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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时代下，企业的经营

变得更加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人瑞人才科技集团联合德勤中国在2023年发布的《产

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有着2500

万的基于数字技术开展的各项企业经营活动的“新劳动

者”人才缺口。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高职院校作

为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应该承担起为社会培养

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数字化人才。

一、背景

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习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理论来

指导”。202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四个“新”组成，

其分别是：新劳动者，新型基础设施，新劳动对象和新

劳动工具（杨丹辉，2023）。由此可见，在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要求下，“新劳动者”的培养变得至关重要。青岛求

实职业技术学院的林夕宝，余景波和宋燕老师（2024）

认为高职院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应用型人才的基地，

更应该对这个“新”有着准确的认知。现如今，在数字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时代下，契合社会时代发展的数

字营销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与实践变得势不可挡，这是营

销行业顺应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发展契机，

也是推动新质发展力得以发展的有利途径之一。传统的

营销更注重于线下活动的开展，例如上门推销，发放传

单和面对面发放问卷。然而，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传统

的业务场景会被由新质劳动力催生的新业务场景所取代

（陈君理，2023）。因此，高职院校对于营销人才的培养

模式也需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升级。

因数字技术的强渗透性和高链接性，传统产业势必

在数字技术的创新驱动下与它进行深度结合。同时，在

进行深度结合的过程中，整个商业领域的发展一定会被

影响，其中，包括了营销领域。该领域模式会变得更

加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营销领域人才的培养将

会因新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新的挑战（张壹帆和陆岷峰，

20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瑞人才科技集团联合德

勤中国在2023年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

（2023）》显示我国有着2500万的基于数字技术开展的各

项企业经营活动的“新劳动者”人才缺口，其中包括企

业线上销售人员，线上运营人员和线上产品经理等。国

内营销行业对数字营销人才产生新的需求，数字营销人

才的培养，成为了当代和未来国内营销行业人才培养的

重点（汪溢，2024）。面对如此大的缺口，高职院校作为

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应用型人才的基地，对数字营销专业

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探究将变得十分重要。

国外围绕跟新质生产力有关的数字营销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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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驱动面向未来的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需生产力。现如今，在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时代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转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瑞人才科技集团联合德勤中国在

2023年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有着2500万的基于数字技术开展的各项企业经营活

动的“新劳动者”人才缺口。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如何培养出契合社会时代发展的数字营销

人才有待探讨。本研究以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商务分院的在校市场营销专业在读学生以及近三年毕业的市场营销

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53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进行测量，探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背景下如何

培养符合市场需要的“新劳动者”。

关键词：人才培养；新质生产力；市场营销；高职院校

�



142

的研究要早于国内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

Web1.0平台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传统的营销活动与

数字技术融合下，创新出新型的数字营销模式，这使得

企业开展营销活动变得更加的高效和便捷。英国南安普

顿大学于2014年首次提出对数字营销人才培养，学校通

过开设一系列数字营销相关的课程和实践项目，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Dervan，2015）。Alenezi（2023）在他的

研究中发现高职教育的模式因工业革命4.0的影响而朝着

数字化进行转变。教师在进行传道受业的过程中，传统

的电脑投屏的教学模式正朝着以网络和数字化为基础的

虚拟教学模式。通过运用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培养高职院

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当前，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在我国

各个领域，数字产业化企业应运而生。福建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付秀菊（2024）认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下的数字营销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心不仅包含传统

营销能力的培养，还应当增加数字技能和跨学科技能的

培训，通过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的数字营销人才不

仅具备传统营销能力还具备互联网思维，新媒体运营能

力及创新创业能力等。昭通学院的张权老师和茅台学院

的王振涛老师（2023）认为数字营销是在大数据和技术

的支持作用下对服务模式和营销模式的创新变革进行完

善，以达到营销目标得以完成的一系列活动。陕西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的吴烜和石斌（2024）认为高职院校数字

营销人才的培养应当在把重心放在数字化营销技能训练

上。其包含大数据应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营销中

的运用。通过数字化营销技能的训练，以保证学生拥有

符合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时代下的应对能力，

这才能培养出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下数字营销人才

（李育辉等，2023）。通过文献分析，在新质生产力的要

求下，学校对学生进行数字营销人才培养可以从互联网

思维，新媒体运营能力，创新能力和数字化营销技能这

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互联网思维对数

字营销人才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假设2：新媒体运营

能力对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假设3：创

新能力对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假设4：

数字化营销技能对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变量选择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商务分院的在校市

场营销专业在读学生以及近三年毕业的市场营销专业学

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随机发放453份问卷，

其中回收有效问卷411份，有效回收率90.72%，其中，

男生192份（46.71%），女生219份（53.28%）.本研究的

量表采用里Likert5级计分法，问卷中的量表均为国内外

成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问卷主要采用描述统计

方法，通过使用SPSS22.0和Mplus7.4进行分析，并对问

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检测结果如下图表1：

表1　问卷各维度信度表

维度 克伦巴赫系数 题项数

互联网思维 0.82 5

新媒体运营能力 0.76 7

创新能力 0.88 6

数字化营销技能 0.77 5

人才培养 0.79 7

在效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主要从结构效度和内容效

度对问卷数据进行检验。在内容效度上，通过咨询本校

具有高级职称相关专家对该问卷进行检测。在结构效度

上，对问卷数据进行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本问

卷KMO值为0.89，Bartlett球形检验中卡方数值156.468，

自由度为79，显著性P值小于0.05，表示能够进行因子

分析。综上所述，该问卷的信效度都达标且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和有效性。

在相关性分析上，通过问卷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互联网思维与人才培养（r=0.702，P<0.05）呈正相关，

新媒体运营能力与人才培养（r=0.684，P<0.05）呈正相

关，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r=0.812，P<0.05）显著正相

关，数字化营销技能与人才培养（r=0.701，P<0.05）显

著正相关。因此，研究选用的各变量之间有较高的相关

性，为展开后卫的假设验证奠定了基础。

三、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表明，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背

景下，互联网思维、创新能力、新媒体运营能力、数字

化营销技能与“新劳动者”的培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一致，则说明，专科

院校要想培养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背景下的“新

劳动者”，可以从互联网思维、创新能力、新媒体运营能

力和数字化营销技能方面入手。

在实践启示方面，高职院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

应用型人才的基地，更应该对这个“新”有着准确的认

知。在“新劳动者”的培养过程中，在课堂教育和实践

操作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互联网思维、创新能力、

新媒体运营能力和数字化营销技能。当然，市场营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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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自身也要主动调整思维模式，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适当保持积极正向的情绪态度，从而综合提升自己的能

力水平，适应社会变化。

结语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背景要求下，用人单位对人

才提出了新要求。在将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推向数字

营销人才培养的新阶段过程中，开展数字营销人才培养

目标下的互联网思维、创新能力、新媒体运营能力和数

字化营销技能协同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市场营销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新的成果，探寻了具有一定特色的高

职院校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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