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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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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多侧重于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等具体层面，缺少系统的研究

和回顾，理论框架尚不够完善。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进展进行

了梳理，明确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和特征、动因等基本因素，并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相结合，总结

出了企业实现数字化的途径，并对未来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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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工业时代转向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产品对社会特别是企业组

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到 2023年，数字经济产值将达到

世界 GDP的 62%，世界将步入数字经济时代[2]。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出现——以使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为特征的时代[3]以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数字技术[4]的采用和使用呈现出一种新的

转型形式：数字化转型[5]。在商业组织中，这种形式的组织转型是由技术促成的，包含使用

信息和数字技术来影响组织的不同方面。例如，组织采用社交媒体、移动技术、物联网、云

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4,6]来提高企业日常运营的效率[5,7,8]。因此，这些技术改变了商

业实体的运作方式，创造了价值，并为各种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体验。

已有学者对组织和各行业如何采用数字技术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并证实了数字化

转型对组织和行业的影响。研究显示[9]，78%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他们

的组织至关重要。Berman（2012）认为，关键的转型机会在于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改善运

营流程和增强客户体验三个方面[10]。Bharadwaj等人（2013）认为在数字化转型时代，组织

应当重新思考 IT战略的作用，将其从职能层面的战略转变为整合 IT战略与业务战略的战略

[11]。实际上，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转型现象引起了不同学科的新的研究兴趣[11–13]，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全球不同行业的战略和运营带来了深刻的转变，数字化转型被描述为

在数字化破坏的威胁下生存的现代斗争[14]。

尽管已有学者对数字化转型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总体来说，研究仍处于一

个初级阶段[3]，对于数字化转型这一现象理解有限，并不成熟。根据此前的文献综述[2,3,15,16]，

数字化转型战略在定义及其内涵、特征、动因等方面存在相互冲突和模糊不清的观点。基于

此，本文将系统阐述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内涵、特征和动因，并总结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

施路径。

二、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

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着企业的内部运作与外部环境，而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制定与执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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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传统企业最有效的应对策略[17]。从本质上来说，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

是一个战略问题[18]，因此，企业必须在战略管理的高度，对数字化转型前的准备、转型过程

和转型后的发展进行规划、协调和推进[9]。制定并执行一套明确、科学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是实现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现有的数字转型策略研究，多从内涵与维度、动态

特征与效果等方面进行探讨。表 1对现有数字化转型的定义进行了归纳。

表 1 数字化转型定义

作者 定义

Chanias 等[17] 对于数字化前的组织来说，数字化转型是一种由信息系统推动的业务

转型，涉及结构和组织转型、信息技术使用、产品和服务价值创造，

从而引发调整或全新的商业模式

Furr & Shipilov[19] 数字化转型既要应用数字工具转换核心，又要发现和抓住数字化带来

的新机遇

Matt et al.[9] 数字转型战略是一个能够支持公司主导转型，使得在转型后整合数字

技术及其运用的蓝图

Gurbaxani &

Dunkle[20]
数字化转型需要重塑公司愿景、战略、组织结构、流程、能力和文化，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业务环境，不仅改变公司，而且重新定义市场

和行业

Vial[21] 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组合，触发实体属

性的重大变化，从而改进实体的过程

Warner &

Wager[18]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战略更新过程，它利用数字技术进步更新或

取代组织商业模式、协作方法和文化

Hinings 等[22] 数字化转型涉及几种数字创新的综合效应，这些创新带来新参与者及

群体、结构、实践、价值观和信念，它们改变、威胁、取代或补充组

织领域内现有游戏规则

Li 等[14] 数字化转型是由信息技术促成的转型，包括业务流程、操作流程和组

织能力的根本性变化，以及进入新市场或退出现有市场

Singh & Hess[23] 转型表示当组织面临这些新技术时需要采取全面行动，数字化转型通

常涉及全公司的数字转型战略，它超越职能思维层面，全面解决来自

数字技术的机遇和风险

Hess 等[24] 数字化转型涉及数字技术在企业商业模式中所能带来的变化，这些变

化会引致产品或组织结构改变或过程自动化

Fitzgerald 等[6] 数字化转型即使用新数字技术（如社交媒体、移动、分析或嵌入式设

备）实现重大业务改进，如增强客户体验、简化运营或创建新商业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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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定义，会发现这些定义基本有三个共性特点：第一，企业数

字化转型大多与组织相关联，这种转型的实践活动在企业间存在差异；第二，不同企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企业技术与转型方式上的差异；第三，虽然数字化转型在不同

的企业间可能有所差异，但都有着使用“数字技术”等名词进行定义的共性特征。

三、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数字化转型是许多公司将长期研究的主题之一[25]。它是一个永恒的趋势，不断被新一代

的数字技术所更新，有三个特点可以描述数字化转型。

首先，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逆的[26]。与现有技术或其部署概念相比，新的数字技术或新的

技术部署概念在市场推出的早期效果可能较小。然而，随着转型进入成熟期，在原先技术基

础上建立的解决方案在市场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27]。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放弃使用新的

技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数字创新的使用者不会想要放弃使用新技术所带来的舒适感。

其次，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避免的[28]。当前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迫使人们创新地使用数字技

术以应对城市化和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挑战。如今，许多公司都被要求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更好

地整合新的数字生态系统[29]，帮助企业实现向现代化的跳跃。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公司能够为

各种复杂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可以解决许多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问题。

最后，数字化转型过程是不确定的，但是不可避免，而且发展速度极快[30]。数字技术的

快速发展及其对许多行业的影响使得我们很难预测哪些公司的转型会取得成功。此外，创新

和变革的加速导致不断地自我革新已经成为许多公司的经营理念之一。企业的竞争力早已不

再仅仅依靠实体产品，而是依靠其与智能服务生态系统的整合[31]。

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也是必然的。这三个特点说明，经济和社会的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无法停止的过程，而且正在全面扩张。伴随着各行各业快速的变化，新的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正在推动着企业不断评估其现有商业模式的发展潜力。

四、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是指影响和促成数字化转型过程发生的因素。现有的文献将数字能力

和成熟度、数字技术、战略、商业模式等属性作为推动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Ezeokoli

等人（2016）发现，一些研究已经将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归纳为：盈利能力和新的收入增

长、客户满意度、提高运营效率、便利性和高质量技术标准、提高业务敏捷性、提高员工生

产率和竞争优势[32]。在一些情况下，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之间存在重

叠，需要将两者区分开，因为驱动因素是促成数字化转型的属性，而影响则是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新实现的利益。虽然对于哪个属性的驱动力更强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数

字技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技术所拥有的力量，加上文化、战

略和精通数字信息的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是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关键。Kane等人（2015）

认为，仅仅使用数字技术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使用数字能力、战略、

文化和人才发展等要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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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wright（2003）在对 20家大型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至

少来自 10个方面[34]，如表 2所示。

表 2 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

驱动力类型 驱动力

产品或服务的内在特征要求

可电子化传递 Electronic deliverability

可利用信息强度 Information intensity

客户定制化 Customizability

实现整合效应 Aggregation effects

公司与客户交互关系的需要

降低搜寻成本 Search costs

实现实时交互 Real-time interface

降低合同风险 Contracting risk

公司与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交付的需要

实现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s

利用标准化益处 Standardization benefits

弥补缺失能力 Missing competencies

我国学者姚小涛（2022）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外因的共

同推动使企业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2]。从外部因素方面来看，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驱动下，数据和算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赋能经济增长的新资源。这类

新型资源因为其丰富性、价值性、先进性等重要特点，将为企业的业务增长提供新的发展利

器，从而可以使企业的经营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引领着企业未来竞争的新方向。所以，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时代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6]。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在整体上出现了下

滑，在国际经济减速或下行的新常态下，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以给

GDP增长带来新的动力。从内部因素方面来看，随着企业数字管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处

在行业前沿的企业已经开始了数字化转型的道路，而且通过数字化转型，确立了行业未来发

展的新方向，所以，从企业本身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向高层次发展的必然选择。与

此同时，在过去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企业在关键流程与产品的突破式创新发展缓慢，绝大

部分的创新都是基于对已有技术的改进。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等方法，找到创新的关键节点，利用数字化学习找到突破当前技术瓶颈的新路径，

为企业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注入新的学习模式，进而让企业的创新达到新高度[11]。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数字化转型将为企业、产业、国民经

济和社会进步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五、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路径

数字化转型对于传统企业的存续与发展至关重要[35]。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首先需

要明确转型战略，并需要仔细思考采用怎样的路径来实行该战略[17]。如何强化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的融合，是亟需解决的难题。那么企业应当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呢？Marian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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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认为企业转型主要存在两种整体方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而对于数字化转型而

言，这是一个企业全面变革的过程，具有投资成本高、涉及面广的特点，虽然企业会倾向于

率先进行单点试验或局部尝试，但仍需要高层的领导和全面的规划作为保障，因此数字化转

型应当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转型过程[36]。戚聿东等（2021）也强调了设定数字化战略转型目标

的重要性，认为应当全盘规划、系统设计转型线路[37]。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实践，一些学者也开始结合实践案例来研究相

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Chanias（2019）通过对案例企业 AssetCo 公司跟踪调查发

现，企业在数字化战略制定时应首先确定企业是以开发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为导向，还是以

对原有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数字化改造为导向[17]。这项战略制定不仅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相应

的资源和能力，比如信息技术转变能力、大数据收集能力等，还取决于目标客户的需求。在

技术应用层面，Lee（2015）探讨了如何在企业的某些业务环节中应用数字技术从而实现业

务的转型升级[38]。Klippert（2020）侧重于关注数字技术在产品创新与研发方面的应用[39]。

Yoo et al.（2012）强调了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模式的适配度问题，指出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

关键点在组织变革能否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相适应，否则可能会难以创造价值，甚至形成拖累，

因此应当伴随数字化转型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40]。Margiono（2020）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实践发现，企业数字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主动数字化或被动数字化，主动数字化的企业采

取的转型遵循进攻性路径，被动进行数字化的企业采取的转型遵循防御性路径[15]。两种路径

的价值创造路径、组织设计及组织障碍如表 3所示。

表 3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路径（主动或被动视角）

转型路径 价值创造路径 组织设计 组织障碍

进攻性路径

向（新）市场提供新价值：

（1）为向新市场提供新的数

字化产品、投资或收购新创企

业

（2）通过从新创企业转移资

源，实现对已有业务的数字化

使用投资组合和收购

兼并策略，获取不同

于公司已有业务的全

新的或扩展已有数字

资源，发展 PMI战略

来传递资源

伴随着缓慢的文

化与价值整合，

通过拉开探索和

挖 掘 过 程 的 差

距，达到避免阻

力的效果

防御性路径

缓慢地步入价值创造过程：

（1）在老市场或新市场上聚

焦于现有产品的数字化

（2）在现有市场上开发新的

数字产品

（3）在新市场上用新产品扩

大业务

通过对现有主要业务

进行内在数字化运作

的灵活结构，为新市

场提供全新价值

通过组织来开发

数字化组织文化

和数字技能

2018年以来，我国的数字化研究也开始关注不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我国学者曹



http://www.sinoss.net

- 6 -

正勇从产业层面指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应在核心技术的突破、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

加强关注[41]。吕铁面对我国传统产业转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指出，我国应在推动企业的智能

制造、平台赋能等路径上积极推动企业转型的进程[42]。孙新波等学者指出可以在供应链层面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客户需求获取、业务流程改造和合作伙伴共享共赢，最终提升企业供应

链敏捷性，提高运营效率[43]。

在组织变革层面，一些学者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技术采纳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限于

某个部分或者某个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而是涉及企业整体多维度的调整，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44]，需要从业务活动的单点突破到多业务整合打通再到生态互联，实现业务流程重塑、管

理架构重组和生态环境重构，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重新设计[45]。谷方杰和张文锋从价值链视

角出发，研究了餐饮企业转型的具体案例，提出实现数字化转型应当结合市场基础与企业状

况在业务、人力、组织活动和商业模式等各方面进行重塑[46]。肖静华进一步提出了跨体系转

型的观点，认为企业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利用数字技术突破原有的市场基础、组织结

构、市场结构和价值实现方式，构建适应性组织学习的新路径，跨越体系从工业化迈向数字

化[47]。而池仁勇等则从“技术-市场”耦合的视角出发探究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48]，将

路径分解为通过制造过程数字化提质提效、通过商业模式数字化创造价值两个维度，研究还

发现具有较强技术适应性的企业可采用制造工艺数字化先导路径，而组织变革灵活性高的企

业更适合商业模式数字化先导路径。

也有学者从时间推进和事件发展的角度出发具体地规划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王树

柏和张勇以海康威视为例对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进行了设计，包括产品制造智能化阶

段、品牌推广网络化阶段以及资源整合生态化阶段[49]。

六、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对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概念内涵、特征及动因、数字化转型

的路径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综述，回答了关于“数字化转型战略是什么”，“为什么要进

行数字化转型”，“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等问题。由于先进的数字技术支持与客户的良好

互动或使企业从高效的业务流程中受益的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48]，数字转型已经获得了

企业管理层人员以及学者的极大关注[16,50]。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兴起，所有行业都在主动采

取行动，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流程和组织结构的再造等，利用和发现更多的“技术效

益”[51]。结合已有研究，仍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有：

首先，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用户的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关注[52]。在数字化的过程中，

必然会涉及到消费者的信息，企业可以利用获得并分析消费者的信息，利用产品定制和精准

营销等方式来提升消费者的效用[53]。然而，这也存在着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并造成消费

者的隐私泄露的风险。所以，对于用户信息的利用，学术界非常关注。但已有文献通常假定

企业可以获得消费者信息，或完全不能获得消费者信息，并没有对消费者信息的获取程度进

行细分。所以，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消费者信息的获取和使用程度是研究中的一个重



http://www.sinoss.net

- 7 -

要拓展方向。

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由浅到深的动态过程[1]。但已有研究没有关注企业实施数

字化的动态过程，仅探讨了其实施后对创新、绩效、生产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对企业实施

数字化转型的流程和方法进行详细的探讨，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三，文献较少涉及数字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影响。在企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深化之

后，企业将拥有更强大的对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从而帮助企业做出更灵活、准确的决策[54]。

与此同时，数字化还会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帮助减少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方便企业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55]。因此，数字化势必会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债务股权比例）、

债务期限结构（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比例）、资产类型等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后续研究的

重要议题。

最后，需要通过在本地和国际上进行大规模的定量研究，确定、衡量、验证和比较数字

化转型的关键因素、过程、机制和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研究可以为新理论的发展提供

可靠的支持，并用于指导实践和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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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

Lv Ziwei
(Business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6)

Abstract：Existing literature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inly focuses on specific aspects such
as influencing factors,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lacks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review,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e sort 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lucidate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other
basic elements, summarize the paths of enterprises to achieve digitiz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previous
scholars' research,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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