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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贸易的不断加深，跨境电商已成为江苏省对外贸易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和应用成为跨境电商的新对标。基于此，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江苏省跨境电商策略进行

研究，有利于江苏省跨境电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江苏省在全球贸易中的影

响力和竞争力。本文简述了新质生产力给江苏省跨境电商带来的机遇及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动力，在构建电商产业生态圈、提升企业创造力和内生动力、系统性培

养跨境电商人才上共同发力推动江苏省跨境电商发展，期望能为江苏省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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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conomic growth point for Jiangsu Province’s foreign trade,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become a new counterpoint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cross-border e-com-
merce empowered b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Jiangsu Province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
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flu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global trad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and on this basis proposes to tak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and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Jiangsu Province by 
building the e-commerce industrial ecosystem, enhancing enterprises’ creativity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and systematically cultivating talent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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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鉴于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且外部需求疲软的宏观环境，跨境电商在稳定外贸规模与优化结构方面扮

演着关键角色，持续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增添新的驱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速孵化对外贸

易的新兴驱动力，稳固外贸与外资的基础格局，同时拓宽中间产品贸易、服务贸易领域，以及强化数字贸

易与跨境电商出口的发展[1]。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江苏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长三角发展

等国家战略，据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江苏省跨境电商实现 13.4%的增长。省内有近 40 家跨境电

商企业，主要包括阿里巴巴、京东、亚马逊、宝洁，其中不乏海外巨头。目前，苏州工业园区成功建立了

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该区域已实现了智能化的货物查验流程以及无纸化的通关作业。江苏省已

有 15 家跨境电商产业，跨境电商的布局蓝图已经实现[2]。有学者对江苏省跨境电商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

究，例如丁丹等[3]分析了自贸区视角下江苏跨境电商转型的策略研究。崔睿等[4]提出通过品牌孵化，推动

江苏省跨境电商国际化发展。目前还没有关于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助推江苏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跨境电商模式深刻体现了技术的革命性飞跃、生产要素的创新性整合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度重塑与升

级的本质。其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及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彰显了产业创新在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及

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的巨大潜能。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审视跨境电子商务，我们能够明确辨识其本质特征

及未来发展趋势。新质生产力是领导人在对中国社会矛盾、发展阶段和发展动力科学研判基础上提出的

重大理论标识性概念，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和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引意义[5]。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7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静茹，陈银飞 
 

 

DOI: 10.12677/ecl.2025.141270 2162 电子商务评论 
 

现代科技与创新驱动为核心依托，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及绿色化等多种途径得以展现，对跨

境电商领域的发展施加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增强了该行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它不仅是驱动跨境电商转型

升级的主导力量，更是提升全球贸易效率与品质的重要支撑[6]。在此大环境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运

用，已成为江苏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确保跨境电子商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支撑，并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2. 新质生产力为江苏跨境电商带来机遇与挑战 

2.1. 发展机遇 

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江苏省在跨境电商领域积极实践新政策，例如“跨境电商 + 产业带”、“新

蓝海”等，以促进发展动能优化、推动产品结构改善，保持电商发展持续向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内在需求与核心策略，是新时代征程中必须解答且圆满回答的关键课题。“将江苏打造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阵地”是国家赋予江苏省的厚望，亦是江苏省致力实现的发展目标。 

2.1.1. 促进产业升级 
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升级发展，对于加速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具有显著意义。本地跨境电商企业

通过采纳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等新兴科技，能够实现对产业链与

供应链的深度优化。借助智能仓储与物流系统的高效运作，这些企业能够迅速且精确地处理订单，从而

精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并在全球市场中不断增强其竞争实力。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带构建中扮演

着核心角色，它利用数字技术有效打破了空间与地理位置的束缚，促进了跨境电商合作区与外部区域之

间的便捷联通，为“跨境电商 + 产业集群 + 产业园区”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此模式下，外

部区域的产品与合作区内的跨境电商企业能够在线上轻松实现供需对接。 

2.1.2. 优化资源配置 
新质生产力强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跨境电商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商品和服务的快

速流通，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有助于提升新

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还促进了产业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为“跨境电商 + 
产业带”模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该模式充分发挥了规模效应与生产成本优势，提供了更具市场竞

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头部企业通过带动上下游供应链的协同发展，依托各地的跨境电商产业园，

成功孵化了众多初创企业，进而引领江苏省更多传统产业集体“出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1.3. 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流通方式，还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跨境电商可以

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其平台消费者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商品和服务信息，进行在线购物和支付。这种新

的消费模式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还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和发展空间。通过数字化赋能、

智能化升级、即时零售的兴起赋能跨境电商行业实现了持续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江苏省跨境电商行业紧

跟趋势，大力发展新的增长点，满足了消费者对快速、便捷购物体验的需求。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江苏省跨境电商行业将继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市场机遇。 

2.2. 面临挑战 

跨境电商发展一直都是江苏短板弱项之一。首要难题在于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薄弱及融合度不足，有技

术瓶颈，如大数据分析、AI 应用等核心技术的滞后，以及创新资源投入的匮乏，限制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涉及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等方面，给传统跨境电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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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要求企业紧握并应用尖端科技，这意味着江苏省内的跨境电商企业需持续增强研发投资，

以期提升技术实力。然而，对于资源禀赋有限的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而言，这一过程显得尤为艰巨，因为

它们往往缺乏对新技术的快速适应能力，且在转型升级初期需承担高昂的投资成本，进而在市场竞争中陷

入不利境地。加之通关流程繁琐、跨境物流效率低下，以及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挑战。

同时，传统产业与跨境电商的融合度低，信息共享不畅，协同机制缺失，也影响了资源优化配置。 
在产品层面，尽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有所提升，但仍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与国

际市场高端水平存在差距，品牌建设滞后，产品同质化严重，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国际市场的竞

争力[7]。在此背景下，若江苏省跨境电商企业未能及时改进产品结构与服务质量，则将面临市场份额流

失的风险。 
此外，专业人才短缺也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跨境电商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较高，需要具备跨境

电商运营、市场营销、数据分析等多方面技能的人才。然而，目前江苏省跨境电商行业面临着人才短缺

的问题。一方面，跨境电商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人才储备相对较少；另一方面，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进行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大量高质量人才，这也给江苏省跨境电商

企业专业人才的储备带来极大的挑战。 

3. 江苏省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江苏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表现亮眼，跨境电商当前正逐步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新兴动力

源。在多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江苏全省跨境电商行业呈迅猛增长态势，正在重塑江苏外贸的比较优势。

但同时也要看到，江苏省跨境电商依然存在着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力不足且融合度低、产品出口复杂程度

较低和专业跨境电商人才不足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江苏省跨境电商的后续发展。 

3.1. 产业链、供应链能力不足、融合度低 

江苏省跨境电商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依赖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然而，目前

一些关键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仍面临关键技术突破难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跨

境电商的发展。推动跨境电商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关键在于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升级优化。但江苏省跨境

电商领域对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以及后续营销等领域的创新资源投入相对匮乏，直接影响了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导致了新质生产力创新能力不足，发展水平薄弱。 
江苏省跨境电商在通关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通关效率慢，如手续繁琐、时间长等，这直接影响

了跨境电商的竞争力。同时，跨境物流发展滞后，物流成本高、配送速度慢、清关手续繁琐等问题，使得

跨境电商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跨境物流的滞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能力不足的问

题。跨境电商供应链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国家或地区，因此面临着较高的风险。然而，目前江苏省跨境

电商企业在供应链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风险评估不准确、应对措施不到位等，这增加了供

应链的不稳定性。 
此外，产业基础与跨境电商之间的契合度尚显不足，存在资源配置与产品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江

苏省的传统产业，如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及纺织业等不适宜成为跨境电商平台的主导产业。在数字经济

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方面，江苏省的融合深度及资源配置均显不足，产业链与供应链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

较低，导致信息传递不畅、协同效率低，未能有效发挥供应链在促进稳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江苏省缺

少成熟的地方性跨境电商平台典范，省内的南京、苏州与连云港三大区域在协同发展方面存在不足，协

同创新能力较弱，尚缺乏有效的创新机制和平台来推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这些地区的跨境电商运营

呈现出分散状态，缺少整合与统一规划，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地优化配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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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品出口复杂程度较低 

在江苏省加速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正

不断提升。在促进出口产品升级及提升附加值方面，江苏省已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增长具体反映在电

动载人汽车、锂离子电池以及太阳能光伏等“新三样”产品上。据南京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江苏

省“新三样”产品的出口总额达到了 1949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 12.3%的增长率。尽管如此，

与发达国家相比，江苏省跨境电商出口的产品在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导致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占据高端地位。传统产业中的“旧三样”在出口产品中仍

占据较大比例，出口复杂程度较低。深入分析江苏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构成，出口商品主要聚焦于纺

织原料及制成品、橡胶与塑料产品、以及化学工业产品等几大类。这些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附加值

不高，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而进口方面则显著集中于食品、饮料、动植物油脂、烟草及其制

品、皮革制品以及各类化学品。这反映出江苏省出口产品的复杂度相对较低，多数企业位于全球价值链

的低端环节。 
此外，江苏省跨境电商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主要归因

于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的投入不足、营销策略不够精准以及国际市场认知度不高等因素，导致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高，难以吸引高端消费者和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同时企业的产品同质化

问题较为突出，缺乏创新和差异化，难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只能依

靠价格战来争夺市场份额，进一步削弱了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而且跨境电商涉及物流、支付、售后等

多个环节，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品牌形象。除此之外，江苏省跨境电商企业

在服务质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物流配送速度慢、支付安全性不高、售后服务不到位等。这些问题

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满意度，也对企业品牌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3. 专业人才供应不足 

在跨境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该领域对于具备国际视野、熟悉跨境电商运营规则并掌握相关

技术的专业人才需求急剧上升，但市场上却难以满足这一现象需求。 
一方面，人才缺口大，质量不高。由于跨境电商是新兴产业，对人才的需求量大且要求高，而现有

的教育体系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不足，导致人才供应无法满足行业需求。尽管江苏省内的一

些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了跨境电商相关专业或方向，但招生规模小，且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及课程

设置仍处于探索阶段，人才培育质量有待提升。这导致市场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跨境电商人才，但真正

具备高素质、复合能力的人才仍然稀缺。 
另一方面，人才结构不合理，具体而言，由于跨境电商企业类型多样，既有大型跨国企业，也有中

小企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不同，这导致人才市场上难以形成统一的人才标准和培养体系。

此外，中小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受限，薪资水平较低，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虽然江苏省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人才吸引、培养和使用方面的政策还不够完善。例

如，缺乏针对跨境电商人才的专项扶持政策、人才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等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体系尚不

完善，缺乏系统全面的培训和认证标准，导致有意投身该领域的人才难以获得有效的提升和行业内认可。 

4.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江苏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建议 

4.1. 构建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圈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催生了新模式、新产业及新业态。江苏省的跨境电商企业能够利

用跨境电商平台，线上实现合作区企业与外部区域产品之间的供需高效匹配，从而显著提升效率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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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这些企业还可以共同参与共享工业园区的规划与建设，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相关区域可采用

“跨境电商 + 产业集群 + 工业园区”的合作模式，实现技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及供应链等关键要

素的区域内共享与整合，进而促进产业链的横向与纵向共同发展。同时，江苏省跨境电商企业可以优化

通关流程和物流体系，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加强跨境物流体系建设，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配送

速度，通过引入智能物流技术，如自动化分拣、智能仓储、无人机配送等，江苏省跨境电商企业能够大

幅提升物流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升客户体验。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客服支持，

解决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的疑问和问题，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跨境电商的发展应依托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来保障其健康持续的发展。这意味

着，江苏省需要加强与国际经贸机构、境外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沟通

机制[9]。跨境电商企业也需以自身产业优势为基础，加强供应链管理，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和流

通效率。同时，应积极探索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应用，促进跨境电商与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的

深度融合，以此赋能产业的创新发展。通过不断完善产业链，延伸与拓展产业生态，形成一个更为完整、

高效且充满活力的产业体系，从而确保跨境电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态势。 

4.2. 提升创新力，增加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创新性，而关键在于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江苏省应设定高标准

工作目标，以促进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着重提升跨境出口的附加值。为此，需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推动大数据与价值链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化制造。同时，提升关键中间品制造水平，增加产

品价值，避免低端产业转移和产能过剩，全面提升数字产业竞争力，确保跨境电商出口迈向更高层次。

相关企业可积极引入并应用新兴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工业互联网及区块链等，以推动跨境电商产业

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并加速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是对外贸易创新与转型升级

的关键方向，有助于激发外贸增长的新动力，并为江苏地区打造改革开放的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电商企业应加快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步伐，通过利用数字化的跨境电商平台以提升业

务流程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从而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本地企业则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的跨境电商模式进行发展，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和高端市场。通过参加国际展

会、建立海外营销网络等方式，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通过精准营销策略、国际市

场推广等方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积极在海外建设仓储和物流中心，实现本地发货，缩短配送时间，提升客户体验。同时，海外仓还

能作为展示和体验中心，增强品牌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3. 系统性培养跨境电商人才 

构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体系是一项重要任务。政府应从系统性思考的角度出发，对江苏省内跨境电

商领域政府、企业及高校所拥有的资源特色进行深入剖析，旨在依托现有资源基础，构建一个能够持续

服务于跨境电商经济发展的高效人才培养体系。 
政府应出台更多针对跨境电商人才的扶持政策，包括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等方面的政策。

同时，加强行业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为跨境电商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通过校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

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企业应采取内外结合的双轮驱动策略：内部方面，通过开展定制化的教育

培训活动，旨在增强在职员工的跨境电商专业能力和实际操作技巧，同时联合高校及专业机构，建设一

批高水平的跨境电商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岗位培训。通过实训基地的建设，提高学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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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为行业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对于高校而言，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跨境电商师资队伍

至关重要。为此，高校需通过建立健全的机制体制，确保师资队伍能够得到长期有效的建设与提升，从

而为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提供坚实支撑。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模式，正逐渐成为驱

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力。跨境电商行业应当积极引领创新与发展的方向，利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为其

注入强劲的发展动能。因此本文分析了江苏省跨境电商主要面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力不足且融合度低、

产品出口复杂程度较低和专业跨境电商人才不足等问题，提出依托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动力，以构建电商

产业生态圈、提升企业创造力和内生动力、系统性培养跨境电商人才，助力江苏省跨境电商实现可持续

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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