传数字化技能与知识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3、我们一致认为数字化技术与管理有利于企业发展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第五部分：环境不确定性（请在您认为符合实际的选项中打“☑”） 

市场不确定性 

34、企业的顾客需求变化具有快速性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5、企业的顾客忠诚度变化具有快速性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6、企业的顾客寻找新产品具有频繁性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技术不确定性 

37、企业通过技术突破产生新产品具有普遍性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8、本行业核心产品技术换代具有频繁性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39、行业内技术变化具有快速性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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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落笔至此，毕业论文撰写即将进入尾声，同样也意味着我在兰财的 9 年也要画上句

号。时光如逝，依稀记得昨天还提着行李箱去和平报道，今日就要在段家滩完成最后的

旅程。而今日的心态却也不同于 5年前毕业时的一往无前和踌躇满志，更多了一丝丝不

舍与感慨。是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仅给予我知识，更带给我的是思维上和心态上

的改变，要感谢我前行路上遇到的每个人和每段经历，不论好的、坏的、令人难忘的、

引发深思的，我都会将其作为人生日记中的重要篇章，激励自己更进一步。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硕士导师，赵老师！感谢赵老师三年来的培养与照顾，感谢您

从思维上启发我们、从行动上支持我们。本篇论文的撰写也是在赵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

成的，感谢老师的批评指正和宝贵意见。老师不仅治学严谨，在学术上要求严格，在生

活上也给予照顾，让我感受到长辈的温暖。希望老师在以后的生活中平安喜乐、万事顺

意，能追寻到心中所想。同时，还要衷心感谢郝金磊老师、姚烨老师、郭学军老师、李

月萍老师和为我们带过课的老师们，是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才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

环境，传授给我们知识，在开题、预答辩、答辩阶段给予我们耐心、充分的指导。还要

感谢魏老师、余老师、梁老师在我考研时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其次，还要感谢王玉业师兄、张颖颖师姐、焦育琛师兄、蒋俏师姐、刘璐师姐，感

谢他们对我学业和生活的关心和帮助，两位博士要顺利毕业呀。还有我的同门李肖、师

弟鹏宇，缘分让我们在师门里友好相聚，也祝愿他俩归来仍少年。还要感谢茜茜子、鸣

酱、娇娇三年的完美配合，让我最后一段宿舍生活轻松愉快，充满回忆。希望各位宝贝

前程似锦、永远幸福，记得回来吃大自然和小烧门。还有党支部的战友们，袁涵师姐、

钰钰子、颖宝、孟大宝同志，每一位都是心地善良可爱的女孩子，也是我工作中的好伙

伴，永远记得每个挑灯夜战的日子，也祝你们永远快乐、永远纯粹。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一直毫无保留的支持我，支持我的爱好、完成我的理

想，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心态永远年轻、能完成自己的梦想。还要感谢 c 罗、詹姆斯、

羽生结弦和无畏，感谢你们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想放弃的节点，坚持

到了现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24 年 1月于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