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3616-3624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449   

文章引用: 钟楚红. 数字经济与人才助力企业转型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3616-3624.  
DOI: 10.12677/ecl.2025.141449 

 
 

数字经济与人才助力企业转型研究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的问卷调查分析 

钟楚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20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5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28日 

 
 

 
摘  要 

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我国数字经济亦在迅猛发展。由于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对于数

字化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数字人才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具体化。本研究聚焦长三角地区制

造业，通过问卷调查与网络爬虫等手段，分析其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数字化转型现状。研究发现，长三

角多数制造业已步入转型阶段，积极看待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深入探讨了该地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方式及困难，并分析了所需的人才模式，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在数字

化转型中需克服资金、人才及信息资源等痛点，且数字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对推动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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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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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is also developing rapidly.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emand for digital talents is increasing,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digital talent management are 
becoming more diverse and specific.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alyzing it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rend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a-
tu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web crawler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mos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ve entered a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are actively consid-
er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deeply explores 
the stages, methods, and difficulti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re-
gion, and analyzes the required talent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needs to overcome pain points, such as funding, tal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digital talents is prominent. Therefore, build-
ing a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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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双重驱动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优化了商业模式，更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力量[1]。在此背景下，我国积

极拥抱数字经济，通过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数字中国”工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2]。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拥有优越

的经济基础、丰富的科技资源和人才储备，是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沃土。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3]。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的

深入推进，数字人才的短缺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因此，深入研究长三角地

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及数字人才发展现状，对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选取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网络爬虫等多种

方式，深入分析了该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并进一步探讨了数字人才在长三

角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大多数企业已经迈入数字化转型阶段，但仍面临众

多困难，数字人才短缺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提升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如

何培养和吸引数字人才，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揭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分析数字人才在其中

的关键作用，并为企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提供有益的参考。通过深入研究，期望能够为企业转

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推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文献回顾 

2.1. 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经济架构和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在朝着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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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 年)》全面分析了 2022 年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理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通

过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近况。自李长江(2017) [1]对于数字经济进行了初步探讨之

后，得出了数字经济是主要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的结论。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国持续利

用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赋能，更加明确了数字经济的价值所在。任保平和李培伟(2022) [2]研究认为，

数字经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数据为关键点生产要素，以创新为驱动力，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能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卓浩然、郑丛璟(2023) [4]研究认为，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要想把握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发展机遇，推动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人才是重要保障。 

2.2. 长三角地区数字化制造业建设 

长三角地区是制造业行业的引领区，在响应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号召之下，长三角地区数字制造业

发展与挑战并存。《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由长三角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联

合发布，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和对策，对于研究长三角地区数字化转型的现

状和挑战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傅为忠、刘瑶(2021) [5]研究认为，长三角区域产业数字化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空间差异较大，与良性协调仍存在一定差距。

盛三化、董港等(2023) [6]采用 2011~2020 年长江经济带 11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廖信林和杨正源(2021) [7]在他们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赋能效应。他们通过构建效应测度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在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

新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实现路径，包括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据资

源共享、深化产业融合等，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指导。 

2.3.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数字人才规划发展 

数字人才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对数字经济未来更高质量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卓浩然、郑丛

璟(2023) [4]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进入更深层次阶段后，各产业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数字化

高素质人才短缺、跨领域人才断层与人才结构问题以及新生代数字人才不稳定等现实困境逐渐成为数字

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外，余博、潘爱民(2022) [8]在研究中从数字经济、人才流动与长三角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数字人才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长三角地区应充

分利用其经济基础、科技资源和人才储备等优势，加强数字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

转型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可以预见作为经济发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长三角制造业的数

字化转型也存在着数字人才缺失的情况。 

3. 调查问卷分析 

3.1. 问卷设计 

在进行问卷设计时，针对企业方，根据制造业具体行业、企业经营规模、企业地理位置、数据库和

行业协会成员名单等条件作为依据进行框架设计，以获取多样化的数据。在确定抽样框架时对企业进行

了行业、地区、规模等角度进行了分层设计，所以在对调研企业进行抽样调研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能

使采样样本更具代表性，并能降低采样误差。 
为了检验问卷效度，先进行了预调查，同时检验设计的抽样方法、抽样框是否合理。预调查对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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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长三角地区中两个主要地级市的部分制造业，在两市产业园各发放 50 份问卷，共 100 份，对回收的

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测，修正检测效果不理想的项目，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本调查采用最常

用的 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作为信度检验测量指标，结果为 0.892 (表 1)，符合信度检验预期效果。采用

KMO 检验进行效度分析，结果同样达成一致。 
 
Table 1. Cronbach’s reliability test 
表 1. Cronbach 信度检验 

Cronbach 信度分析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
(CITC) 项已删除的 α系数 Cronbach’s α 

系数 

数字人才企业需求紧迫程度 0.808 - 
0.892 

数字人才的能力提升服务会加以考虑的因素 0.808 - 

标准化 Cronbach’s α系数：0.894 

 
决定最终正式调查的样本量，采取了简单随机抽样样本量计算方法来确定发放问卷的数量。将长三

角四个省的制造业总数作为总量 N，根据网络数据库统计，截止 2023 年大约是 2,530,000，置信水平为

95%，此时由标准正态分布的分位数表可查得 t = 1.96，误差边界大约为 5%。将预调查问卷中对人力资源

管理数字化转型这一理念的认同(选项包括“非常认同”、“认同”、“一般”、“不认同”“非常不认

同”)作为总体比例的估算依据，测算出选择“非常认同”的比例 p 为 0.47，因此，对初始样本容量进行

计算： 

( )
( )

2 2

0 2 2

1 0.47 0.53 1.96 382
0.05

p p t
n

− × ×
= = ≈

∆
                        (1) 

根据 N = 2,530,000 对初始样本容量进行调整： 

1 0
0

2530000382 382
2530000 382

Nn n
N n

= = × ≈
+ +

                       (2) 

样本与总体相差较大，根据设计效应 deff 为 1.14 对样本量进行调整： 

2 1 382 1.14 435n n deff= × = × =                            (3) 

考虑到抽样过程中会出现无效问卷的情况，假定有效问卷回收率能达到 90%，估计样本容量为： 

2
3

435 484
0.9

nn
r

= = =                                (4) 

因此，本次正式调查一共发放了 500 份问卷以满足调查需要。 

3.2. 问卷分析 

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大部分企业(62%)已经在制造业领域开始了数字化转型，表明多数制造行业企

业已经具备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并开始进行实质投入与行动探索，但仍有 38%的企业还未开启数字化转

型进程。将近七成的样本企业数字化年投入额少于 50 万，由此可见我国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

中的投入较少，还没有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重点。从数字化转型路径来看，尽管可供选择的转型

路径多样，云计算(67.4%)、大数据(54.9%)、人工智能(43.2%)是最普遍使用的数字化技术，说明在样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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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大部分都认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的优化企业营运的作用。在涉及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分析时(图 1)，资金、人才和信息资源的不足是前三痛点。其中，资金支持不足占

比高达 66.5%，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同时，数字化人才的缺失占比也达到了将近六成比例，

是企业成功数字化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Figure 1. Pain poin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ample enterprises 
图 1. 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痛点 
 
数字人才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而本次调研结果显示，近八成的样本企业中仅有不足

10%的数字化人才(图 2)，可见，目前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人才短缺，企业也因此缺乏了贯彻转型任务的

执行能力。 
 

 
Figure 2. Proportion of digital talents in sample enterprises 
图 2. 样本企业数字人才占比 

 
针对当今世界各企业都面临的数字人才供不应求的状况，八成的企业认同了会对已有数字人才进

行进一步的培训和管理以满足数字化转型需要，67.2%的企业认为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44.1%的企

业提倡高校进行相关专业培养，校企联合培养或将是一项重点性项目(图 3)。而对于提升各数字人才质

量，线上线下培训都受到了企业重视。此外，建立数字化人才管理平台和工具也成为热点议题，各企业

力求建立起统筹协调的管理平台或工具，能最大效度地利用数字人才，同时激发员工活力，推动数字

化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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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ow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of supply-demand imbalance 
图 3. 如何解决供需不平衡的瓶颈 

3.3. 网络调查分析 

为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从各上市企业公司年报文本中挖掘“数字制造”的

关键字，通过词频分析对其发展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从而为评价数字化制造的发展状况以及政府部门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新的思路。从结果看，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词汇榜上有名，透露出数据、互联等

网络化特征已经引起了各企业的重视，这也正是企业实施数字制造的关键所在(表 2)。 
 

Table 2. List of key words in digital manufacturing 
表 2. 数字制造关键词列举 

数字制造关键词列举 

类别 关键词 

数字技术 云计算、大数据、云平台、云服务、物联网…… 

模式趋势 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集成化…… 

数字工具 机器人、遥感系统、传感器…… 

宏观政策 互联网+、专精特新…… 

…… …… 

4.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业转型已初显成效，加速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也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一条关键途径。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和更高层次的融合发展，在

政策指引、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融合等方面，都会展现出新的特征。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会得到全

方位的加速。 
数字基础设施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性支撑力量，近年来，为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

型需求，我国大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长三角地区的 5G 基地、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布局不断完善，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持续深入，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需求将持续释放，

从而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布局[9]。首先在加快 5G 网络的构建，5G 将加快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使更

多的终端平台接入，满足更加稳定、快速、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要求，使 5G 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丰

富。不断更新数据中心，海量的计算能力，将会给 AI 服务器市场带来爆炸式增长，数据的收集、计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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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能力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行业资源不断地向制造业的数字化领域扩展和渗透。随

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行业的深度融合，各类创新技术成果不断涌现。如数字孪生技术，未来制造工

厂可以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对产品进行模拟试用，通过不断调整参数、改进生产方式及设计方案，将最

终确定的产品投入量产，可以提高企业生产和运行效率[10] (图 4)。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enterprise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operation 
图 4. 企业数字孪生技术运行示意图 
 

接下来，长三角地区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基础优势与产业优势，更加注重推动智能制造发展，实现

区域间的深度融合，发展更加稳定、清晰的数字经济路径[6]。 

5. 制造业转型人才需求模型 

针对研究结果总结数字化人才需求模型，首先数字化人才岗位的设置必须紧密契合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战略。这些人才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数字技术功底，更要能够深刻理解企业的业务需求，将技术转化为

推动企业发展的实际动力。其次，在确定数字人才岗位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整体业务流程的规划。制

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往往伴随着业务流程的再造和优化，因此，数字人才需要能够融入并优化现有的业务

流程，确保各环节之间的顺畅衔接。数字人才还应当具备跨部门协作的能力，以促进企业内部各部门之

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最后，在招聘和选拔数字人才时，企业不仅要关注其

当前的专业技能和经验，还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规划。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为数字人才提供持续的学习和

发展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字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当建立科学的人才激励机

制，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数字人才，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11]。 
制造业由于数字化转型产生许多新兴岗位，如数据架构师、数据安全工程师、系统维护工程师等，

但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三大类，即：数字化专业人才、数字化应用人才和数字化管理人才(图 5)。数字化

专业人才主要负责研发和创新，他们需要掌握先进的数字技术和算法，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

级；数字化应用人才则侧重于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的实际业务中，通过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手段，

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业务价值；而数字化管理人才则需要具备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够统筹协调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确保转型的顺利进行。我国的制造业在过去几年主要表现为其成本优势，但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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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红利消退、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其成本优势已难以维持，因此，企业迫切需要在管理模式上实现

精益化，实现降本增效。因此，“跨界”、“融合”和“协同”是制造业需建立的新的生态环境[12]，对

“复合型”数字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对软硬件的配套设备提出了更高端和明确

的要求，随着《中国制造 2025》政策的推进，除传统制造的工人之外，还需要机械与自动化、新材料制

造、新兴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制造业数字化需要各类技术人才通过训练、实践和学习，同时涵盖深

度学习、数据挖掘等多重数字技术，从而形成对自身行业的多层次理解和认知，我国制造业人才也缺乏

拥有海外背景的国际人才，这是将来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中较为重要的一环[13]。 
 

 
Figure 5.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alent capability model 
图 5. 数字人才能力模型建设框架 

6.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效能提升的优化建议 

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内持续发展，所以相对应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虽然当前我国长三角地区制造

业转型已经初现锋芒，但仍然存在需要加以改善的地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明确战略目标，投资

适当的技术和工具，培养数据分析能力，推动协作和沟通，并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持续改进和创

新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发展[14]。对此，针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可

以提出多方面建议。 

6.1. 制定明确可行的数字化战略 

在制定战略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自身情况，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态势，确定适合自身发展

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例如，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而对于新兴产业企业，可以着重发展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15]。 

6.2. 投资适当的技术和工具 

企业可根据实际需求和预算，进行技术选择和投资决策。在投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

成熟度和适用性，避免盲目跟风和浪费资源。对于生产流程较为复杂的制造业企业，可以引入工业互联

网平台，实现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对于产品研发周期较长的制造

业企业，可以采用数字化设计工具[16]，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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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坚持持续改进和创新 

企业应定期评估数字化策略的效果，并根据反馈和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和优化。可以定期召开数字化

转型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和内部员工共同探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改进建议。

同时，企业还应关注新兴技术和市场趋势，不断探索新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和技术发展。 

6.4. 推动协作和沟通 

数字化转型需要跨部门合作和协作，培养数字人才的跨部门合作能力，鼓励他们与其他团队成员合

作，共同推进数字化项目和目标。可以建立跨部门沟通机制，定期召开跨部门会议，分享数字化转型经

验和成果，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同时，还可以建立数字化项目团队，由不同部门的员工组成，共

同负责数字化项目的实施和推进。 
此外，对于数字人才的培养，各企业应重视寻求外部合作和合作伙伴，与外部培训机构、高校和行

业专家合作，共同开展数字人才培养计划[17]，借助外部资源和专业知识，提供更全面和专业的培训。还

可以培养跨部门合作，数字化转型需要跨部门合作和协作，培养数字人才的跨部门合作能力，鼓励他们

与其他团队成员合作，共同推进数字化项目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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