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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讨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通过调研
２５６名中高层企业管理者收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化领导力

通过提升数字平台能力进而推动组织创新；环境竞争性不仅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力间的关系，而

且还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间的关系，即企业外部环境的竞争性越强，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

和组织创新的正向作用也越强；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具有促进效应，即环境竞争性越强，数字化

领导力通过提升数字平台能力对组织创新产生的正向作用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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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对工作内容和形式带来的深刻变革迫使企业需要对原有运作模式

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再设计，企业在愈加多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环境中面临数字化的挑战［１］。诸如华

为、苹果和谷歌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都敏锐地意识到数字化对企业抢占创新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性，并

且致力于企业数字化的建设［２－３］。然而，从数字化浪潮的总体进程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不到

３０％，绝大多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４］，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及他们所具备的用数

字技术领导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是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５］。数字经济导致企业管理者领导力的

性质和表现产生了许多变化，如促进信息的即时获取［６］、基于大数据智能分析的决策［７］及新型领导职位的

形成［８］等。这些变化意味着企业要想在日臻激烈的数字经济竞争中实现创新发展，管理者需要塑造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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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的和持续学习的领导力，即数字化领导力（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９］。而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孕育而生的

新型领导力，数字化领导力在维持组织创新和竞争优势方面具有突出作用［１０－１１］。因此，在企业加速向数字

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聚焦的研究问题是：数字化领导力是否能够驱动组织创新？如果能，其中的作用

机制是什么？

组织创新是企业破解可持续成长的重要路径，是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如何有效推动组织

创新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１２］。领导力作为影响组织创新的重要因素，诸如变革领导

力［１３］、道德领导力［１４］、创新领导力［１５］等都有利于推动组织的变革创新。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带来

的变化，企业领导者所拥有的传统、单一的战略方法和领导力显然不能应对多维度的数字化革命［５］。越来

越多的学者和企业家开始认识到数字化领导力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探索数字化领导力的起源、概念和特征，

以及数字化领导力与战略联盟、市场导向和创新管理之间的关系［１６］。尽管企业管理者意识到数字化领导力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组织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但当前大多数公司在制定数字化战略以促进组织创新的

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企业管理者数字化领导力的塑造［５］。在仅有的一些关于数字化领导力与其结果变量

的研究中，鲜有学者关注数字化领导力和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且对数字化领导力究竟会如何影响组织

创新知之甚少［１７］。因此学者们呼吁要对数字化领导力及其对组织创新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５］。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在复杂和动态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管理者需要具备

独特的领导力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动态能力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推动组织的变革创新［１８］。这意味着动态

能力视角很可能是揭示数字化领导力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

备数字化领导力的企业管理者能够通过使用数字流程和技术来塑造平台并制定数字化战略，从而推进企

业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提升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１９］。数字平台能力（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作为企业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拥有的一种特殊动态能力，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资源和发展机遇，帮助企业发现新

的商业机会并创造出新的商业价值［２０］。因此，数字化领导力很可能会通过提升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来

促进组织创新。此外，领导力在推动企业高阶能力和组织创新提升的过程中往往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

响［２１］。虽然数字化领导力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能力来推动组织创新，但不同环境特性会导致组织资源的

转换产生差异，从而会对数字化领导力的作用过程产生干扰［２２］。特别是在当前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外部

环境中，企业管理者需要充分调动内部资源来应对外部竞争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才能有效实现组织

资源的转换［２３］，帮助企业提高数字平台能力，进而推动组织创新。因此，有必要考虑环境竞争性对数字

化领导力作用机制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结合中国数字化浪潮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剖析企业数字化过

程中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影响的动态能力机制与外部环境特征机制。本文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第一，数字化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现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内部过程和战略，而讨论组织管

理数字化及关于数字化领导力在企业数字化和创新过程中作用的研究则相对更少。本文通过关注数字

化领导力这一新型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不仅能够充实组织中数字化领导力的影响结果研究，而且

也能丰富数字化情境下组织创新的提升路径研究。第二，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数字化领导力有助于推动

组织的创新实践，但却缺乏对其作用机制的探讨。本文通过引入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动态能力

理论，揭示数字化领导力如何通过数字平台能力来影响组织创新，进一步挖掘数字化领导力影响组织创

新的内在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数字化领导力和组织创新关系之间的“黑箱”。第三，在不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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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数字化领导力可能产生差异化的效果，本文通过引入环境竞争性这一重要的动态性特征，有助于

厘清数字化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边界，从而深化理论界对数字化领导力作用于组织创新的理解。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领导力

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者需要面对新场景、新技术、新流程和新竞争带来的新挑战，此时管理者的

数字化领导力在推动组织变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５］。数字化领导力是为企业成功实

现数字化转型而提出的，已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中的最新议题之一。然而，作为一个较为前沿的研究话题，

目前理论界对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界定尚缺乏统一的认识［２４］。例如，埃尔萨维等（ＥｌＳａｗ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将数

字化领导力界定为领导者为使企业及其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化战略取得成功做正确的事情［２５］，这意味着领

导者在数字化过程中需要对商业战略、商业模式、ＩＴ功能、企业平台、心态和技能等有着不同的思考；林光明

（２０１９）则认为数字化领导力是企业管理者在明确战略目标之后，通过采用包容性的决策和战略制定方式，

让利益相关者全程参与战略制定过程，并在执行过程中将权力赋予相应组织单元的一种新型领导力［２６］。总

之，在与数字世界的互动过程中，拥有数字化领导力的企业管理者需要根据数字化变革情境不断调整自身

的计算能力、沟通能力及管理内容，以确保组织能够适应数字化的进程并取得成功［２７］。根据本文所涉及的

研究问题和目的，并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化领导力的定义，将数字化领导力定义为“在数字时代的组织管

理过程中，企业管理者为数字化转型创建清晰且有意义愿景的能力，以及带领组织成员执行并成功实施数

字化转型战略的能力”。

　　（二）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

企业管理者的能力是影响组织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２８］。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孕育而生的新型领导力，

数字化领导力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有效应对数字化环境下的各种变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进而通过运用数字化的技术和手段来提升企业商业价值［２４］。数字化领导力所表现出的积极承担风险、敏捷

性、强大的变革和创新能力等特点能够对组织创新产生积极影响［５，２９］。

一方面，数字化领导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企业管理者以身作则，了解最新的数字技术发展，

不断提高自身的数字化管理和应用能力［１８］。而数字化管理和应用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运用数

字化战略思维方式来审视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数字管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提升组织竞争力和敏捷

性，促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变化并迅速采取竞争性行动来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促进组织创新［３０］。另

一方面，数字化领导力在构建企业数字化愿景，以及实现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数字化领

导力的企业管理者能够运用多种方式鼓励组织成员追求数字化愿景，并努力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目标［１８］。在

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基于企业管理者制定的数字化愿景，能够充分认识到自身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３１］，并主动和持续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和技能，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行为［３２］，从而能

够有效推动组织内部的变革与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１：数字化领导力正向影响组织创新。

　　（三）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

数字平台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现代企业服务、产品和运营的基

础［３３］。数字平台的基本类型主要有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交易平台使客户和组织之间的交流成为可

１３１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２０２３）

能，创新平台则提供了一种系统或技术，让企业能够依托其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３４］。然而，在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数字平台不足以让组织取得成功，此时企业数字平台能力将发挥重要作

用［１９］。数字平台能力是指企业组织基于数字技术资源与其他内部和外部资源相结合的一种能力，包含

面向消费者的数字平台能力和面向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１９］。其中，面向消费者的数字平台能力是指数

字平台能够支持消费者学习和分享信息、经验、知识等的能力，面向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是指数字平台能

够支持企业与客户开展商业活动，并支持企业接触目标客户的能力［１９］。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

设施和网络关系等均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平台能力的提升，而数字平台能力又能对组织敏捷性、组织绩效

和组织创新等产生正向作用［３５］。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数字化领导力能否通过数字平台能力对组

织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管理者在影响组织动态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１８］。这

意味着数字化领导力很可能会影响企业数字平台能力。具体而言，企业管理者所拥有的数字化能力、市场

能力、业务能力和战略能力等在企业数字平台中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流程改进、数据标准化和集

成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３６］。一方面，企业管理者所具备的数字化能力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内部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和数据的集成，同时市场能力和业务能力也能够帮助领导者更好地识别、设计、选择和整合企业的关

键信息和技术业务流程［１９］，从而有利于企业数字平台的建设和数字平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化领

导力也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通过利用自身技能为企业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并构建强大的数字平

台，吸引更多外部用户和合作伙伴参与企业数字平台建设，有效促进数字平台的自我更新和迭代，进而有利

于提升数字平台能力［３７］。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２：数字化领导力正向影响数字平台能力。

进一步地，数字平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对资源进行整合，提升组织敏捷性和响应力，进而促

进组织创新。作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拥有的重要动态能力，数字平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通过数字平台，

收集用户的体验、意见和衍生知识，以及从客户周围的机构了解相关信息，有效整合企业内外部的重要共享

知识，并通过重新配置和优化内外部资源，来更好地应对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１９］。一方面，数字平台能力可

以帮助企业通过数字平台收集内外部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如数字技术资源和数字管

理资源［３８］。企业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编排，很可能会发现资源的不同组合形式，这有助于企业更

新创新观念和认识，识别出新的商业机会，从而有效推动组织创新的进程［３９］。另一方面，数字平台能力能够

加强企业与消费者及企业客户之间的深度互动，提高知识的丰富性，有效促进企业内外部的知识共享，帮助

企业进行资源分配，优化企业内外部的社会网络，从而有助于决策效率和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４０］。因此，数

字平台能力能够使企业更好地整合关键的知识资源，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内外部资源来积极响应快速变化的

市场环境，从而有利于提升组织创新［４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３：数字平台能力正向影响组织创新。

综上，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管理者的能力和技能是影响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因素，而动态能力进一

步又会影响组织创新［１８］。数字化领导力能够反映企业管理者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掌握的一系列有利于推动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能力，如数字化思维能力和数字化组织变革能力。这些数字能力对企业整合内外部

资源及能力重构至关重要，能够对组织创新产生深远影响［１９］。如前所述，一方面，企业管理者所具备的数字

化领导能够帮助企业搭建强大的数字平台，并进一步对企业数字平台推陈出新，进而有效提升数字平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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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一方面，数字平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收集知识和信息资源，推动企业内外部的知识共享，从而

促进组织创新。因此，数字化领导力之所以会影响组织创新，很可能关键在于数字化领导力有助于提升企

业的数字平台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４：数字平台能力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四）环境竞争性的调节作用

在“唯一不变就是变”的数字经济时代，竞争性的外部环境作为企业普遍面临的一种压力源，在带来

诸多风险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机遇［２２］。环境竞争性通常是指企业所处外部市场环境竞争的激烈程度，

主要体现在价格竞争、产品或服务及竞争对手的实力等方面［４２］。研究表明，领导对企业动态能力和绩效

的作用过程往往还会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竞争性的影响［４３］，企业在高竞争性环境下更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来提升竞争优势。因此，环境竞争性很可能对数字化领导力影响数字平台能力及组织创新的过程产生重

要调节作用。

在高竞争性的环境下，市场会变得更加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数字化领导力在推动组织创

新的过程中更能够凸显其价值。一方面，在高竞争环境下，企业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会非常激烈，导致企业资

源的可获得性明显降低［４２］。此时，企业为了能够赢得市场，会致力于通过发挥数字化能力来不断地改善或

扩大现有的数字平台，通过为消费者和其他企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更多的社会网络关

系融入和参与企业数字平台建设［３７］，从而能够增强企业数字平台能力。另一方面，为了在高竞争环境中取

得竞争优势，管理者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战略思维方式来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帮助

企业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促使企业通过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及配置能力来寻求新的创新点［５］，进而推动组

织创新。因此，在高竞争环境的影响下，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和组织创新的促进效果很可能得到

增强。相反，在低竞争性的环境中，由于此时企业内部更注重对现有资源的维护而不是利用，反而会阻碍组

织资源的有效转化，从而削弱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和组织创新的促进效果。基于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Ｈ５：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力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竞争环境下，数字

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假设Ｈ６：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竞争环境下，数字化领

导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结合以上论述，进一步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即数字平台能力中介了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影

响，但该中介作用的大小还可能取决于环境竞争性的高低。具体而言，在高竞争性环境下，数字化领导力能

够有效提升企业数字平台能力，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和

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因而有利于提高组织创新。相反，在低竞争性的环境下，企业管理者的数字化能力无

法得到有效激发，导致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的增强效能也会随之减弱，进而不利于组织创新。基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７：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数字平台能力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而

言，相对于低竞争性环境，在高竞争性的环境中数字化领导力通过数字平台能力对组织创新产生的间接作

用的强度会更强；反之，这一间接作用的强度会更弱。

综上，本文构建如图１所示的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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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来自广州、深圳、苏州和杭州等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者作为调查对象，

以确保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该企业数字化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２年２月通过发送邮

件的形式进行了为期３个月的纵向调查。首先，为保质保量回收问卷，课题组通过熟人的关系网络利用电

话、微信、邮件等形式，详细告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负责人此次调研的目的及方式，联系并最终确认愿意接

受调研的企业共计３２８家。其次，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分别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２２年１月和２０２２年２月向

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发送不同阶段的调查问卷。其中，第一阶段主要调查受访企业的基本特征、数字化领导力和

环境竞争性，第二阶段对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进行调查，第三阶段调查受访企业的组织创新情况。最后，按照

问卷有效性筛选的相关原则剔除不符合条件的答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２５６份，有效回收率为７８．０５％。有效

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企业特征

企业特征变量 类别 频次 百分比／％

企业年龄 ＜３年 ９ ３．５２

３～６年 ８７ ３３．９８

７～１０年 １０８ ４２．１９

１０年以上 ５２ ２０．３１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８２ ３２．０３

民营企业 １１９ ４６．４８

中外合资企业 ２３ ８．９８

外资独资企业 １８ ７．０３

其他 １４ ５．４７

企业规模 ＜１００人 ５７ ２２．２７

１００～５００人 １３６ ５３．１３

５０１～１０００人 ３２ １２．５０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人 ２８ １０．９４

２０００人以上 ３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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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企业特征变量 类别 频次 百分比／％

行业类型 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３ ３６．３３

工业制造业 ７９ ３０．８６

建筑业 ３１ １２．１１

金融业 ２６ １０．１６

零售业 １４ ５．４７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７ ２．７３

其他 ６ ２．３４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采取已有并经过实证检验的成熟量表来进行问卷设计。首先，本文遵循

翻译 －回译程序，在１名英语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完成问卷翻译和回译工作，再请本领域的资深教授对问

卷整体质量进行审定，确保问卷的准确性。其次，向国内某两所高校的 ＭＢＡ和 ＥＭＢＡ学员发放问卷进行

预调研，共发放问卷１００份，有效回收７６份。对预调研有效问卷的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的信效度

良好。最后，课题组确定最终调查问卷并进行大规模调研。特别地，由于受访群体是中高层企业管理者，

因此在考察数字化领导力时，采取了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设计问卷调查的具体题项。除企业背景资料外，

问卷均采用李克特（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法进行打分，其中１为“非常不同意”，５为“非常同意”。各变量测量

的具体内容如下：

（１）数字化领导力（ＤＬ）：采用泽克等（Ｚｅ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１０］编制的６题项量表，举例题项如“我正在积极

推动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该量表在本文中的克朗巴哈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１１。

（２）数字平台能力（ＤＰＣ）：采用卡里米和沃尔特（Ｋａｒｉｍｉ＆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１５）［１１］编制的６题项量表，举例题

项如“我们为消费者开发了能够分享经验、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数字平台”。该量表在本文中的克朗巴哈系数

为０．７９７。

（３）组织创新（ＯＩ）：采用陈和黄（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９）［４４］编制的７题项量表，举例题项如“公司能够积

极开发新技术”。该量表在本文中的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８４１。

（４）环境竞争性（ＥＣ）：采用詹森等（Ｊａ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４２］编制的４题项量表，举例题项如“公司所在的

市场外部环境竞争非常激烈”。该量表在本文中的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８４５。

此外，借鉴以往相关研究［３８，４１］，选取企业年龄、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属行业类型作为影响组织

创新的变量来加以控制。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一）信效度分析

首先，对量表信度和收敛效度进行检验。由表２结果可知，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

０．６００，并且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ＣＲ）均大于０．７００，以及平均方差提取量（ＡＶＥ）均大于０．３６０。这些结果

表明，本文所使用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收敛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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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信度与收敛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具体测量题项
标准化

系数

题目

信度
ＣＲ ＡＶＥ

数字化领导力（ＤＬ） 我对使用数字技术与工具非常感兴趣 ０．６２０ ０．３８４ ０．８１３ ０．４２０

我在数字化方面达到专家水平 ０．６４０ ０．４１０

我在数字化知识方面能够与时俱进 ０．６６６ ０．４４４

我正在积极推动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０．６５６ ０．４３０

我可以充分调动公司成员对数字化转型的热情 ０．６４９ ０．４２１

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结构和流程有着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０．６５７ ０．４３２

数字平台能力（ＤＰＣ） 我们为消费者开发了能够分享新闻和信息，以及参与社区对话的数字平台 ０．６３２ ０．３９９ ０．８００ ０．４００

我们为消费者开发了能够分享经验、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数字平台 ０．６２７ ０．３９３

我们建立起包含消费者日常生活决策所需的大量本地信息的数据库 ０．６５２ ０．４２５

我们开发了能够为企业推出直接的数字营销方案的数字平台 ０．６６５ ０．４４２

我们开发了能够使企业更容易实现其发展前景的数字平台 ０．６１６ ０．３７９

我们建立起包含消费者及其行为信息的数据库来帮助企业接触目标群体 ０．６０２ ０．３６２

组织创新（ＯＩ） 我们企业能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０．６１４ ０．３７７ ０．８４４ ０．４３７

我们企业能对企业的规划程序（如工作手册）进行管理创新 ０．６８２ ０．４６５

我们企业能对企业的过程控制（如激励）进行管理创新 ０．７２５ ０．５２６

我们企业能对企业的整合机制（如资源整合）进行管理创新 ０．６５４ ０．４２８

我们企业能够积极开发新技术 ０．６２８ ０．３９４

我们企业能够积极将技术融入新产品（服务） ０．６９８ ０．４８７

我们企业能够积极推动新工艺来提高质量和改善成本 ０．６１９ ０．３８３

环境竞争性（ＥＣ） 我们企业所在的市场外部环境竞争非常激烈 ０．７７４ ０．５９９ ０．８４５ ０．５７８

我们企业所在市场竞争对手实力较强 ０．７０８ ０．５０１

我们企业所在市场竞争强度很高 ０．７９４ ０．６３０

我们企业所在的市场价格竞争非常突出 ０．７６２ ０．５８１

其次，对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差，四因子模型的

拟合效果最佳，并且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优于其他嵌套模型，例如四因子模型与单

因子模型在 统计量上的差异性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十分显著的（Δ ＝８１６．９４２，Δｄｆ＝６，Ｐ＜０．００１）。这些

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３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 ｄｆ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Δ （Δｄｆ）

四因子模型（基准模型） ３１８．６５５ ２２４ １．４２３ ０．９５１ ０．９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０ —

三因子模型 ４９４．１８６ ２２７ ２．１７７ ０．８６２ ０．８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６ １７５．５３１（３）

二因子模型 ７４５．６８０ ２２９ ３．２５６ ０．７３３ ０．７０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８ ４２７．０２５（５）

单因子模型 １１３５．５９７ ２３０ ４．９３７ ０．５３３ ０．４８６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６ ８１６．９４２（６）

　　注：单因子模型为四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二因子模型为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将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平台能力、组织创新合并为一个因
子；三因子模型为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将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平台能力合并为一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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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检验

本文通过事前程序控制来预防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以及事后通过统计性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在程序控制上，通过匿名填答、多时点回收数据、减少对测量条目的猜度性等方式来减少社会赞许性等共同

方法变异因素。在统计学方法上，首先利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５．０进行哈曼（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析出

第一个因子占所有解释变量的比例为２６．３６％，低于４０％的经验值，因而可以初步判断本文研究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其次，利用软件 Ｍｐｌｕｓ８．３构建一个包含共同方法因子的五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结果显示，共同方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 ／ｄｆ＝１．４２４，ＣＦＩ＝０．９５１，ＴＬＩ＝０．９４５，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１，

ＳＲＭＲ＝０．０６３）相较于四因子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力（ｒ＝０．４３０，Ｐ＜

０．０１）、组织创新（ｒ＝０．３９５，Ｐ＜０．０１）显著正相关；数字平台能力与组织创新（ｒ＝０．４０４，Ｐ＜０．０１）显著正相

关；环境竞争性与数字平台能力（ｒ＝０．１６４，Ｐ＜０．０１）显著正相关。

表４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企业年龄 ２．８００ ０．８００

２．企业规模 ２．１６０ ０．９３０ ０．０５４

３．行业类型 ２．３９０ １．５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２

４．企业性质 ２．０９０ １．０８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５．数字化领导力 ３．４５０ ０．７１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６ （０．６４８）

６．数字平台能力 ３．５６０ ０．６１０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４ ０．４３０ （０．６３２）

７．组织创新 ３．５６０ ０．７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７ ０．３９５ ０．４０４ （０．６６１）

８．环境竞争性 ３．１００ ０．８５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４ ０．０６７ （０．７６０）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双侧），后表同。对角线括号内数值为该变量 ＡＶＥ值的平方根。

　　（四）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从主效应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来看： ／

ｄｆ＝１．３９２，ＣＦＩ＝０．９５８，ＴＬＩ＝０．９５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９，ＳＲＭＲ＝０．０４８，表明该模型的适配度较好。在控制了

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行业类型及企业性质后，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４９０

（Ｐ＜０．００１），假设Ｈ１得到验证。

为分析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本文通过建立完全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 ／ｄｆ＝１．４１７，ＣＦＩ＝０．９４０，ＴＬＩ＝０．９３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０，ＳＲＭＲ＝０．０５５）与完全

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 ／ｄｆ＝１．４７２，ＣＦＩ＝０．９３１，ＴＬＩ＝０．９２４，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３，ＳＲＭＲ＝０．０６３）相比更好，并

且两个模型之间显著不同（Δ ＝１３．５９１，Δｄｆ＝１，Ｐ＜０．００１）。因此，本文选择部分中介模型对数字平台能

力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０．５３０（Ｐ＜０．００１），数字平台能力对组织创新

的影响系数为０．３３８（Ｐ＜０．００１），即假设Ｈ２、假设Ｈ３得到验证。此外，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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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系数由０．４９０（Ｐ＜０．００１）下降为０．３１５（Ｐ＜０．００１），因而可以判断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存在。本文

进一步通过拔靴（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抽样５０００次来检验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数字平台能力

的间接效应为０．１７９（Ｐ＜０．００１），并且在９５％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 ［０．０８８，０．２８０］，不包含０，这说明数字平

台能力的间接效应显著。因此，数字平台能力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Ｈ４得

到验证。

表５　数字平台能力间接效应的分析结果

效应关系 作用路径 路径系数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数字化领导力→组织创新 ０．３１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８，０．４８１］

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平台能力 ０．５３０ ０．０６５ ［０．３８９，０．６４６］

数字平台能力→组织创新 ０．３３８ ０．０８４ ［０．１７６，０．５０１］

间接效应 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平台能力→组织创新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８，０．２８０］

总效应 ０．４９４ ０．０６３ ［０．３６２，０．６１０］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拔靴抽样５０００次，路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本文利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５．０进行层次回归来检验环境竞争性的调节作用。在正式开始分析前，本文对数

字化领导力和环境竞争性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得到交互项，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环境竞争性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平台能力 组织创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常数项 ３．４３４ ３．３５６ ３．４９５ ３．４２０

企业年龄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４　　　

企业规模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行业类型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４

企业性质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４ ０．１８１ ０．２１３

数字化领导力 ０．３４２ ０．３６０ ０．４０７ ０．４１４

环境竞争性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数字化领导力×环境竞争性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８

Ｒ２ ０．２２４　　 ０．２６３　　 ０．１５１　　 ０．１７６　　

ΔＲ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５

Ｆ １１．９４５ １２．６８８ ８．５８１ ８．７９２

根据表６中的模型２可知，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数字化领导力和环境竞争性的交互项之后，Ｆ值达到显

著性水平，并且解释效果显著地增加了３．９％，说明引入数字化领导力和环境竞争性的交互项后有较好的解释

效果，并且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０．２０５（Ｐ＜０．００１），表明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平台能力的

关系，即假设Ｈ５得到验证。此外，简单斜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当环境竞争性处于较高水平时（＋１ＳＤ），简单

斜率值为０．５３３（Ｐ＜０．００１）；当环境竞争性处于较低水平时（－１ＳＤ），简单斜率值为０．１８７（Ｐ＜０．０１）。图２

为环境竞争性调节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平台能力之间关系的作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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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化领导力和数字平台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

同理，根据表６中的模型４可知，数字化领

导力和环境竞争性的交互项对组织创新的回归

系数为０．１９８（Ｐ＜０．０１），表明环境竞争性正向

调节数字化领导力和组织创新的关系，即假设

Ｈ６得到验证。此外，简单斜率的分析结果表明，

当环境竞争性处于较高水平时（＋１ＳＤ），简单斜

率值为０．５８１（Ｐ＜０．００１）；当环境竞争性处于较

低水平时（－１ＳＤ），简单斜率值为 ０．２４６（Ｐ＜

０．０１）。图３为环境竞争性调节数字化领导力

和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作用效果图。

为检验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平台能力中介效

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利用软件 Ｍｐｌｕｓ８．３进行拔

靴检验（重复抽样１００００次）。结果显示，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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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化领导力和组织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境竞争性处于较高水平（＋１ＳＤ）时，数字化领导

力通过数字平台能力影响组织创新的间接效应

为０．１６３，置信区间为 ［０．０９２，０．２５６］；当环境竞

争性处于较低水平（－１ＳＤ）时，数字化领导力通

过数字平台能力影响组织创新的间接效应为

０．０６４，置信区间为［０．０２３，０．１３０］。在高低环境

竞争性水平下，数字平台能力在数字化领导力与

组织创新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差异值为０．０９９，

置信区间为 ［０．０４１，０．１９２］，不包含０。这表明

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效应具有显

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而假设Ｈ７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涉及的样本包含了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考虑到数字化战略其实是一把手工程，为进一步验证研

究结论的稳健性，将仅包含高层管理人员的１９７份子样本进行路径分析。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路径分析结

果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即数字化领导力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平台能力，数字平台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创

新，环境竞争性不仅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

力的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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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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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基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本文以２５６位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中的中高层企业管理者为调研对象，探讨了数

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和环境竞争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

明，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和组织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平台能力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

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竞争性不仅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力，以及数字化领导力与

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对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产生促进效应，即企业外部环境竞争性越强，数

字化领导力通过数字平台能力对组织创新产生的正向作用也越强。

　　（一）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丰富了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以往研究广泛探讨了领导力对组织创

新的影响［１３－１５］，但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企业参与复杂的市场

竞争，企业亟需一种能够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支持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领导

力［２９］。为此，本文聚焦于数字化领导力这一符合时代趋势的新型领导力，探讨了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

新的影响，不仅响应了当前对数字化领导力研究的前沿号召，还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数字化领导力的研

究［１０］，拓展了对数字化领导力影响的认识，有力地增进了对数字化领导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

作用的理解。

其次，探究了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传导路径，揭示了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之间关

系的“黑箱”，为深入分析数字化领导力影响组织创新的内在过程提供了实证依据。现有研究虽然对

中国情境下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５］，但关于数字化领导力会通过何

种传递机制对组织创新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却极为匮乏［１７］。基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本文将数字平

台能力作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所拥有的一种动态能力纳入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过程中，

不仅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平台能力现有的研究成果，还为数字化领导力影响组织产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

一个全新视角。

最后，从环境竞争性视角探讨了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影响过程中的边界条件，回答了“什么样的情

境更容易激发数字化领导力的引领作用”这一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在高竞争性的环境中更

容易提高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进而促进组织创新。这一结论不仅揭示了数字化领导力的影响效应与企业

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拓展了数字化领导力影响组织创新的边界条件，而且证明了领导力的有效发挥极大地

依赖于企业外部环境［２２］，进一步丰富了环境竞争性的研究［４２］。

　　（二）实践意义

在当前万物互联、万物数字化的时代，管理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数字化领导力作为数字经

济时代对传统管理者提出的新要求，以及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新型领导力，其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的相关结论在指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实践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０４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２０２３）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核心资产，而数字化带来的深刻变革导致管理

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数字化领导力在数字经济时代已变得不可或缺。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企业管理者一方面应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以身作则，塑造自身的数字化领导力；另一方面要针对

不同层级的组织成员，制定不同的数字化领导力塑造培训方案，帮助组织成员积极转变思维方式、认知能力

和领导模式，成功实现数字型人才的转型，从而有效促进组织创新和变革，为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指明

方向。

其次，企业不仅要构建数字平台，还要重视数字平台能力的提升，通过有效措施来不断培育、发展和提

升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数字平台能力不只是企业获取和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更是一种动态获取资源和

实时整合资源的一种动态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实时掌握内外部动态发展信息。因此，企业应当发挥数字化

平台的独特优势，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培育和构建数字平台能力，吸引更多主体参与企业数字平台的建

设，创造出更高的数字价值，进而提升企业的数字竞争优势，帮助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

最后，数字化领导力在提升企业数字平台能力和促进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还要高度重视外部环境因素

可能带来的影响。高度竞争的环境虽然可能对企业资源的获取产生不利影响，但在高竞争性的环境下，数

字化领导力更能够帮助企业构建和提升数字平台能力，从而促进组织创新。因此，当企业外部环境处于高

度竞争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更应该审时度势，顺应环境变化，准确把握发展方向，从而在这种竞争压力下

有效提升企业的数字平台能力并维持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文研究在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机制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数字化领导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沿概念，不同学者对其的内涵和特点持有不

同看法。基于研究问题和目的，本文将数字化领导力视为一种能力，并采用了泽克等（２０１９）［１０］编制的测量

工具来具体衡量数字化领导力。然而，数字化领导力是否还存在其他表征，未来需要进行更加科学严谨的

研究来对数字化领导力进行评估和衡量。

其次，本文仅将常见的企业特征纳入控制变量，对于影响数字平台能力和组织创新的其他关键性变量

未进行考虑。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在设计时应加入其他可能影响结论的重要控制变量（如领导者个体特

征因素），从而更好地解释本文研究所揭示的作用效应。

再次，本文研究虽然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索了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

制，但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可能存在一些其他重要的中介因素，如组织敏捷性很可

能是将数字化领导力转化为组织创新绩效的重要纽带，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其他理论视角切入来进一步探

讨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作用机制。

最后，基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本文只着重分析了环境竞争性在数字化领导力影响过程中的权变作用，

对于其他一些重要的内外部因素会产生何种影响未进行讨论。根据领导权变理论，领导效能不仅取决于领

导的品质和行为，还取决于领导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结合领导者的个人特征及其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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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更加全面地揭示数字化领导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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