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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数字经济时代各行业对具有数字化管理思维!掌握数字化管理技术和方法的新型管理人才需求非常迫切%

基于包含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专业能力和数字化综合能力在内的"Z

3

K

3

9

3

#̂金字塔模型!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工商

管理专业人才能力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 $%$$届工商管理专业应届毕业生能力进行调查和模糊综合评价%

分析发现!毕业生传统能力掌握均较好!而数字化方面能力掌握均一般!尤其大数据分析软件操作能力$数字化销售平台

建设与运用能力$数字化思维能力等急需改进提高% 评价分析结论可为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提供

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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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数字经济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

重要推动力)!*

' 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

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各行业高质

量发展' 清华经济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

心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八成以上的数字化人才

从事产品研发工作#而从事数字化企业管理的数

字化人才仅一成左右)$*

' 工商管理专业是高校培

养应用型(复合型管理人才的主要专业' 据统计#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人数在 0万左右#多就业

于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能部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起着重大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工商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必须进行全

方位的改革#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笔者基于数

字经济下工商管理专业,Z

3

K

3

9

3

-̂三维金字塔模

型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的

能力水平进行调查#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其各项

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对比分析#明确差距和急需改

进的能力#为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改革提供具体参考和依据'

!4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4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Z

3

K

3

9

3

"̂金字塔模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需求

调查的基础上#对传统工商管理专业的能力模型

进行改进#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

Z

3

K

3

9

3

^能力模型#如图 !' 该模型在工商管理

专业人才,K"基础能力#KYA(-YF(D(O_$

3

9"专业技

能#9P@-(YD(b@& A/(DDA$

3

"̂问题解决综合能力#

R̂'FD@RQ

3

A'D?(.G-'QPR@N@.A(?@YF(D(O_$-三个递进

能力培养层级的基础上#拓展出数字化维度三层

能力!数字化基础能力"Z

3

K$(数字化专业能力

"Z

3

9$和数字化综合能力"Z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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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Z

3

K

3

9

3

"̂

层级金字塔模型

!)$4工商管理专业人才传统能力评价指标

工商管理专业人才传统能力评价指标中#基

础能力包括,表达沟通能力-等在内的 7 个指标.

专业技能包括,项目策划与项目投资分析能力-

在内的 !$ 个指标.问题解决能力包括,创新能

力-在内的 "个指标"见图 $$'

!)#4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数字化能

力评价指标

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数字化能力

评价指标中#数字化基础能力包括,数据查询与

获取能力-等在内的 1 个指标.数字化专业能力

包括,大数据客户画像分析与分级管理能力-等

在内的 !2个指标.数字化综合能力包括,数字化

洞察能力-等在内的 #个指标#见图 #'

图 $4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传统能力评价指标

图 #4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数字化能力评价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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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工商管理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

$)!4问卷设计

调查目的!旨在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得数字

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应届毕业生能力的自我评

价数据#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

业人才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和对比分析#为数字

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提供参考和

依据'

调查对象!全国高校工商管理专业 $%$$ 年应

届毕业生'

问卷设计和调查项目!本调查问卷主要调查

数字经济时代下工商管理专业应届毕业生的传统

能力(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专业能力(数字化

综合能力等掌握情况' 关于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能

力的自我评价的调查问卷共分四大部分!传统能

力评价模块.数字化基础能力评价模块.数字化专

业能力评价模块.数字化综合能力评价模块' 为

便于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问卷采

取五级李克特量表的形式#按照,非常不符合-

,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由低到

高排列'

$)$4调查对象分布及信度效度检验

本次调查共通过线上方式发放问卷#回收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 本次接受调查的

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女生 !*7 人#占 "1)0$e.男生

!#7人#占 2$)#*e' 调查对象学校所属区域分布

在全国 !7个省市#其中##1)*%e的调查对象所在学

校位于山东省#*)"2e的调查对象所在学校位于湖

南省#0)2%e的调查对象所在学校位于浙江省#

")17e的调查对象所在学校位于上海市' 从学校层

次看##7)72e的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属于省属重点(

省部共建大学#$7)$1e的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属于普

通院校(独立学院(民办高校#!")*"e的调查对象所

在学校属于 $!!工程院校#*)$#e的调查对象所在

学校属于 7*"工程院校#0)1!e的调查对象所在学

校属于高职(专科院校#见表 !'

表 !4调查对象总体分布情况

调查项目 分布情况

性别比例
女性 男性

"1)0$e 2$)#*e

地区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e 0#)%7e $%)2$e 1)7!e

学校层次
7*"工程院校 $!!工程院校 省属重点(省部共建大学 普通本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高校 高职专科院校

*)$#e !")*"e #7)72e $7)$1e 0)1!e

44各维度及总体量表的\R'.FY-NAYDPNY系数均

大于 %)*"表 $$#说明问卷信度效果非常好'

表 $4问卷信度检验

维度 克隆巴赫系数6DPNY 项数

传统能力 %)7%1 *0

数字化基础能力 %)*7% 1

数字化专业能力 %)717 !2

数字化综合解决问题能力 %)72$ #

总体 %)7*% !!%

由于本文的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能力

模型是原创的#并不是成熟量表#因此使用探索性

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

;UL值大于 %)0#显著性小于 %)%"#说明本次

数据适合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且

说明问卷效度高"表 #$'

表 #4;UL和巴特利特检验

;UL取样适切性量数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 !2 $#%)1"# $10 %)%%

#4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

模糊综合评价

#)!4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4建立指标体系集X

将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记为

/#评价系统"一级指标$又包含 #个评价项目"二

级指标$#记为 /

f

N0

!

#0

$

#0

#

O#每一个评价项目

包括多个观测点"三级指标$'

#)!)$4建立初始数据矩阵和数据标准化

根据构建的工商管理专业数字化能力指标体

系#工商管理专业 $%$$ 年应届毕业生依据 $2 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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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进行自我评价#则每一个样本 /

'

都是由 $2

个指标构成的数据表征' 依据他们的自我评价情

况#得到初始矩阵#记为 1"其中每一个 +

'

"'

,

!#

$0##$*$ 都表示一个评价对象对 $2 个指标的自

评情况#由此可得出初始矩阵$'

1

,

+

!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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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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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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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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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每一个观测点值比该列的观测点指标

值和#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的数据+

'

f

+

'2

3

"

+

2

'

#)!)#4指标权重的计算

本文依据以下步骤#利用 QYODYF 来求解指标

权重!

分别计算 #个评价项目层的熵值"以数字化

基础能力为例$'

"!$计算每个评价指标的熵值#运用公式为

(

!2

,.

-

"

#$*

2

,

!

&

!2

D.&

!2

.

"$$根据计算的熵值#依次计算指标对应的

效用值#运用公式 *

!2

,

!

.

(

!2

.

"#$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为 %

!2

,

*

!2

"

1

2

,

!

*

!2

.

"2$本文利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最终

的指标权重' 计算公式如下!

4

2

,

-

!

&

2

5

-

$

6

2

'

-

!

表示调研权重占比#取 %7"#8

$

表示基于熵

值法计算的权重占比取 %7"'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数字化

能力各层指标的权重#权重如表 "所示'

#)$4一级模糊综合评判

数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水平受

多种具体能力掌握情况的影响#本节依据 #$* 份

调查问卷#借助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和分析数字

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水平'

进行模糊综合评价时#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应

根据二级指标确定' 设一级评价指标为/

'

"'

,

!#

$###2#"$#二级评价指标为/

'2

#对指标/

'

的评判

记为9

'2

,

):

'2!

#:

'2$

#:

'2#

#:

'22

#:

'2"

*# 构建第二层次因

素评价矩阵!

9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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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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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

该评判矩阵第2行表示着第 '个一级指标的

第2个评价因子的评价隶属度' 于是因子/

'

的一

级模糊综合评价矩阵为!

;

'

,

<

'

19

'

'

其中<

'

,

"<

'!

#<

'$

0<

'2

$#<

'!

#<

'$

0<

'2

分别

代表第'个一级指标的第 2个评价因子的评价隶

属度#并且它们的加权值为 !'

#)#4二级模糊综合评判

将每一个因素/

'

当作一个元素#;

'

就是的单

因素评判隶属度值矩阵#则

;

'

,

";

'!

#;

'$

#;

'#

#;

'2

#;

'"

$'

其中'

,

!#$#0"#构建第一层次因素评价矩阵9#

9

,

;

!

#;

$

#;

#

#;

2

#;

"

( ) <

#9 就 是 集 合 /

,

/

!

#/

$

#/

#

#/

2

#/

"

}{ 的单因素评判矩阵#每个 /

'

座位 构 成 / 的 指 标# 其 权 重 集 为 <

,

<

!

#<

$

#<

#

#<

2

#<

"

( ) #于是二级综合评判=

,

<1

9#=

,

=

!

#=

$

#=

#

#=

2

#=

"

( ) # 其中 =

'

"'

,

!#$###2#

"$ 表示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素质水平为 >

'

的

隶属度#则 ?

,

@1=表示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

素质的综合得分# @为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素

质水平的评价集'

#)24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能力综合评价结果

#)2)!4传统能力综合评价结果

经过工商管理专业人才传统能力各层级指标

的模糊综合评价计算#发现工商管理专业应届毕

业生基础能力(专业能力(综合能力各项能力均比

较强#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均为,比较符合-#只

有生产运作规划能力(国际贸易(证券投资实务操

作能力模糊综合评价结果为,一般-' 进一步计

算工商管理专业,K

3

9

3

-̂传统能力最终模糊综

合评价得分为 %)""* $#结果为,比较符合- "见

表 2$#表明工商管理专业应届毕业生传统能力较

强#培养效果较为理想'

#)2)$4数字化能力综合评价结果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数字化基础能力总体

,一般-#其中#,数字查询与获取能力-,数据报表

与可视化能力-,大数据分析软件操作能力-的评

价结果为,不太符合-#其余能力的评价结果均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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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见表 "'

表 24工商管理专业人才!K

3

9

3

"̂能力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指标 非常不合乎 ! 不符合 $ 一般 # 比较符合 2 非常符合 " 评价结果

基础能力 %)%%% % %)%%1 1 %)$70 * %)""2 1 %)!2% * 比较符合

专业能力 %)%%% % %)%!% # %)#2$ 7 %)""7 7 %)%12 ! 比较符合

综合能力 %)%%" 2 %)%!7 0 %)$77 2 %)""7 # %)!!0 # 比较符合

传统能力 %)%%! 0 %)%!$ # %)#!0 % %)""* $ %)!%0 * 比较符合

44毕业生专业数字化专业能力总体,一般-'

其中#,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数字化销售

平台"含电商及跨境电商$建设与运营能力- ,平

台运营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商业大数据挖掘(

建模与分析能力-的评价结果为,不太符合-#其

余能力的评价结果结均为,一般-'

毕业生数字化综合能力总体,不太符合-'

其中#数字化洞察力的评价结果为,不太符合-.

数字化思维能力的评价结果为,不太符合-.数字

化领导能力的评价结果为,一般-'

最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数字化能力综合评

价结果为!

=

,

"%7!27 1 %7#$2 $ %7#"# 1 %7!0# ! %7%%7 #$'

综合评价结果在,一般-项分数最高#根据最

大隶属度原则#可以认为工商管理专业应届毕业

生数字化能力总体为,一般-'

24数字化能力改进的因子认知分析

从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工商管理专

业应届毕业生传统能力的培养比较理想#而数字

化方面能力培养尚不理想' 为了进一步研究分析

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数字化能力未来改进和培养的

重点和方向#本文计算了各层次指标的满意度得

分#以便清晰明了地比较工商管理应届毕业生各

种数字化能力掌握水平' 由>

'2

,

;

'2

1@#其中@

,

!#$###2#"( ) <

#分别计算得到如表 "所示'

表 "4工商管理专业数字化能力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价 得分

数字化基础

能力

数据查询与获取能力 %)!22 2 不太符合 $)0!* *

数据报表与可视化能力 %)!#7 2 不太符合 $)#77 "

数字办公软件应用能力 %)!#1 1 一般 $)11% 7

数字媒体文案写作能力 %)!#* 0 一般 $)010 *

主流音视频平台使用能力 %)%7% " 一般 $)*"0 1

大数据分析软件操作能力 %)$#7 1 不太符合 $)!10 *

远程虚拟团队合作能力 %)!%7 1 一般 #)%%# $

数字化基础能力综合评价 %)$*" ! 一般 $)"1" %

数字化

专业能力

大数据客户画像分析与分级管理能力 %)%*$ 2 一般 $)21* 2

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能力)2*

%)%11 0 不太符合 $)"$1 $

品牌舆情管理能力 %)%"7 ! 一般 $)07! 0

远程虚拟团队管理能力 %)%"0 2 一般 $)1*# "

数字化生产组织运营能力)"*

%)%11 0 一般 $)"17 2

数字化销售平台"含电商及跨境电商$建设与运营能力 %)%*2 ! 不太符合 $)2#" 1

新媒体运营能力 %)%1! " 一般 $)"** $

商业大数据挖掘(建模与分析能力)0*

%)%01 # 不太符合 $)2$0 7

金融大数据分析能力)1*

%)%1$ 0 不太符合 $)$7* *

大数据财务分析能力 %)%1# 7 一般 $)2"! #

平台运营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 %)%01 * 不太符合 $)"!$ #

商业模式分析与创新能力)**

%)%1$ $ 一般 $)1#! 1

数字化营销策划能力)7*

%)%11 " 一般 $)0%# 1

平台组织设计与流程建设能力 %)%0% ! 一般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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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价 得分

数字化专业能力综合评价 %)"*0 0 一般 $)"21 %

数字化

综合能力

数字化洞察力 %)$7" 1 不太符合 $)"!* 2

数字化思维能力 %)#2% 2 不太符合 $)"2$ 2

数字化领导能力 %)#0# 7 一般 $)0#2 "

数字化综合能力评价 %)!$* ! 不太符合 $)"0* 1

44由表 "可知#数字化基础能力得分为 $)"1"#

掌握程度介于不符合和一般之间' 数字化专业能

力得分为 $)"21 %#掌握程度介于不符合和一般之

间' 数字化综合能力得分为 $)"0* 1#掌握程度介

于不符合和一般之间' 可见总体上工商管理应届

毕业生中数字化方面的能力都不强#数字化能力

培养亟待改进' 进一步#对工商管理专业数字化

基础能力(数字化专业能力和数字化综合能力所

包含的各项能力的掌握程度与重要程度进行对

比#将坐标图进一步划分为,急需改进(持续改

进(继续改进和后续改进-四个区域内的情况'

2)!4数字化基础能力的改进方向

由图 2可知#在工商管理专业所需掌握的数

字化基础能力中#大数据分析软件操作能力重要

程度相对高#学生掌握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急需改

进' 数据报表与可视化能力重要程度相对较低#

学生掌握程度也相对较低#需要长时间持续改进'

远程虚拟团队合作能力(主流音视频平台使用能

力(数字办公软件应用能力(数字媒体文案写作能

力(数据查询与获取能力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掌

握程度相对较高#改进的顺序可以相对靠后#因此

可进行后续改进'

图 24工商管理专业数字化基础能力掌握程度因子认知

2)$4数字化专业能力的改进方向

由图 "可知#在工商管理专业所需掌握的数

字化专业能力中#数字化销售平台建设与运营能

力(大数据客户画像分析与分级管理能力(大数据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大数据财务分析能力(金融大

数据分析能力重要程度相对高#学生掌握程度相

对较低#急需改进' 平台运营数据统计与分析能

力(商业大数据挖掘(建模与分析能力重要程度相

对较低#学生掌握程度也相对较低#需要长时间持

续改进' 数字化营销策划能力(数字化生产组织

运营能力(商业模式分析与创新能力和新媒体运

营能力重要程度相对较高#学生掌握程度也相对

较高#需要继续改进' 远程虚拟团队管理能力(品

牌舆情管理能力(平台组织设计与流程建设能力

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掌握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可

进行后续改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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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工商管理专业数字化专业能力掌握程度因子认知

2)#4数字化综合能力的改进方向

由图 0可知#在工商管理专业所需掌握的数

字化综合能力中#数字化思维能力重要程度相对

高#学生掌握程度相对较低#急需改进' 数字化洞

察力重要程度相对较低#学生掌握程度也相对较

低#需要长时间持续改进' 数字化领导能力重要

程度相对较高#学生掌握程度也相对较高#需要继

续改进'

图 04工商管理专业数字化综合能力掌握程度因子认知

"4结语

目前高校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尚存在培

养理念落后#培养目标缺乏数据分析能力要求#师

资队伍数字化能力素养不足(课程体系及教学资

源陈旧(创新实践环节薄弱等问题' 数字经济时

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一是要转变理念#

坚持与数字经济时代需求相符合的教学理念和培

养目标.二是要全局谋划#注重数字经济时代工商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改革#应根据数

字经济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的评价指标体

系#开展面向数字化管理变革的课程体系重构(具

有数字化能力素养的教师队伍培养(多维度多渠

道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基于数字化技术手段的

课堂教学改革(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实验项目开发

课程实践体系等改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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