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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王红  张文华  宫琳琳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7） 

摘要：商科创新创业人才能力分析，及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才能力要求，如何实现重构和培养。从学科融合、产业学院建

设实现产学研深度合作模式、课程体系、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及第二课堂活动等形式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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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ility analysi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and how to reconstruct and cultivate talents' 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discipline integration, industrial college construction to realize in-depth cooperation mod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and second clas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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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代表

的数字经济，正迸发出引领时代的巨大能量。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对

人才需求更加多元化，“数字化人才”培养已成为校企合作共同探

讨的话题。当下全国政、行、企、校、研等单位组织围绕数字经济

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院校数字化人才培养、技术与教育融合等

热点话题进行过多次产教深度对话。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商科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成为研究重点之一。 

一、研究依据 

（一）技术发展 

以大智移云物区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融合产生的数字

经济、智能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兴经济形态，正在彻底改变传统的

商业环境和规则，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企业适应新技术环境的必然

趋势,新冠疫情的发生则进一步加快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企业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利用数字化技术，而是企业在面临新的商业环

境下，对其经营理念、商业模式、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

彻底变革与升级。互联网的出现是人类过去五六十年取得的巨大成

就，掀起了一场革命，大数据信息技术正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整个社

会。 

（二）时代推进 

2017 年 11 月 8 日，以“商业创变、商科创新”为主题的中国

新商科人才培养创新大会在上海召开；2018 年 12 月 14 日，高等

院校新商科建设与国际化联盟在京成立。2019 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浙中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举办。数字化转

型为当前企业适应新技术环境的必然趋势，2020 年新冠疫情的发生

则进一步加快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2022 年数字化转型十大

趋势》中提到数字化转型是融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区块链等技术，打造提升数字时代生存和发展能力，改造提升行业

传统动能，培育发展行业新动能。数字经济时代，一切信息均能够

以数字化形式表达、传送和储存，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最为关键的生

产要素和最有价值的新型资源。高校作为商科创新创业人才的供给

侧，如何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时代特征并准确把握商科创新创业

人才的定位，如何对其进行能力重构，是我国高校商科教育的重要

历史使命，也是深化高校商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战略方向。 

（三）人才需求 

培养出符合当代要求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是高校的责任和

担当也是发展之本。结台商科院校的实际，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着力完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紧贴数字化转换需求提升校

企协同育人水平是商科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高校基于商科类专业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有其专业优势和协同

发展的优势。基于“数字+大商科”理念的商科类专业要求理论知

识完整(数字化下管理学科和经济学科的知识)，提升实践能力适应

市场导向与创业教育的创新思维融合，从而产生相互促进的协同效

应。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市场导向，组织学生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和环境管理能力。满足创新创造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教育教学规律，

为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提供新视角。 

二、数字化转型战略与调研 

（一）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 

数字化转型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在 5G

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主要分为三大部

分：数字产业化（智能连接、智能产品、软件服务、智能计算等）；

产业数字化（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所有传统行业，如创意产业、

农业、服务业、制造业等）；社会数字化（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发

展模式、产业—区域—混业数字化整合、产业数字化—区域数字

化）。国家在社会数字化方面采取的策略为试点，全国第一个试点

单位为浙江省，下一步将推向广东等，逐步实现数字化连接和数字

化运营。 

（二）数字化转型调研 

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将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管理运营体系和市场创新，以实现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相比于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转型较为困难。 

调研结果表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呈现出较为相似的特

征。一是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科技含量和特征更加鲜明，二是数字化

转型在企业战略中地位升级，三是一把手直接负责并参与数字化转

型的比例增加，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持续 3-10 年，五是民营企

业转型速度更快，六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比制造

业更强。然而，也仍然有大量企业处于迷茫状态。 

三、教育界和商业界讨论的问题 

（一）教育上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贾利军教授以太阴功能营销“变化不

过四象，生克不出五行，变易·不易·简单”的理念对数字经济时

代的创业版图进行结合研究，巧妙地将东方社会与西方营销结合起

来，探讨人类营销的发展进程。 

浙江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李文博教授认为数字经济背景

下的企业需要有创业新思维。并且通过专业数据变化对比，以震撼

人心的数字展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磅礴之势。 

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李艳红教授以数字经济与

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与创新创业、互联网思维与人才培养三方

面为主要内容对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思维交叉内容进行研究，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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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受到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等三大定律的

支配。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商学院副院长李绩才教授提出“五新”

概念，特别指出年轻一代在审辨思维和创新精神方面的重要性不断

被发掘，持续跨界学习成为必不可少的能力；社会需要完善产教融

合，学校要进行校企合作，才能对人才的培养起到帮助。 

（二）企业上 

金华山海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金华市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主任方海江先生总结出：“创业是方向，创新是引擎”的

理念解释了四大创业难题：人才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要创业？创

业的方向在哪里？创业和创新总是密不可分！ 

百分点科技首席数据科学家杜晓梦博士，在 2021 年 10 月的中

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教学年会上提出，新商科人才培养急需学

界和业界进行整合，面向行业岗位需求培养有数据素养、懂数据管

理、会数据整合、分析、可视化等技术的新型人才 

四、研究路线方案及内容策略 

（一）研究路线方案 

首先，进行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定位分析，总结商科人才构成要

素，应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人才培养环境的搭建，促进能力发展，

为创新创业商科人才培养的模型搭建奠定基础；其次，企业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需要整合校内校外资源，构建

数字化技术与商科融合的跨界培养模式，与数字化技术企业进行产

学研深度合作，构建基于数字化能力培养的商科课程体系，通过数

字化技术的创新创业活动驱动商科人才培养。最后，进行应用实施，

进行总结。 

（二）研究内容策略 

1．信息技术赋能新商科创新型人才培养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评价改

革的关键时期，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

育质量保障和提升机制是关键所在。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普惠共

享，从而整体提升教育发展水平、更好实现教育有效均衡成为大势

所趋。 

培养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型高水平人才作为高等学校的首要

任务，特别是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大

力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依托经管、商科专

业的传统优势，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新商科跨专业融合，重构“数字

技术+经管理论”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探索交叉融合、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数字时代商科特色的创新型人才。 

2．企业数字化转型下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定位研究 

查阅相关资料和文献，引入新技术理念，调研访谈已转型或正

在转型的十几家企业，分发调查问卷在五六家商科类高校，探索在

传统商科教育培养人才外，如何培养与数字化技术想融合的人才，

如何打破学科与专业界限，培养具有新技术理念的跨界型商科人

才。即在在新冠疫情的暴发下，探索如何培养具有变革意识的创新

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战略型人才培养（战

略型人才）。 

（1）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商科创新创业人才能力重构 

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只有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才能够精准

抓住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和价值提升的方向，才能够洞察企业内部管

理提升的空间以进行管理变革，才能够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化柔性生

产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利用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丰富的

现代化技术，搭建创新创业人才学习环境，能使学习者获得支持虚

拟协作与实体活动的人本化服务与个性化体验。剖析双创环境下数

字化人才培养的要素，形成模型。为学习者提供一个自主、开放的

空间让其进行学习、创造，并给予技术支撑和教师支持，以更好地

激发潜能, 培养创造思维能力和创新技能。 

（2）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路径 

在学科融合培养模式上研究，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商科如何

整合校内资源，构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跨界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

深度合作模式上研究，在大商科背景下对校企深度合作创新驱动模

式和路径进行动态系统分析，如何完成产业学院共建；基于数字化

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构建上研究，探索如何深入融合数字化创新创

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上，是否考虑增加数字化技

术方面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项目式教学方式落地来实现数字化

能力培养。 

（3）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研究 

基于“专创融合”，构建由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实践教学平

台、创新创业大赛组成的系统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师资队伍是指：

1（管理学导师）+1（工学导师）+1（实践导师）协同育人导师组

制度；教学资源是指：政府、企业、研究院、学校各方硬件资源及

软件资源；实践教学平台是指：“企业开放共享平台”+“学校立德

树人平台”+“跨界实践平台”；创新创业大赛是指：指导学生参加

互联网+大赛、“挑战杯”、创业孵化项目等。形成学科融合、科教

融合、产教融合，健全一体化、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4）如何激发创新创业原动力 

学校通过系统集成、数据治理、精准画像、个性化服务等，充

分激发“学”与“教”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依托信息技术融合学分

制管理模式，大力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环境，努力实现“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如何通过数字化创新创业沙龙、

研讨会、大学生科技学术节、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高峰论坛、

创新教育成果展示会、学术活动节等活动，来实现激发不同层次、

各具特长的学生的创新创业原动力。 

五、结束语 

当前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科研、军事、文化等

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社会要求创新型人才首先应当是最具创意和

活力的。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商科创新创业人才应该是具有新技术理

念的跨界型人才、具有变革意识的创新型人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战略型人才。学习创新、数据分析是商科创新创业人才适应数字化

转型必备的能力要素。企业的创新驱动需要人才的学习和创新，商

科创新创业人才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是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保证。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高校商科专业创新创业人才的

培养定位，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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