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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关键力量，为跨境电商的高质量演进注

入了创新活力。本文依托其所具备的高科技、高效能及高质量特性，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在推动跨境电商

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及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智能化基础设施升级及市场多元化布局，推

动跨境电商在技术渗透、物流优化、支付安全等领域的突破。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重构

了供应链效率，智能物流与数字支付生态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本地化运营与精准营销策略则增强了国际

市场竞争力。然而，跨境电商仍面临技术投入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及产业链脆弱等挑战。对此，需构

建“技术–管理–模式”三维创新体系，强化产教融合培养人才，并完善政策支持与产业生态建设。同

时跨境电商在规模扩张中暴露出的产品同质化、智能化渗透率低等问题，印证了技术赋能与产业转型的

紧迫性。未来，通过深化新质生产力与数字贸易的融合，推动制度创新与全球协作，我国跨境电商将加

速向高效、绿色、可持续的高阶形态跃迁，为全球贸易格局重塑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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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a key force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as injected innovative vitality into the 
high-quality evolu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lying on its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new qual-
ity productivity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New Quality Produc-
tivity promotes breakthrough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areas such as technology penetra-
tion, logistics optimization, and payment secur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pgrading of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market layout. Specifically,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have restructured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The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digital payment ecosystem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while localized operations 
and precise marketing strategies have enhanced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cross-border e-commerce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short-
age of compound talents and fragile industrial chain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three-
dimens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 “technology-management-model”,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improve policy support and industrial ecosystem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exposed by cross-border e-commerce during its scale 
expansion, such as product homogeneity and low penetration rate of intelligence, confirm the ur-
gency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uture, by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 trade,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global collaboration,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will accelerate it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 
high-level form that is efficient, green and sustainable, injecting new impetus into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trad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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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生产力已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国内国际双

循环新发展模式的重要引擎。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不仅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关键突破口，

更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战略举措，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正逐步演变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

部分。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指出跨境电商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拓展国际市场中的关键作用，为其提供改革

发展的指导方针。但近些年来，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我国投资、消费与进出口贸易出现疲

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1]。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凭借其先进的科技力量为跨

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如何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动制度、管理和服务创新，

促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2. 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但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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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发展亦面临多种严峻的挑战。从发展现状来看，跨境电商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拓展国际市场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总额稳步攀升。以海关总署数据为例，2024 年我国跨境

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2.63 万亿元，较 2023 年增长 10.8% [2]，预计到 2029 年总体交易规模将突破 31 万

亿元。上述数据充分说明了跨境电商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的发展潜力。跨境电

商在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技术、人才、产业链、制度四大结构性瓶颈严重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阻碍

行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技术层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由于资金匮乏、技术薄弱，难以承担智能化改造

成本，供应链智能化程度低，仍依赖人工管理。且技术研发资源集中于头部企业，中小企业在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关键技术应用上严重滞后，运营效率和竞争力难以提升。其次，人才方面，复合型人才供需矛

盾尖锐。行业急需兼具跨境贸易、数字技术和小语种沟通能力的人才，但缺口巨大。现有从业者技能与

需求脱节，高校课程重理论轻实践，企业自主培养成本高、周期长，加剧了人才断层。同时，产业链存在

“低端锁定”风险。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自主品牌缺乏，国际竞争力弱。跨境物流依赖第三方平

台，仓储配送网络不可控，物流成本高、时效差。产业带数字化转型慢，电商平台与制造业协同不足，产

业链整合困难。最后，制度环境上，跨境支付监管区域政策差异大，资金流动受阻；数据安全合规成本

高；知识产权纠纷频发；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不统一，国内跨部门监管协同不足、数据互通难，企业合规

风险高，运营难度和不确定性增加。这些瓶颈若不突破，将持续阻碍跨境电商行业发展，亟待各方协同

解决。 

3. 新质生产力赋能跨境电商的作用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信息化、智能化社会中，随着科技创新的提质增速和高端产业的勃兴融合呈

现的高级形态，由“高素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劳动对象构成[3]。新型生产力

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不同于传统生产模式，打破了固有的经济增长及生

产力发展路径，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同时展现出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与新发展

理念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有着跨学科、跨领域深度融合以及智能化和全球化的特征，这也使得它在当

今科技更新迭代迅速的环境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4]。因此，新质生产力能够为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3.1. 新质生产力的内在优势与作用逻辑 

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特征通过技术创新直接作用于跨境电商的生产工具升级，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对

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改造；高效能特征通过资源优化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如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

中实现的去中介化效率提升；高质量特征则通过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定制化满足全球市场多元化需求，

如大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模式。这种“技术–效率–质量”的三维作用逻辑，构建了跨境电商竞争力提

升的底层框架。 

3.2. 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促进生产工具的变革，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而技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推动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升级，还有力促进了生产方

式的变革，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跨境电商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新质生产力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实现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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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活力。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使得技术创新的周期大大缩减，创新的持续性大大加强，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境电商企业能够持续引入新的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进一

步提升用户体验和运营效率。此外，跨境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依赖于新一代信息技

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这些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应用不仅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

技术基础，还提高了跨境电商的运营效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同时跨境电商以数字订购贸易为主导，是融合数字服务贸易、数字技术贸易以及数字产品贸易等发

展起来的贸易新业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以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跨境电商引领着贸易方式、贸

易渠道、贸易手段等贸易发展范式的产业革命，使得跨境电商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更低的交易

成本和更精准的市场定位。 

3.3. 新质生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跨境电商已进入数字基建与实体贸易深度融合阶段，但中小企业智能化渗透率较低，未来需构

建技术、产业、制度协同的创新生态，方能实现跨境电商向“实时全球可达、零摩擦交易”的高阶形态

跨越。而新质生产力恰恰是通过数字技术革新推动基础设施智能化转型，进而重构全球贸易生态。以人

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重塑物流、支付等基础设施形态：人工智能通过京东物

流智能仓储的自动分拣、顺丰的 AI 路径规划，以及支付宝智能风控系统，实现物流与支付的智能决策和

自动化服务；区块链借助马士基跨境物流平台，以及 USDT 在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构建起可信的供应

链和跨境交易体系；物联网则通过满帮集团智能货运平台实现设备互联与场景的数字化升级，三者的融

合应用更是为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发展开辟新路径。在此基础上，跨境电商通过“产业带 + 数字化”模式

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向柔性制造转型。 

3.4. 新质生产力推动市场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在时空和要素上的限制，推动跨

境电商市场向多元化和个性化方向演进。在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下，信息不对称、物流成本高和地理壁垒

导致市场结构单一，以大宗商品和标准化产品交易为主。而新质生产力催生出的跨境电商平台，借助互

联网技术构建全球贸易网络，降低交易成本，打破地域界限，使企业得以直接对接全球不同层次的消费

群体。同时，随着全球消费者对在线购物的接受度不断提高，跨境电商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增大[5]。跨

境电商企业通过本地化运营并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消费者需求、文化习惯等，再进行个性化营销和服务。

同时新质生产力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实现精准的市场推广，形成“需求洞察–产品定

制–精准触达”的闭环赋能模式。 

4. 新质生产力赋能跨境电商的实践路径 

4.1. 构建创新驱动体系，强化技术–管理–模式三维创新 

在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构建创新驱动体系并强化技术、管理和模式的三维创新显得

尤为重要。技术创新是核心驱动力，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跨境电商

企业能够实现精准营销、智能物流、供应链溯源等功能，从而提升交易效率和用户体验。管理创新则聚

焦于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智能客服与售后服务质量，以及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

效率和决策科学性。模式创新方面，C2M 模式、新零售模式、跨境电商 + 产业带模式以及全托管模式等

新型商业模式的出现，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运营选择，进一步提升了行业竞争力。此外，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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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生态建设也十分重要，通过政府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以及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

系和产业生态圈，可以为跨境电商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6]。通过这些综合措施，跨境电商行业能

够实现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数字化、个性化的转型升级，为全球贸易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2. 技术渗透与全链智能化升级 

在跨境电商领域，技术渗透与全链智能化升级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随着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跨境电商企业能够实现从供应链管理到客户服务的全

流程智能化升级。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可以精准预测市场需求，优化库存管理，从而降低运营

成本并提升客户满意度。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跨境支付的安全性和透明度，还通过智能

合约功能保障了交易的高效执行。在物流环节，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商品的实时跟踪和智能仓储管理，进

一步提升了物流效率。此外，智能客服系统的引入使得企业能够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客户服务，快速响

应消费者需求。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还增强了跨境电商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为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3. 产教融合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在跨境电商领域，产教融合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

快速发展，对具备国际贸易、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多语种沟通等多方面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

增加。为应对这一现实需要，可以加强政企校协同、多学科协同、教学与技术协同以及思教协同。在“协

同育人”的理念下，这四个层次的协同合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协同效应从而有效推动跨境电商

语言服务行业与课程体系的衔接，培养符合市场导向、具备跨境电商知识、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且

具有特色专长的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进而推动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7]。此外，文件还强

调了加强校企合作的重要性，通过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提供实习实训机会，让学生参与真实项目，

从而提升其实际操作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为跨境电商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4.4. 产业链协同与本地化适配发展 

为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可采取“技术赋能 + 本地化适配”的融合发展措施。在智能物

流与数字支付环节，深化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构建智能化、数字化的跨

境物流与支付生态体系。利用物联网实时监控物流信息，以人工智能算法优化仓储管理和运输路径，提

升物流效率；运用区块链技术简化跨境支付流程，探索数字货币支付，降低交易成本，保障资金安全。

例如，Visa 推出的跨境 B2B 支付平台 B2BConnect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企业间的跨境支付，交易可在

24 小时内完成，且交易费用远低于传统银行[8]。同时，跨境电商企业还积极探索数字货币支付的应用，

以进一步提升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在本地化运营与精准市场触达方面，企业应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

文化、消费习惯和法规政策，实现产品设计、营销模式的本地化定制[9]。同时，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分析消费者行为数据，开展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推荐，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带货等新兴方式增强与消费者

的互动。以 Wish 平台为例，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个性化商品推荐，显著提升用户体验和订单转化率。通

过将技术赋能与本地化适配深度融合，跨境电商产业链各环节得以优化协同，既能提高物流和支付效率，

又能精准满足全球消费者需求，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最终推动跨境电商行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5. 跨境支付与数字贸易的制度完善 

为有效解决跨境支付与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问题，需从跨境支付监管、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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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三方面入手，完善相关制度。在跨境支付监管方面，应强化跨部门协调合作，

建立监管协调机制以实现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同时制定统一规则明确监管各要素，并探索沙盒监管机

制推动创新。在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需建立跨境电商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企业数据安全

责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快速维权机制，并推动企业组建知识产权联盟，鼓励自主创新。

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领域，我国应积极参与，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出中国方案；深入研究国际规

则动态，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推动建立区域数字贸易合作机制，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提升我国

在全球数字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全方位推动跨境业务健康发展。 

5. 结语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为跨境电商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创新动力。新质生产力凭借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以及跨学科、跨

领域深度融合的特性，不仅推动了跨境电商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方面的突破，还通过智能

化、数字化转型，助力跨境电商实现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个性化服务的转型升级。 
从实践路径来看，构建创新驱动体系、推动全链智能化升级、构建智能物流与数字支付生态、实施

本地化运营与精准市场触达，以及加强产教融合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是新质生产力赋能跨境电商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举措。通过这些措施，跨境电商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提

升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然而，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短缺、平台监管不

严等问题。因此，加强政策支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产业生态，是推动跨境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必

要条件。通过政府、企业、高校等多方协作，构建开放、共享的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将为跨境电商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助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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