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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凭借政策支持、

技术优势及供应链能力，在全球跨境电商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

了当前全球及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总结了中国在政策法规不完善、物流体系不健全以及支付安全

风险等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政策监管体系、优化跨境物流网络、提升支付

安全水平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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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growth. China, supported by favorable policies, technological ad-
vancement, and supply chain capabilitie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global cross-border e-commerce 
landscape. This paper reviews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analyzes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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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oth globally and in China, and identifies key chal-
lenges faced by China, including regulatory gaps, insufficient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and payment 
security risk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reg-
ulatory systems, optimizing cross-border logistics networks, and enhancing payment security 
mechanism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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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rder E-commerce)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兴

形式，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支付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全球

物流网络的不断优化，跨境电商逐渐重塑传统贸易格局，拓展了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路径，也为全球消费

者提供了更丰富、便捷的购物体验。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政策引导、平台建设、技术创新等多重因素推动下，跨境电

商产业实现了高速发展。国家级政策支持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持续推进，推动出口导向型企业积极

布局海外市场，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跨境电商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跨国政策法规差异、物流体系不健全、支付安全机制不

完善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与现实数据，梳理当前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系统分析其在政

策、物流与金融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推动中国跨境电商高质量发

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2. 文献综述 

2.1. 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对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应用、政策环境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方

面。徐书魁(2021) [1]指出，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企业对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应用，是推动跨

境电商模式不断升级的内在驱动力，同时政府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和监管措施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

了有力保障。庞燕(2019) [2]讨论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效率在跨境电商模式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跨境

电商企业需要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物流配送能力以降低运营成本并增强市场竞争力。卢萍等(2015) 
[3]强调了消费者行为变化和市场需求多样性对企业跨境电商模式调整的影响，认为企业应根据不同目标

市场的特征制定差异化战略，提升品牌的国际化竞争力。 
国外学者对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样具有较高关注度。Wang 等(2023) [4]探讨了全球

供应链优化和技术应用对跨境电商模式的推动作用，指出企业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

术，不仅能够提高运营效率，还能增强交易透明度和信任度。Sleuwaegen 和 Smith (2022) [5]对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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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文化差异、法律法规及市场本地化策略对跨境电商模式构建的深远影响，

认为企业应根据目标市场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灵活调整其商业策略。Salim (2022) [6]重点关注技术创新与

市场适应性的协同作用，提出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下，跨境电商企业应注重技术更新和市场动态

的同步响应，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2.2. 跨境电商发展现状研究 

近年来，跨境电商研究从发展现状和挑战两个维度展开。发展现状方面，Wang 等(2023) [4]通过对全

球市场数据梳理，指出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显著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邹婷婷(2024) [7]基于中国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数据，评估了政策扶持对进出口交易额的促进作用；刘倩等(2024) [8]则从物流网络完

善度和海外仓布局角度，探讨了中国跨境电商区域覆盖与服务质量提升。挑战研究方面，张夏恒(2016) [9]
认为传统物流模式在跨境背景下亟需向智能化转型以应对成本和时效压力；Salim (2022) [6]强调数字营

销与支付安全风险对企业绩效的制约；Ma 等(2019) [10]关注品牌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信任

建设问题。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还指出，跨境支付汇率波动、海关合规成本以及末端配送网络不完善

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障碍，这些研究为后文对策建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3.1. 全球视角 

全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统计，2024 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 6.3 万亿美元，较 2021
年的 4.8 万亿美元增长逾 30%1。欧美市场仍占据约 45%的份额，但东南亚、拉美和中东等新兴市场增速

显著，2024 年东南亚市场增速约 15%，成为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 2。技术驱动方面，区块链在支付与供

应链溯源中的应用加速推进，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助力平台实现精准营销和智能推荐，显著提升用户粘性

和复购率。与此同时，欧盟“增值税(VAT)电子商务改革”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调整，对跨境电商的

市场结构和成本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平台如 Amazon Global Selling、eBay Global、Shopify 跨境解

决方案持续优化卖家服务，推出本地化仓储、多语种客服与一站式合规支持，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出海门

槛。国际物流方面，DHL、FedEx、UPS 等跨国快递企业加大对最后一公里配送网络的投入，并与当地物

流服务商深度合作，实现快速清关与派送。 

3.2. 中国视角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呈现多元化与高质量并进的格局。2024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达到 2.85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占比约 70%，进口占比 30%3。政府已设立近 170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24
年试验区累计交易额超过 1.3 万亿元，重点试验区如杭州、广州、深圳等地通过“保税 + 直购”模式和

智能化通关系统，将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 4 小时以内 4。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

自由贸易港初见成效，显著提升了跨境支付的效率和安全性。平台方面，阿里巴巴国际站、京东国际、

拼多多跨境购以及新兴的 TikTok Shop、Temu，通过全球海外仓网络布局，已在欧洲、北美和东南亚等市

场建立 200 余个海外仓，库存周转率提升 15%5。随着 RCEP 协议的生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壁垒

 

 

1数据来源：https://www.dsb.cn/236693.html。 
2数据来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东莞市委员会 https://www.dg.gov.cn/dgsmch/gkmlpt/content/4/4326/mpost_4326537.html#1540。 
3数据来源：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59259590161580582/?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wid=1745665058907。 
4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s://www.mofcom.gov.cn/zfxxgk/fdzdgknr/ztfl/qgrdjydf/art/2024/art_c0bf41b2778a40098f1a9251395d48f8.html。 
5数据来源：https://www.dg.gov.cn/dgsmch/gkmlpt/content/4/4326/mpost_4326537.html#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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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降低，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3C
电子、服装鞋帽、家居日用品等传统优势品类外，化妆品、健康保健品与生鲜农产品等新兴品类也成为

新的增长亮点。 

4. 中国跨境电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在深入分析全球及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了中国跨境电商在政策法规、物流体

系及支付安全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 

4.1. 政策法规不完善 

尽管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但由于国际贸易环境复杂且各国法律法规差异

较大，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常常遇到合规性问题和政策不确定性。例如，进出口环节中的海关监管、税收

政策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存在一定模糊空间，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合规成本和法律风险。欧盟 IOSS 
增值税申报、美国 FCC 认证等各国海关监管差异导致企业合规成本增加 20%~30%6。此外，监管体系尚

未完全跟上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使得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交易模式和跨境电商活动处于监管灰

色地带，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年增 15%。 

4.2. 物流体系有待优化 

物流体系问题是制约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另一大瓶颈。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构建全球物流网络和海外

仓布局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而言，跨境物流成本仍然较高，干线运输依赖国际货代(自主运力占比 
< 30%)7，海运时效波动率达 40%8，导致配送时效性不足在末端配送环节，部分地区的物流服务水平较

低，尤其是在新兴市场，末端配送覆盖率不足 60%，“最后一公里”成本占物流总成本 45%9。物流的不

畅不仅延长了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间，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和成本，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

体验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4.3. 支付安全与金融风险 

支付安全与金融风险方面也存在明显问题。跨境支付通常涉及多币种交易和国际结算，据统计 10，

多币种结算导致汇率损失平均占交易额 1.2%，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欺诈率高于本地支付的 2 倍，达到

0.8%，这使得企业容易受到汇率波动、支付欺诈和结算延迟等风险的影响。目前部分线上支付平台在安

全性和风控机制上仍有不足，加上金融监管与技术应用之间存在一定脱节，跨境资金清算周期长达 3~5
个工作日，使得跨境电商企业在资金流转和支付安全上面临较大挑战。这不仅限制了交易规模的扩大，

也影响了消费者对跨境电商平台的信任。 

5. 对策建议 

针对第四章中所揭示的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在政策法规、物流体系以及支付安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为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力提升，亟需从制度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及金融服务保障等多

 

 

6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2024 年跨境电商增值税合规报告》、德勤《全球供应链展望》、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年度报告、

AMZ123 跨境导航行业调研、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麦肯锡《全球贸易合规成本白皮书》。 
7数据来源： 
https://www.prnewswire.com/il/news-releases/freightos-reports-first-quarter-2024-results-with-double-digit-revenue-growth-302149934.html。 
8数据来源：https://www.sea-intelligence.com/press-room/277-global-schedule-reliability-continues-to-stay-within-50-55。 
9数据来源：https://lpi.worldbank.org/。 
10数据来源：艾贝盈 跨境咨询 https://www.ipaylinks.com/information_details.php?id=14754&recommendCode=1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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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着手，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本章将围绕完善政策环境、提升物流效率和强化支付安全三大

方面，系统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推动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路径和政策参考。 

5.1. 完善政策法规与监管体系，降低合规成本 

面对政策法规不完善和跨国监管差异大的问题，政府应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推动建立区域性和多

边监管合作机制，逐步实现进出口合规标准的相对统一。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与主要贸易

伙伴就增值税申报、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达成互认或协调框架。 
同时，针对当前海关监管与税收政策繁杂、时效性不足的问题，政府应加快推进智能化通关改革，

扩大“单一窗口”覆盖范围，推广电子化报关和在线税务申报系统，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升政策执

行效率。此外，应尽快出台针对跨境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的监管细则，消除政策灰色地带，为

企业创新提供明确的制度保障。 

5.2. 提升跨境物流能力，优化“最后一公里”服务 

为了提升跨境物流体系韧性，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引导物流企业建设专属航线

与铁路通道，进而推动干线运输自主化发展，鼓励企业加大自有运力建设，提升抗风险能力，降低对第

三方国际货代的依赖。其次，企业应聚焦新兴市场“最后一公里”配送短板，推动本地化物流网络建设，

鼓励国内企业与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的本地物流公司合作，构建联合仓储、配送网络，提升末端配

送覆盖率。同时，企业应加快海外仓智能化升级，推广自动化分拣、数字化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库存

周转效率，缓解因物流不畅带来的客户体验下降问题，提升全球仓储体系的覆盖率和服务能力。此外，

政府与企业应共同推动跨境物流标准建设，实现海关数据互通和运输追踪标准统一，缩短清关时间，降

低因监管差异导致的中转延误。 

5.3. 加强跨境支付安全管理与金融支持体系建设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一方面企业应扩大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政府

应鼓励、促进金融科技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开发智能风控系统和实时交易监测机制，提高可疑交

易识别能力，降低欺诈率。另一方面，政府应优化外汇对冲工具供给，鼓励商业银行与支付平台推出灵

活汇率锁定产品，帮助企业和消费者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稳定成本预期。 
从制度协同角度来看，一方面，相关政府应推动跨境支付清算系统改革，借鉴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

试点经验，探索建设高效、安全、合规的人民币跨境清算网络，提升资金结算速度。另一方面，政府应建

立国际金融监管协作机制，加强与主要市场国家在反洗钱、数据合规、支付透明度等领域的标准对接与

信息共享，构建更稳健的跨境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6. 结论 

本文在系统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跨境电子商务的全球与中国发展现状，归纳了政策法规、

物流体系、支付安全等方面的主要挑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未来，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国际

合作深化，中国跨境电商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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