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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即将迈向就业的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定义我国

大学生的数字胜任力，以及如何构建当代大学生的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本研究立

足数字化时代背景，紧跟时代的发展与行业发展的需求，在文献归纳基础上明确我国大学生数字胜任力

的定义与特征，初步构建我国大学生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最终确立5个
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形成一份较完善的大学生数字胜任力“五力”模型。预期将对提高我国管理

类专业人才培养层次、推进我国教育数字化提供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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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ra, new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learners, especially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about to enter employment. How to define the dig-
it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how to build the digital competence index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an urgent research topic.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ra,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ra and the need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competenc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induction, and initially constructs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digital competenc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Delphi method and the analytic hie-
rarchy process, five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20 second-level indicators will be finally established 
to form a relatively complete “five forces”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digital competence. It is ex-
pecte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level of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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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广泛关注公民的数字素养教育，于 2018 年发布了《全球数字

素养框架》报告，并提出配套的评估建议[1]。2022 年 11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

写进党代会报告，强调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可见“数字能力”研究受到国

内外的持续、高度重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即将迈向就业的大学生的数字能力提出

新的要求。如何定义我国大学生的数字化胜任力，构建其关键指标体系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胜任力”相关研究热情日益高涨，大多聚焦医护人员、

教师、会计专业等领域展开研究。关于管理类大学生数字胜任力的研究总体较少，系统化、专业化、精

细化的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亟待构建。面临亟待解决的现实需求与研究现状的落差，笔者以管理类专业

为例，初拟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后，邀请众多管理领域的专家展开咨询，根据专家意见分析各级指标权

重，提炼关键指标并细化含义，最终构建一份完善的大学生数字胜任力体系的“五力”模型，以期为管

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2. 文献综述 

在研究数字胜任力的定义与特征时，许多国外学者都借鉴了欧盟委员会的数字素养框架(Digital 
Competence，以下简称 Dig Comp) [3]，该框架于 2022 年更新为 Dig Comp2.2 [4]，进一步细化了各个指

标的评估标准。在提高学生数字能力方面，许多学者都强调教师对数字技术的整体使用和长期使用[5]；
同时，学生应当将个人兴趣和支持性同伴关系与学业的整合，注重探究自我评估的数字能力的发展[6]；
注重“终身学习”的发展理念，将数字能力实践于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在线参与中[7]。国外学者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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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胜任力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视角较丰富，但其研究对象大多聚焦于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
的青年学生，对发展中国家大学生数字胜任力的研究较少，且尚未聚焦至某一专业的大学生群体。如何

结合我国国情，更具针对性地研究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的数字胜任力，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教育现状，根据国家教学层面的要求，主要对大学生数字素养的概念和内涵展开

研究。已有学者从通识素养、创新素养和使用素养三方面出发，探究培育财会专业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具

体路径[8]。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拓展出生活、工作、学习、创新等四大数字场景[9]，主要提升大学生正

确认知和获取数据信息的能力，通过数据进行交流、沟通、分析、评价的能力，以及保护数字安全、解

决数字问题的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等[10]。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应包括数字交流能

力、数字创新能力和数字批判能力三个维度[11]。关于数字胜任力模型的构建，蒋敏娟和翟云(2022)提出

数字素养的感知力、融通力、吸纳力、实践力和发展力“五力”模型，重点强调数字素养认知对公民数

字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12]。针对数字胜任力相关研究，国内主要以工科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管理

类大学生研究较少，且侧重于概念和培养目标的探讨，研究理论大多借鉴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数字素养框

架(Dig Comp)，但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较为零散，评价方法尚未成熟。因此本研究基于欧盟委员会的数字

素养框架和公民数字素养“五力”框架，重新定义我国大学生的数字胜任力，通过德尔菲法和 AHP 层次

分析法，进一步细化各级指标的含义与权重，构建适合我国大学生的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 

3. 理论基础与指标选择 

2006 年，欧盟面向全体成员国提出发展公民数字胜任力，将其定义为 21 世纪公民“在工作、就

业、学习、休闲及社会参与中自信、批判和创新性地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3]。笔者该定义和相关文

献基础上，结合我国大学生实际，建立“大学生数字胜任力”的定义，即我国大学生在面向就业和工

作时，具有一定数字意识并能够运用所学的数字知识，规范、发展和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处理问题

的能力。 
笔者以最新的欧盟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2.2) [4]为基础，结合我国学者蒋敏娟、翟云的公民数字素

养“五力模型”[12] (如图 1 所示)，确定了 5 个一级指标。同时，通过分析我国众多学者研究成果，提炼

出 25 个二级指标，指标来源如表 1 所示。并对二级指标进行了含义说明，如表 2 所示。 
 

 
Figure 1. “Five forces” model of citizen digital literacy 
图 1. 公民数字素养“五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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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urce of preliminary indicators 
表 1. 初拟指标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文献来源 

1 数字感知力 

1.1 数字敏感性 蒋敏娟，翟云[12]，石木荣[13]，雷昊霖[14]，陈莹[15] 

1.2 数字态度意识 蒋敏娟，翟云[12]，石木荣[13] 

1.3 数字理性意识 石木荣[13] 

1.4 数字价值意识 蒋敏娟，翟云[12]，华蕊[16] 

2 数字融通力 

2.1 数字交互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石木荣[13] 

2.2 数字共享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雷昊霖[14] 

2.3 数字服务能力 石木荣[13] 

2.4 数字协作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 

2.5 网络礼仪意识 Dig Comp2.2 [4]，石木荣[13]，雷昊霖[14]，陈莹[15] 

2.6 数字身份管理能力 Dig Comp2.2 [4] 

2.7 设备操作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雷昊霖[14] 

3 数字吸纳力 

3.1 信息知识 石木荣[13]，雷昊霖[14]，华蕊[16] 

3.2 信息获取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石木荣[13]，雷昊霖[14]，
陈莹[15] 

3.3 信息筛选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石木荣[13]，雷昊霖[14]，
陈莹[15]，华蕊[16] 

3.4 信息分析能力 
Dig Comp2.2 [4]，石木荣[13]，雷昊霖[14]，陈莹[15]，华蕊
[16] 

3.5 信息管理能力 蒋敏娟，翟云[12]，雷昊霖[14] 

4 数字创新力 

4.1 数字开发能力 雷昊霖[14]，华蕊[16] 

4.2 数字优化能力 蒋敏娟，翟云[12]，雷昊霖[14]，华蕊[16] 

4.3 数字响应能力 Dig Comp2.2 [4]，华蕊[16] 

4.4 数字创作能力 蒋敏娟，翟云[12]，雷昊霖[14]，陈莹[15] 

4.5 数字反思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 

5 数字发展力 

5.1 数字安全意识 蒋敏娟，翟云[12]，石木荣[13]，雷昊霖[14]，华蕊[16] 

5.2 数字法律意识 蒋敏娟，翟云[12]，石木荣[13]，雷昊霖[14]，华蕊[16] 

5.3 数字发展能力 Dig Comp2.2 [4]，蒋敏娟，翟云[12] 

5.4 数字思维 蒋敏娟，翟云[12]，雷昊霖[14] 

 
Table 2. Preliminary draft of digital competency index system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表 2. 我国大学生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初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说明 

1 数字感知力 

1.1 数字敏感性 对数字信息有一定的敏感度，并能及时认识到数字信息存在的重要意义，

时刻感受自己对数字信息的需求。 

1.2 数字态度意识 对数字技术应用秉持积极的态度，并能自觉地顺应信息化浪潮。 

1.3 数字理性意识 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和处理数字信息，并能够分析数字信息的有效性与内

在联系。 

1.4 数字价值意识 主动洞察数字技术的进步与革新，并能实时把握数字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潜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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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数字融通力 

2.1 数字交互能力 在网络平台上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与他人交流互动的能力。 

2.2 数字共享能力 通过链接等数字方式使网络资源实现有效流动以达到共享目的的能力。 

2.3 数字服务能力 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社会参与的能力。 

2.4 数字协作能力 应用数字工具进行团队协作实现共同创建资源的能力。 

2.5 网络礼仪意识 在数字环境中运用数字技术沟通时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意识。 

2.6 数字身份管理能力 创建和管理一个或多个数字身份，通过多种数字工具和数字技术保护自己

数字声誉的能力。 

2.7 设备操作能力 能正确使用数字设备并进行熟练操作的能力。 

3 数字吸纳力 

3.1 信息知识 能够掌握与数字信息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并能够进一步丰富和探究

数字信息理论。 
3.2 信息获取能力 应用信息检索工具从信息源中获取信息的能力。 

3.3 信息筛选能力 在数字信息中快速甄别并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3.4 信息分析能力 对数字信息进行评估分析的能力。 

3.5 信息管理能力 对数字信息进行整合、存储并实现信息再检索的能力。 

4 数字创新力 

4.1 数字开发能力 应用音频、文本、图像等不同类型的数据或编程语言创建数字内容的能力。

(如使用可视化软件以图表等形式展现得出的成果) 

4.2 数字优化能力 通过进行优化整合的数字操作创建新内容以解决不同问题的能力。 

4.3 技术响应能力 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数字工具或匹配合适的数字技术以处理待解决问题的

能力。 

4.4 数字创作能力 运用数字工具和数字技术创造新知识和新产品的能力。(如能使用数据分析

处理后的成果，撰写工作报告或学术论文) 

4.5 数字反思能力 运用数字技术过程中发现并思考新问题的能力。 

5 数字发展力 

5.1 数字安全意识 安全使用和保护数字设备并保护个人隐私的能力。(如防御病毒、黑客等) 

5.2 数字法律意识 了解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知识产权法规)，不在数字环境中制造和

传播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信息，具有较强的法律规范下的自我约束能力。 

5.3 数字发展能力 认识自身数字素养缺陷，并能够在追求自身数字素养提高的基础上帮助他

人数字技能发展的能力。 

5.4 数字思维 关注重要数字信息、养成记忆数字信息的习惯，具备大数据思维和基本的

数字信息分析的思维，并能分析出数字信息背后的含义。 

4. 专家问卷咨询 

4.1. 咨询专家遴选 

4.1.1. 遴选目标 
笔者通过各大高校官网收集专家信息，建立对本研究感兴趣、覆盖管理学、大数据等相关领域的专

家库。主要运用德尔菲法，根据在校专家对大学生就业现状的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数字胜任力各级指标

内涵，进一步协助管理类大学生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修改完善。 

4.1.2. 遴选条件 
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属财经类高校专家，具有讲师以上的高级

职称，以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为主，兼有其他管理类和大数据方向的专家；研究方向与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管理、大数据等紧密相关；本人同意并有时间参与问卷填写，保障研究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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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遴选结果 
遴选主要分为两轮：第一轮预先遴选发放我国 4 所财经类高校专家，根据专家回复比例确定第二轮

全国财经类高校正式专家库规模，最终确定了来自浙江工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 12 所高校的 165 个专家。 

4.2. 问卷设计、发放与回收 

4.2.1. 问卷设计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笔者根据初拟的大学生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将大学生数字胜任力划分为 5 个一

级指标和 25 个二级指标，并完善各个子指标的阐释。运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咨询问卷，将赞同程度分

为不赞同、不太赞同、一般赞同、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五个等级，赋值为 1、2、3、4、5，调查专家对

各级指标的赞同程度。咨询问卷共包括 3 部分：① 专家基本情况调查表；② 填表说明；③ 大学生数字

胜任力指标咨询表。同时将我国大学生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初拟以附件形式发送，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专

家及让专家全面了解指标体系。 

4.2.2. 问卷发放与回收 
在问卷试发过程中，共向国内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

4 所财经类高校 10 位专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放问卷，得到专家反馈共 2 份，全部有效，可见专家对本研

究的参与积极性较高。根据问卷试发情况和专家意见，完善首轮专家问卷设计。同时，广泛寻找和联系

我国各大财经类高校的管理类专家，以邮件方式展开问卷调查。共向全国各地 12 所财经类高校的 165 位

专家发送电子邮件，最终收到 16 份专家回复邮件。 

5. 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5.1. 问卷信效度分析 

问卷信度分析可以检验问卷结果的可靠性以及稳定性，信度值越高，表明结果更可靠。一般认为总

量表信度系数在 0.8 以上表示信度很好，在 0.7 以上表示信度可以接受。共回收问卷 16 份，有效问卷 15
份。笔者运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信效度分析。从测算结果来看，问卷信度为 0.959。表

明问卷信度极好，问卷数据可靠。问卷效度体现了问卷结果的有效程度，即测量结果与真实值之间的接

近程度。通过计算测得问卷效度情况，KMO 测量度为 0.702，表明量表结构良好，其测量结果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反应真实情况。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为 0.0001，小于 0.005 的假设，表明显著性高。综合以

上得出，问卷的效度较好。 

5.2. 专家权威程度与协调程度分析 

专家权威程度反映了专家针对某一问题或者方向的权威力度，其系数值的大小对评价的可靠性影响

显著，因此需要对专家权威程度进行量化计算，其由专家对指标的判断依据和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两

个因素决定，一般认为权威程度系数 > 0.7 即可接受。通过测算，专家的权威程度系数等于 0.755，表明

本次填写问卷的专家在大学生数字胜任力研究课题中权威程度较高。 
专家协调程度反映了专家对全部指标的协调程度，对信息重要性的意见集中程度，用 Kendall’s W 系

数表示，系数越大，表明专家协调程度越高，结果越可靠。经测算，一级指标的专家协调系数是 0.078，
二级指标的专家协调系数是 0.121，总专家协调系数是 0.113，表明问卷结果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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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指标权重与专家意见分析 

根据 AHP 层次分析结果并结合专家意见，将权重比例较低的二级指标删除，并将含义相似的指标合

并。将一级指标中“数字创新力”改为“数字实践力”，将二级指标“数字思维”删除，“数字态度意

识”合并至“数字价值意识”，“信息知识”合并至“数字获取能力”，“信息筛选能力”与“信息分

析能力”合并为“数字分析能力”，并更新其相应的指标含义。二级指标中“数字发展能力”改为“数

字影响能力”，“数字管理能力”改为“数字再生能力”，更加匹配相应含义。具体数据如表 3 所示。 
根据 AHP 层次分析结果并结合专家意见，将权重比例较低的二级指标删除，并将含义相似的指标合

并。经问卷结果分析，专家对现有指标认同度较高，但仍提出较科学的建议：一是细化各指标的具体含

义，二是明确各指标所处的范畴，三是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完善整体框架。结合专家意见，最终修改结果

为：一级指标均保留，更改 1 个名称，二级指标中删除 4 个，更改 2 个名称，最终确立了 5 个一级指标

和 20 个二级指标。完善对一级、二级指标的具体阐释，更加贴合我国大学生实际。 
 
Table 3. Index weight analysis 
表 3. 指标权重分析 

项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 
1 数字感知力 0.933 0.067 12.616 
2 数字融通力 0.944 0.056 10.611 
3 数字吸纳力 0.773 0.227 42.906 
4 数字创新力 0.95 0.05 9.546 
5 数字发展力 0.872 0.128 24.322 
1.1 数字敏感性 0.925 0.075 34.742 
1.2 数字态度意识 0.968 0.032 14.65 
1.3 数字理性意识 0.941 0.059 27.373 
1.4 数字价值意识 0.95 0.05 23.235 
2.1 数字交互能力 0.921 0.079 15.917 
2.2 数字共享能力 0.95 0.05 10.09 
2.3 数字服务能力 0.956 0.044 8.948 
2.4 数字协作能力 0.95 0.05 10.09 
2.5 网络礼仪意识 0.93 0.07 14.057 
2.6 数字身份管理 0.853 0.147 29.648 
2.7 设备操作能力 0.944 0.056 11.249 
3.1 信息知识 0.965 0.035 15.081 
3.2 信息获取能力 0.926 0.074 31.65 
3.3 信息筛选能力 0.963 0.037 15.622 
3.4 信息分析能力 0.957 0.043 18.482 
3.5 信息管理能力 0.955 0.045 19.165 
3.6 数字开发能力 0.921 0.079 24.933 
4.1 数字优化能力 0.944 0.056 17.589 
4.2 技术响应能力 0.94 0.06 18.938 
4.3 数字创作能力 0.932 0.068 21.397 
4.4 数字反思能力 0.946 0.054 17.143 
5.1 数字安全意识 0.903 0.097 32.526 
5.2 数字法律意识 0.944 0.056 19.043 
5.3 数字发展能力 0.898 0.102 34.269 
5.4 数字思维 0.958 0.042 1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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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完善指标体系 

本体系一级指标的建立主要借鉴我国学者蒋敏娟等的公民数字素养“五力”模型[12]进行定义阐释，

但根据 AHP 层次分析结果和专家意见，笔者发现“五力”模型的概念仍然有所欠缺。因此，结合国外学

者研究的欧盟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2.2) [4]和专家咨询结果，将原一级指标中“数字创新力”更名为“数

字实践力”，并对 5 个一级指标的详细阐释进行完善，具体如表 4 所示。 
 
Table 4. Supplementary description of primary indicators 
表 4. 一级指标说明补充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说明 

1 数字吸纳力 
善于根据问题意涵和应用目的，运用批判性思维或理性思维，在获取现有信息体系

的基础上，甄别判断信息真伪及可靠性、有效选择信息并整合处理和应用数字信息

的能力。 

2 数字发展力 
具有数字环境中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意识，能够合法、安全地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

据，并对自身地数字素养缺陷有清晰的认知，能够在追求自身数字素养提高的基础

上帮助他人发展数字素养，具备与时俱进的能力。 

3 数字感知力 
具有良好的数字意识，对数字信息的价值有敏感性和洞察力，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

和分析数字信息，并对数字技术应用秉持积极的态度，能自觉地顺应信息化浪潮，

实时把握数字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潜在规律的能力。 

4 数字融通力 
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和平台进行交流与互动、资源和知识共建共创、开展团队协作，

能够熟练操作数字设备，并在数字环境中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多种数字

工具和数字技术保护自己数字声誉的能力。 

5 数字实践力 
能够在理解现有数字知识体系和内容的基础上，根据问题需求，利用数字知识，匹

配合适的数字工具或数字技术创建数字内容，并对其进行优化整合，最终在实践中

解决问题，同时发现并思考新问题的能力。 

 
最终，根据一、二级指标权重大小排序，拟定了一份更具权威性与科学性的大学生数字胜任力指标

体系，如表 5 所示。 
 
Table 5. Digital competency index system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表 5. 我国大学生数字胜任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说明 

1 数字吸纳力 

1.1 数字获取能力 能够掌握与数字信息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并应用信息检索工具

从信息源中获取信息的能力。 

1.2 数字再生能力 对数字信息进行整合、存储并实现信息再检索的能力。 

1.3 数字分析能力 在数字信息中快速甄别并提取有效信息，对其进行评估分析的能力。 

2 数字发展力 

2.1 数字成长能力 认识自身数字素养缺陷，并能够在追求自身数字素养提高的基础上帮

助他人数字技能发展的能力。 

2.2 数字安全意识 安全使用和保护数字设备并保护个人隐私的能力。(如防御病毒、黑

客等) 

2.3 数字法律意识 
了解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知识产权法规)，不在数字环境中

制造和传播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信息，具有较强的法律规范下的自我

约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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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数字感知力 

3.1 数字敏感性 对数字信息有一定的敏感度，并能及时认识到数字信息存在的重要意

义，时刻感受自己对数字信息的需求。 

3.2 数字理性意识 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和处理数字信息，并能够分析数字信息的有效性

与内在联系。 

3.3 数字价值意识 
对数字技术应用秉持积极的态度，主动洞察数字技术的进步与革新，

并能实时把握数字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

潜在规律。 

4 数字融通力 

4.1 数字身份管理能力 创建和管理一个或多个数字身份，通过多种数字工具和数字技术保护

自己数字声誉的能力。 

4.2 数字交互能力 在网络平台上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与他人交流互动的能力。 

4.3 网络礼仪意识 在数字环境中运用数字技术沟通时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意识。 

4.4 设备操作能力 能正确使用数字设备并进行熟练操作的能力。 

4.5 数字协作能力 应用数字工具进行团队协作实现共同创建资源的能力。 

4.6 数字共享能力 通过链接等数字化方式使网络资源实现有效流动以达到共享目的的

能力。 

5 数字实践力 

5.1 数字开发能力 应用音频、文本、图像等不同类型的数据或编程语言创建数字内容的

能力。(如使用可视化软件以图表等形式展现成果) 

5.2 数字创作能力 运用数字工具和数字技术创造新知识和新产品的能力。(如能使用数

据分析处理后的成果，撰写工作报告或学术论文) 

5.3 技术响应能力 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数字工具或匹配合适的数字技术以处理待解决

问题的能力。 

5.4 数字优化能力 通过进行优化整合的数字操作创建新内容以解决不同问题的能力。 

5.5 数字反思能力 运用数字技术过程中发现并思考新问题的能力。 

6. 结论 

大学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提升其数字素养，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速数字化

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数字胜任力日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备素质，如何构建我国大学生数字胜任

力框架成为不可忽视的时代课题。本研究从系统思维出发，围绕“数字吸纳力”“数字发展力”“数字

感知力”“数字融通力”“数字实践力”五大维度，完善次级指标体系。在借鉴国内外数字素养框架基

础上，结合国情实际构建层次分明的管理类大学生数字胜任力“五力”模型，科学拓展了 20 个二级指标

并细化含义，预期为我国数字管理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未来，如何建立更具操作性的各级指标测量标准，

如何将数字胜任力培养嵌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企业招聘与培训机制等，仍然值得学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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