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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区位优势，探究电子商务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结论表

明，电子商务在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变革等方面对城市经济韧性起到正向的作用。因此，政府

应当继续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促进城市经济类型从制造业向数字经济更高等级转变，完善政策支持，贯

彻相应人才培养策略，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社会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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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gional advantages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
g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commerce positively enhances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by optimiz-
ing enterpris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ri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vigorously develop e-commerce,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economic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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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nufacturing to higher-level digital economies, improve policy support, implement correspond-
ing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egies, optimize the e-commerc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ultimately 
foster enhance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overall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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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城市经济系统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尤其是近年来，受全

球经济衰退，以及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多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为应对世界政治，

经济的重大考验，党的二十大提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

择。”[1]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都提到要建设有韧性的城

市，根本目的在于，具有较高韧性水平的城市在应对冲击时具有较强的包括敏感性、抵抗力、适应力及

恢复力等在内的多维度动态调整能力。在这一背景下，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创新驱动力，促进了产业结构

升级，深化城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转变经济结构，在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发展为例，探讨其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实际影响。 

2. 发展状况分析 

2.1. 电子商务发展现况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创新，绿色，数字等作为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的重要贸易形式之一，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2]。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

子商务市场，这深刻改变了国内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并推动了企业的运营模式转变。在当前全球化与数

字化浪潮的推动之下，电子商务行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当前，线上消费已经成为消费者主流的消费方式，平台配合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手段，向用户进行精

准推送，以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群体的多样化商品需求。同时，电子商务商业模式日益多元，直播电商，

社交电商等作为新型电子商务手段，通过内容营销和社交裂变吸引用户，备受企业、商家推崇。在智能

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了“虚拟商务”，“元商务”[3]等未来构想，未来的电子

商务平台可能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二维网页和移动应用界面，而是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三维虚拟空间中的

购物体验。以上种种因素，推动了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全球电商交易额屡创新高，电子商务已

经成为了全球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2.2. 城市经济韧性理论分析 

韧性原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材料在受到形变时抵抗折断的能力。而城市经济韧性则是指城市

系统在面对各种冲击和压力时，能够吸收、适应、快速恢复并从中成长的能力[4]。在智能化、信息化的

时代背景下，城市经济韧性不仅体现在短期的抗冲击和恢复能力上，更在于长期的适应与转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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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多元化、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能够增强城市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而单一产业结构城市在面

对特定冲击时，往往表现出较低的韧性。而电子商务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新型经济

模式转型，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在城市经济类型转变的过程当中，城市的产业结构将得到优化，提高

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进而使城市韧性提升。 

3. 电子商务与城市经济韧性关联研究 

21 世纪，电子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电子商

务已经通过促进新型生产要素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融合，深度嵌入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作

为新时代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一环，自然而然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存在着紧密且复杂的关联，所以研究

其相互作用对城市经济的稳定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在线询价、订单管理、支付管理和电子合同等功能，极大地简化了传统产业链中

繁琐的交易环节，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匹配供需信息，降低寻求消费者过程中信息搜寻所消耗的成本。对

企业来说，电子商务增加了企业生产商品流通速度，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同时电子商务

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地域限制，使得资源可以跨城市进行调配，甚至推动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体协作，促

进了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多元化发展[5]。这种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有助于城市经济快速恢复和调

整，进而增加城市经济韧性。 

3.2. 推动技术变革 

当前，电子商务融合了诸多数字化先进技术，以促进本行业发展。数字技术既是电子商务的重要支

撑，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已经率先应用到电子商务行业，

当城市面临自然灾害危机之时，政府就可运用大数据平台，精准评估灾害等级，统计受灾人数，为进一

步救援以及未来预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6]。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具有

较强的经济韧性以及抗风险能力。 

3.3. 扩大消费者市场 

电子商务发展扩大了消费者的消费渠道，消费者足不出户便可完成由挑选商品至下单支付的一系列

过程。由于电子商务平台商品种类丰富，有能力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7]。各类新型经济形式，“00
后”的“谷子经济”，属于老年人的“银发经济”等，大都以电商平台为载体。电商平台也通过定向推

送，创新营销等手段，扩大消费者群体。此外，电商平台推出更为优质的售后系统，增强消费者对电商

的信任，提高客户的满意程度。这些手段最终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市场规模，

使得城市经济不仅仅局限于线下，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3.4. 优化就业结构 

电子商务的兴起，催生了大量全新就业形态的产生，例如：带货主播，网店运营等等。这些就业形

式，这些岗位需要具备不同专业技能的人才，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同时，电子商务带

动了上下游相关行业的繁荣，例如：物流配送等等，从而间接创造了就业机会[8]。因此，电子商务打破

了传统就业集中在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格局，使就业机会在不同行业之间分布更加均衡，优化了人力

资本结构，增强了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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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实践 

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 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统计，2021 年长三角

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的 28% [9]。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发展，最具活力，最为强劲

的地区之一，探究其电子商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实际影响，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4.1. 政策支持 

海关总署在 2024 年 12 月 29 日出台了多轮支持长三角一体化的举措，在跨境电商方面明确提出要优

化出口转关模式，营造高水平口岸营商环境，试点跨关区退货监管，推进进口消费品正面清单试点等。

同时上海率先创建了“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推进跨境贸易规则创新，通过长三角地区推广应用跨境

电子发票互操作、搭建贸易物流数据合规通道、拓展跨境商品溯源应用范围等具体措施简化交易流程。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码头解锁货运新模式忙碌热闹》报告，上海港通过“联动接卸”模式实现货

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使得单个集装箱物流成本降低 200~400 元。江苏省推出“跨境电商全链条

信用保险 + 保单融资”服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这些举措既提升交易效率，又降低交易成本，促

进了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发展。 

4.2. 基础设施建设 

长三角地区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已经构建了多个应用支撑平台，用于提升数据存

储、智能计算等新兴服务能力，为电子商务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运输部的数据，长三角已建成全国最密集的高铁，航运网络，高铁里程超 7600 公里，覆盖 95%的设区

市，形成“1 小时城市圈”和“4 小时产业圈”，长三角港口群(如上海港、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占

全国 37.9%。同时通过建设物流枢纽和优化配送网络，大大提高了物流效率[10]。例如：升级改造县级物

流配送中心，建设具有集散功能的乡镇网点和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形成了从城市覆盖县乡村的快

递物流配送体系。使电商货物最快以“隔日达”的方式，到达客户手中。 

4.3. 人才培养及吸引 

长三角地区通过整合三地资源，推动产学研合作，搭建各类平台，开展协同创新，发挥头部载体作

用，强化科技创新合作，以深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同时整合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推

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的有机融合，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在各地高校之中，通过开展“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等，培养了年轻人对电子商

务行业兴趣，以及创业决心。长三角各地也相应推出了当地人才吸引政策，例如苏州市对引进的跨境电

商高端人才提供落户、购房补贴等政策，并支持建设电商培训基地，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这些举措

有力推动了长三角地区人才与创新的协同发展，提升了区域整体竞争力，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重要支

撑。 

4.4. 市场监督 

长三角地区通过统一市场准入标准和服务规范，简化了企业开办流程，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目前

长三角三省一市已经实现了市场主体登记标准、服务规范、信息共享和创新步调的统一，推动了电子营

业执照“企业码”作为统一的经营主体身份认证载体，企业仅凭该二维码即可实现信息认证等事项的“一

码通办”。此外，长三角地区通过数字化转型，建设了长三角网络交易案件协查交互平台和数据在线存

证平台，加强了数据信息共享和风险处置协同能力，促进了电商平台间的有序经营，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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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践状况，充分展现了电子商务赋能经济韧性的强大潜力。电子商务通过优

化企业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变革、扩大消费者市场等方式，为长三角城市的企业和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

机遇。同时，促进城市经济类型从传统模式向数字经济的模式转变，更加优化了城市经济结构，使得产

业附加值更高，抗风险能力更强。在城市经济面对外部冲击如经济危机、技术变革等情况时，相关企业

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策略，快速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降低经济受损程度进而有效提

升城市经济的韧性。然而，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该行业目前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市场竞争加剧、

保护用户数据安全与隐私、物流配送效率仍有待提升等。面对诸如此类的挑战，长三角地区及各地政府

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与引导，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创新与实际应用，优化当地营商

环境，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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