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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数字贸易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国家积极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建立有序、

安全、高效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为企业创新带来新机遇。本文基于双循环视角，从国内市场、国际市

场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三个层面深入探讨数字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并分析数字贸易开放驱

动企业创新过程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数字贸易健康发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实现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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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trad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China is vigor-
ously advancing the institutional opening of digital trade and establishing an orderly, sec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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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ual circulation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digital trade open-
ing in driv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domestic market, inter-national mar-
ket, and domestic-international dual-circulation interaction. It also analyses the challenges in this 
process and proposes targeted solutions, aiming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
tal trade, enhance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achieve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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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

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微观经济的主体，企业的创新

水平决定了国家整体的创新水平，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

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和贸易结构，数字贸易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

告 2024》报告显示，2021 年至 2023 年，全球数字贸易规模由 6.02 万亿美元增长至 7.13 万亿美元，占国

际贸易总体规模的比重由 19.6%上升至 22.5% [1]，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导

下，国务院出台《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为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新格

局的建立提供政策指导，助推经济和贸易高质量发展[2]。文件中提出要积极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

建立有序、安全、高效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求“扩大电信、医疗、教

育等领域开放试点，鼓励外国投资者扩大再投资”[3]。 
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我国正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数字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战略框架。在“双循环”视

角下，数字贸易开放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

加强数字贸易开放，企业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借助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支持，实

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深入研究数字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对策，对于提升我国在全

球数字贸易中的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贸易能够加快信息交互和思想传播、降低交易成本与治理成本，给予中小微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

场的机会，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提高市场效率[4]-[6]。进口数字产品的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对

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原创性创新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7]。企业在数字贸易的过程中，通过信

息传播与资源共享，强化了全球创新主体及资源的联系互动，促使企业创新模式更加开放[8]。综上可见，

学者们主要从降低成本、促进技术溢出、信息资源共享等渠道分析研究数字贸易开放带来的创新效益。 
现有的研究为数字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在研究视角上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本文区别于传统单循环研究，从将双循环理论与数字贸易开放结合，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互动模型，揭示数字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化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究：双循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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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数字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机理是什么？面临哪些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双循环视角下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机理 

数字贸易的开放事关数字主权、国家安全，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开放应遵循渐进式、稳慎式的制度型

开放原则，具体内涵包括数字技术溢出、数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放开和数字空间治理[9]。在双循环视

角下，数字贸易开放通过国内大循环夯实企业创新基础，通过国际循环获取更多创新要素，在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互动下，实现了创新效能的倍增，具体机制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echanism diagram of digital trade opening driv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图 1. 数字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机制图 

2.1. 国内市场 

在国内市场中，数字贸易开放通过促进数据流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

同时扩大市场规模、激发内需潜力倒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2.1.1. 资源配置效应 
新增长理论中强调要素流动对技术扩散的促进作用，数字贸易开放能够促进数据、技术、资本等要

素在国内市场的自由流动，优化国内的资源配置，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一方面，数字贸易平台

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更精准地获取市场需求信息，有效地整合国内分散资源，形成规模效应，

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平台为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资金支持，降低了企业

获取资金的门槛，尤其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足够的资金支持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垫脚石。数字领

域市场准入的放宽，还促进了人才的流动和集聚，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 

2.1.2. 市场竞争效应 
数字贸易打破了传统交易面临的地域和空间限制，数字贸易的开放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

国内外企业参与竞争，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加剧市场竞争程度。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倒逼国内企业通

过创新提升竞争力。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会积极投入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以满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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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此外，数字贸易开放还使得消费者获取信息更加便捷、渠道更加广泛，

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从而进一步激励国内企业提升服务质量、降低价格、开发差异化产

品，推动创新效率提升。 

2.2. 国际市场 

在国际市场中，数字贸易开放通过引进国际资源、促进知识溢出，为企业创新提供驱动力，同时重

塑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2.2.1. 技术溢出效应 
数字贸易开放通过跨境技术合作、专利许可、国际研发联盟等渠道，为企业提供了获取国际先进技

术的重要渠道，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向国内扩散。在数字贸易过程中，企业能够接触到国外先进的技术、

管理经验和创新理念，这些外部知识的引入是企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10]。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国外的数字

产品和服务，学习其中的先进技术和创新模式，并将其应用到自身的生产和经营中。此外，数字贸易平

台也促进了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企业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开展研发项目，共享

创新成果。数字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益，将企业获取的外部资源与自身技术创新相衔接，提升

了企业获取差异化创新资源的能力，推动创新模式由封闭走向开放，在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实现技术创

新能力的飞跃[11]。 

2.2.2.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数字贸易通过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推动企业从“被动承接”向“主动主导”创新环节跃迁。数

字贸易开放能够通过削减贸易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使得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获取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

零部件和技术服务，从而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12]。在这种全

球化的生产网络中企业能够专注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加大对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的创新投入，

提高产品附加值。参与全球价值链也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标准，促使企业不断提升

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 

2.3. 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数字贸易开放使得国内国际市场得以联动，同时贸易开放政策相对接，

为企业创新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2.3.1. 市场联动效应 
数字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使得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实现了动态匹配，促进了国内国际市场的联动

与协同发展，为企业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国内大循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场景丰富性与试错容

错空间，为企业提供技术验证与迭代的试验场，降低创新风险；国际循环则通过接入全球多样化需求与

高标准市场规则，引导企业突破技术适用边界并优化产品性能。二者联动形成“以内需培育技术韧性、

以外需驱动技术前沿化”的闭环，避免单一循环下的创新路径依赖。 

2.3.2. 政策协同效应 
数字贸易开放的实现需要国内国际政策的协同配合，这为企业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国内

政府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一系列规范数字贸易发展

的政策措施，为数字贸易开放和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际也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

建立数字贸易规则如 DEPA 的数据跨境条款、CPTPP 的源代码保护要求，为企业开展跨国数字贸易和创

新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数字贸易开放使得国内规制改革与国际规则对接，产生政策协同效益，从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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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政策壁垒和制度障碍，降低企业合规成本，释放企业创新活力。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数据流

动“白名单”等政策工具，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也能促进企业创新要素的流动。 

3. 数字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3.1.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实施不畅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跨境流动是链接国内国际市场的核心纽带，但现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机制存在执行模糊、成本高等问题，影响了国际合作渠道和拓展[13]。《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中明确

规定“重要数据”需要进行申报，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金融、医疗等关键行业的数据分类分级细则和

数据安全评估流程标准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导致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实施不畅。对于企业来说，在履

行数据安全评估义务过程中，面临着行政周期冗长与成本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企业考虑到合规风险会

主动缩减跨境研发合作，不利于企业创新的发展。 

3.2. 国际规则体系话语权缺失且与国内规则兼容性不足 

基于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演进态势分析，我国现行数字贸易制度架构相较于 CPTPP、DEPA 等先进

区域协定仍存在制度性落差，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规则体系，制约着全球数字治

理话语权的提升[14]。CPTPP 协定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具有较高的标准和规范，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

数字产品待遇、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而我国现行制度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此外，各

国主张的数字贸易规则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不同。这种差

异转化为贸易壁垒，会导致我国企业在开展跨境业务时面临额外的合规成本和市场准入障碍，阻碍我国

数字产品与服务的跨境流动效率，不利于创新要素资源的流动。 

3.3. 数字贸易开放与安全的统筹难题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着开放与安全统筹的挑战，过度强调安全将抑制创新活力，而冒进开放则可

能威胁产业链韧性。我国的数字基础建设和数字贸易竞争力相比于发达国家仍有进步的空间，在实际开

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进入可能会导致国内相关产业面临激烈的竞争，遭受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国

内数字市场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统一高效有序的数字市场。目前我国出台了《网络安全法》等

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数据跨境流动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地方政府在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灵活探索的过

程中，存在与中央认知不一的情况。中央与地方在开放力度大小和节奏快慢上认识不统一，难以实现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要求。 

4. 数字贸易有效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对策 

4.1. 优化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 

政府应进一步健全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和完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相关法规和标准，明确数

据出境的安全要求和合规标准，使企业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和遵循相关规定。同时，政府应优化评估流程，

简化不必要的环节，提高评估效率，减少企业等待时间，同时探索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渠道多元化转变，降

低企业的合规成本。此外，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指导和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的要求，如组织开展培训、提供咨询服务等，规范有序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促进数据的合法跨境流动。 

4.2. 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与制度兼容性 

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应以建设数字中国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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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自身核心利益和立场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制定，争取在国际规

则制订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对国内现有的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找出与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存在差距的地方，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国内规则逐渐与国际规则接轨，

增强我国数字贸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我国应怀有大局观，求同存异，以《全球数据安

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为核心支点，整合“数字丝绸之路”，构建包容性多边

对话平台，为国际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提供蓝本和中国方案。 

4.3. 建立开放与安全动态平衡机制 

在全球数字经济深度整合的背景下，实现制度开放与风险管控的有机统一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数字

治理的关键命题，同时也是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的重要保障。从战略实施层面来看，需要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双重协调机制。在开放创新维度，依托制度型开放创新试验区(如海南自贸港、上海临港新片

区)，鼓励其在增值电信业务开放、数据存储管理、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税收规范和数字经济监

管模式等方面率先开展实践，突破瓶颈，形成可复制的改革试点经验。在安全保障维度，要构建完善的

数字贸易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对数字贸易全过程的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标准，

引导和规范数字贸易企业的安全行为，提高企业的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和安全。这

种兼顾开放与安全的动态机制，既能为数字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又能保障国家数字安全战略

的实施。 

5. 结语 

本文基于双循环视角，剖析数字贸易开放驱动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

发现，数字贸易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效益、资源配置效益、技术溢出效应等多路径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

动创新模式由封闭走向开放协同。然而，我国数字贸易开放进程中存在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机制不畅、

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开放与安全统筹难题等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优化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提升

国际规则话语权与制度兼容性、建立开放与安全动态平衡机制等对策建议。未来，我国应加快构建数字

贸易新发展格局，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与高质量发展，助力在全球创新合作网

络中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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