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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系统探讨了

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协同

作用，重构生产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并提升生产效率。研究指出，数据要素促进了资源高效配置；数字

技术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技术创新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数字平台则通过重构产业生态，实现跨领域协同

创新。同时，本文分析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技术能力不足、组织机制滞后、人才短缺等现实困

境，并提出了强化技术驱动、优化组织结构、完善人才体系、构建数据生态等策略建议，为企业实现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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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for advanc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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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vealing how the collaborative effects of data elements,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ig-
ital platforms can reconstruct production system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e pro-
duction efficiency.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data elements facilitate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
sources; digital technologies drive precise supply-demand match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platforms enable cross-sect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y reconstructing industry ecosystem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enterpris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out-
date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and talent shortages. It then proposes strategic recommenda-
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driven initiatives,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im-
proving talent systems, and building data ecosystems,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
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echanism Research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十四五”规划对数字乡村建设的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乡村

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路径。农村电商平台通过打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

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目前农村电商平台发展仍面临人才短缺、物流瓶颈、品牌建设

滞后等问题，亟需从战略层面系统研究其在产业升级中的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融合日益加深，

协同效应日趋显著。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的数据，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

达到 53.9 万亿元，占 GDP 比重高达 42.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45%。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作

为连接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核心微观载体，肩负着引领新型生产力变革的重要职责。从理论视角看，

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还能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引导企业探索创新的组

织形态与协作机制，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 概念界定 

2.1.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深度改造和提升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应用新技

术和新思维，而是通过创新模式，全面变革传统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从而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

制造转型，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跃升。 
曾德麟等(2021)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平台为基础支撑，进而引发

个人、组织、产业等多个层面变革的过程”。该定义强调了数字基础设施为起点以及对多层面(个人、组

织、产业)带来的深刻变革[1]。另一项研究总结了国内外观点后定义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通过引入数字技术

实现生产、管理、销售等各层面数字化，推动业务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变革和商业模式重构，增强竞争

力和应变能力[2]；简言之，即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改善业务流程、提升客户体验或创新商业模式，从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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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价值创造方式、提升企业绩效。可见，数字化转型普遍包含“技术基础 + 流程/模式变革 + 提升价值”

三要素。 

2.2.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系统跃升[3]。在这一过

程中，数字化转型作为关键驱动力，深刻推动了这三大要素的变革与升级。 
首先，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支撑。数字化转型为劳动者提供了智能化、自动

化的生产工具，有效提升了其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的数字技能。这种能力的增强不仅提高了

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也显著推动了企业整体生产效率的跃升。同时，数字化环境下的科研平台与开放创

新机制加快了创新人才的培养，通过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劳动者参与各类研发活动的机

会大幅增加，增强了其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驱动产业技术进步。 
其次，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来源。随着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 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生产中涌现出大量新型劳动资料，如工业机器人、柔性制造系统与边

缘计算终端。这些技术不仅解放了传统劳动者从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脱身，还推动其向高附加值的

知识劳动转型。在此基础上，数据驱动的智能系统通过建模与分析，为企业提供科学化决策支持，大幅

降低风险、提高运营效率。 
最后，更广范围、更高价值的劳动对象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从以往自然资源为主的传统

劳动对象，正在逐步转向数据资源、算法模型与信息系统等数字资源。这些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对象不再

受限于物理空间与自然条件，具有可复制性强、增值潜力大等特征。企业通过深度挖掘与整合数据资源，

实现知识生成与价值转化，成为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支撑。 

3. 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困境 

3.1.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核心驱动缺失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强调通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等新兴技术重构生

产体系与价值链。然而在现实中，众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技术基础薄弱、研发投入不足、创新体系

不健全，导致其在关键技术领域仍高度依赖外部供给，缺乏原创性突破。这种技术短板不仅制约了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也阻碍了产业向高端、高效、智能方向跃升。相关研究指出，企业在提升新质生产力的

过程中，亟需建立自主可控的创新能力体系，否则易陷入“被动转型”或“表面数字化”的陷阱，难以真

正实现高质量发展[4]。 

3.2. 组织机制与管理模式滞后，内部协调失灵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引领，更依赖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的创新支持。当前许多企业仍采

用传统的层级化管理结构，数据壁垒严重，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难以支撑智能化与协同化要求。这种

“管理惰性”造成企业对外部技术与内部流程的整合反应迟缓，难以形成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同时，

新质生产力强调数据驱动与平台型组织，但许多企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与平台思维，管理

模式转型严重滞后。相关研究表明，推动新质生产力必须“技术 + 机制”双轮驱动，组织制度的改革与

业务流程的再造同等重要。 

3.3. 数字人才匮乏，人力资源结构错配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要素。但目前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人才紧缺、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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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创新团队不稳定等问题。一方面，高端数字技术人才引进成本高、流动性大；另一方面，内部人才

培训体系不健全，缺乏对员工进行数字素养、系统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培养，导致新技术应用“推不

动、用不好”[4]。尤其是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人才流失问题尤为严重，严重制约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潜力。研究显示，解决这一困境必须加快职业教育与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建立与新质生产力

相匹配的人才激励机制和成长通道。 

3.4. 外部支持体系不完善，制度环境制约显著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是“内部修炼”，也离不开外部制度环境的有力支撑。目前，部分地区

在政策引导、财政支持、技术平台共享、数据资源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

平等获得发展资源和公共服务，陷入“能力不足，外援缺失”的双重困境。此外，相关政策落实存在碎片

化、短期化问题，缺乏系统协调和长期导向，难以形成助力企业转型的合力。研究指出，在新质生产力

构建过程中，必须构建以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的多元化支持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

获得感和参与度。 

4. 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三方面协同赋能，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数

字技术重塑生产过程，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促进技术创新突破和绿色低碳发展；数据要素推动信息在数

字空间中自由流动，增强资源要素的协同配置，实现从“新”的突破到“质”的提升；数字平台则通过

资源共享打破合作壁垒，推动分工协同优化链上配置，并加快生态融合与产品迭代更新。三者共同作用，

构建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基础，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图 1. 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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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要素激活价值创造潜力 

数据要素因其非竞争性、可复制性、低成本、强渗透性等特征，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

力之一[5]。在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数据要素不仅是生产要素结构的重要重组力量，更是推动

经济体系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资源。其中，“数字空间”的构建为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基础条

件，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地域限制和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跨行业、跨系统的深度汇聚与共享，大幅提高

信息流通效率，为生产过程提供更加精准、实时的决策依据。这一过程有效重塑了价值链、供应链与产

业链，使得生产活动更加智能化与协同化[5]。 
同时，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传统要素的协同重构，实现了资源要素的“最优搭配”

和“高效流转”。数据成为连接不同要素间的“桥梁”和“粘合剂”，推动形成更加灵活敏捷的生产组织

模式。在制造业中，数据驱动的智能排产与预测性维护极大地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6]；在金融行业，基

于数据的风险评估与信用模型优化了资本配置方式[7]；在农业、能源等领域，数据与物联网、人工智能

融合，推动了绿色低碳的精细化生产[7]。 
此外，数据确权、流通交易和收益分配机制的建设，是实现资源协同和数据价值释放的制度保障。

当前，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推动数据从“沉睡资产”向“流动资产”转变，需要加快构建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数据市场，加快数据产权界定、流通机制和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同时，数据要素

还与企业创新、产业转型、区域协调发展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在区域层面，数

据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更易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带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5]；在企业层面，数据驱动的运

营模式优化提升了企业的敏捷反应能力和市场适应力。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数据要素不仅推动生产方式的重构，还在宏观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通

过数据要素的融通共享，政府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升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的科

学性[8]。在此基础上，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正推动着从资源要素主导向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

要素主导的经济体系跃迁，助力经济社会实现结构性转型和内涵式增长。 

4.2. 数字技术推动要素协同与系统升级 

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三个领域是供需对接的重塑、

技术突破的创新驱动升级以及绿色创新的低碳可持续发展。数字技术通过这些途径推动产业转型和生产

力提升，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并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4.2.1. 供需对接：重塑生产过程 
数字技术在供需对接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生产过程的重塑。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技术，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捕捉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并迅速对生产进行调整[9]。这一过程中，数字

技术打破了传统生产模式中信息传递缓慢、生产与需求对接不精准的瓶颈，极大提升了企业响应市场变

化的速度和灵活性。 
基于实时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确预测消费者需求，优化生产排程和库存管理，避免因市场需求波

动导致的生产过剩或短缺现象。通过物联网设备，生产设备和物流系统可以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提高

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与此同时，数字化的供应链管理也让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

置，提升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效能。供需对接的重塑，不仅减少了企业的库存成本和生产成本，还提高了

产品的交付及时性和市场响应速度，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生产力的提升。 
数字技术在供需对接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生产过程的重塑[10]。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技术，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捕捉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并迅速对生产进行调整。这一过程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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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打破了传统生产模式中信息传递缓慢、生产与需求对接不精准的瓶颈，极大提升了企业响应市场变

化的速度和灵活性。 

4.2.2. 技术突破：创新驱动升级 
技术突破是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之一。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数字技术不仅为现有

产品和服务带来了改进，还催生了全新的业务模式和行业生态。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5G 通信、区块链等，使得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都能实现智能化、自动化和精确化。 
在生产环节，智能制造技术使得传统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减少了人工干预，提升了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型，企业能够实时监控生产情况，自动调节生产线的运行状态，

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优化产品质量。在研发方面，数字技术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模拟

实验和虚拟仿真技术进行更加高效的产品设计和测试，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此外，

数字技术推动了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企业通过开放平台和技术共享，能够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新技术和

新产品，从而加速行业技术的突破和企业生产力的提升。 

4.2.3. 绿色创新：低碳可持续行稳致远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技术在

绿色创新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利用、降低碳排放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数字技术可以通

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化的管理系统，帮助企业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

环境污染。 
通过数字化的能源管理系统，企业能够实时监控各项能源的使用情况，分析能源消耗的高峰时段，

优化能源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智能化生产设备能够根据实时数据调节运行状态，减少能源

的过度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在产品设计上，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帮助企业设计更加环

保的产品，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数字技术还能够促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推动企业与供应商

之间的绿色协作，降低整个产业链的碳排放，从而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创新不仅帮助企业提升了社会责任感和品牌形象，还为其带来了长期的经济效益。在政策和市

场的双重压力下，企业通过绿色创新能够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开拓新市场，推动可持续发展，确保

企业在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 

4.3. 数字平台重构资源配置与价值共创体系 

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载体，正在深度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是技术要

素与经济活动深度融合的枢纽，更是推动生产关系优化、生产方式变革和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力量。通过

资源聚合、生态构建、数据驱动与智能协同，数字平台正从多个维度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数字平台通过资源聚合与高效匹配，重构生产组织方式。平台汇聚了大量的用户、企业、商

品、服务和数据，实现了供需之间的精准对接，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了资源配

置效率。在传统经济体系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大量中间环节，而数字平台通过撮合机制、推荐算

法等手段，打破了传统层级式流通体系，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直接连接，推动了“以需定产”的柔

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11]。 
其二，数字平台能够打造创新生态系统，助力技术进步与模式创新。平台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交易

的场所，更是创新要素集聚、流动与协同的空间。在数字平台上，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与用户可以高

效互动，共同参与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与流程优化，形成协同创新的网络体系。开源社区、应用商城、数

字孵化平台等形式，使得创新资源得以跨区域、跨主体地高效整合，助力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快速落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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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协同效应显著提升了技术扩散速度，推动了创新驱动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数字平台可以引领价值链重构，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平台在打通产业上下游、横向整合产业

资源的同时，还催生了诸如数字文创、直播电商、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

化转型与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企业通过接入平台，不仅能获取技术支持、市场通路和金融服务，还能

参与到更高层级的价值创造网络中，推动自身从制造向服务、从产品向方案、从局部向整体的跃升。 

5. 策略建议 

面对企业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组织机制滞后、数字人才匮乏及

外部支持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应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三方面协同发力，通过系统性

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式跃升。 

5.1. 强化数字技术驱动，夯实技术创新基础 

针对企业核心技术积累薄弱、创新驱动能力不足的现状，企业应加大对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

块链等关键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增强企业

在研发、生产、运营等环节的技术深度融合。例如，通过智能制造体系的建设，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降低成本，并且加速产品的市场响应速度。敏捷供应链的引入，将帮助企业在变化迅速的市场

环境中快速调整，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通过技术创新实

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形成企业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5.2. 优化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提升内部协同效率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推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再造，引入平台型、扁平化管理模式，以

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通过大数据和数字平台的建设，打破部门与层级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信息

流和决策流的畅通。例如，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企业可以实现各个部门的实时信息共享，减少决

策时间，提升资源配置的精准度。借助数据可视化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企业能够实现对市场变化的快

速反应，提高内部运营的效率。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企业的敏捷性，解决传统管理模式中可能存在的“协

同失灵”问题，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和高效地应对市场需求和变化。 

5.3. 强化数字人才体系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企业需要系统推进数字人才培养工程，特别是培养适应数字化需求的复合

型人才。通过内训、合作办学等方式，提升现有员工的数字技能水平，使其能够熟练应用新技术，提升

工作效率。例如，企业可以培养数据工程师、AI 开发者、数据分析师等数字人才，这些角色对于实现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招聘专业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实现人力资源与

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良性匹配。通过不断提升人才的数字素养，企业能够提升整体创新能力，为其数字化

转型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5.4. 完善外部支持体系，优化制度环境保障 

针对当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部支持不足、制度环境不完善

等困境，亟需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市场体系，推动平台生态协同，打造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支持环境。 
首先，要加快构建外部数据基础设施与制度保障体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内部流程与能力的再

造，更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撑。应完善数据确权、流通交易与安全监管机制，打造统一、规范、开放的数据

要素市场。政府应加强对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的政策支持，通过财政引导、税收优惠、试点示范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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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深度参与数据创新与利用，提升数据价值转化效率，从而推动整体产业链的数

据驱动转型。 
其次，要构建以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生态系统，强化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能力。企业应积极接

入产业级数字平台，实现上下游信息流、资源流的高效对接，推动从“单点创新”向“系统协同”转变。

平台型生态不仅有助于资源共享与能力互补，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参与创新网络、获取外部支持的重要

通道。行业龙头企业可发挥平台主导力，带动整个产业链迈向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发展。 
通过强化制度支持与平台协同双轮驱动，有助于破解企业外部环境支持不足的现实困境，营造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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