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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贸易经济环境的改变，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跨境电商物流的重要性也

不断凸显。本文就跨境电商物流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索未来发展策略。当前我国跨境电商物流主要呈现

出以下特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地域集中分布、模式多元化、政府支持政策倾斜等。然而，我国跨境

电商目前也存在着物流成本提升、用户需求提高、政策法律风险以及人力资源缺失等诸多问题。文章就

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跨境电商物流数字化转型，构建多元化物流网络；开通多样增值服务；完

善政策环境，强化风险管控以及加强人才培养等方案。未来跨境电商物流需持续创新优化，以适应全球

经济复苏和市场变化，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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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in the global trade pattern have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
merce in China, and the importanc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has become prominen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 Now,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market continues to expand in scale, with centralized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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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diversified models, and enjoys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rising logistics costs, upgrading of consumer demand, policy and legal risks, and 
talent shortage.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ild diversified logistics 
network, open diversified value-added services, improve policy environment, strengthen risk con-
trol, and strengthen talent training. In the future,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needs to con-
tinue to innovate and optimize, to adapt to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market changes,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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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跨境电商成为了新形势下新的风口，线上消费成为了新的风潮。在此背

景之下，国内企业将重心发展到了海外，开拓国际市场，跨境电商数量得到快速发展，跨境电商成为了

我国贸易发展的新动力[1]。跨境电商的迅速发展对物流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2]。跨境电商物流，作

为商品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对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商家的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

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找出跨境电商物流未来发展的措施，进一步促进我国跨境电商

物流的发展。 

2. 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2.1. 跨境电商物流概念 

跨境电商物流指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和卖家进行的跨境电商交易行为的物流服务。由于交易

对象为不同国家，所以跨境电商物流不仅仅涉及运输、配送服务，还涉及地域性差异的海关体制、法规、

国际政治、国际税收等，因此跨境电商物流为多国合作、多环节协调的复杂服务过程。 

2.2. 供应链管理理论 

供应链管理理论是一种管理方式综合化的管理理论，其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商店、仓库、供应

商、制造商等资源纳入统一的供应链体系之中，并且对信息流、物流、商流等实施综合统筹以及综合管

理，其终极目的是以最优配置资源和共享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理论强调协调各方合作的管理手段，完

成最短的时间实现商品配送至指定的地点，把效率最大化。而跨境物流作为跨境电商的重要构成部分，

也是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跨境电商物流的现状分析 

3.1.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相关研究显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促进了线上消费的进一步发展[3]，跨境在线消费释放，成为推

动跨境电商持续较高增长的重要支撑。据人民日报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2.6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0.8% [4]。线上消费的火爆给跨境电商物流生态建设带来新一轮动力。例如，互联网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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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建设了全球物流生态基础设施，这些企业的加盟加快了国际物流网络的形成并提升

了跨境电商物流服务能力。 

3.2. 地域集中分布 

在跨境电商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上，物流企业主要集聚在中国东南沿海。根据东方财富网报告的数据

显示，广东省作为中国的制造业大省，依托广阔的货源，集聚了 30.49%的跨境电商物流企业，有效构建

出一条完善的跨境产业链。上海市由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区位优势，凭借优越的营商环境，集聚了跨境电

商物流企业数量占 13.86%的业务量；山东省以 11.73%占比排第三，依托青岛、烟台、日照沿海港优势，

实现了大宗商品、地方特产等多类型商品出海。其余还有浙江省、江苏省、天津市……上述跨境电商物

流企业空间集中度高的地区，加在一起占到 87.33%的企业数量[5]。这些省份因为产业集群的分工关系，

产生了资源共享、合作寻找商机的效果，成为当前跨境电商创业人群的热门之地，从而也为跨境电商贸

易流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3.3. 物流模式多元化 

自全球化进程加快以来，跨境电商物流模式呈现出多样化。跨境电商物流在各国调整供应链以及多

元化的消费者需求驱动下，传统的单一物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跨境电商需求。 
当前跨境电商物流模式主要包含跨境铁路物流、跨境海运、跨境空运、国际邮政包裹、国际商业快

递和海外仓等[6]。其中，跨境铁路物流、跨境海运和跨境空运主要提供运输路段的服务，通常不包含揽

收、清关和末端配送，因此这三种跨境电商物流模式主要适用于 B2B 场景。国际邮政包裹和国际商业快

递属于第三方物流模式[7]。当前，在亚洲地区，邮政快递包裹可实现 3-4 天完成快递送达，在欧美地区，

时间也已缩短到一周内。国际商业快递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有 TNT、UPS、FEDEX 以及 DHL，这些国际

物流企业靠资本在全球设网络服务点，以强大 IT 技术服务全球客户，所以服务质量更高、运输快，但是

价格较高。海外仓物流模式，是电商平台卖家在海外销售目的地设立仓库，为商品提供仓储、分拣、包

装并派送的一站式物流解决方案。海外仓模式优势显著，大幅提高了物流时效和物流稳定性，同时能够

为退换货服务提供渠道和保障，提高了商品竞争力和用户黏性。近几年，全球海外仓数量显著攀升。据

海关统计，到 2023 年 6 月止，在中国海关有正式备案的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已经达到 1713 家[8]。 

3.4. 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近年来，我国政府多角度全方位支持跨境电商物流发展。从顶层设计方面，2024 年 6 月，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提出“指导地方依托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优势产业集群和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培育跨境电商赋能产

业带模式发展标杆”[9]。从试点政策方面，截止至 2023 年 10 月，我国已有 165 个城市设立了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内有便利化措施[10]。从专项资金方面，从外经贸专项资金及服务

业发展专项资金上对跨境电商平台建设、海外仓建设、物流设施建设、物流信息化建设以及物流人才等

提供了支持。 

4. 跨境电商物流面临的挑战 

4.1. 物流成本上升 

电商物流成本上升。首先，跨境电商零售自身具有碎片化、小批次、多频次等特点，在跨境物流运

输过程中较难形成较高的规模优势，而且跨境电商物流在环节流程等方面都比较复杂，导致跨境电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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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成本占跨境电商总体成本比例较高[11]。其次，从运力方面来看，一方面，航空和海运都面临困境。目

前航空货运量持续上升，但运力供给相对乏力，在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运力供给不足，运价上涨；在

海运方面，受红海危机、港口拥堵和关税战威胁引发的需求激增等影响，海运运费大幅上涨。另一方面，

新业态跨境电商运营模式提高了物流成本。一些中小微实体企业利用全托管、半托管模式进入跨境电商

行列[12]，卖家必须通过海运向海外仓提前备货，为了避开年末旺季的大笔运费和舱位不足，不得不提前

安排，在六七月份出货，增加了海运压力，推动物流成本上升。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物流成本增加，推高

了商品价格，客户感受物流配送过程中的时效性和价格问题也会影响客户体验，限制了跨境电商行业进

一步发展。 

4.2. 消费者需求升级 

随着消费者消费水平提高及消费升级，消费者消费理念也从价格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13]。首先，跨

境电商物流时效是消费者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此前跨境购物动辄需要数周甚至更长时间，对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如今随着海外仓模式的推广、物流网络的延伸、通关效率的提高，跨境

电商物流时效明显提高，“天级”配送甚至实现“小时级”配送都有可能。消费者更期待能像在国内一

样，在短时间内快速、方便地买到自己的心仪产品。其次，跨境电商涉及到跨境运输、清关等环节，消费

者往往担心商品安全性和可靠性。不仅要求商品在运输途中无损伤、无破损，消费者还希望知道商品的

位置、运输情况，做到随时可追溯。消费者对正品保障性也愈发重视，希望物流企业对商品溯源、质检

等服务进行保障。最后，个性化服务上，跨境电商的消费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文化差异、消费习

惯各异，对物流的诉求更加个性化。例如，某些消费者希望商品能在某些时间段内进行收件，某些消费

者希望能使用更加环保材料的包装等等。这就需要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企业给予更加灵活、个性的送货要

求，如送货时间的预约、送货方式的选择、送货地点的选择等。 

4.3. 政策与法律风险 

各国及地区涉及的进出口商品的关税、配额、许可证等政策都有所不同，会根据国际形势等因素进

行调整，增加了跨境电商物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另外，各国及地区海关对跨境电商商品的监管、查验

标准、通关标准都不统一，会造成清关延误、扣留、货物退回等情况发生。 
法律风险主要包含两个。其一，因跨境物流主体识别不清所造成的法律风险。以跨境物流过程中涉

及的海运为例，其涉及主体一般包括托运人、货代(即货运代理人)、承运人、船代(船运代理人)、收货人

等。由于跨境物流涉及的主体较多，如果主体法律地位识别不清，就可能导致参与货物运输的一方可能

相互推诿责任而引起纠纷。二是在目的港(地)滞港或被拒收所引发的法律风险。货物由于不符合目的港国

的清关政策是货物滞留于目的港(地)的第一原因。另外，跨境物流主体多、流程多、问题多，这些因素叠

加又增加了货物运输的延迟可能性、被拒收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货被拒收，托运人既面临商业风险又

面临法律风险[14]。 

4.4. 人才短缺问题凸显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强，跨境电商作为全球贸易、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

迅速。跨境电商交易量不断加大，跨境电商物流行业对于国际化物流人才的需求量也陡然剧增，但是如

今的跨境电商物流人才需求却陷入了人才瓶颈阶段。 
其一，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存在明显滞后性。存在滞后性的原因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未

能与时俱进，企业的课程设置与行业发展的实际动态需求脱节。这导致所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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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方面与企业实际所需存在较大差距，无法契合行业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紧迫需求。 
其二，着眼于企业内部，人员流动频繁，人才的招聘及保留不易也造成了行业内人才短缺。例如，

薪酬福利待遇状况、工作环境问题等导致高层次人才的流失现象较为严重。有的落后地区或是安全问题

不足的地区，因为不能给予较高的薪酬与理想的福利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大部分优秀的跨境物流人才

难以接受工作条件，从而使得人才招聘困难现象越来越严重。 
其三，国际货运物流的经营范围非常复杂，涉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非常广博，从业人员既要精通常

规物流业务知识，又要了解国际货运物流相关特殊要求法律条例，不同运输方式下业务办理的法律法规，

各种运输方式下复杂的关税体系和国际货物运输管理的专业知识。目前的大部分货运从业人员缺乏相关

国际物流业务扩展知识技能。除此以外，从业人员在相关业务沟通和联系时存在由于文化差异、语言和

沟通的障碍，极易引起业务分歧和矛盾，使货运业务难以顺利开展。 
其四，一些欠发达地区物流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滞后，专业性技术人员欠缺，阻碍了物流业运

作效率的提高[15]，削弱了该地区跨境物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跨境电商物流业

的协调发展。 

5. 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策略 

5.1. 强化跨境电商物流数字化转型，构建多元化物流网络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企业在进行电子商务转型中，需要加强区块链[16]、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的使用，通过这些技术在物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实现智能化的决策、实时监测、数据自动采集，实现精

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其中，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供应链等行业已成熟应用，技术相对成熟，在国外

甚至已有多家快递公司(如京东物流)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物流信息追踪。初期需要的技术开发成本、硬件

设备投入、业务人员培训等投资较大，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区块链技术利于企业大幅降低物流信息管理

成本，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原因所产生的争议和延误。例如，在冷链物流运输中，企业可以利用区

块链技术提供智能物流优化调度、智能数字仓等服务，通过物联网以及信息科技监控冷链物流领域中的

生鲜食品运输过程。物流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建设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增加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对物

流数据进行实时的监测，提高风险管控意识。 
另一方面，构建多元化物流网络提高物流时效性。在国际物流端，跨境物流企业需依据商品特性和

进口来源地差异，灵活采用海运、邮运、空运混合衔接的多式联运方式，积极开辟物流新通道。充分借

助“一带一路”建设和 RCEP 生效的契机，深入挖掘中欧、中蒙等回程班列的潜力，强化班列与跨境电

商的融合，降低国际物流成本，增强物流通达能力。在国内物流端，应统筹物流体系布局，发挥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的区位优势，优化商品分拨、仓储和中转基地的选址，从而缩短运输距离，提高运输时效，

降低国内物流成本。另外，重视海外仓、分拨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我国国际干线物流和海外终端配

送体系链接起来，构建起以海外仓为主节点、以海陆空铁跨境运输为干线、以境外终端配送为支线、以

国际主要地区为市场辐射面的“点线面”结合的国际物流体系。 

5.2. 开通多样的跨境电商物流增值服务 

现今，跨境电商物流服务面临新的市场环境与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因此，跨境电商物流企业可以通

过提供多种形式的增值服务，以此提升物流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这已然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方向。

第一，物流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增值服务可以从个性包装定制着手，针对不同的商品、不同的运输距离、

不同的客户进行不同的包装材质选择和不同的包装形式设计，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包装形式。

第二，物流企业同时还能够提供灵活配送时间的增值服务，常规配送之外设置定时配送、夜间配送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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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定制配送时间，为客户提供根据自身需要的不同配送时间形式。第三，物流企业也能够根据自身技

术条件，为电商商家提供数据增值服务，根据大数据时代物流数据的价值性挖掘，为电商平台商家提供

销售预测、销售库存相关建议等物流数据增值服务形式。第四，物流企业可凭借自身技术条件与背景特

色，对物流信息数据进行综合挖掘与分析，进而向消费者输出有价值的物流资料信息。例如，通过大数

据分析挖掘客户下单记录，并且结合当地商品特性、物流信息配送、售后服务进行客户数据分析，对客

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信息的推送和处理，也可对于其他物流相关事务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对相

关客户服务提供关于货品的合理保存、购买或者客户退货等处理方式进行综合的系统化服务。第五，为

了给予跨境电商物流相关客户足够的保障措施，物流企业可以和相关保险公司建立联系，给客户制定好

的物流保险相关保障措施，例如退货运费险、货物运输保险等。另外，跨境电商物流保险的保费收入能

够为保险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降低因物流问题导致的损失。

建设多样的物流增值服务初期投入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的建设，成本较高。但个性化服务能够

显著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5.3. 完善跨境电商物流健康发展政策环境，强化风险管控 

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政府应着力加强政策环境建设工作，重点聚焦交通运输领域，全面理顺相关

法律法规的立法体系，确保政策法规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协同性，为行业稳健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例如，

明确实际托运人、实际承运人的地位和范围责任，发挥最高法院制定相关政策指导意见的重要作用(骆庆

国，王瑛)，同时增加法院在具体主体识别等相关运输纠纷领域的司法解释。除健全立法外，政府也应构

建海关、商务部、工商局、税务局、金融机构等部门的协作联动机制，形成联合监管机制，加大对跨境物

流的扶持政策，认真倾听企业呼声，帮助企业解决现实中的难题[17]。 
其次要强化风险防控。政府要搭建外贸征信平台，把恶意拒收、无单放货的不诚信行为人纳入黑名

单，禁止其从事贸易活动，规范市场环境。跨境电商物流企业自身也要积极与政府合作，建立健全的内

部风险防控机制，加大风险识别、评估、研判和预警力度，从制度流程上避免管理风险，提升抵御风险

能力。 

5.4. 加强跨境电商物流人才培养 

跨境电商物流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对物流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一，在高校教育上，学校一方

面要做好跨境电商物流人才的专业教育，以信息化为主攻方向，围绕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等领域，重点培养跨境电商行业所需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要举办用人单位座谈

会，针对跨境物流人才需求、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发展情况等方面工作开展常态化、灵活化、多

样化、实效化的沟通与交流，提升跨境电商物流人才培养的针对性[18]。高职院校则要以企业对实操需求

为重点，立足于“以项目为导向的教学过程”，培养实用型的基层人才，从而达到培养不同层次专业人

才的目的。国家高度关注跨境电商和物流行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符合

国家政策导向，有望获得政府资金、政策支持。在成本上，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投入初期主要包括课程

制作、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成本偏高，但从长期效果来看可以显著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满足行

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要。第二，企业可以根据员工职责的不同，对应不同内容的培训。例如，操作人

员需要提升操作技能，销售人员需要提升商务沟通洽谈的能力，可考虑师带徒助力人才成长。第三，单

位要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做好人才培养，根据发展需要制定人才方案，明确不同发展路径下对人才的需

求，制定中长期人才能力培养路线，并配有合适的人才激励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多方面地保证

跨境电商物流相关行业人才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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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是世界经济互联互通的基础与重要载体。目前，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在市场空间、

业务模式快速增长和多变的同时，还面临着跨境电商物流成本增加、跨境电商消费者需求多样化、法律

合规风险以及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要重视与之匹配的供应链物流运营数字化、

跨境电商物流增值服务、政策与制度优化与人才培养，从而提高跨境物流效率与服务质量，促使跨境物

流行业稳定、均衡、可持续地发展，让跨境电商物流在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世界经济更好

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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