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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跨境电商对进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跨境电商作为新兴的外贸模式，近年来发展迅速，已

成为推动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现状，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

交易体量持续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从多维度分析了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特点与趋势。跨境电商对进

出口竞争力存在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推动了出口增长、促进了供应链系统的改革、推动品牌全球化进程、

促进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但发展跨境电商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如法规政策不完善、供应链风险难控、

物流发展滞后、跨境支付存在风险、跨境电商品牌化建设难度大等困境，这还需要政府、企业和行业组

织等多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完善法规政策、优化供应链管理、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跨境支付合

规建设和加强品牌建设等措施，推动跨境电商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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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on import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Cross-border e-commerce, as an emerging mode of foreign trade,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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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transaction volum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China 
continues to show a strong growth trend,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devel-
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China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mport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promoting export growth,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brand globalisation,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hang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still facing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difficult to control supply 
chain risks, lagging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risks in cross-border payment, and difficulties in cross-
border e-commerce branding and other dilemmas, which also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
ernment,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organisations and other parties to promote cross-border e-com-
merce through perfecting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ptimis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trength-
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pay-
ment compliance and enhancing brand building and other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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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今天，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贸易模式，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生

命力，逐步改变着全球贸易的格局。近年来，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持续攀升，不仅反映出全球消费

者对中国商品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趋势不仅为中国企业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对传统的进出口贸易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在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提升进出口竞争力，成为摆在中国跨境电商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不仅

需要企业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强大的产品创新力，还需要在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方面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以满足全球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跨境电商与进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跨境电商在提升中国进出

口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为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文的

研究，为推动中国跨境电商的健康、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体量持续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见图 1，2017 年度，中国跨境电子商务

的出口交易总额攀升至 6.3 万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量的 41.1%，其中，出口跨境电商

占据主导地位，而进口跨境电商同样表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在该年度，跨境电商出口在整体进出口额

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63%。伴随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以及关税政策的适时调整，2017 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额显著增长，增长率达到了 120%，这一增速大幅度超越了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 41.3%1。消费者的购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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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正逐步由“海外代购”模式转向“国内选购全球商品”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合规海外商品进入国内

市场，这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购物选择和极具性价比的商品，同时也有效遏制了国家关税收入的

流失现象[1]。 
 

 
Figure 1. Total value of China’s imports and exports, 2017~2023 
图 1. 2017~2023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2 

 
在跨境电商的运营架构中，B2B 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跨境电商业务可大致划分为 B2B、B2C 及 C2C

三大类别。尽管 B2B 模式在市场份额上占据优势，然而 B2C 模式却凭借其高效的物流递送体系、即时的

第三方支付服务、便捷的售后服务流程以及平台提供的信誉担保等一系列优势，展现出了更为强劲的发

展动力。在这一背景下，诸如天猫国际、网易考拉等一系列采用 B2C 模式的跨境电商平台纷纷崭露头角，

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2]。 
在跨境支付手段方面，跨境电商展现出了多样性与灵活性并存的特性。B2B 交易模式主要依托于信

用卡、银行转账等传统线下财务结算方式，而 B2C 交易模式则更倾向于采用线上支付途径，其中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使用尤为普及[3]。为响应跨境电商日益增长的跨境收付款需求，多家银行纷纷推出了各具特

色的综合金融服务选择，旨在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支付宝、财付通、汇付天下等本土支付

服务提供方已获取跨境支付业务及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试点许可，它们与诸如 PayPal 等国际第三方支

付机构携手合作，共同为境内的商户及个人用户提供全球化的收款服务。 
政府层面，针对跨境电商的扶持措施正趋于完备。自 2013 年商务部携手海关总署等八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相关政策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务院下辖的多个相关部门已陆续出台了一

系列涉及海关监管、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税收制度、支付结算、物流配送等多维度的配套政策，构建了

一套全面的跨境电商政策法规框架。此外，杭州、上海、成都、深圳等城市相继被授权设立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并实施了全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制度。在外汇监管领域，国家外汇管理局亦发布了相

应的指导性文件，旨在规范并加速跨境电商的发展进程，不仅上调了试点业务的单笔交易限额，还将试

点的地理范围扩展至全国范围。 
从跨境电商的清关模式维度分析，我国当前主要存在一般货物出口、特定区域出口、直接购买进口

以及网络购物保税进口这四种模式，其中网络购物保税进口模式占据了核心地位[3]。该模式凭借“大宗

 

 

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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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先入特殊区域、以清单形式进行核验放行”的操作流程，显著地增强了物流配送的时效性与商品的

可追溯性，因而受到了电商企业与广大消费者的普遍青睐。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2018 年上半年，全国

范围内的网络购物保税进口总额达到了 256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1.3%。 
在电子商务平台的范畴内，“四加四”的创新进出口模式框架已稳固确立。具体而言，四大创新出

口模式包含：以阿里巴巴国际站、环球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批发交易模式；以速卖通、敦煌网为典范

的中小型商品批发及零售平台模式；环球易购与 ANKER 所实践的自营零售与开放平台(POP)协同发展模

式；以及执御、傲基国际所采取的新兴市场深度开发战略模式[4]。相对应地，四大创新进口模式则包括：

天猫国际与苏宁海外购引领的海外直采模式；网易考拉与小红书推广的海外精品精选模式；洋码头与淘

宝全球购展现的全球采购者(买手)模式；以及京东全球购所倡导的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5]。 

3. 跨境电商对进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见表 1，由部分省域跨境电商产业竞争力结果可知，近五年跨境电商竞争力指数均在 80 分以上的省

域有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山东、四川、江苏、浙江和安徽 12 个，属于第一梯

队，且北京、上海、浙江三个省域的跨境电商竞争力指数比较领先，尤其是浙江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可

能是得益于杭州作为电商之都，又是全国首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先行优势，以及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跨
境电商)平台阿里巴巴所在地带来的溢出效应，使得浙江的跨境电商产业竞争力尤其亮眼。从客观现实来

看，除了杭州之外，浙江省内包括金华(义乌)等地跨境电商贸易发展都比较发达，浙江也是当前淘宝村、

淘宝镇覆盖最为广泛、数量最多的省域，种种客观因素和主观的浓厚创业氛围共同铸就了浙江跨境电商

产业竞争力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地，近五年跨境电商产业竞争力指数得分均在 60 分以上的省域(不含第

一梯队省域)主要包括重庆、河北、陕西、江西和河南五个省域，这些省域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部地区，

而其他省域近五年的跨境电商产业竞争力指数相对较低，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

上述省域跨境电商产业竞争力测算结果可知，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差

异性与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置时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凡是跨境电商综试区

设立时间比较早的省域，其跨境电商竞争力指数也相对较高[6]。 
 

Table 1. Competitiveness index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in some provinces of China, 2017~2021 
表 1. 2017~2021 年我国部分省域跨境电商产业竞争力指数[6] 

 北京 上海 天津 湖南 广东 海南 福建 山东 四川 江苏 浙江 安徽 重庆 河北 陕西 江西 河南 

2017 86.45 88.54 85.43 80.12 89.43 81.03 85.64 82.33 81.28 86.49 87.58 83.22 75.64 74.54 78.64 78.95 79.43 

2018 87.95 89.54 86.55 82.12 92.43 82.13 87.05 84.34 82.32 88.59 90.24 84.56 78.59 76.68 80.43 80.32 81.22 

2019 89.66 91.02 87.9 83.34 93.43 83.22 89.65 85.67 84.34 91.23 92.43 86.58 79.54 80.43 82.15 82.14 83.24 

2020 90.43 93.43 89.43 84.32 95.43 84.52 91.03 87.69 85.63 92.43 95.43 88.06 81.02 82.11 83.42 84.32 85.43 

2021 92.15 94.35 90.12 87.34 96.84 85.76 94.34 90.12 86.58 94.32 97.57 90.43 83.21 83.22 84.45 86.58 86.43 

3.1. 推动出口增长 

通过跨境电商，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范围得到了显著拓展。根据 2023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跨

境电商的出口额达到了 1.8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6%；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达到 1.88 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1.5%，其中出口 1.48 万亿元，增长 15.2%，高于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

速。这一成绩不仅显示了跨境电商在促进中国商品出口上的巨大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

具有强大的竞争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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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四海捷运物流有限公司就是一家致力于为各类跨境电商平台提供多种智能跨境物流方式，帮助

中小企业获得领跑海外消费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1~7 月，公司共出口跨境电商包裹 716.5 万件、货值

2.8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5.67%、67.06%。从商品类别来看，机电、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出口主打产品。

1~7 月，福建省跨境电商出口机电产品 376.1 亿元，同比增长 54.7%。其中，灯具、家用电器、电工器材

同比分别增长 52.2%、101.4%、38.6%。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393.2 亿元，同比增长 74.1% [7]。 

3.2. 供应链系统的改革 

随着跨境电商的迅速发展，企业在优化和提升供应链系统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有效增强了物流操作

的效率。例如，通过建设海外仓库，企业可以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显著减少配送时间，从而提高

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这种高效且灵活的供应链系统为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 

3.3. 推动品牌全球化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中国公司可以在国际上展示其品牌和产品。通过与全球著名的跨境电商平台进

行深入合作，这些企业能够迅速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显著增强其品牌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同时，跨境

电商平台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深入洞察国际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偏好的机会，帮助企业更精确地调整其产

品设计和市场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8]。 

3.4. 促进产业的升级与变革 

随着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中国的传统外贸行业也正在进行转型与提升。许多企业现在开始重视创

新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以便更好地满足国际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传统产业的升级显著增强了中国产品

的市场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新动力[8]。 

4. 发展跨境电商的问题 

4.1. 法规政策不完善 

跨境电商的发展需要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来规范和保障。然而，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的法规政策还存

在不完善之处。例如，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和收付汇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可能无法完全适应跨境电商的

发展需求，导致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面临诸多不便。此外，政策监管体系的不完善也可能导致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漏洞进行非法活动，给跨境电商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4.2. 供应链风险难控 

跨境电商的供应链涉及多个环节，包括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由于

跨境电商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体系，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高。同时，跨境电商企业往往面临

着供应商风险、物流风险、法律法规风险以及商业环境风险等多种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得跨境电商

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难以有效控制风险[9]。 

4.3. 物流发展滞后 

物流是跨境电商的重要一环，但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相对滞后。物流基础设施不足、海关流

程缺乏高效性、缺乏国际标准化合作等问题制约了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这导致跨境电商物流时效性较

低，长时间的等待可能降低用户体验，甚至影响用户的购买意愿。此外，复杂的海关手续和报关流程也

增加了运营成本，容易导致货物滞留，延误交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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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跨境支付存在风险 

跨境支付是跨境电商的核心环节之一，但目前跨境支付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

台的支付佣金高，跨国交易资金周转率低，支付安全难以保障。另一方面，跨境支付涉及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可能存在合规风险。此外，征信体系存在缺陷、大数据和用户隐私监管风险

等问题也可能对跨境支付造成威胁[10]。 

4.5. 跨境电商品牌化建设难度大 

如何有效地提升跨境电商企业的品牌竞争力，成为困扰其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是由于我国的外贸产

品主要以中小型企业居多，且产品附加值较高。我国的跨境电商产品主要以电子产品、服饰、家居园艺

和户外运动为主，且以生活用品为主。此外，由于跨境电商市场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普遍缺

乏对品牌的认识和构建能力，导致跨国电商发展的后劲不足。二是跨国电商企业在建立自己的品牌时，

其通路成本上升。现在，国内的跨境电商公司在国外的市场推广，仍然是依靠谷歌和 Facebook 等渠道，

一般占有卖家 70%~80%的购买市场，TikTok 的增长很迅速，但还不到 20%。Facebook 在 2022 年的市场

推广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0%，而在谷歌上进行交易的费用则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40%~60%3。由

于国外市场的销售成本每年都在增长，因此，培养中国的跨境电商品牌的市场推广困难将会越来越大。 

5. 发展跨境电商的解决对策 

5.1. 完善法律政策 

1) 加快法规政策制定与修订的步伐对于推动跨境电商行业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当加大对跨

境电商行业的深入调研力度，全面理解其运营模式、市场趋势及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及时修订和

完善海关、检验检疫、税务以及收付汇等多个方面的政策规定，确保这些政策能够紧密贴合跨境电商的

发展实际，为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支持，从而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跨境电商行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2) 为了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跨境电商市场环境，必须建立健全的政策监管体系。这包括对

不法分子进行严厉打击，有效遏制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强化监管，维护跨境电商

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增强国内外消费者对跨境电商平台的信任度

和满意度[11]。 

5.2. 优化供应链管理 

1) 跨境电商企业在全球化运营中面临着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的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机制应涵盖对供应商稳定性、物流运输安全、法律法规变动以及商业环境波动等风

险的实时监测和预警。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企业能够提前洞察潜在风险，迅速采取应对措

施，从而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 为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和效率，跨境电商企业应积极引入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和方法

[12]，如区块链技术提高信息透明度，物联网技术实现货物全程可追溯。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能有效降低

运营风险，还能提升客户满意度和信任度。 
3) 在供应商选择上，采取多元化策略，与多个优质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可以有效分散风险，避免

因单一供应商问题导致的供应链中断，确保企业运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5.3.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1) 为了支撑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关键。政府和企业应携手加大对

 

 

3同脚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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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仅要扩大物流网络的覆盖范围，确保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物流服务，

还要提升运输能力[13]，包括增加运输工具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提升仓储设施的现代化水平，从而满足日

益增长的跨境电商物流需求。 
2) 优化海关流程是降低跨境电商运营成本、提升客户体验的重要环节。通过简化海关手续和报关流

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文件[14]，可以大幅提高海关清关效率，缩短货物从海外仓库到消费者手中的时

间，为跨境电商企业节省宝贵的时间和成本。 
3) 推动国际标准化合作，对于提升跨境电商物流的便捷性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同制定和推广物流标准的国际统一和互认，可以减少因标准差异带来的物流成本和

时间浪费，促进全球贸易的顺畅进行。 

5.4. 推动跨境支付合规建设 

1) 为了促进跨境电商的繁荣发展，应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支付平台降低支付佣金，这不仅能够有效减

轻跨境交易双方的负担，还能显著提高跨国交易资金的周转率，加快资金流动，从而激发市场活力[15]。
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支付平台优化费用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优惠，助力其拓展国际

市场。 
2) 支付安全是跨境电商交易中的关键环节。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提升支付系统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是保障用户资金安全、维护市场信任的重要举措。通过引入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安全认证机制，

可以有效防范支付欺诈和黑客攻击，确保每一笔交易都能顺利进行。 
3) 推动跨境支付的合规建设，是确保支付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各国应加强合作，共

同制定和完善跨境支付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管要求，为支付机构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同时，支付机

构也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管理，确保业务合规运行。 

5.5. 加强品牌建设 

1) 在跨境电商领域，品牌是企业赢得消费者信任、提升市场份额的关键。因此，加强对跨境电商企

业的品牌意识培养至关重要[16]。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引导企业重视品牌建设，通过举办品牌培训、分享会

等活动，提升企业对品牌价值的认识，鼓励企业投入更多资源于品牌塑造，从而提升品牌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为我国跨境电商行业赢得更多国际认可。 
2) 为了降低市场推广成本，跨境电商企业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市场推广渠道。除了依赖谷歌、

Facebook 等传统广告平台外，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内容营销等新兴渠道，扩大品牌曝光度，

吸引潜在客户。这种多元化的市场推广策略不仅有助于降低对单一渠道的依赖，还能有效降低整体市场

推广成本，提升营销效果。 
3) 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是提升我国跨境电商品牌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17]。通

过参与国际展会、商务洽谈等活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经验，结合我国市场特色，

创新品牌发展策略。同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品牌走出国门，提升我国跨境电商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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