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数字化时代的组织赋能和人才发展变革之道 

2019 清华大学人才发展论坛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 

我们已进入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化时代，一切都正在转化为数据。 

数字化时代，学习力也成为组织和个体的核心竞争力。如何让所有个体被激活，让所有组织被赋

能，把个体价值聚合成组织智慧？ 

 

论坛现场 

2019年 12月 5日，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办的“2019清华大学人才发展论坛（第五届）”

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郑力教授作开幕致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杨百寅、中

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明忠等 10名来自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及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和

业界大咖，围绕“数字化时代的组织赋能和人才发展变革”各抒真知灼见，传播创新经验，共享思想洞

见。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震主持了论坛开幕式，特邀主持人、社科学院刘充博士主持了论坛主题演讲，

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刁庆军作论坛总结。来自全国各地党政部门、行业企业、高等院校的 560多名代

表参加了论坛。 



  

郑力致辞 

郑力在致辞中为我们揭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数字化，二是终身学习。郑力指

出，数字化体现了教育技术的巨大变革，而终身学习则体现了教育理念的创新思考。互联网+教育、人

工智能+教育正在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一批新的教育模式正在涌现。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依然是人

才的竞争，学习力成为组织和个体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提升学习力，实现组织目标、个体价值和绩效持

续改进，成为组织赋能与人才发展变革的关键。而进入终身学习时代，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不仅仅

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一种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制定设计的基本原则，是构建未来教育体系的指针。人

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持续的终身学习则是文明传承之途，人才成长之梯，组织赋能之钥。郑力

向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当终身学习遇到数字化，当终身学习理念与数字化深度融合，对于组

织赋能、组织学习和人才发展将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郑力强调，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

系”的全新的学习生态中，大学应该既是终身学习理念的倡导者、传播者，也是终身学习资源集聚和专

业服务的实践平台。大学的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服务应该成为学术教育、知识教育、专业教育与能力教

育贯通衔接的中转站。郑力指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通过充分的思想交流，促进创新，对新时代人才发

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更具全球视野、更具前瞻性的思想和举措，为数字化时代的组织赋能和人才发展

变革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刘震致辞 

刘震说，2015年发起举办一年一度的清华大学人才发展论坛旨在搭建教育机构与学习者之间的交

流、共享、合作平台，整合国内外高端教育资源，为客户、学员提供更好的优质学习服务。清华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是全国高校第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是清华大学专职开展教育培训的实体机构，继续教育作为

学校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华大“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学院积

极推进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改革，以终身学习理念引领改革、引领实践，不断探索自身发展战略定位，深

化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把“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作为学院的使命，深入贯彻落实清华大学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办学育人理念，正确处理继续教育规模、结构、质量、

效益关系，着力提升继续教育的办学质量，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继续教育学院”，在“构

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杨百寅发表演讲 

杨百寅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辨析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活性知识。他说，感性知识是

人们对现实性、可行性的认识；理性知识是人们对规律性、科学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更加重

视“活性知识”。所谓活性知识，就是人们对事物的重要性、价值性的认识。理性是求真，感性是务

实，活性是向善；理性是动脑，感性是动手，活性是动心。真正激活一个企业成长发展的恐怕是活性知

识，乔布斯把手机领悟成“电子综合体”，这是活性知识，活性知识是对价值的认识。一个人才或者员

工假如光有感性和理性，没有活性，不是人才，也没法成长为人才。他说，一个人才或者一个组织有三

个层次：第一是交换价值，把自己的价值分享出去；第二是创造价值；第三是发现价值和整合价值。高

层次的人才是发现价值和整合价值，这就是活性知识。给组织赋能，就是活性。 



  

刘明忠发表演讲 

刘明忠从“第一重地”——中国一重的初心使命、生死抉择——中国一重的迷茫徘徊、改革创新—

—中国一重“浴火重生”的密码、大道之行——中国一重勇往奋斗的经验启示等四个方面，分享了中国

一重的发展史、奋斗史、改革史及中国一重激活组织和人才活力的具体实践经验和认识体会，揭示了学

习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一重“浴火重生”的成功密码——改革创新，把个体

价值聚合成组织智慧：牵住制度改革的“牛鼻子”，让所有人被激活和赋能；把党管干部人才原则与市

场化选聘相结合，建立选聘和退出机制；用契约精神，深化契约管理，形成“强激励、硬约束”用人机

制；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以及论资排辈的长期束缚，发挥差异化薪酬分配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朱岩发表演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分享了“数字经济与产

业转型”，他说，教育育人与生态育人结合在一起，才能适应转型时期人才的需求，各个组织要给人才

成长创造一个更加优秀的生态环境。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

产业新生态。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

系等方面的作用。他说，区块链跟以往的信息化不一样，以往的信息化只要一个企业干就可以了，而区

块链一家企业来做，用处不大。区块链只有让整个产业生态能够优化和转型升级，才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要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朱教授用两个公式概括了他的基本观点：“互联网×传统产业

=重资产的轻资产化经营”，“互联网×传统产业=利用网络规模经济创造价值”。 



  

温暖发表演讲 

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办常务副主任温暖指出，数字化时代，人才的引领地位、驱动作

用更加突出。人才工作要有整体思维、系统眼光，着重在营造人才发展生态上下功夫。他用“氛围、架

构、政策、平台、市场、包容、赋能、服务、耐心、干部”十个关键词分享了浙江在数字化时代营造一

流的人才发展生态，引进人才、培育人才、服务人才、成就人才，和人才共成长的实践经验和思路。 

  

孙茂松发表演讲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孙茂松教授从宏观视角探讨了数字化

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教育与人才培养。他介绍了国内外相关大学院系人工智能专业设置状况与主流趋

势，从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学生层次、课程设置框架等方面对人工智能专业设计提出了思考。他强调，

人工智能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非常重要，一定要兼顾到人工智能精深和博大这两个特点，并提出了面向

“科学家”的人工智能教育(上游)、面向“工程师”的人工智能教育(中游)、面向所有工科的人工智能

教育和面向“产业工人”的人工智能教育(下游)。他认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慕课可以有效助力人工智

能教育，有效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侧问题，更好地推动国家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谢文虎发表演讲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院长谢文虎围绕营造“洼地效应”，促进认知迭代的主题，介绍了近年来北

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以战略为引领、以行动学习为重要抓手推动组织学习变革的做法和成效。他认为，

企业的培训机构作为企业的重要职能机构，一定要发挥上接集团战略，下接企业绩效的作用，围绕企业

战略举措和业务需求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他指出行动学习不只是实施培训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推动

工作的主要方式。培训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企业的每个角落，每个岗位以及每项服务

上。 



  

董坤磊发表演讲 

华润集团智能与信息化部常务副总监董坤磊指出，数字化时代呈现出技术组合化、产业互联化、商

业科技化、安全复杂化、产品智慧化，组织形态将会重构，组织使命和价值主张将会重塑；组织内和组

织间协同共生，才会发生真正的效率改变；加强组织和人才的“协同共生”，才能赋能企业发展；在

“战略、创新、执行”三大支点下的驱动下，企业需要在驱动力、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和人的关

系等方面进行敏捷化探索。数字化时代，企业的用人需求，将向洞察新业务商机、推动变革、勇于创

新、快速交付、主动学习、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转变；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推动智能化发展，CIO将处于

驱动组织变革的核心，需要继续加强领导力的培养。 



  

朱彦昌发表演讲 

DDI华北区董事总经理朱彦昌探讨了数字时代下组织力驱动与人才赋能。他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完全颠覆过去的时代，成功的关键就是提升组织力。企业的业务绩效与组织力呈高度相关性，良

好的组织力是提升业绩的基础。组织力主要涵盖内部机制、外部的生态和环境、时代的脉络三个部分，

成功的组织力=机制*外部因素(环境、生态)*时代脉络。他认为，心智、领导者行为和文化是发展组织力

的主要障碍，组织力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找出组织力提升的高报酬路径。数字化时代的人才发展一定要求

速效，要建立人才标准、人才分流、个性化发展、从业务中来，回业务中去的闭环人才发展方案，并据

此达成重要的商业成果或组织转型、变革，为组织创造价值。 



  

曹建雄发表演讲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曹建雄就智能化时代的人才发展分享了他的睿思。他说，智能

化时代是“无常"的时代，如何在"无常"中坚持"始终"。智能化时代从竞争到共生；从规避风险到接纳风

险；创新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更关注行动，在行动中完善；从关注标准产品到更关注交

付价值。因此，智能化时代从标准化管理走向价值观引领，更加关注人，不但要关注"器"，更要关注

“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

本。 



  

唐杰发表演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唐杰以“知识驱动的智能人才情报分析”为题分享了数字化时代基于科技

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系统 AMiner的人才画像、人才分析、人才测评、人才情报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研

究和应用。人才画像包括人才的基础信息、研究领域、合作者关系网络、多维度评价指标，以及论文、

专利、奖项等科研成果信息。人才情报分析是针对人才引进的需求，对人才学科领域贡献度、引进难

度、引进成本进行详细的分析，为人才引进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科技大数据平台也提供了领域趋势分

析，技术前沿度分析和技术成熟度分析，为技术报告的撰写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工具。 



  

刁庆军作总结发言 

刁庆军在作论坛总结时说，11位演讲嘉宾来自于政府、企业和高校，从不同的角度对数字化时代组

织赋能和人才发展变革做了诠释，分享了他们鲜活的案例和最新的理念，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新的思

想、新的理念的冲击。本届论坛有三个特点，一是高端，专家学者的演讲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二

是内容非常丰富，信息量很大；三是代表非常踊跃，近 600名代表参会创历届论坛之最。希望通过论坛

这个平台，共同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共同关注个人学习能力的提升，二是共同关注如何打造组织的学习

生态。最后，刁庆军向代表们发出邀请，期待 2020清华大学人才发展论坛再与大家相聚。 

本届论坛自 10月 17日确定主题以来，在学院领导的有力支持下，论坛筹备组在时间紧、压力大的

情况下，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精心策划和准备，完成了内容策划、方案撰写、嘉宾邀请、宣传推广、

代表组织、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参会代表创历届之最，为与会代表提供了一场完美的思想盛宴。终身

学习和终身教育研究院、党委办公室、学院办公室、教学运营和服务办公室、财务管理办公室等部门通

力协作，中央部委和企业培训中心、长三角培训中心等学院其他部门在嘉宾邀请、代表组织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体现了大型活动中全院“一盘棋”的协作、专业、高效和高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