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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usher in the digital age, activate the potential of data elements, and 

drive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 lifestyles and governance methods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national "14th Five-Year Plan". Research topics 

related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ve accumulated rich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In this paper,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in the past 20 years is sorted out by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embryonic period (2002-2010), exploration period (2011-2017), and development period 

(2018-present). It has formed a research context of "environment-technology-application" driven 

by background environment, industry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mainly focu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re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the content framework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nvironment-process mechanism-application 

result".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Hotspots; Bibliometrics; 

Knowledge Graph 

 

 

 



一、引言 

自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数字中国”发展战略以来，我

国不断推进数字化建设，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45 万亿元，占

GDP 的 39.8%，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数字化和

数字产业化不断深入推进升级产业结构。市场的快速更替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迫使各产

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以寻求新增长机会。 

当前，国家“十四五”规划已明确提出产业数字化转型目标，数字化转型作为国家明确

的政策方向之一，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赋

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对数字化转型开展研究，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

势和关键路径，为数字化转型顺利进展提供理论支撑。 

目前，数字化转型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聚

焦产业企业以及政府治理主体。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以及转型方式的探究（王永

贵和汪淋淋，2021；王春英和陈宏民，2021）[1]-[2]，提出关键是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适应不断加速变化和不确定性加剧的市场环境。在为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府数

字化转型的探究方面，以数字政府重构政府、社会和市场关系（孟天广，2021）[3]，通过

治理平台搭建，以数据为依据提升治理绩效（曹惠民和邓婷婷，2021；顾金喜和胡健，2021）

[4]-[[5]。另外，也有学者从产业视角梳理了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李北伟等，2022）[6]。

而针对我国的数字化转型研究进行系统性的回顾与分析，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研究

脉络、发展演进规律等方面较少。面对数字化浪潮的趋势，亟需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热点和

演进展开系统分析，找出发展的逻辑趋势，对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发展做出判断。 

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我国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脉络和

发展路径，预测数字化转型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 CNKI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来源，检索策略为主题词=“数字化转型”，

文献来源类别为“中文核心”，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检索结果为 3190 篇，时间跨度为



2002-2022 年。经人工筛选剔除会议、征稿通知、卷首语、访谈及与主题不符等文献，去重

后最终有效记录为 2391 篇。2010 年之前文献发文数非常少，2011-2017 年发文数稳步增长，

2018 年之后出现指数级增长，2022 年为发文最高点，说明学者的关注度不断增强，数字化

转型的研究正进入活跃期。这与国内的政策环境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运用密切相关，随着国家

明确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以及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要求，预计研究仍将处于上升趋势。 

图 1 2002-2022 年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发文数及增长曲线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 

期刊论文作为科研产出的重要载体，蕴含着大量的研究热点和主题，通过文献计量的方

法把握学科整体脉络和发展趋势，从而揭示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知识结构和未来研究路径。本

文综合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对我国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 

首先，利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软件 SATI 分别对作者、期刊、关键词等进行提取和

统计，梳理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基本现状；其次，通过 CiteSpace 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和关键

词聚类图谱可视化分析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研究内容；最后，将定量数据与定性分析方法结合，

根据相关文献内容梳理数字化转型研究主题和知识结构，厘清研究知识热点，揭示研究未来

发展趋势。 

三、数字化转型研究概况 

（一）发文期刊和学科分布 

通过数字化转型高产期刊来源了解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发布的期刊，进而挖掘该领域整体

研究进展及水平，以便研究人员搜寻相关文献。对来源期刊进行的数据统计结果如表 1 所

示，从刊载量看，出版广角最多，其次是中国金融，刊载量 TOP10 期刊的发文数占比超 25%



（来源期刊共有 508 种），同时发文数前 10 的期刊中有六种聚焦出版传媒领域，表明数字化

转型研究发表期刊较为集中，并且出版传媒业的数字化转型是该领域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

从发文期刊影响力看，数字化转型领域发文数 TOP10 期刊中除电子政务的影响因子大于 2

外，其余均小于 2，说明该领域存在量多低质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出版传媒领域其研究质量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数字化转型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广，政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热

度不减将促进多学科合作提升领域研究质量。 

表 1 2002-2022 年数字化转型主题发文数 TOP10 期刊 

排序 期刊名称 2021 年影响因子 刊载量 文献占比（%） 
1 出版广角 1.04 100 4.1 
2 中国金融 1.05 93 3.8 
3 商业经济研究 1.92 72 2.9 
4 科技与出版 1.29 72 2.9 
5 中国出版 1.48 55 2.2 
6 传媒 0.85 53 2.2 
7 出版发行研究 1.31 53 2.2 
8 电子政务 5.86 44 1.8 
9 青年记者 0.45 40 1.6 
10 财务与会计 1.14 39 1.6 

 

从学科领域分布看，如表 2 可见数字化转型研究涉及经济金融、新闻传播学、计算机

科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并存在跨学科现象。随着数字化转型在生产、生活及

国家治理等方面的不断推进，2018 年后研究学科领域分布广泛，如图 2 可见信息经济、企

业经济及计算机科学领域是近 3 年来研究最多的学科。此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学及国家

行政管理也出现了缓慢增加。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研究学科领域分布逐渐广泛，在出版和

新闻传媒领域研究趋于成熟并逐渐转向经济金融、计算机科学及应用和行政学等学科领域。 

表 2 数字化转型领域不同学科发文数统计（前 10 名）
* 

排名 中国知网学科分类 发文数 
1 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 818 
2 出版 670 
3 计算机科学及计算机应用 533 
4 企业经济 485 
5 金融 364 
6 新闻与传媒 327 
7 工业经济 311 
8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198 
9 贸易经济 189 
10 经济体制改革 134 

*注：一篇文章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学科 



 
图 2 2002-2022 数字化转型发文学科分布 

 

（二）高产作者和机构分析 

对数字化转型研究文献的机构和作者进行分析，识别在相关领域发表论文数量较多的学

者；进一步发现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为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如表 3 所示，发文

量前 10 名的机构主要是高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在数字化转型研究成果处于领

先地位。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和国家政策方向，数

字化转型虽已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高校和科研院所依然是数字化转型研究主力。 

表 3 数字化转型领域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前 10 名） 

排序 机构 发文数 
1 中国人民大学 88 
2 武汉大学 79 
3 清华大学 76 
4 北京大学 71 
5 南京大学 57 
5 华东师范大学 42 
7 复旦大学 37 
8 中国传媒大学 35 
9 浙江大学 33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 31 

 

为探究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学者分布，通过发文数和被引频次统计，发文数前 10 名的作

者如表 4，发文数居前列的有张庆龙、沈克印和吴非三位学者，其中，张庆龙和吴非关注数

字化转型中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路径及影响机制，而沈克印聚焦体育产业探讨体育产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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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实践意义和可行路径。由表 3 也可以看到，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金融科技以及银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学者的研究内容，此外，聚焦某一产业以及政府数字化转型也是高产

作者的核心研究领域。 

表 4 数字化转型研究发文数最多的学者（前 10 名） 

发文作者 发文数量 研究领域 最早发表年份 机构 

张庆龙 13 
财务共享服务，财务数字化转型，

企业经济 
202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沈克印 12 体育产业数字化 2020 武汉体育学院 
吴非 12 企业数字化转型，文本识别 2020 广东金融学院 

戚聿东 8 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 2019 北京师范大学 
任波 8 体育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2021 盐城师范学院 

陆岷峰 8 数字经济，数字金融 2019 江苏银行总行 
朱太辉 7 金融科技、金融数字化 2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志刚 6 数字财政、财政数字化转型 2020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 

何国军 6 数字化教育出版、出版业转型 2014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刘祺 6 数字政府、数字治理 2020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根据表 5 数据，从时间维度看，前十名高被引文献都集中于最近 5 年，其中最高被引

文献是 2020 年，这说明近 5 年来数字化转型领域备受关注且研究质量不断提升；从研究主

题看，高被引文献主要聚焦在企业与产业层面，表明数字经济下商业逻辑和管理活动的转变

促使企业管理变革（戚聿东和肖旭，2020）[9]，并提出企业管理变革的内容和方向，为

企业转型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国内数字化转型研究大部分也是从企业层面出发，从不同角度

对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如商业模式、产业链、组织架构等。 

表 5 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前 10 名） 

序

号 
题名 作者 

发表时

间 
被引次

数 
1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 戚聿东,肖旭 2020 357 
2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

效应评估 
何帆,刘红霞 2019 275 

3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 肖旭,戚聿东 2019 274 
4 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 刘洋,董久钰,魏江 2020 204 
5 数字化与战略管理理论——回顾、挑战与展望 陈冬梅,王俐珍,陈

安霓 
2020 192 

6 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孟凡生,赵刚 2018 171 
7 数字政府战略意蕴、技术构架与路径设计——基

于浙江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刘淑春 2018 169 

8 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制 曹正勇 2018 149 



造模式研究 
9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

动性的经验证据 
吴非,胡慧芷,林慧

妍,任晓怡 
2018 148 

10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向与路径 吕铁 2019 148 

四、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主题结构及演进历程 

（一）研究热点与主题结构分析 

1.数字化转型领域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是一篇学术论文的精髓所在，学科领域里高

频次、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根据普

莱斯公式 M=0.749N1/2，M 为高频词阈值，N 为关键词频次最高值，最后将频次 12 次及以

上的 48 个关键词确定为本文分析的领域核心词。在去除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之后，

出现频次前十五的高频关键词如表 6 所示。 

表 6 数字化转型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前 15 名） 

序号 关键词 共现频次 首次出现年份 
1 数字经济 295 2018 
2 数字化 211 2002 
3 数字出版 107 2009 
4 数字政府 88 2018 
5 数字技术 67 2020 
6 转型 48 2002 
7 人工智能 47 2018 
8 大数据 47 2014 
9 金融科技 39 2019 
10 数字治理 36 2020 
11 转型升级 29 2013 
12 制造业 29 2020 
13 商业银行 29 2017 
14 体育产业 28 2020 
15 数据治理 26 2020 

通过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功能展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如图 3 所示，节点越大，出现

频次越多。“数字经济”、“数字化”、“数字出版”出现频次最高，此外研究热点关键词还包

括“数字政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等。根据高频关键词

信息，大致可以分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创新”、“商业模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和“政

府治理转型和数字治理”三大类。数字经济、大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因素，数字技术、



金融科技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因素，数字出版、数字政府和数字乡村是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因

素。在 2018 年之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出版传媒领域及一些行业数字化的探索，此

后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数字技术的运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可见，一方面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传统出版业、商业银行和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尤其在传统出版业转型后的数字出版上取得较大成果。另一方面，这

也说明中国已全面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不同的领域，与世界的数字时代

的趋势一致。 

 

图 3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图谱 

由 CiteSpace 关键词突现功能展示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和趋势，如图 4 所示。图中红色

线表示突现词的突现期间说明关键词在该时段内较为活跃。突现词突变值的大小表示关键词

的活跃程度。从图 4 可以看出，2007-2018 年发生突现的关键词包括传统媒体、数字报业、

数字出版、媒介融合、教育出版等，这一阶段主要关注出版传媒领域的数字化过程，应对数

字化的主要方式和路径。2018-2022 年，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数据治理成为最新的研究趋

势。在该阶段，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趋势渐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成为行业竞争水平

提高的关键，不仅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提高经营效率，而且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实现

数字化升级。伴随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

数据安全和数据质量直接关乎转型的最终成效。 



 
图 4 2002-2022 年数字化转型领域关键词突现图谱 

2.数字化转型研究主题和知识结构 

关键词不仅是文章内容的精炼，还蕴含研究内容的知识结构和研究主题，因此可对高频

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来展示不同主题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差异。图 5 为共引网络和聚类结果。

聚类 Modularity Q 均值为 0.89,表明文献耦合的网络聚类效果较好。在聚类图谱中，共得到

11 个不同聚类，本文根据各聚类标签和相关文献研究内容进行适当筛选，对 8 个聚类进行

重点分析。 

 
图 5 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聚类图谱 



聚类#0 人工智能。该聚类主要关数字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既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

前提，又是应用实践的技术支撑。其中，吴静和张凤（2022）[10]认为数字化发展的竞争

根本上是数字技术的竞争，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是数字化

发展的前提。同时，数字技术在不同领域的融合应用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

例如，在金融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金融科技的发展，谢治春等（2018）[11]认为金融科

技的发展有利于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结合起来，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获客数量与质量，将有

效促进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王小林和杨志红（2022）[12]指出数字技术嵌入生产经营流

程中将促进各生产要素在生产环节的协同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聚类#1 数字政府。该聚类主要探讨政府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包括电子政务、政府治

理、政府服务、跨界治理等热点关键词。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治理模式遇到诸多挑战，为

解决繁杂多变的治理问题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政府服务改善的主要目

标。孟天广（2021）[3]认为数字政府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模式，伴随着全社会的数据

互通，需要进行面向数据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 

聚类#2 数字化和聚类#6 数字出版聚类轮廓清晰且距离相近。聚类#2 集中于期刊出版业

的数字化方向探索，主要包括学术期刊和科技期刊等高频关键词。而聚类#6 关注传统出版

行业更加宏观层面的转型困境和数字出版研究。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数字出版的发展，

数字化、网络化的冲击使得大众阅读方式发生改变，数字出版是传统出版企业的出路，出版

新业态下融合发展成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 

聚类#4 数字报业和聚类#5 媒介融合两者距离很近，前者聚焦报业传媒的数字化现状，

后者关注传统传媒企业转型方式的选择。报业传媒领域，是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主要阵地，也

是近 20 年发文文献数最多的领域。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报业消亡论”进行激烈探讨，数字

化转型对于纸媒来说已关乎本身存亡，而商业模式的转变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路径。 

聚类#7 数字孪生。该聚类下关注数字化转型过程机制和企业价值提升，探讨企业数字

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并提升企业价值。焦豪等（2021）[13]认为数字化的实现帮助企业打破

物理资源的壁垒，有效缓解资源约束，提高获取企业内外非物理资源的能力。就工业企业而

言，依托数字孪生、数据中台等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技术、信息、平台等多个方面提高企

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的过程触发组织创建新的价值创造，吉祥熙和

黄明（2022）[14]实证表明数字化水平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作用，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越能适应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就越有能力在竞争中创新和识别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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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通性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生产经营方式，催生新业态的同时促

进新产品与服务创新，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王强等，2020）[20]。其次，数字

经济下，数据成为又一重要的要素资源，原有市场边界无限延展，行业市场竞争压力随之加

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陈庆江等，2021）[21]。如苹果公司、亚马

逊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企业的创新实践均表明，企业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与外部开发者、

用户等形成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整合及利用不同层级的数据资源形成独特价值路径，企业与

开发者、用户共同创造价值，进而增强公司的持续竞争优势。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往往不仅使

自身发生转变，还将对上下游企业的经营过程产生影响，反应迟缓的公司面临着被抛在后面

的巨大风险。另外，用户需求行为的改变，数字趋势成为主流。对于消费者而言，数字技术

释放了消费者的时间，时间维度的扩展，使得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需求更趋个性化（江小

涓，2021）[22]。最后，组织内部的数字化意识和文化氛围也是影响数字化转型进程。焦豪

等（2021）[13]指出变革型组织文化更易接受新事物，积极应对数字化环境。张庆龙（2020）

[23]认为勇于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也是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 

（2）过程机制 

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机制研究主要讨论如何转型的问题。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企业数字

化转型过程经历感知、机会识别、转型融合三个阶段。 

在企业组织层面，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变革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源泉。首先，开展

数字化转型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加快信息流转打通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而扁平化、网络化

的组织结构更能适应数字化信息动态变化的环境。因此，组织结构变革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

型的必要条件（李晓雪等，2020）[24]。数字化转型初期往往是企业数字化感知阶段，通

过信息收集、结构调整完成，该阶段为数字化转型做足了基本准备。其次，伴随着转型开展，

企业通常需要设计行动衡量可行性并尽可能减少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该阶段属于

机会识别。陈庆江等（2021）[21]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同群效应，企业会主动学习和

效仿同行业优秀数字化转型案例，加快自身战略调整。同时，企业为发现潜在机会需内外信

息资源整合并及时获取新知识（



数字化转型显著减少重复劳动为企业提质增效。吴非等（2021）[26]表明数字化转型的企

业其资本市场表现有所改善，赵宸宇等（2021）[27]通过量化数字化转型程度进一步说明企

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赋能逐渐被证实不仅能给企业带来经营绩

效提升（何帆和刘红霞，2019）[28]、生产效率提高（何文彬，2020）[29]，而且促成商业模

式创新和运营管理的价值创新（陈剑等，2020）[30]。目前，已有多数传统制造业企业、零

售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力量将把价值从旧的商业模式转移到新的商业模式并取得

不错的成效。因此，越来越多的组织已经或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的背景环境研究学者们分别从研究主体的内外因

素分析其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包括宏观环境、技术和组织因素。但是缺少从微观视角出发，

比如组织领导者、员工特质等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研究。其中，领导者的支持与否直接关

乎数字化转型的执行和成效，因此有关人的因素还需进一步讨论。 

第二，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机制研究，学者多从组织内部转型探讨，即组织如何感知、

机会识别、行动布局进行数字化转型，而缺少内外部协同机制的讨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未来数字创新生态下产业、企业、政府、投资机构等多主体参与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这

种情况下应如何实现互动内外如何协同仍需进一步探讨。 

第三，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应用结果，大多数研究讨论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层面的产生的直

接影响，如绩效、创新和价值提升等，但是讨论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所带来的产业升级

和产业链的变化的研究较少，数字化转型是否存在消极影响如何避免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

的。 

（二）数字化转型研究演进历程 

数字化转型的萌芽阶段：2002-2010 年发文数量极少，数字化的概念开始进入学术界的

视野。2002-2007 年研究一直处于停滞期，没有新热点关键词的出现，直到 2007 年 “数字报

业”战略正式写入了《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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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必须谨记的数字赋能而非数字赋权。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通过 CiteSpace 和 SATI 文献计量工具对中国知网（CNKI）全文期刊数据库的

2002-2022 年国内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展现了研究热点以及演

进变化。 

结果显示：（1）数字化转型研究整体处于持续上升阶段，2018 年之后发文数量猛增，

且研究热度不减。高产机构为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高产作者为

张庆龙、沈克印、吴非等均来自于院校，高校和科研院所依然是数字化转型研究主力。数字

化转型的企业变革和效果是研究者最为关注且被引数较高的研究方向。 

（2）已有研究主题聚焦数字技术融合发展、传统出版传媒数字化转型、政府服务数字

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过程机制和企业价值提升、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从数字化转型的研

究热点看，数字经济、数字化、数字出版、数字政府、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

科技、数字治理等为高频关键词，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创新、商业模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

级以及政府治理转型和数字治理三大类。目前，政府服务以及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重要举措数

字治理和金融科技的研究成为研究前沿。 

（3）从时间视角分析可划分为三个研究阶段，从起初的萌芽阶段到数字技术的持续运

用阶段再到数字化转型的领域辐射阶段，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的主体研究

领域从企业、行业向城市管理演变，呈现深应用、辐射广的趋势。从内容视角分析，整体的

演化脉络呈现“背景环境——过程机制——应用结果”的逻辑。 

（二）展望 

我国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涵盖了经济、生活和社会治理多方面，现有研究为数字化转

型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在此基础上，针对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上存在

的不足之处，从数字化转型背景环境、过程机制和应用结果方面提出未来可进一步展开的研

究议题。 

（1）背景环境方面，从个体微观视角出发并考虑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丰富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研究虽从组织内外因素讨论数字化转型背景环境，但缺少影响数字

化转型的微观层面研究，比如人员配置、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员工特性等方面如何影响数字



化转型的研究存在不足。另外，内外部因素之间的交互如何对数字化转型产生作用以及在不

同地区的前提下内外因素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是否有差异？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2）过程机制方面，拓展个体层面反馈以及数字创新生态下转型路径选择研究。已有

多数学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机制研究聚焦组织层面反馈，包括组织资源重构、战略调

整、转型方式等，但缺少个体层面反馈如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组织成员行为和能力的改变也

是影响数字化转型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元宇宙

等为代表的前沿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实践联合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多主体参与，

将促进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在此背景下，企业应如何协同内外选择合适的转型路径成

为研究的关键。 

（3）应用结果方面，讨论数字化转型多层次应用结果和效果评价。对企业而言，数字

化转型能给企业带来积极影响，但是不同的转型路径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行业影响

是否有差异？在中国情境下，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应用结果产生贡献如何？

多大程度促进产业升级及经济发展？另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开放

和获取以及合理的利用成为了转型的关键。数字安全、数字信任和数字鸿沟等问题也不容小

觑。围绕数字化转型研究中转型带来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应用结果是否存在消极影响以及

如何避免等研究也是未来学者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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