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4, 14(3), 504-512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3061  

文章引用: 苏梦园, 余琛. 新商科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毕业生创新绩效研究[J]. 现代管理, 2024, 14(3): 504-512.  
DOI: 10.12677/mm.2024.143061 

 
 

新商科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毕业生创新绩效研究 

苏梦园，余  琛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4年1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24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31日 

 
 

 
摘  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入，商科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当前数字经济的背景

下，根据目前管理的发展，迫切需要使用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商业教育手段。该研究验证了新商科

教育对研究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创新绩效的贡献。从而为大学商学院的商科教育提供科学参考。我

们收集了浙江工商大学221名研究生毕业生的数据，然后使用SPSS AU数据统计，验证我们的假设：研究

生的在校新商科教育、数字能力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两两相关关系。数据统计结果表明：新商科

教育对研究生的数字胜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胜任力对毕业后入职五年内研究生的创新绩效也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的结论对于高校的商科教育和企业如何提升员工创新绩效都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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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
formation, the business education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management, it is urgent 
to use the new business education,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tudy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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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ied the contribution of new business education to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entering the workforce,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high business edu-
cation in China. We collected data 221 graduate graduates from Gongshang University in China, then 
used SPSSAU to test our hypotheses,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ew business education, 
digital competenc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w business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telligence competence; intelligence competence has also a sig-
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just entering the work-
force within five year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can be applied to both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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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8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和指导建议鼓励数字经济发展，也鼓励企业通过数字化技

术助力产业升级与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

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这为大数据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各高校研究生教育推出新商科建设背景，新商科是融合了现代数字经济技术、致力于

研究商业组织的营利性经营活动及其管理规律的复合型商科，包括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物流和商务类专业。新商科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融入商科教学

中，采用多样化、便利化、灵活化的教育模式、课程体系和教育方法来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的人才培养

活动[1]。 
随着数字时代的悄然来临，个体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正转化为数字胜任力。欧盟自 2011 年

开始关注数字胜任力培育以来，已更迭四个版本的《欧盟公民数字胜任力框架》(European Digital Com-
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 DigComp)，其最新发布的《欧盟公民数字胜任力框架 2.2》(DigComp2.2，
以下简称 2.2 版)针对数字胜任力提出全新数字技能网络的构想[2]，对我国在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再次审

思数字胜任力的内涵及培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强国背景下，环境变化不断加剧、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组织的形态和运作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

与过去迥然不同，固守以往的规则、制度、规范和程序，很可能对组织的发展极其不利，员工作为组织

创新的执行者，其日常工作中对有效做事方式和规则的“尝试”与“优化”，是组织适应不确定性环境

的重要支撑[3]。此种出于积极意图的非常规行为提升了组织或其利益相关者的福祉，也是高校研究生培

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所在。 
本文旨在探讨新商科背景下，研究生毕业后在岗创新绩效如何及其影响机制，从而探索研究生人才

培养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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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综述 

2.1. 创新绩效方面的以往研究 

在当前经济发展的环境下，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资源成为关系到企业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目

前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在国内全面推动和实施创新发展是提升企业高效发展，进而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手段。因此，培养创新型人才、强化创新发展的社会因素、增强创新发展动力以及提升企业综合

竞争力成为国内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理论界对员工创新行为或创新绩效的研究始终

长盛不衰。 
从员工自身角度而言，其内在的价值观、学习目标导向、建设性越轨行为、跨界行为都是创新绩效

的直接影响因素。有研究者以粤港澳大湾区新生代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粤港澳大湾

区 3 座城市(珠海、中山和佛山)的 29 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员工工作价值取向正向影响职业弹性和创新

绩效；职业弹性正向影响创新绩效，且在工作价值取向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也有人提

出学习目标导向也被发现其与员工创新显著正相关[5]。建设性越轨对员工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都存

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员工创新绩效在建设性越轨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6]。有研究者提

出，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员工跨界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影响[7]。印象管理动机对员工创新行

为具有显著影响：获得型印象管理动机对创新行为具有促进作用，防御型印象管理动机对创新行为具有

阻碍作用[8]。 
从组织和客观环境层面而言，员工创新行为受到外部换环境的间接影响。由于内外部各种不利因素

的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企业并购、重组、内部变革及裁员等现象日益

频发。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会直接影响企业员工待遇，减弱企业对员工的待遇兑现和责任履行能力，因

此会出现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情况。心理契约违背会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创新能力下降，积极

主动行为和工作退缩行为在其中发挥了双重中介作用[9]。员工的创新绩效的下降，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员工与组织的关系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组织的人力资源政策，尤其是薪

酬制度，对员工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基于公平理论，薪酬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效应，绩效薪

酬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机制与边界条件。绩效薪酬能显著地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薪酬公

平感中介了绩效薪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任务互依性在绩效薪酬与薪酬公平感的关系间起到负向调

节作用，任务互依性越低，绩效薪酬对薪酬公平感的影响越显著；任务互依性还能负向调节薪酬公平感

在绩效薪酬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任务互依性越低，薪酬公平感在绩效薪酬与员工创新行

为关系间的中介效应越显著[10]。有研究者拓展了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研究，为

企业如何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升员工创新绩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11]。 
当然，组织层面和员工个体层面的互相作用，是创新绩效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两者形成一种合力，

共同推动员工的创新绩效。组织公平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内部人身份认知分别在组

织公平及其维度(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与创新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12]。 
根据以上对以往研究梳理，我们发现：数字胜任力作为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还没有涉及。 

2.2. 数字胜任力方面的以往研究 

“胜任力”是由 David McCleland 提出的概念，胜任力模型包含七个要素，分别是面向行为的成就导

向、目标导向、主动性、自我控制、适应性、人际关系影响和心理学意识等。如今，数字化技术进入了

迅猛发展的时代，为中国企业改善生产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低成本优势的消失，中国企业如何

重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数字化运营管理人才在数字化经济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数字化运营管理人才应该具备的胜任力，其实就可以等同于数字胜任力。有人构建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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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人才的胜任力模型——数字化思维能力、专业知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责任担当能力和改革

创新能力构成的胜任力模型[13]。 
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胜任力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公众认同。采用传统线性思维建构技能培育

已不符合时代发展逻辑，数字胜任力培育需要数字时代的网络思维。最新发布的《欧盟公民数字胜任力

框架 2.2》针对数字胜任力，提出数字技能网络这一类似数字胜任力的概念，主要包括数字信息处理、数

字安全、数字创新、数字交流等，这些数字技能相互支持并形成一个数字胜任力完整体。针对公务员，

数字化工具操作能力、数字化信息处理能力、数字化沟通协作能力、数字化安全管理能力、数字化学习

创新能力、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六个维度，构成了公务员数字胜任力框架体系[14]。针对高校教师，提出

数字胜任力是由四个要素构成，“道德与意识域”“教育与学习域”“个体专业域”和“数字赋能域”。

其中，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教育与学习域”“道德与意识域”“个体专业域”“数字赋能域”，并

且彼此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15]。 

3. 研究假设 

夏德建，朱勇(2023)指出，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高度强调实践与应用的重要性，但部分高校在人

才培养中仍然盛行“教师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在教学组织上，教

学形式单一，课堂讲授仍然为主流形式，学生与实际商业环境接轨的机会非常少[1]。浙江工商大学自 2018
年以来，充分强调新商科建设的必要性，从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改方向指导等方面进行新商科建设，

同时，面对广大教师开设“人工智能+金融发展概况与趋势”、“人工智能跨学科交叉与教师教学创新”

方面的讲座，传授教学改革与创新等方面的经验。为验证新商科建设的成效及其与毕业生创新绩效之间

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以下理论研究模型(见图 1)。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研究生教育旨在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新商科实践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的实践经验和综合能力，如跨

职能团队合作、沟通协调和决策管理的能力。数字胜任力作为一种综合能力，新商科教育能够促进数字

胜任力的提升。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新商科教育促进了研究生毕业生的数字胜任力提升。 
虽然以往研究没有直接的证据和研究结论说明数字胜任力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以往研

究表明：IT 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观，数字化转型作为独特的资源投入，能够帮助企业整合组织资源并形

成数字化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整体绩效(Bharadwaj, A.S., 2000) [16]。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

效具有促进作用(王才，2021) [17]。黄节根，吉祥熙，李元旭(2021)证明了当前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企

业创新绩效正向相关，设置了数字资源信息共享平台的企业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18]。王海花，杜梅(2021)
指出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参与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当企业网络中心度高时，

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正向关系将增强，且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间接作用也将增

强。这些研究的结论可以推导出数字胜任力对员工创新绩效能够产生正向影响[19]。 
根据以往研究得知，员工内部因素是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能力是一切行动的起源，在数字

强国背景下，绝大多数岗位的工作，尤其是创新性明显的工作岗位(本研究调查的研究生毕业生绝大多数

属于此列)，都与数字技术的应用密不可分，数字胜任力是能够区分创新绩效优秀和创新绩效低劣的员工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3061


苏梦园，余琛 
 

 

DOI: 10.12677/mm.2024.143061 508 现代管理 
 

的关键特征。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研究生毕业生数字胜任力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新商科实践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的实践经验和综合能力，其促使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带来创新

绩效的提升，但是，也是部分通过数字胜任力的提高而促进创新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数字胜任力中介了新商科建设对研究生毕业生的创新绩效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是通过利用线下研究生毕业生资源、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线上通过方便、快捷、

高效的“问卷星”发放调查问卷，一共收集了 221 份问卷。 
利用 SPSSAU 数据分析软件，从研究数据中抽取有效样本。对毕业生的性别、工作时限、薪资待遇

等情况进行描述性信息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N = 221)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表(N = 221) 

变量 类别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88 39.8% 

女 133 60.1% 

年龄 

25 周岁以下 11 4.80% 

22~24 周岁 28 12.60% 

25~26 周岁 37 14.70% 

27~28 周岁 97 41.70% 

28 周岁以上 18 26.20% 

工作时长 

1 年以下 16 7.10% 

1~3 年 157 70.20% 

3~4 年 30 13.80% 

4 年以上 20 8.90% 

月薪 

5000 元以下 3 1.5% 

5000~8000 元 13 5.9% 

8000~12,000 元 71 32.1% 

12,000 元及以上 134 60.5% 

研究生专业 

市场类 55 24.7% 

财务类 72 27.6% 

人力资源类 76 29.5% 

其他 19 18.4% 
 

从表 1 统计的信息可以看出，研究样本中，从性别上看，女性偏多，这与实际相吻合。近些年来，

浙江工商大学的商科专业的研究生中，女性偏多。从薪资待遇上看，大多数研究生毕业生的月薪在 12,000
元以上。浙江工商大学的商科专业主要集中于市场类、财务类和人力资源类，研究生的薪资待遇也与实

际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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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工具 

关于新商科建设从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办学理念三个层面进行调查与测量，具体项目包括：设置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有机会选修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产品设计等其他学科的课程；开

设企业运营仿真实训、ERP、数字营销、创业管理等综合实训课程；课程设置强调实践和案例分析；任

课教师或导师会根据学生自己的个性和兴趣，从长远角度进行职业规划；师资队伍中有具有多元化背景

和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教师；邀请企业高管、行业导师等人员以讲座、咨询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实践和就

业指导；教师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企业实习、实地考察、项目合作、座谈指导等多样化教学形式，

让学生直接接触和解决真实的商业问题；主动走访企业；专业办学坚持“市场导向”；学校在各种场合

强调学术应该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和综合能力；以跨学科、综合应用能力为培养目标；学校倡导通过项

目驱动的学习方式，锻炼学生的跨职能团队合作、沟通协调和决策管理的能力。 
目前，创新绩效划分为三个维度是普遍的共识，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创新想法的萌芽、创新想法的

提升和创新想法的实现，并在这三个维度基础上设定 6 个题项量表用于对创新绩效进行测量，该量表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具有普遍性和共识性。该量表适用于员工(毕业五年内的研究生)的创

新绩效的测量。 
对数字胜任力的测量，参考徐晓日，刘丹琳(2022)的六个维度[14]，其中，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与本

研究选定的在企业、商业背景下工作的商科研究生毕业生实际情况不吻合，将其删除。保留了五个维度：

数字化工具操作能力、数字化信息处理能力、数字化沟通协作能力、数字化安全管理能力、数字化学习

创新能力。 

4.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新商科建设的均值为 4.43，表明在样本中约有

相当大一部分研究生体会到了这种新商科建设带来的红利，他们也感受到了这样的学科建设和改革，数

字胜任力平均值是 3.11，创新绩效的平均值是 3.38。同时，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 1.310，各变量 VIF
远小于临界值 10，表明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进行回归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 

名称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性别 271 1.00 2.00 1.70 0.45 2.00 

年龄 271 1.00 5.00 3.62 1.12 4.00 

工作时限 271 1.00 4.00 2.23 0.70 2.00 

月薪 271 1.00 4.00 3.55 0.51 4.00 

新商科建设 271 1.68 5.00 4.43 0.75 3.53 

数字胜任力 271 1.65 4.33 3.11 0.52 3.00 

创新绩效 271 1.82 4.93 3.38 0.71 3.41 
 

此外，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3)：自变量新商科建设与因变量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312，
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新商科建设和创新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数字胜任

力和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305，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数字胜任力和创新

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变量新商科建设与中介变量数字胜任力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0.233。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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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商科建设和数字胜任力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新商科建设举措确实促进了研究生的数

字胜任力的提升。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3. 相关分析结果 

 1 2 3 4 

新商科建设 1   1 

数字胜任力 0.233** 1   

创新绩效 0.312** 0.305** 1  
* p<0.05 ** p < 0.01 

5. 结论和启示 

5.1. 结论 

本文运用胜任力理论以及能力–行为理论，以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毕业生(毕业时间 5 年以内)为研究

样本，探讨新商科建设、数字胜任力、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 新商科建设的各种举措促进了研究生毕业生创新绩效。新商科建设的各种举措包括课程设置、教

学方式等，都直接作用于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因此，新商科建设的各种举措一方面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员

工创新绩效，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毕业生的数字胜任力，诱发数字胜任力间接促进员工的创新绩效。 
2) 数字胜任力可以促进员工创新绩效。数字胜任力包括数字化工具操作能力、数字化信息处理能力、

数字化沟通协作能力、数字化安全管理能力、数字化学习创新能力。在数字中国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

企业当务之急，员工一旦具备了数字胜任力，意味着其工作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进行创新，尤其是数字化学习创新能力，本身就是直接与创新绩效相关。 

5.2. 实践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得出如下实践启示。 
1) 企业应该重视员工的数字胜任力提升和培养。企业应注重提升员工的数字胜任力，充分提升数字

技术使用广度与深度，实现数字技术驱动员工创新绩效的提升。对于已经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来说，应

将数字技术嵌入到产品服务以及管理实践之中，拓宽企业使用数字技术广度，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深度，

进一步提升员工的数字胜任力，进而推进创新绩效。同时，企业应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资源系统化、

专业化，满足员工获取成长与发展资源的需求，为员工数字胜任力提升创设诱因条件，进而使员工主动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提升创新绩效。对于尚未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来说，应转变思维模式，有意识引

导企业学习使用数字技术，抓住数字红利带来的机遇，利用数字技术刺激加强数字胜任力提升，进而增

强创新绩效。此外，企业之间要相互交流数字技术的使用经验，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吸收利用，以提高员

工的创新绩效，乃至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生教育应注重新商科建设。今后，新商科教育的研究热点应主要集中在创新创业、数字化转

型等领域，充分结合当前数字化变革。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商业环境和全球化竞争的挑战，商科专业

研究生应以“跨学科综合应用能力”为培养目标，如通过管理学与技术学科的结合，来提升学生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和管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在教学组织上，教学形式应多样化，充分利用案例讨论、

商业调查、企业实习或实践、充分让学生与实际商业环境接触，畅通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给学

生实习、毕业设计、实践项目等提供指导，侧重学生动手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教育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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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产业界和高校等相关方应协同育人，联合建设培养体系，为商科专业研究生人才培育拓宽资源，丰

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促进商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的不足。 
1) 本文选取了浙江工商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生为研究样本，虽控制了学校差异和专业差异，但对其他

高校、其他专业的借鉴意义有待检验，未来可研究不同学校的样本，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2) 本文仅关注了新商科建设对毕业时间不长的毕业生的创新绩效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探究资深员

工数字胜任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关注毕业时间是削弱还是增强了这种影响因素。 
3) 本文仅关注了数字胜任力与员工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制，但未考虑数字技术如何利用组织外部资

源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考虑跨界搜索、外部环境等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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