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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因为网络的开放性与全球化特

性，企业若要升级转型，人才则是最关键的资源，企业

的评价人才机制也在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企业的领导

力评价。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数字经济的组织

领导力评价是经过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充分对组织领

导力评价展开研究也是主要的课题。

一、数字经济与领导力概述

1.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在农业经济以及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新

的经济形态，有着创新性、虚拟性以及跨界型等特点。

数字经济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向以往产

业快速融合，高新技术以及模式的持续出现，为经济发

展不断增添动能，也为企业组织的升级与创新提供全新

的机遇。

2. 领导力

领导力最初是由 David·McClelland 所提出，领导力

是在工作当中把具有卓越能力以及普通能力的人员展开

深刻的区分，按照被测量或是计数的特点进行区分，如

工作动机、工作态度、个性兴趣、价值观、专业技能、

行为认知、自我形象等。区分卓越和普通业绩的工作人

员，对高质量领导力人员给予重用，针对普通能力者进

行有效的培养，让其具有领导力。在当前社会中盛行的

就是绩而忧则士，许多管理人员通过业绩当做评价标准

有着历史因素以及时代特点。

二、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领导力评价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技术加速更替的时

代下，市场环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全球多数行业的竞

争已在逐渐产生本质性的转变，超级竞争环境的出现，

让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以往企业由低端逐渐向

高中端发展，从制造转变成创造。因此在超级竞争形势

下，数字经济时代的组织领导力重点基于前瞻力、凝聚

力、学习力、决策力以及持续力等层面展开全方位的评

价。

1. 前瞻力分析

伴随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经济竞争不单单

是经济实力对比，还是凸显领导力间的对弈。有远见者，

会洞察先机；有智勇者，实现共赢。具有远大的眼光、

卓越的见解，是优质管理人员的关键能力，也是领导力

的主要话题。前瞻力拥有的是变革、前沿、科学的思想，

管理人员的前瞻力是洞悉未来、掌握未来的能力。在数

字经济的发展下，企业组织的核心重点就在于管理人员

是否具备前瞻性的发展思维，怎样基于未来的眼光布局

当下，运用发展角度策划企业组织战略。战略则是一种

思维以及行为，例如谷歌、华为等企业有着产品和服务

意识思维与指数提升思维，才会拥有目前的行业地位。

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组织的领导前瞻力不仅仅

自动化、网络化、虚拟化的敏锐性，是洞悉总体商业模

式的发展转变，有效整合资源同时展开战略发展布局 [1]。

2. 凝聚力分析

团队重点在于能够上下齐心，吸引与引领团队一同

践行使命作为优质管理人员的一项能力，管理人员切不

可单凭以往的权力、阶级等，更是要激发团队全体成员

的内心梦想以及使命感，通过共同的愿望与目标充分激

发潜能。因为组织成员来自各个区域、不同年代、不同

历史背景、不同信仰等，可是怎样让团队赋能是作为管

理人员的关键问题，让团队人员坚信组织理念和力量、

汇集力量，统一团体的价值观以及提升个人的修养，使

得组织事业满是激情。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链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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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更具精细化，智能划分势必更加模块化、专业化、

系统化。在此种形势下，产业之间的边界被冲破，人员

劳动也随即出现转变，提高团队的协作成效以及配合度，

减少成本，做到人员与岗位相匹配、人尽其用的用人体

系。凝聚力是组织团队管理的关键，管理人员把组织的

目标和员工进行有效沟通，提升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间

的关联，推动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组织文化与战略发展

间的联系，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共同实现目标以及使命

的动态过程 [2]。

3. 学习力分析

不管是孔子《论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或是诸葛亮的《诫子书》中“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等等文章，都对人生学习的关键性有所提

及。技术不断进步正在快速的渗入人们的生活以及工作

中，只有积极学习才可以有效的进行工作，不断创新去

转变生活，把学习习惯化、常态化是优质的管理人员成

功的主要因素。创新是组织发展的重点，可是创新源自

不断的积极的学习。对于数字经济的新技术、新发展，

怎样运用前沿的信息力量以及掌控形势是评价优质管理

人员的重要领导力之一。管理人员需要构建三全一多样

的学习体系，即全生命、全方位、全天候、各种各样的

学习方式，设置自身的学习规划、对学习效率进行评估，

进而促使组织能够长久稳定的发展 [3]。

4. 决策力分析

古人有云：“将之道，谋为首”。也就是说作为领导

将领，谋略是其首要素质，决策是其主要责任，决策是

其重要核心。卓越的决策力是管理人员的关键品质。决

策即为判断，在不同方案间展开选择。成功的管理人员，

其底线是具有卓越的决策力，做事必须要决策果断，并

不是举棋不定。经过决策将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让企

业不断盈利，是管理人员是否能够成为卓越领导者的重

点。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组织势必要更具专业化、

模块化、系统化，怎样应对复杂性、快速性、多变性的

市场转变是管理人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管理人

员要构建大数据思维，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模块、构

建分权以及授权机制，面对市场持续转变的敏锐性。

5. 持续力分析

在目前社会下，机遇和挑战并存，不可控因素不断

增多，面临多种影响因素，特别是管理人员，处处均会

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优质的管理人员必须坚定信

念，抵御不同诱惑影响。在企业组织管理人员存在行业

瓶颈时，企业管理人员还需要凝聚力量、不怕困难，具

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始终保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毅力。

在数字经济形势下，社会化的分工不断精细化以及专业

化，全新产业链以及区块链模式陆续形成，企业管理人

员必须定位精准、主业精心、不断创新。人力资源作为

企业组织的核心资源，组织的稳定长久发展势必与人才

团队构建密不可分，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构建继任者计划，

把培养接班人在企业组织内树立没有适当接班人就不晋

升，如果晋升就势必要具备接班人的理念思维，有接班

人规划以及策略，唯有培养适当的接班人代替自身职位，

反之不可选拔晋升，并且不可长期留任。

三、构建领导力模型的各项步骤

领导力模型构建必须要按照企业的具体情况与发展

战略，通过不同的方法，如观察法、调研法、访谈法、

以及选举法等形式，获取优质人才与普通人员的差异性

标准。

1. 明确目标，标准化定义

构建领导力模型的根本前提是确定目前企业发展的

热点话题，与汇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问题，明确企业

的发展目标成果。要做好此种准备工作就必须要企业对

目前的业务展开深层次的研究，确定企业文化、战略发

展、核心价值观以及职位需求等等，在确定相关问题的

前提下，选用适宜的方式考核出可以满足上述目标的优

质人才与普通人员的区别，同时将此种差异性标准放置

在企业的领导力模型构建标准当中 [4]。

2. 选择样本进行分析

按照各种职位的实际需求，在各个职位当中选用相

应数量的高业绩员工和低业绩员工展开分析研究。在研

究过程中可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评选方式、访谈方式以

及评价方式等形式得到实际的能力素质特性信息。

3. 构建领导力模型

企业采用上述方式获取领导力能力特性与数据内容

之后，要按照企业内部的各个级别以及各个岗位需求，

展开数据分类保证可以精准定义能力标准、区分能力等

级、对能力行为详细描述，基于满足各种评价考核标准

与同职级的不同阶段能力评价机制标准 [5]。

4. 明确评估标准

构建领导力的评价机制后，需要经过个体样本检测

与多个样本检测等模式，明确领导力模型的合理性以及

有效性。最终对组织人员的通用能力展开专业化、系统

化的评估、组织员工的核心能力展开评估与对员工专业

技能展开评估，从而获得组织团队员工的合理的领导力

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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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及纠正

在构建领导力模型后，要将其和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展开充分的融合运用，同时向员工推行领导力模型评估

标准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树立员工针对领导力模型形

势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正确态度，消除员工的运用疑虑，

从而保证全新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序开展。

6. 反馈及评价

在领导力模型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构建推广并运用，

要构建有效的评估与反馈体系，此种全新模式的应用还

具有相应的不足之处，在执行过程中仍旧和以往的人力

资源管理模式出现冲突，所以全方位的反馈与评价机制

非常关键，其能够有助于企业管理人员发现领导力模型

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对模型展开调

整与完善，从而做到企业组织长久运用的需求。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对数字经济的组织创新与领导力研

究展开理论分析，领导力模型的应用弥补传统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针对管理人员职位适用的

方式进行完善，深层次发觉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让管

理人员可以进到合适自身的岗位当中，从而施展管理人

员的最大化价值。在探究领导力模型下的人力资源构建

道路上，可能会碰到相应的问题，要不断构建健全领导

力模型，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奠定良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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