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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跨境电商领域外籍人才正成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全球化发

展的关键要素。然而，当前面临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与中国对国际化人才需求之间的供需错位。鉴于

此，本研究基于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三国1894份抽样调查数据，首先以通过卡方检验的显

著变量为基础，结合双向推拉理论，进一步采用二项式逻辑回归深入分析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

驱动因素，以此构建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的预测模型。研究表明：最高学历、收入水平、社会环境、

竞争压力、人脉资源、家庭归属感、文化适应性等多个因素对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有着显著的预

测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跨境电商产业需求为核心，完善外籍电商人才引进制度，优化数字贸易人

才发展环境，打造国际化电商人才高地，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人才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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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foreign talent in the cross-
border e-commerce sector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driv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digital econ-
omy. However, there is currently a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foreign e-com-
merce talent coming to work in China and the country’s need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 In light of this, 
this study, based on 1894 survey data samples from Pakistan, Bangladesh, and Indonesia, first iden-
tifies significant variables that pass the Chow test. By integrating the two-way push-pull theory, it 
further employ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actors in-
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foreign e-commerce talent to work in China, thereby constructing a pre-
dictive model for their employment inten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high-
est education level, income level, social environment, competitive pressure, network resources, 
family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impact on the will-
ingness of foreign e-commerce talent to work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improve the system for attracting foreign e-
commerce talent,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digital trade talent, and create a high 
ground for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talent, providing sustained talent momentum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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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跨境电商产业的全球扩张，中国对具备数字营销、跨境供应链

管理等技能的国际电商人才产生了强劲的虹吸效应[1]。当前，引进外籍电商人才，尤其是熟悉跨境电商

市场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2]。中国正积极把握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机遇，通过

优化外籍电商人才生态，为建设贸易强国、提升对外开放质量注入新动能。然而，我国跨境电商行业正

面临外籍人才供给不足与产业升级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在推力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远程办公普

及削弱了地理位移动力，部分国家出台反虹吸政策增加了人才外流阻力；在拉力端，我国在薪酬竞争力、

职业认证互通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如何增强外籍电商人才来华意愿，释放“数字人才红利”，成为

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3]。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双向推拉理论，构建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实证分

析框架，既挖掘“跨境电商人才红利”，又激活“来华就业创新红利”，探索人才引进与数字贸易高质量

发展的动态匹配机制，为我国打造全球电商人才枢纽提供政策参考。 

2. 理论背景 

2.1. 理论基础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 PPT)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雷文斯坦(E. Ravenstein)的人口迁移研究，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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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埃弗雷特(S. L. Everett)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他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

因素，并把它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他认为，前者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后者吸引怀着改

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而中间因素则是指迁出地的阻力和迁入地的斥力等中间障碍因素[4]。 
随着理论发展，学者在前者基础上提出了双向推拉模型(TWPP)，进一步揭示了迁移决策的动态平衡

特征，即认为在每一个流出地都存在推力和反向拉力，在每一个流入地也存在推力和反向拉力，在推力、

反拉力、拉力、反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双向推拉模型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这一理论演进为本研究分析

人才流动的驱动力与阻力提供了动态分析工具[5]。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

人力作为一种资本，可通过对人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等追加投资而逐渐得以提高，这种由人力资本存量

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远远超过劳动数量和物质增加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贡献[6]。这一理论则从

价值创造维度补充了人才流动的经济意义，为理解人才流动对输入国的经济效益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劳

动人口迁移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人才管理的深层机制，强调通过工作生

活环境优化和社会参与渠道建设，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同[7]，这对研究如何吸引和留住外籍人

才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而将双向推拉理论应用于分析跨国人才流动方面的应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早期人口迁

移研究到劳动力流动再到全球人才流动的演变过程。早期推拉理论主要关注经济因素驱动的人口迁移，

如工资差异，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之后，该理论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劳动力迁移，包括对

外籍人才的吸引和留存。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跨国人才流动成为重要研究领域。进入 21 世纪，电商行

业的崛起使得各国对于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增加。最新趋势则关注数字化时代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人才的流

动及其就业意愿，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研究视角从宏观经

济因素向微观个体因素的转变，以及对文化、社会、技术等非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视。总而言之，双向推

拉理论作为解释迁移的动力学机制，人力资本理论阐明迁移的价值基础，劳动人口迁移理论则提供人才

管理的实践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以双向推拉理论为核心框架，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人口迁移理论，构建了一个

“环境–资本–网络”三维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形成机制。在环境维度，

双向推拉理论揭示了宏观层面的推拉力作用机制，包括市场环境和制度因素的正向拉力与反向推力。在

资本维度，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了个人能力投入与预期回报的微观决策基础，强调技能禀赋对迁移决策的

调节效应。在网络维度，劳动人口迁移理论阐明了社会资本积累对人才留任的关键作用，揭示人际关系

网络降低适应成本的传导路径。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动态作用，共同构成了从外籍电商人才从流动意

愿产生到长期留任发展的完整解释框架。以上的理论整合不仅弥补了单一理论解释力的不足，深化了对

跨境电商人才流动机制的理解，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撑。 

2.2. 先行研究 

随着数字全球化进程加速和跨境电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国际电商人才流动正成为各国抢占数字贸

易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为适应全球数字贸易高效便捷的发展需求，特别是跨境电商自由化、便利化的

新趋势，中国持续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着力构建开放型数字经贸体系，以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普

惠共享。 
从发展历程来看，在跨境电商 1.0 阶段，以外贸 B2B 平台如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代表，对外籍人才的

需求主要集中在语言翻译和简单的市场推广方面。进入 2.0 阶段，随着敦煌网、速卖通等平台的兴起，

B2C 业务逐渐发展，对外籍人才的需求开始向运营、营销等专业领域拓展。2016 年至今的 3.0 阶段，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使得跨境电商运营更加精细化，对外籍人才的复合型能力要求也日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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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020 年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影响，线上消费需求激增，跨境电商迎来爆发式增长，对外籍电

商人才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2024 年出现的“抢人大战”现象，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企

业对具备国际视野、熟悉海外市场、精通电商运营的复合型外籍人才的迫切需求。这一演变过程并非线

性发展，而是伴随着技术变革、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动态变化。

例如，早期对外语能力的要求较高，但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进步，对专业技能和市场洞察力的需求日益

凸显。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外籍人才的需求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如下。一方面，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

兴的国际贸易形式，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跨境电商显著促进了中

国外贸的增长，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动能[8] [9]。具体而言，跨境电商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展了市场范围，

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国际贸易[10]。此外，跨境电商还优化了贸易结构，推动了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升

级[11] [12]。另一方面，跨境电子商务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跨境电商通过促进

城市服务业的创业活动，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13]。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试点为跨境电商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4]。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简化通关流程、降低税费等措施，降低了跨境电商的

运营成本，提高了效率[15]。另外，近年来的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也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机遇[16]。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区域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17]。 
尽管跨境电子商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国际市场竞争加

剧、物流成本高昂、贸易壁垒重重以及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跨境电商的进一步发展[18] [19]。总体而言，

当前研究虽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需在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等方面实现突破，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人

才高地建设战略。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双向推拉理论视角，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

意愿驱动因素的研究成果，旨在为制定更有效的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期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对电商人才跨国流动的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源于 2025 年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调查，本次调查问卷涵盖外籍人才个体特

征、海外推力、海外拉力、中国推力与中国拉力等主题，数据收集截至日期为 2025 年 2 月 27 日，共 1894
份有效问卷数据得以回收。此次调查面向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三国的外籍电商人才，考虑到

可能存在的跨文化差异影响，在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前通过开展探索性的访谈，采用英文问卷形式进行

调查，以保证调查对象对题项的一致认知。有效样本中巴基斯坦国籍占 32.4%、印度尼西亚占 35.5%、孟

加拉占 30.5%、其他占 1.6%。从性别看，男性占 48.8%、女性占 51.2%。 

3.2. 研究模型 

本研究尝试基于双向推拉机制分析外籍电商人才的来华就业意愿，在本研究中，外籍电商人才来华

就业意愿通过多维因素的综合作用体现。影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驱动因素除了性别、学历、婚姻、

国籍，在华留学经历、专业领域、工作状态、行业领域以外，中国和海外均既有吸引外籍电商人才的拉

力因素，也有排斥外籍电商人才的推力因素。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受中国推力、拉力因素以及海

外推力、拉力因素的双向多重影响。 
其中，海外推力、海外拉力、中国推力、中国拉力以及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五个变量中存在

一定联系，因此本研究以海外推力、海外拉力、中国推力、中国拉力作为自变量，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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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意愿作为因变量，并将这五个变量统一放在一个模型中，尝试探讨出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模型中(见图 1)，海外方面推动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的因素中，分别有“收入水平”“社会

环境”“竞争压力”“人脉资源”。海外方面阻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的因素中，分别有“家庭归属

感”“文化适应性”“基础设施”“政策支持”。中国方面阻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的因素中，分别有

“文化差异”“生活成本”“情感寄托”“信息渠道”“政策限制”。中国方面推动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

业的因素中，分别有“经济发展”“岗位匹配”“职业机会”“薪资水平”“基础设施”。 
 

 
Figure 1. Two-way push-pull theory research model 
图 1. 双向推拉理论研究模型 

3.3. 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外籍电商人才的来华就业意愿。依据问卷中“您将来打算来中国工作吗？”题项。

自变量为个体基本情况、海外的推力因素与拉力因素、中国的推力因素与拉力因素五个维度。个体基本

情况为性别、学历、婚姻、国籍，在华留学经历、专业领域、工作状态、行业领域。双向推拉因素分别选

取问卷中受访者根据自身认知对相应题项的回答，依认同程度分别赋值 1~5 分。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影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推拉因素的统计性描述 

下表显示了影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推拉因素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如下表所示(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ush-pull factors (N = 1894) 
表 1. 推拉因素的描述性统计表(N = 1894) 

维度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χ  ± SD 

海外推力 

收入水平 1.000 5.000 3.770 ± 1.292 

社会环境 1.000 5.000 3.560 ± 1.206 

竞争压力 1.000 5.000 3.740 ± 1.219 

人脉资源 1.000 5.000 3.790 ± 1.211 

海外推力均值 1.000 5.000 3.714 ± 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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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海外拉力 

家庭归属感 1.000 5.000 3.720 ± 1.213 

文化适应性 1.000 5.000 3.740 ± 1.187 

政策支持 1.000 5.000 3.740 ± 1.242 

基础设施 1.000 5.000 3.560 ± 1.213 

海外拉力均值 1.000 5.000 3.690 ± 0.779 

中国推力 

文化差异 1.000 5.000 3.410 ± 1.367 

生活成本 1.000 5.000 3.840 ± 1.211 

情感寄托 1.000 5.000 3.790 ± 1.170 

信息渠道 1.000 5.000 2.820 ± 1.491 

政策限制 1.000 5.000 2.870 ± 1.418 

中国推力均值 1.000 5.000 3.346 ± 0.847 

中国拉力 

经济发展 1.000 5.000 3.790 ± 1.219 

岗位匹配 1.000 5.000 2.820 ± 1.440 

职业机会 1.000 5.000 3.760 ± 1.183 

薪资水平 1.000 5.000 3.680 ± 1.231 

基础设施 1.000 5.000 3.840 ± 1.210 

中国拉力均值 1.000 5.000 3.580 ± 0.762 
 

表 1 呈现了影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的推拉因素各项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和标准差(N = 
1894)。总体来看，海外推力(M = 3.714)和海外拉力(M = 3.690)的均值较高，表明外籍人才在原籍国面临

较大的压力和吸引力；中国推力(M = 3.346)和中国拉力(M = 3.580)的均值相对较低，但部分因素，如中国

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 
在海外推力因素中，人脉资源(M = 3.790)和收入水平(M = 3.770)得分最高，表明外籍人才在原籍国可

能面临人脉资源不足或收入水平不理想的问题，而社会环境(M = 3.560)得分最低，说明政治环境对部分

人才的推力相对较小；在海外拉力因素中，文化适应性(M = 3.740)和政策支持(M = 3.740)得分较高，表明

外籍人才对原籍国的文化适应性和政策支持较为依赖；而基础设施(M = 3.560)得分最低，说明原籍国的

基础设施可能不足以满足其需求；在中国推力因素中，生活成本(M = 3.840)和情感寄托(M = 3.790)得分

较高，表明生活成本高和情感寄托不足可能是阻碍外籍人才来华的重要因素，而信息渠道(M = 2.820)和
政策限制(M = 2.870)得分最低，说明信息获取不畅和政策限制对部分人才的阻碍作用较小；在中国拉力

因素中，基础设施(M = 3.840)和经济发展(M = 3.790)得分最高，表明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

发展对外籍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岗位匹配(M = 2.820)得分最低，说明岗位匹配度可能是影响其来

华就业的短板。 
综上所述，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的决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是主要吸

引力，但生活成本高和岗位匹配度低可能成为阻碍。未来可通过优化政策支持、加强岗位匹配和降低生

活成本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对外籍电商人才的吸引力。另外，结合下列受访者的访谈内容进行进一步的

观察。 
“哎呀，说到这个我可太有感触了！在中国做电商真的太方便了。首先物流快得吓人，下单第二天

就能收到货，这在我们巴基斯坦简直不敢想。支付也特别方便，扫个码就能付款，不用像我们那边还得

现金交易或者银行转账，太省事了。”(MW20250306)“中国电商市场真的很大，玩法也特别多。你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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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播带货多火啊，这种创新模式在我们那边都还没发展起来。我在这边能学到很多新技术、新模式，

感觉发展空间特别大。说实话，就冲这些优势，我就特别想来中国发展电商业务。”(LJT20250307)“我

在自己国家做了这么多年跨境电商，主要搞平台运营。但来中国后发现大家都在玩直播带货、短视频营

销这些新花样。刚开始连‘老铁们’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懂！不过现在慢慢上手了，觉得这些新玩法还挺

有意思的！”(RK20250307) 
上述访谈内容对影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推拉因素进行了验证。受访者表示，中国完善的

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对其形成了显著的吸引力。此外，中国电商市场的活力和创新空间也为

其提供了丰富的职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其来华就业意愿。然而，受访者也表示在华面临的主要挑

战。一方面，中国一线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对其定居决策构成压力；另一方面，业务模式的差异导致初

期岗位匹配度较低，需要一定的适应与学习过程。尽管如此，总体而言受访者仍对中国的职业发展潜力

持积极态度，认为这些挑战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个人努力逐步克服。倘若中国从政策层面进一步优化外

籍人才就业衔接机制，例如提供生活成本补贴、加强新业态技能培训等，以降低外籍人才的适应门槛。

同时，持续强化电商等重点产业领域的外籍人才引进政策，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来华就业意愿，为中

国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注入持续动力。 

4.2. 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 

下表显示了双向推拉机制下各因素对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
表 2)。 
 
Table 2. Tabl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illingness to work in China 
表 2. 来华就业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外籍人才(N = 1894) 
来华就业意愿 

B SE Exp(B) p 

性别(基准：男) −0.004 0.153 0.996 0.978 

最高学历(基准：其他)    0.001 

本科 2.164*** 0.562 8.706 0.000 

硕士 1.886** 0.558 6.591 0.001 

博士 1.820** 0.550 6.175 0.001 

海外实习经历(基准：有) 0.085 0.157 1.089 0.589 

来华就业培训(基准：愿意) −0.096 0.180 0.909 0.596 

收入水平 −0.488*** 0.068 0.614 0.000 

社会环境 −0.367*** 0.070 0.693 0.000 

竞争压力 −0.503*** 0.071 0.605 0.000 

人脉资源 −0.423*** 0.073 0.655 0.000 

家庭归属感 0.611*** 0.068 1.842 0.000 

文化适应性 0.569*** 0.070 1.766 0.000 

政策支持 0.709*** 0.067 2.031 0.000 

(原籍国)基础设施 0.863*** 0.073 2.370 0.000 

文化差异 0.259*** 0.060 1.296 0.000 

生活成本 0.134* 0.064 1.143 0.037 

情感寄托 0.150* 0.068 1.162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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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息渠道 0.471*** 0.061 1.601 0.000 

政策限制 0.414*** 0.065 1.513 0.000 

经济发展 −0.655*** 0.074 0.519 0.000 

岗位匹配 −0.041 0.062 0.959 0.506 

职业机会 −0.600*** 0.076 0.549 0.000 

薪资水平 −0.535*** 0.071 0.586 0.000 

(中国)基础设施 −0.407*** 0.069 0.665 0.000 

Hosmer-Lemeshow χ2 = 10.417   p = 0.237 

χ2 (df) 915.007(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有来华就业意愿的外籍电商人才 439 人，无来华就业意愿的外籍电商人才

1455 人。据上表，首先，模型使用 Hosmer-Lemeshow 检验(χ2 = 10.417, p = 0.237 > 0.05)，表明模型对数

据拟合较好，观测数据与预测数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其次，能够对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起到预测作用的一般性因素可以确定为最高学历、收入水

平(β = −0.488, p < 0.001)、社会环境(β = −0.367, p < 0.001)、竞争压力(β = −0.503, p < 0.001)、人脉资源(β 
= −0.432, p < 0.001)、家庭归属感(β = 0.611, p < 0.001)、文化适应性(β = 0.569, p < 0.001)、政策支持(β = 
0.709, p < 0.001)、基础设施(β = 0.863, p < 0.001)、文化差异(β = 0.259, p < 0.001)、生活成本(β = 0.134, p < 
0.05)、情感寄托(β = 0.150, p < 0.05)、信息渠道(β = 0.471, p < 0.001)、政策限制(β = 0.414, p < 0.001)、经

济发展(β = −0.655, p < 0.001)、职业机会(β = −0.600, p < 0.001)、薪资水平(β = −0.535, p < 0.001)、基础设

施(β = −0.407, p < 0.001)。则，在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驱动因素中，学历对于外籍电商人才来华

就业意愿的预测作用越显著。在海外拉力的家庭归属感、文化适应性、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层面；在海

外推力的收入水平、社会环境、竞争压力、人脉资源层面；在中国拉力的经济发展、职业机会、薪资水

平、基础设施层面；在中国推力的文化差异、生活成本、情感寄托、信息渠道、政策限制层面，其均对于

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能够起显著的预测作用；此外，通过分析相应的数值可以看出，最高学历中

本科发生比为基准的 8.7 倍，硕士为 6.6 倍，博士为 6.2 倍，表明本科学历比硕士、博士学历对于外籍电

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的预测作用更显著。 
在海外推力的收入水平层面，原籍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每低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

降低 0.614 倍；在海外推力的社会环境层面，原籍国的社会环境的稳定性每低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

愿的可能性就降低 0.693 倍；在海外推力的竞争压力层面，原籍国的竞争压力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

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降低 0.605 倍；在海外推力的人力资源层面，在原籍国拥有海外人脉资源关系

的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降低 0.655 倍。 
在海外拉力的家庭归属感层面，原籍国父母对子女去留的权力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

的可能性就增加 1.842 倍；在海外拉力的文化适应性层面，原籍国与中国的文化异质性程度每提升 1 个

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增加 1.766 倍；在海外的政策支持层面，原籍国的政策支持力度每提

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增加 2.031 倍；在海外拉力的基础设施层面，原籍国基础设施

的完善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增加 2.370 倍。 
在中国推力的文化差异层面，中国与其原籍国的文化差异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

能性就增加 1.296 倍；在中国推力的生活成本层面，中国的生活成本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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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就增加 1.143 倍；在中国推力的情感寄托层面，在中国缺乏亲人或朋友的关怀程度每提升 1 个

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发生比增加 1.162 倍；在中国推力的信息渠道层面，中国所提供的就业信息的

缺乏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增加 1.601 倍；在中国推力的政策限制层面，中

国的政策的复杂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增加 1.513 倍。 
在中国拉力的经济发展层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

降低 0.519 倍；在中国拉力的岗位匹配层面，在中国能够拥有的职业机会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

意愿的可能性就降低 0.549 倍；在中国拉力的薪资水平层面，在中国的薪资福利的优越程度每提升 1 个

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降低 0.586 倍；在中国拉力的基础设施层面，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完善

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其非来华就业意愿的可能性就降低 0.665 倍。另外，结合下列受访者的访谈内容进

行进一步的观察。 
“嗯，怎么说呢，华为？阿里巴巴？对，我特别想进这些公司！在中国留学后，我发现这里真的很

好，比我的国家，那个，机会更多。我觉得很幸运能来这里，真的！特别是直播电商和跨境支付领域，发

展速度令人惊叹！”(MA20250306)“未来 3~5 年，我打算先在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积累实战经验。这里

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太完善了，支付宝的便捷程度远超我们国内的现金支付系统。等时机成熟，我计划创

立一家面向东南亚市场的跨境电商公司。”(AS20250308) 
上述内容对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了相关的验证。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

善，其对于来华就业的意愿则越高。倘若中国能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完善职业发展环境，并加强

对文化适应性与生活成本等问题的针对性改善，相信定能极大地促进外籍电商人才的来华就业意愿。 

5. 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意愿提升策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

保障机制”。这是党中央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稳步提升

我国在全球配置人才资源能力的重要举措。外籍电商人才是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培养用好国内人才，也需要坚持需求导向，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精准引进跨

境电商运营、跨境供应链管理、海外数字营销等领域的国际人才。为吸引更多熟悉“一带一路”市场、认

同数字经济发展理念的优秀外籍电商人才，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策略以提升其来华就业意愿。 

5.1. 以国内需求为导向，完善人才顶层设计 

引进外籍电商人才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必须紧密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跨境电商产业升

级的实际需求，以《电子商务法》《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等法规为基础，建立分层分类的人

才遴选机制，确保引进既符合行业发展需要又愿意长期在华发展的国际化电商人才。要提升外籍电商人

才来华意愿，应立足“丝路电商”合作需求，建立精准化、动态调整的电商人才引进目录。基于双向推拉

理论，中国应重点强化在跨境电商领域的“拉力”优势，一是制定跨境电商专项人才清单，涵盖平台运

营、跨境支付、海外仓管理等核心岗位；二是优化数字人才签证，如借鉴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电商

工作居留”试点；三是将人才政策与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深度绑定。可参考国际经验，如新加坡“Tech 
Pass”数字人才通行证，对跨境电商领域的高技能人才放宽准入限制，同时建立与“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大

赛”等特色引才活动挂钩的专项通道。此外，应在杭州、广州、深圳等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差异化人才

政策，打造“产业集聚–人才虹吸”的良性生态圈。 

5.2. 创新引才政策体系，强化双向推拉合力 

当前中国外籍电商人才引进政策尚未形成梯度化、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存在基础岗位准入标准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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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端人才晋升路径缺失的双重困境，特别是跨境支付、海外仓运营等关键岗位的资格认证和职业发展

通道亟待规范。为此，建议构建“双轮驱动”引才机制，在推力端，把握全球电商平台裁员机遇，于东南

亚、中东设立“丝路电商人才工作站”，并联合阿里国际站等企业打造“云招引”平台；在拉力端，于跨

境电商综试区试点整合工作许可、跨境支付等服务的“电商人才绿卡”，推出包含个税优惠、直播培训

补贴的特色福利包，并与国际电商认证机构实现资质互认。同时，应联动跨境支付企业共建人才数据库，

通过 TikTok 等平台传播《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白皮书》，在进博会等国际展会设置“全球电商人才会客

厅”，形成政策精准、渠道多元、体验沉浸的跨境电商人才引进新生态。 

5.3. 健全管理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动能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围绕跨境电商人才高地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各国纷纷推出针对性引才政策，

包括设立数字人才签证、提供跨境物流补贴、实施电商创业税收减免等创新举措。为充分发挥外籍电商

人才价值，亟需破除行业特有的制度壁垒，一方面要建立跨境电商职业资格国际互认机制，允许优秀外

籍电商人才担任国家级数字贸易项目负责人；另一方面要创新符合行业特性的激励机制，如设立“丝路

电商”专项奖励、试点跨境直播带货股权激励计划等。特别要完善跨境电商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确保

海外选品设计、跨境支付系统创新等成果获得合理回报。可借鉴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经验，探索将平台

GMV、海外仓创新、跨境直播带货业绩等纳入外籍人才积分落户指标体系，同时配套跨境收入税收优惠、

国际物流费用补贴等政策包，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境电商人才生态圈。 

5.4. 打造宜居宜业生态，提升服务保障能级 

对于高度国际流动的跨境电商人才而言，其对数字营商环境、产业配套和跨境生活便利度的敏感度

尤为突出。这就要求引进外籍电商人才工作，必须营造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工

作环境、拴心留人的生活环境、引才聚才的政策环境，以良好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制度环

境，使得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发展生态。基于双向推

拉理论，社会文化融合是关键的“拉力”因素，因此需在自贸区、高新区等外籍电商人才聚集地建设国

际化社区，提供双语教育、国际医保、跨境支付等便利服务，并优化出入境政策，允许配偶及子女随行

就业就学。同时，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如“感知中国”计划，帮助外籍电商人才适应本土社会，并搭建社

群平台提供法律、心理等支持，减少文化隔阂。最终，通过“软环境”的持续优化，使中国成为外籍电商

人才职业发展与生活品质并重的理想选择。 

6. 结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跨境电商人才作为驱动贸易创新的核心要素，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构建

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跨境电商人才引进政策，有助于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商人

才生态。中国吸引国际电商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跨境电商产业链的完整度，二是数字

支付等新型基础设施的便利性，三是“丝路电商”合作机制的政策红利。值得注意的是，在直播电商崛

起和 RCEP 关税优惠等数字化、制度化改革推动下，传统认知中的文化壁垒等推力因素正转化为吸引力，

展现出中国电商生态的包容性与创新活力。然而，研究也发现，外籍电商人才的流动受到双重抑制机制

影响：海外市场对本土电商人才的需求与中国企业提供的职业发展空间存在矛盾，反映出中国在跨境薪

酬体系、数字签证便利度、跨境电商职业认证等方面的制度短板。进一步分析显示，跨境电商人才需求

与供给存在结构性错配，高端运营人才短缺与基础岗位过剩并存，凸显出产教融合机制与区域产业需求

的协同不足。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响应“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需求，系统剖析当前中国人才储备需求与外籍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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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基于双向推拉理论模型，研究从多维度对影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意愿的驱动因素

展开研究，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剖析，识别出影响外籍电商人才来华就业选

择的多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逐一进行分析研究，探寻外籍电商人才引进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机

制，以期为我国数字化背景下人才发展战略提供可持续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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