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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

书》，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 32.6万亿美元，同

比名义增长3.0％，占GDP比重43.7％。同年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

经济同比增长 9.6％，位居全球第一，国内一半以上

的企业已经将数字化转型视为下一步发展重点。国

际知名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由 2018年的 37分上升至 54
分，各行业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稳步提升。国家“十

四五”规划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单独成篇，在顶层设计中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

位。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拉动内外双循环、构建“双

碳”新未来的先行军。从数字化转型实例来看，三一

重工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从产品端到研发、制

造、服务、产业链金融的全面数字化转型；美的将转

型经验封装为新的解决方案，开辟新的市场和盈利

模式。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在数字经济

时代背景下生存与发展的新主题和必选题，也为该

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激发学者对这一

现象展开理论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转的是什么?
哪些因素影响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什

么?数字化转型如何推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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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

在理论层面，近20年来，战略管理与信息系统领

域的学者开始特别关注数字化转型，并在2019年至今

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Research Policy、MIS Quarterly
Executive等国际顶尖期刊甚至刊出主题特刊。企业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结合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等数

字技术，进行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的全面协

同转型，最终改进业务建立竞争优势，并产生生态、

产业和社会效应的过程。以YOO等[1]、NAMBISAN[2]、

VIAL[3]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们已经在数字化转型研

究中做出有益探索，研究由强调运用特定技术推

进到关注技术对企业产生全面性和变革性影响的

深水区。

本文属于建构式综述，以评为主，以述为辅，体

现了一定的思辨性和创新性[4]。在梳理数字化转型

的研究脉络、研究主题和理论前沿的基础上，剖析产

品、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5类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和

特征，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POMPS”五角模型，并

试图解析5类转型之间的协同关系。本文梳理、拓展

和整合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动机有2点。①帮助

国内学者快速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已经研究

了什么”和“还能研究什么”。相比于国外学者们开

始早、进展快的数字化转型研究，国内学术界的研究

热情则刚刚引燃，需要梳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脉络，明确研究进展，构建整合性研究框架，进一步

引领和助推具有本土特色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②完善和拓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率先讨论产品、

服务、流程、模式、组织5类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协同关

系这一重要议题。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本身极

其复杂，涉及不同的学科和不同领域[5]，导致已有研

究呈现高度碎片化和模糊化特征，尤其对数字化转

型的概念、类型、前因、结果、实施过程和动态演化的

讨论未能达成一致，同时割裂了5类数字化转型之间

的协同关系。为此，本文在凝练和升华数字化转型

的定义和研究主题基础上，创新性地讨论5类数字化

转型之间协同关系，并构建理论模型，推动数字化转

型现有研究走向深入。

基于理论上的前沿性和实践上的启示性，本文

围绕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题、概念、理论基础、转型

的内容和特征、5类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协同关系、

整合框架构建、未来研究议题提出等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运用 CiteSpace 5.8.R3
软件对37篇高质量文献进行分析，厘清和直观呈现

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主题现有的演化脉络、主题

内容，明晰和发展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其次，也

是最重要的，进一步丰富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

组织 5类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和特征，以价值创造的

“逻辑-基础-实现”为主线率先讨论 5类转型之间

的协同关系，提出数字化转型的“POMPS”五角模

型，有助于弥补现有文献多单独关注某一类转型

而对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性和协同性有所忽视的

研究不足，极具启发性。最后，从系统视角和动

态视角，依据“前因-过程-结果”范式构建数字化

转型整合研究框架，提炼和拓展值得未来深入探

索的六大重要议题，为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框架

指导。

1 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题

本文利用系统文献法梳理企业数字化转型现

有研究。第一步，为获取数字化转型的英文文献，以

“digital transformation”“digitalization”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Scopus、Wiley等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搜索。

为获取数字化转型的中文文献，在中国知网中搜索

“数字化转型”等关键词，共得到学术期刊论文 299
篇。第二步，排除了没有同行评议的论文，将数字化

转型的对象限定于企业，并对文献发表时间进行控

制，即从2003年ANDAL-ANCION等[6]将数字化转型

引入工商管理领域开始，共确定文献 2003—2021年
3月的194篇文献。第三步，阅读每篇文献的摘要和

结论，以题目、摘要或关键词能否反映出“企业数字

化转型”这一研究主题为标准评估文献的内容适宜

性，并筛选发表在 JCR学科分区为 3区(含)以上期刊

上的文献，剔除仅以数字化转型为背景的非紧密关

联文献，进一步筛查上述文献的参考文献，最终共精

选文献3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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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共被引排名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该领域

的高频被引文献主要有3类，具体如下：①介绍数字

技术如何对传统管理理论提出挑战的基础文献(如
YOO等[1]、YOO等[7])，通常来自战略管理领域和信息

系统领域的期刊，提供了诸如数字技术特性的知识

基础，体现了数字化转型研究跨学科特点；②利用文

本分析，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洞见的文献，以综述类

研究为主(如VIAL[3])；③关于数字化转型战略、动态

演化等方向的新兴文献(如MATT等 [8]、ZHOU等 [9])。
总体来看，数字化转型研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已

经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利用CiteSpace 5.8.R3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绘制关键词时区图谱(见图1)。根据关键词和文献数

量发现研究热点大致经历了 3 个时期，即萌芽期

(2003—2014年)，2003年数字化转型被引至管理领

域，2010年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开始出现，萌芽期主要

表1 文献共被引排名

题目

The new organizing logic of digital innovation：an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Organizing for innovation in the digitized world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strategi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Digital transformation：opportunities to create new busi⁃
ness models
Options for formulating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Toward new-generat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retailing：an exploratory framework

年份

2010
2012
2017
2015
2017
2019
2012
2016
2018
2016

作者

YOO等[1]

YOO等[7]

NAMBISAN等[10]

MATT等[8]

NAMBISAN[2]

VIAL[3]

BERMAN[11]

HESS等[12]

ZHOU等[9]

HAGBERG等[13]

被引频次

730
597
417
366
352
326
280
225
171
165

期刊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MIS Quarterly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图1 关键词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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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数字技术如何将信息转化为数据，引发企业创

新等话题，已经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在重塑业务、价值

主张和运营等方面的潜力；成长期(2015—2018年)，
2015年数字化转型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进入主流研

究，研究热点转向产品、服务和组织数字化转型，以

及密切相关的战略与能力、与用户共创价值、动态演

化等话题，并达到较高的研究热度；快速发展期

(2019—2021年)，在继续推进已有研究热点基础上，

深入探究模式和流程数字化转型、影响结果等问题，

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

借鉴朱秀梅等 [14]的做法，将文献的研究主题按

照时间顺序进行梳理，同时依据文献反映出的研究

内容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分为类型、前因、结

果、动态演化4类。

1.1 数字化转型的类型

以数字化转型的“对象”作为分类标准，可以将

数字化转型的类型划分为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

字化转型、流程数字化转型、模式数字化转型和组织

数字化转型，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为主。产品数字

化转型与服务数字化转型通常被一起讨论，主要聚

焦于数字技术对传统产品和服务创新理论的破坏性

重构作用，以及数据技术对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的促

进作用。ANDAL-ANCION等[6]将数字化转型引入工

商管理领域，并强调数字化转型为企业传统业务带来

的变化。YOO等[1]指出数字化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产

品架构即分层模块化架构。YOO等[7]进一步提出数

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和服务的性质，模糊了不同

类别产品和服务的边界。NAMBISAN[2]、NAMBISAN
等 [10]提出数字化挑战了产品与服务原有关于边界、

机制、过程和结果之间关系等基本假设，需要重新思

考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范围、特征和价值问

题。FRANK等[15]从商业模式创新的角度构建了在企

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品服务化和工业 4.0融合的

概念框架。SANDBERG等[16]讨论了数字化如何推动

产品平台转型实现新的连接和交互，并提出交互规

则、设计控制和刺激响应多样性 3 种数字诱导机

制。流程数字化转型研究主要探讨了企业流程数

字化转型的具体逻辑，BAIYERE等[17]指出流程数字

化转型强调流程的易变性、基础设施灵活性、个人

及团队正念的深度嵌入性3个重要逻辑。模式数字

化转型研究初步讨论了数字化对商业模式的影响过

程。BERMAN[11]强调数字化转型需要利用数字技术

重塑用户价值主张和运营模式。LI[18]提出递归学习

过程能够不断完善和扩展创意产业的整体业务模型

架构，促进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CAPUTO等[19]通过

文献计量分析确定了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影响的3个
主题，分别是技术创新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商

业模式数字化相关的战略管理、数字化转型对整个

行业的影响。组织数字化转型研究主要探究了数字

化转型的制度安排、领导力与员工管理的变革、转型

要素对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等问题。HININGS
等[20]确定了对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的 3种新型制度

安排，包括数字化组织形式、数字化制度基础设施和

数字化制度构建模块。SCHWARZMÜLLER等[21]关注

组织数字化转型中工作设计和领导力变革，涉及员工

工作生活和健康管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绩效

和人才管理以及组织等级制度4个主题。HAGBERG
等[13]构建了涉及交易、产品、设置和参与者 4个要素

的零售业数字化转型框架。

1.2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如数字

技术、数字化转型战略、资源或能力、企业特征、管理

特征、组织学习)以及外部因素(如用户需求等)，研究

方法以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一方面，部分理

论研究概括性地提出数字化转型的前因。VIAL[3]归

纳性地构建了一个涉及8个构件的数字化转型框架，

强调数字技术对用户、竞争和数据等产生的影响，能

够促进企业制订应对的战略，并积极寻求价值创造

的新途径。ZAKI[22]认为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战略、客

户体验和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等能够推动服务的数

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部分文献采用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

方法，深入揭示某些前因变量的影响机制，特别在数

字化转型战略、资源与能力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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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PORFÍRIO等 [23]利用 fsQCA方法对来自

47家葡萄牙公司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企

业特征(如规模)、管理特征(如领导风格)是数字化转

型的重要先决条件。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主要讨论

了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定义、维度、制订和实施过程、

产生的影响等问题。MATT等[8]认为数字化转型战略

是指导和支持数字化转型各方面之间协调和实施的

蓝图，包括技术的使用、价值创造的变化、组织结构

的变化和财务安排等4个维度。HESS等[12]进一步将

这 4个维度细化为 11个题项，并通过案例访谈方法

予以验证和调整。SEBASTIAN等[24]提出大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两个关键数字化战略——用户参与和数字

化解决方案。CHANIAS等[25]以金融服务提供商为案

例构建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制订和实施的集成过程模

型。WANG等[26]收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182份

问卷样本数据，验证数字化转型战略对提升长短期

数字化转型绩效的作用。在资源与能力方面，已有

文献主要聚焦数字能力、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能

力、知识吸收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SINGH和

HESS[27]明确了首席数字官(CDO)为推进数字化转型

应具备的数字创业灵感、变革管理、IT能力、适应力

等技能和能力。LI等[28]讨论中小企业如何利用数字

平台发展动态管理能力(认知更新能力和社会资本

发展能力)、组织能力(平台利用能力和业务开发能

力)进而推动数字化转型。WARNER和WÄGER[29]探

讨传统行业中的企业如何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能

力，并提出一个过程模型，模型包含数字感知能力、

数字获取能力和数字转型能力组成的动态能力，以

及外部触发因素、内部使能与阻碍因素、战略更新

结果。MATARAZZO等[30]考察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用户价值创造的影响，并突出感知和学习能力

是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因素。SOUSA-ZOMER等[31]提

出并验证数字化转型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关

系。SIACHOU等 [32]提出传统企业在战略联盟中获

取和学习知识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框架，强调企

业吸收能力及与合作伙伴之间相互依赖水平的调节

作用。

1.3 数字化转型的结果

数字化转型的结果主要包括企业层面的新产

品、新服务、新流程、企业绩效，生态系统层面的利益

相关者满意度，社会层面的数字红利、数字创业、数

字环境、数字社会等，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和实证研

究为主。池毛毛等[33]基于 207家湖北省中小医疗器

械制造企业的一手调研和档案数据，构建并检验数

字化转型影响研发双元能力，进而影响中小制造企

业新产品绩效的研究模型。FERREIRA等 [34]以 938
家企业为样本，探究了企业选择新数字化流程的原因

以及数字化对创新和绩效方面的影响。KOHTAMÄKI
等[35]以131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验证数字化与服务

化对财务绩效的非线性 U形交互效应。MERGEL
等 [36]利用专家访谈法重点讨论了数字化转型的结

果，其中短期结果包括新服务、新产品、新流程、新

技能，长期结果包括升级的服务、升级的流程、更好

的关系、数字环境，这些结果又会影响价值创造、组

织变革和数字社会。LLOPIS-ALBERT等 [37]利用西

班牙汽车行业的案例数据进行 fsQCA分析，检验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和不同参与者满意度的影响。

GALINDO-MARTÍN等[38]利用 29个国家 2016年的数

据，验证数字化转型对数字红利和价值创造，促进创

业活动和数字社会发展的影响。

1.4 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

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主题主要涉及阶段划分

和阶段表现，学者们从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

程度、转型类型的顺序、数字技术的影响范围等不同

视角进行讨论，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

主。ZHOU等[9]认为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

使得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依次经历数字化、网络化和

智能化3个阶段。其中，数字化阶段的特点是数字化

技术在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网络

化阶段的特点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产品通过网络连接，实现协同共享设计和研

发。智能化阶段的特点是技术重塑整个生产循环的

所有过程，催生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SOLUK和KAMMERLANDER[39]指出中小企业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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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字化转型现有文献分析

化转型经过流程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数字化以及商

业模式数字化3个阶段。流程数字化转型阶段的特

点是将固定的过程和信息从模拟形式转换为数字形

式，产品和服务数字化阶段的特点是数字技术融入

于产品和服务当中，并促进对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的

数字化管理，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阶段的特点是对

商业模式进行数字化转型并创建整体数字解决方

案。VERHOEF等[5]则认为数字化转型包括数据化、

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3个阶段。数据化是将模拟信

息编码成数字格式，使计算机能够存储处理过程并

传输这些信息，数字化是指使用数字技术来改变现

有的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是最普遍的阶段，描述了

一个全公司范围的变化，导致新的商业模式。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的文献分析如图2所示。

2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现有研究对于数字化转型概念的讨论仍不充

分，大多数学者认为转型的主体是企业，工具是数字

技术，类型是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数字化转

型中的少数几类，结果是实现业务改进，具体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既没有提出数字化转型

需要全面推进5类数字化转型，也没有意识到转型类

型之间存在的协同关系。实践中许多企业仅关注于

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流程或产品数字化转型，而

忽视了全面推进5种转型类型及其协同的重要性，使

得转型与未转型部分之间的互动难以协调，从而导

表2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代表作者

HESS等[12]

SINGH和HESS[27]

CHANIAS等[25]

VIAL[3]

BAIYERE等[17]

SOLUK和KAMMERLANDER[39]

概念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公司业务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导
致产品或组织结构的改变或流程的自动化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使用新的数字技术，例如社交媒体、移动、分析或
嵌入式设备等，实现重大业务改进，例如增强客户体验，简化运营或
创建新的业务模式

数字化转型是一种由信息系统支持的整体业务转型，它伴随着组织
和行业层面重大的经济和技术变革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结合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引发实体属性
的重大变化，从而改进实体的过程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各种企业业务流程的变化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使用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业务战略、业务流
程、公司能力、产品和服务以及扩展业务网络中关键企业间关系的过程

概念构成

主体、工具、类型、结果

主体、工具、结果

主体、工具、类型、结果

主体、工具、类型、结果

主体、类型

主体、工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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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转型收效甚微，甚至失败。本文发展已有概念，从

主体、工具、类型、关键和结果5个方面出发，将数字

化转型界定为企业(主体)结合信息、计算、通信和连

接等数字技术(工具)，进行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

组织(类型)的全面协同转型(关键)，最终改进业务建

立竞争优势，并产生生态、产业和社会效应(结果)的
过程。

2.2 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

经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梳理发现，已有

数字化转型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技术创

新理论、关系理论、战略理论等，具体如下。

2.2.1 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主张数字化

转型以数字技术创新为驱动力和支撑，主要解释数

字技术对业务升级、价值创造、新产品开发等的影

响，其分支理论主要涉及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和数

字化赋能理论等。其中，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主要

解释“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干什么”的问题，认为数字

技术和行动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促进机会识别

和机会利用[7]。数字化赋能理论解释了数字技术对

转型企业的赋能作用，包括结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资

源赋能等[33]。技术创新理论应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研究的过程中，其本身也得到了扩展和创新，数字技

术可供性理论和数字化赋能理论是在数字经济情境

下逐渐形成的新的分支理论。数字技术可供性和数

字化赋能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探讨。

2.2.2 关系理论 关系理论关注企业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如何构建平台生态系统，以及如何与生态

系统多主体建立紧密协同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采

用生态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考察转型企业如

何搭建数字平台，通过平台主的生态引领能力推进

平台生态系统不断进化。其中，根据生态理论，数字

化转型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全面协同，也涉及与多

主体之间的外部协同，因而需要解释转型企业与多

主体之间在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过程中形成的生

态效应[32]。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主张数字平台中进化

的组件和功能已经成为推动生态系统复杂化的关键

因素，并提供了一个能够解释系统内部和环境相互

作用引起的系统状态转换的框架[16]。生态理论和复

杂适应系统理论是数字化转型研究中新兴的应用理

论，还需要进一步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究生态

系统多主体的互动、治理等深层问题。

2.2.3 战略理论 战略理论认为企业的战略行为

和活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能动性，

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数字化转型战略理论、动态能力

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等，考察战略行为和活动如何推

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数字化转型战略理论解

释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对转型企业绩效等的影响，强

调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层面的战略管理问题而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26]，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战略推

进企业数字化转型[16]。动态能力理论解释了企业如

何有目的地构建、调整和提升能够变革其资源基础

的动态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3，31，39]，动

态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组

织学习理论解释了企业如何不断扫描商业环境，并

从中积极学习实现预期业务目标所必需的技能和能

力，进而对其经营模式做出适当调整或为此制订新

战略[32]。战略理论是数字化转型前因研究所依赖的

主要理论也是讨论最多的理论，但数字化转型战略

的动态性、建设和维护动态能力的微观过程、传统企

业学习吸收转型知识的过程等问题仍有讨论空间。

3 数字化转型的类型和协同关系

3.1 5类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和特征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现象，要求站在

企业整体角度全盘考虑，全面推进产品、服务、流程、

模式和组织数字化转型。现有研究通常以某一类转

型为重点，缺乏整体性和协同性思维，尚未系统地将

5类转型整合于一个框架之中，对5类转型内容和特

征的讨论也不够深入。为此，本文基于集合较为分散

的已有研究，试图厘清和拓展5类数字化转型的内容

和特征，这是讨论5类数字化转型间协同关系的前提。

3.1.1 产品数字化转型 产品服务边界不明晰、

生命周期不固定、参与主体更广泛、过程和产出不可

分等新表现挑战了传统创新理论中产品和服务拥有

稳定和固定的边界等假设前提 [7，39]。产品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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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主要体现在形态、特性、功能、逻辑等方面。在形

态方面，产品数字化转型主要包括数字技术赋能物

理实体的数字化产品和纯数字产品两大类[40]。在特

性方面，产品边界变得模糊，并具有持续不断进化的

自生长性 [40]。在功能方面，产品的数字化能够将功

能从形式和内容的介质中分离[1]，使产品具备监测、

控制、优化和自动化等功能。在逻辑方面，产品数字

化转型遵循适应逻辑，依托平台利用用户海量数据

适时调整产品功能或形态 [41]。例如，中国航发推出

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全生命周期性能管理平台，整合

产品相关数据，实现统一性管理，可使设计人员、工

艺人员、制造车间人员以及相关技术人员在权限范

围内迅速精准查找到相关数据信息，大幅度提升了

航空发动机产品设计的设计效率和准确率，极大缩

短研发周期，加快了产品设计迭代过程。

3.1.2 服务数字化转型 服务正在从产品的附属

品成长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形态、特性、功能、逻辑等方面。在形态

方面，数字化转型服务包括支持用户产品的数字化

服务和支持用户行为的数字化服务两类[42]。在特性

方面，服务具有收敛性、自生长性，以及可嵌入产品

性和价值显化性 [43]。在功能方面不断扩展，包括辅

助产品销售、增加产品附加值等简单功能，以及为用

户提供个性化和全周期解决方案等复杂功能。在逻

辑方面，服务数字化转型也依赖适应逻辑。例如，中

国航信推出民航移动出行智能服务平台——航旅纵

横，为民航旅客用户提供从出行准备到抵达目的地

全流程的完整信息服务，凭借创新性的功能设计、友

好的用户体验和丰富的功能获得用户和行业的一致

认可，已成为目前国内最权威、功能最强大的民航信

息服务软件。

3.1.3 流程数字化转型 流程的数字化有助于打

破不同创新阶段之间的界限，创意产生、试制研

发、生产制造、销售物流的传统线性开发流程被颠

覆 [10]。本文认为流程数字化转型涉及操作流程、支

持流程和管理流程，展现出设备自动化、网络协同

性、用户参与性等新特征。依赖数字技术的应用，企

业可以在后端运营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内部运

作，进行网络化协同运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运

作效率和管理质量，前端业务与用户在购买前、购买

后进行持续交互，创造新的客户体验，同时使用户成

为重要参与主体参与全流程价值创造活动 [26]。例

如，中国石油推出基于数字孪生的设备智能化管理，

利用自动感知实时采集油气产业链运行数据，推进

实体业务与数字化世界的双向连接运行，实现内外

部连接、共享、协同全流程管理，有效提高全员劳动

生产率和资产创效能力。

3.1.4 模式数字化转型 有效应用数字技术使新

的价值创造和获取方式、新的交换机制和交易架构

以及新的跨界组织成为可能 [18]。LI[18]提出数字技术

创新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增强(增强现有商业模式)、数
字化扩展(改进现有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开发新

商业模式)3条路径。VIAL[3]则指出商业模式数字化

转型主要体现在创造新的价值主张、使企业能够重

新定义其价值网络、改变企业与用户和供应商等多

主体互动的方式、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和敏捷性等方

面。进一步地，本文认为模式数字化转型应在不同

业务分类的框架下进行，这是因为原有业务和新业

务适配的价值创造和获取方式并不相同，越来越多

的企业采用多种商业模式参与不同的细分或多边市

场。借鉴 ZOTT和AMIT[44]的研究，本文将模式数字

化转型分为渐进式的效率型数字商业模式转型和突

破式的新颖型数字商业模式转型，前者强调与用户

等多主体之间围绕流程和资源提升交流互动的效

率，迅速和主动地改进当前的商业模式，具有敏捷

性、交互性等特征，后者则注重引入新技术、新主

体、新活动、新市场、新结构和新治理机制，预测、评

估和利用尚未开发的创造额外价值的机会，进而创

造新颖的商业模式，具有创造性、开放性等特征。

例如，三一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和全

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依托自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商业模式，体外孵

化树根互联这一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树根互联将

三一集团经验丰富的后市场服务作为核心业务，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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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PaaS层与细分行业中龙头企业合作建立垂直

行业平台，同时面向行业中小企业建设应用生态，推动

各行业、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建设，现已赋能 81个细分

行业。

3.1.5 组织数字化转型 组织数字化转型涉及组

织结构、组织文化、领导力、员工角色和技能[3]等方面

的转型，具有结构灵活性、文化认同性、领导授权性

和员工自主性等特征。在组织结构方面，强调跨职

能协作的重要性，包括建立独立的单位和创建跨职

能团队两种方式，以用户为中心紧密合作实现快速

分离重组。在组织文化方面，帮助组织成员形成关

于数字环境下组织运作的长期且相对稳定的共同假

设和理解[45]。在领导力方面，要求领导者具备新的、

动态的、持续学习的领导力，即数字化的领导力，强

调领导者的创造性、持续思考、保持好奇、渊博的知

识、全球愿景与合作5项关键能力[46]。领导者特别是

作为新角色的首席数字官需要形成数字思维模式，

采用更加民主的领导风格，扮演企业家、数字传道者

和协调员3种主要角色，发挥协调、支持、赋能作用，

利用数字技术将商业模式转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

传递数字化转型战略并鼓励员工跨越层级和部门进

行转变，促进跨职能合作 [27]。在员工角色和技能方

面，强调利用机器和技术取代简单重复性的人工工

作，鼓励员工自主性的强化和采取更加分权的决策

进程，引导企业成员进行知识共享和创造活动，提高

其解决日益复杂业务问题的能力 [47]。例如，一汽丰

田通过转变经销商的组织职能模式，导入社交型的

SCRM，实现“一客一群”的多对一运营模式，构建数

字化服务生态，可以在3分钟之内实现客户需求的实

时响应。

3.2 5类数字化转型的协同

数字化转型具有高度的全局性和系统性，是一

个全面统筹的“质变”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于某类

转型的“量变”过程。然而，现有研究鲜有涉及数字

化转型不同类型间如何协同的问题，极大限制了对

企业转型实践的指导作用。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

回应，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终追求是价值创造，

因而以价值创造的“逻辑(模式数字化转型)-基础(流
程与组织数字化转型)-实现(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

型)”为主线，分析 5类转型之间的协同关系，阐释 5
类转型如何协同产出价值。其中，模式数字化转型

关乎“如何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方式和底层逻辑，对

各类数字化转型及其协同提出具体要求，并统筹制

订关于资源要素配置和开发的系列决策[44]。产品数

字化转型与服务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化转型的最重要

产出和价值创造载体，流程与组织数字化转型则能

够连接模式与产品和服务转型，是价值实现的重要

基础。

3.2.1 模式数字化转型与流程、组织数字化转型

的协同 首先，模式数字化转型与流程数字化转型。

模式数字化转型明确了流程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要求

和任务，驱使企业建立成本控制、资源共享、精准营

销有关流程，加快自动化、智能化响应和决策速度。

同时，流程数字化转型也可以通过大范围的数据流

通和对运营数据、市场环境数据和前瞻性商业情报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帮助管理者评估、调整、创新现

有商业模式。其次，模式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数字化

转型。为了实施新模式，企业必须降低人才、知识等

在部门间流转的门槛限制，建立灵活敏捷的组织结

构、数字心态和文化，发挥领导力和员工创新潜力，

提高组织整体转型实践能力和效率。同时，组织数

字化转型能激发组织、个体搜索和开发应用数据资

源的创新和创造活力，促进新想法和新模式的提

出。最后，组织数字化转型与流程数字化转型。组

织数字化转型在流程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过程中提供

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同时，组织管理结构也随流

程数字化转型的需要进行调整，从而形成配合，承接

新模式落地，为价值创造做好准备。

3.2.2 流程、组织数字化转型与产品、服务数字

化转型的协同 首先，流程数字化转型与产品、服务

数字化转型。这3类数字化转型之间的界限变得模

糊，诞生复杂而动态的依赖关系 [10]。流程数字化转

型支撑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依托数据平台整合

资源，建立起敏捷供应链支持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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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允许用户参与全流程价值创造环节优化或创新

产品与服务。同时，产品与服务成为大数据资源的

获取媒介，通过对数据资源的处理和分析提升各环

节的快速响应和柔性重组能力，实现流程数字化转

型。其次，组织数字化转型与产品、服务数字化转

型。组织中的“人”能够提供和促进产品与服务所需

的知识 [31]，快速敏捷的组织结构又能满足产品和服

务快速迭代的需求。同时，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

进一步明确了对组织人员和结构配置的要求。最

后，产品数字化转型与服务数字化转型。产品数字

化转型推动服务数字化转型，服务价值创造很大程

度上需要依托于产品，而服务数字化转型又会反向

拉动产品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完善相应产品功能，因

而两者彼此相互支撑、协同互补，也可组合为综合性

的解决方案[43]。

3.2.3 模式数字化转型与产品、服务数字化转型

的协同 效率型模式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更清晰且

快速地捕捉用户需求数据，通过快速迭代完善现有

产品和服务，并实现产品与服务的灵活组合。新颖

型模式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通过对更大范围和更多

来源的数据资源进行有效识别与处理，挖掘用户潜

在需求以及潜在机会，开发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的

新产品和新服务，创新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价值增值

最大化。同时，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又

能够结合实际使用场景对用户需求进行数据分析，

形成对市场需求和潜力的反馈判断和预测，为模式

调整和创新提供数据准备。

总体来看，数字化转型不同类型间的协同是一

个动态影响的过程，5类数字化转型之间彼此相互

影响，共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整体格局。企业可以从任意一类型入手，推

进和带动其他转型类型，逐渐实现全面转型。据

此，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POMPS”五角模型(见
图 3)，展示了产品数字化转型(P)、组织数字化转型

(O)、模式数字化转型(M)、流程数字化转型(P)、服务

数字化转型(S)5类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和存在的协同

关系。

4 数字化转型的整合研究框架构建

在梳理研究主题以及各主题的研究进展的基础

上，从系统视角和动态视角，遵循“前因-过程-结果”

图3 数字化转型的“POMPS”五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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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整合研究框架(见图 4)，呈现

“已经研究了什么”的全貌，并发现“还能研究什么”

的潜在议题。

关于数字化转型类型，已有研究多专注于产品、

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数字化转型中的某一类，鲜

有涉及不同转型类型之间的协同问题，研究潜力巨

大。在整合框架中，本文将5类转型协同视为数字化

转型的核心过程。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前因，已有研究关注的影响

因素十分零散，而数字化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此，整合框架中将数字化转

型的前因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强调内外

部因素的交互作用。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结果，现有研究主要解释了

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层面的影响结果，在生态、产业层

面的讨论不充分。事实上，如三一、美的等数字化转型

赛道上的领先企业不仅积极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

甚至将这种优势和能力对外赋能，提升生态协同效

率、关系紧密性和整体竞争力，催生新的数字化产业，

这一点上现有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为此，整合框

架的转型结果进一步强调生态和产业层面的产出。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已有研究仍停留

在阶段划分和简单描述各阶段特征的浅表层面，缺

乏对转型动态演化路径和机理的深入研究。为此，

整合框架中加入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议题。

从研究层次看，已有研究重视企业内部转型，而

忽视转型过程中的内外部协同，在生态系统层面的

讨论非常匮乏，尚未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与生

态系统中的多主体之间实现资源共享、机会共创和

价值共创等，这些问题的逻辑和机制有待深入探讨。

为此，整合框架中强调企业与生态系统多主体之间的

要素流动、多主体互动和生态系统治理等问题。

从研究情景看，已有研究缺少基于中国情境、基

于不同类型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而数字化

图4 数字化转型的整合研究框架
注：粗箭头表示现有研究对该影响关系尚未涉及或讨论不充分；加粗加下划线的字体表示现有研究对该变量尚未涉及或讨论

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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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情境性非常突出，需要“适时而变、因地制

宜”。为此，整合框架中加入研究情景议题。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

理、拓展和整合，明晰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脉络、研究

主题、概念、基础理论，讨论产品、服务、流程、模式、

组织 5类转型的内容和特征以及 5类转型之间的协

同关系，最终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整合研究框架，深

入解构数字化转型的前因、过程和结果。主要结论

如下。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如火如荼，推动数字

化转型研究不断发展，在研究深度、主题范围、应用

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不断攀登新高度。数字化转型是

一个新兴且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热点大

致经历了3个时期：萌芽期讨论了数字技术对企业管

理和创新的变革潜力；成长期主要涉及产品、服务、

组织数字化转型，转型战略和能力、用户共创和动态

演化等问题；快速发展期深化了对模式、流程数字化

转型、影响结果等的研究，从而形成数字化转型的类

型、前因、后果、动态演化等四大研究主题。其中，转

型类型包括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数字化转

型 [40]，前因主要涉及数字技术 [3]、数字化转型战略 [8]、

资源或能力[29]等内部因素以及用户需求[22]等外部因

素，结果主要包括企业层面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流

程开发和企业绩效等 [36]、生态系统层面的利益相关

者满意度 [37]、社会层面的数字红利、数字创业、数字

环境、数字社会创造等[38]，动态演化主要对阶段划分

和阶段表现进行讨论[5]。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和案

例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和 fsQCA 研究方法占比较

少。应用的理论主要涉及技术创新理论中的技术可

供性理论、数字化赋能理论，关系理论中的生态理

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以及战略理论中的数字化转

型战略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等。

第二，产品、服务、流程、模式、组织等5类数字化

转型之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协同关系，从任

意一类型入手，能够影响和带动其他转型类型，最终

实现全面转型。现有研究分别对5类数字化转型的

内容进行初步讨论[3]，但尚未意识到转型类型之间的

协同关系，而实践中许多企业面临着各类转型难以

协调和配合而走向失败的困境。为此，本文首先明

确了5类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和特征，其中，产品数字

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体现在形态、特性、

功能、逻辑等方面，流程数字化转型具有自动化、协

同性、参与性特征，模式数字化转型包括新颖型和效

率型两类，组织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包括结构灵活性、

文化认同性、领导授权性、员工自主性。进一步地，

根据价值创造的“逻辑-基础-实现”主线，发现5类数

字化转型之间相互影响，而模式数字化转型作为转

型的底层逻辑，牵引其他几个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本

文提出的数字化转型“POMPS”五角模型(见图3)是对

5类转型协同问题研究的良好开端和有益探索。

第三，从系统和动态视角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整合研究框架(见图4)，展示了数字化转型的前因、

过程和结果，呈现了已有研究及未来研究议题，从而

在研究者面前展开一幅清晰的“画卷”，对未来研究

具有指导和启示作用。其中，前因包含内外部因素，

涉及3个未来研究子议题；过程包含企业内部5类数

字化转型协同以及与生态系统多主体之间的交流、

互动与治理，共涉及7个未来研究子议题；结果包含

企业层面的短期和长期产出，以及生态系统、产业和

社会等层面的产出，涉及2个未来研究子议题。

5.2 未来展望

对应数字化转型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从

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整合研究框

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下六大未来研究议题。

第一，数字化转型类型间的协同。数字化转型具

有全面性和系统性，数字化转型的内部协同是转型

成功的重要标志。未来研究重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 5类转型协同路径研究基础上，提出并

检验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各

自量表，并对复杂协同路径和协同关系进行深入的

实证研究，提供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其次，探讨5类数字化转型之间全面协同的机制

··10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12 企业管理研究
ENTERPRISE MANAGEMENT

和动力。机制解释了5类转型为何能按照某种规则

自主互动和协同进化，动力解释了为何有些企业能

协同推动5类转型，而有些企业却止步不前。

再次，特别强化对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之间

关系的研究。产品和服务数字化转型紧密相关，具

有高度一体化的特征，然而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化长

期以来被视为独立的领域。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数字

化转型与服务化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作用机制，数字服

务化的驱动因素、模式选择、对绩效的影响等问题。

最后，构建数字化转型的评价体系。数字化转

型缺乏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无法确定和

科学认识 5类数字化转型实施的绝对水平、相对水

平、存在短板等。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态系统间的作用关

系。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外由竞争逻辑转向共生逻

辑，未来研究应关注以下3点。

首先，探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系统的构建问

题。生态系统的构建一般围绕数字化转型企业或大

型的数字企业，又深受其他参与者影响，多主体和要

素集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是生态系统构建的

基础和核心。5类数字化转型协同如何汇聚多主体

和要素、数字平台的作用、核心驱动力等生态系统构

建问题值得深思。

其次，多主体互动是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内容，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各参与主体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

中的角色和功能，揭示多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

机会共创机制和价值共创机制等问题。

最后，生态系统治理是一个新兴的话题，多主体

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依赖又牵制，完善生态系统内

资源协调和风险控制的良性治理机制不可回避。生

态系统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建立正式与非正式、内部

与外部的制度安排和准则，约定多主体间的互动规

则、秩序和原则，制约投机行为和机会主义风险等。

第三，数字化转型前因变量的交互及影响。未

来研究应在讨论各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何影响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因素之间的关系，以

及各因素如何形成合力共同发挥作用的问题，主要

涉及以下研究方向。

首先，挖掘数字技术、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战

略之间的影响关系。这3个变量是数字化转型最为

关键的影响因素，直接决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

行性和深广度。数字技术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

持，使转型实施成为可能，如何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

实则需要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并形成持续性开发

和配置资源的数字动态能力。

其次，企业特征等客观因素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速度和方向，而领导力等主观“人”的因素则是实施

转型的重要力量，转型必须得到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

才可能推进和成功。三一、海尔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实践说明，彻底的数字化转型通常始于“一把手”的决

心和学习，触发对数字化本质、愿景、路径的认知，引

领甚至亲力亲为转型的整个过程，从而推进在产品、

服务、流程、模式、组织等各方面转型，但关于“人”特

别是领导者如何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作用的讨

论仍不充分，未来研究可以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最后，探讨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之间的交互对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企业的基本状况和社会网络、

市场需求、技术迭代、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是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基础，深刻影响着技术、能力和战略配置

各自及交互关系的动机、水平、自主性和方式，同时

传统企业往往通过组织学习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从

而影响内部因素。未来研究可以利用 fsQCA等多种

方法寻找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构型，明晰因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也可以利用实证研究验证上述关系。

第四，数字化转型的多层次影响结果。未来研

究应注重挖掘数字化转型的生态效应和产业效应，

利用实证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企业层面，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

期绩效和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在生态系统

层面，研究数字化转型对生态化效应、生态系统的构

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多主体共生关系、生态系

统自组织的作用；在产业层面，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另一方面，挖掘企业长短期产出、生态层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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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产业层面产出和社会层面产出之间的跨层次影

响因素以及不同层次产出之间的作用机制。

第五，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数字化转型的

动态演化机理是前沿且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重要问

题，有助于揭示数字化转型的规律和本质，未来研究

可以关注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类型及协同、生态系

统、转型产出随阶段演化而动态变化的内在原理、机

制和动力等问题。

第六，基于中国情景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相较

而言，国内有影响力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成果较为匮

乏。未来研究应将数字化转型研究落地于祖国大地

上，结合中国本土企业转型实践与发展需求，开展系

列研究，深化和拓展中国情景下数字化转型特有的

表现、因素和特征。同时，中国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

的需求性、急迫性、能动性和重点并不完全相同，未

来研究需要在普适性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行业内部，

充分挖掘各个行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内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征、前因、过程、影响、机制和演化

等问题，细化数字化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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