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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全球贸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政策创新。本文探讨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及实施路径。研究发现，跨境电

商综试区通过政策创新突破政策壁垒、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基础设施、生态协同重塑产业关系三重机制，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系统化支持。然而，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资金技术双重约

束、专业人才结构性短缺及产业链协同薄弱等现实困境，导致数字化转型进程受阻。对此，跨境电商综

试区未来应通过系统性重构数字化转型驱动力、打造金融技术共享平台、构建全链条人才生态体系以及

搭建数字化产业共同体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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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lobal trade, the establish-
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test area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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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
prehensive test area for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cross-border e-
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provide systematic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policy innovation to break through policy barriers,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o buil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ecosystem collaboration to reshape industrial re-
lationship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still faced with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endogenous powe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e structural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s 
and the weak coordin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lead to the obstruction of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In this regard, in the future,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test area 
should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 the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ild a financial tech-
nology sharing platform, build the whole chain talent ecosystem and build the digital industry com-
munity to driv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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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跨境电商作为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深度融合的新型业态，正

成为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力量。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背景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简称“综

试区”)作为我国推动外贸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其政策红利与政策创新不仅拓展了企业国际市场空间，

更通过技术赋能与资源集聚效应，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2025 年 3 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进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建设汇报，明确指出，要做好新一轮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围工作，要推动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提档升级，推进数据流动等多方面的监管创新，用好相关稳外贸支持政策，帮助企

业拓市场、树品牌、更好发展。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

逻辑与实现路径，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贸易时代区域政策创新与企业技术变革的互动机制，更为培育外

贸发展新动能、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理论框架 

本文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政策载体，构建“政策创新–技术赋能–生态协同”三位一体的理论

框架，系统阐释综试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并融合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理论、技术–组织–

环境框架及生态系统理论，揭示多维要素协同驱动企业转型的内在逻辑。 
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综试区通过“规制性–激励性–服务性”政策工具组合，降低企业转型的制度

性壁垒。利用单一窗口监管平台、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等规制性工具重构贸易流程，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

岛；通过财税补贴、专项基金等激励性工具成本分摊与风险共担机制，缓解企业资源约束；利用数字化

公共服务、技术诊断支持服务性工具整合资源降低转型门槛。政策创新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红利释放企

业转型动能，推动组织适应性变革。 
依托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技术赋能涵盖技术特性、组织能力及环境支撑。数字基础设施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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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署为企业提供“即插即用”的技术模块，降低技术采纳成本。同时，动态能力理论进一步解释企业

如何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感知–捕捉–重构”能力跃迁：感知市场需求变化、捕捉技术红利、重构价值

链，最终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借鉴生态系统理论，综试区通过“链主牵引–平台赋能–生态协同”机制构建数字化产业共同体。

链主企业发挥技术辐射效应，开放接口实现生态资源共享；区域性协同平台整合物流、金融等服务商，

提供标准化模块化服务；中小企业通过“插件式”接入生态网络，依托数据流动与业务协作实现价值共

创。该机制契合强调主体间互补性资源的协同配置与治理规则的平衡，最终形成“共生–互惠–进化”

的生态循环。 
政策创新、技术赋能与生态协同并非孤立作用，而是通过“政策触发技术扩散–技术支撑生态重构–

生态反哺政策迭代”的螺旋式演进，形成复合驱动力。这一框架突破了单一理论视角的局限，揭示了数

字化转型中的协同演化规律，为企业突破转型困境提供系统性理论支撑。 

3.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政策创新、技术赋能与生态协同的三维驱动，系统性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政策创新为企业推广技术应用清除规则障碍，技术赋能强化了生态协同的底层支撑，而生态重构又反过

来催生新的政策需求与技术迭代。三者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动力机制，使跨境电商综试区成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加速器”，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创新模式，推动企业从被动适应数字化转向主动创造数字价值，

为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竞争奠定了基础。 

3.1. 政策创新降低转型壁垒 

在政策创新层面，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显著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在流程

申报领域，综试区通过建立单一窗口数字化监管平台，将海关、税务、外汇等多部门业务流程整合为线

上协同体系[1]，企业只需一次提交数据即可完成跨境业务全流程申报，大幅压缩了时间成本与操作复杂

性。在金融服务领域，政策创新推动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数字化升级，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与外汇核销流

程简化，有效解决了传统跨境交易中资金到账周期长、汇率波动风险大的问题。同时，综试区构建的信

用评价与融资担保机制，以企业交易数据为基础实施差异化融资，破解中小企业因抵押物不足导致的融

资困境[2]。这些政策创新将分散的转型成本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使企业能够以更低门槛接入数字化生

态。 

3.2. 技术赋能加速数字化渗透 

技术赋能则通过基础设施与工具系统的深度嵌入，加速了数字化能力向企业运营核心环节的渗透。

云计算与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数据存储、分析与决策支持。物联网技术通过智能仓储管理、

运输路径优化与实时追踪应用在跨境物流环节中，提升供应链可视化水平，降低库存积压与物流损耗。

人工智能技术则赋能客服、翻译、风控等多个业务场景，自动化处理订单审核、多语言沟通等重复性工

作，提升运营效率。多平台帮助企业以“轻量化”方式实现技术升级，激发研发创新，助力数字化转型

[3]。跨境电商综试区推动的智能报关、区块链溯源等技术应用，不仅实现了监管流程的自动化与精准化，

更倒逼企业重构内部管理体系，推动数字化从局部业务改造向全链条深度融合演进。 

3.3. 生态协同重构产业链价值 

生态协同视角下，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圈重构产业链价值。跨境电商综试区集

聚了平台运营商、物流服务商、金融机构、技术服务商等多元主体，形成了要素共享、协同创新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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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大型电商平台开放数据接口与技术工具，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搭建线上销售渠道；物流企业与技术

公司合作开发智能分仓系统，实现跨境货物的高效调配；金融机构基于生态圈内企业交易数据提供供应

链金融服务，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其核心在于构建“数字贸易–实体经济–服务支撑”的协同创新生

态。一方面，“跨境电商 + 产业带”模式推动制造端与贸易端的深度融合，促使生产企业将数字化改造

延伸至研发设计、柔性生产等上游环节，实现从“订单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型；另一方面，金融、

物流、知识产权等配套服务的数字化集成，形成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矩阵。这种协同效应通过数据

流动与业务协作增强产业链韧性[4]，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的价值创造体系，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获得

协同进化优势，最终推动整个跨境电商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型。 

4. 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4.1. 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不足 

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的本质源于价值认知体系与战略思维的深层割裂。从认知维度看，多

数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技术替代的浅层逻辑，将数字化等同于信息系统采购或业

务流程电子化，未能触及组织架构优化、商业模式创新等内核价值。当短期业绩压力与长期战略投入形

成冲突时，保守的决策机制会自然倾向维持现状。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收益误判源于数字化转型价

值评估机制的缺失，企业既缺乏对数据资产积累、客户画像精准度提升这种隐性收益的量化模型，又容

易放大技术迭代的沉没成本风险，这种非对称性认知使得转型决策陷入风险厌恶的困局。数据安全焦虑

也映射出企业对数字化治理能力的信心缺失，在数据确权规则模糊、技术伦理边界不清的现实环境下，

管理者往往将数据开放与风险失控相关联，这种防御性思维加剧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自我设限。多重

认知障碍的叠加不仅抑制了企业的主动变革意愿，更在组织内部形成认知锁定效应，使得数字化转型沦

为被动应对市场压力的应激反应而非主动布局未来的战略选择。 

4.2. 资金与技术资源双重约束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成本与技术的双重掣肘，导致其陷入不会转或转型浅层化的困境。

从成本维度看，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置软硬件设施，还需持续承担系统运维、

技术迭代和人才培训等隐性成本。这种长期的高投入模式使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加之融资渠道有限，

使得企业往往因试错成本过高而选择延缓或简化转型进程。技术整合能力的薄弱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

盾。多数企业缺乏专业团队对异构系统进行集成优化，难以将 ERP、CRM、供应链管理系统这些碎片化

的数字化工具与现有业务流程深度融合，技术应用流于表面。同时，市场供给侧的解决方案往往以通用

型产品为主，难以匹配中小企业高度差异化的场景需求，而定制方案又会大幅推高成本。而这种成本与

技术的双重挤压，难以激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5]，本质上反映了企业资源禀赋与数字化转型

系统性要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4.3. 人才短板制约数字化转型深度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普遍面临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难题，导致其转型进程多停留于基础信息化层面，难

以实现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从人才维度看，数字化转型需要既精通企业业务流程又掌握数字技术应

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但学校课程大多专注于知识的灌输，存在着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一定程度脱节的

难题[6]。然而，企业或受限于规模与资源，既难以吸引高端技术人才，也缺乏系统性培养内部员工数字

化能力的机制。多数企业员工技能结构仍以传统业务操作为主，对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核心技术的理

解不足，导致技术应用只停留在 ERP 系统上线、办公自动化等表层改造，无法驱动生产模式与商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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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次变革。 

4.4. 产业链协同不足与生态孤立 

企业难以融入数字化产业链生态的深层矛盾源于多重政策性障碍与技术性壁垒的交织。从产业组织

结构看，数字化生态的构建高度依赖核心企业的技术辐射与数据共享机制，但龙头企业往往基于商业利

益与技术安全考量，倾向于构建封闭式平台或选择性开放接口，导致其他企业在数据接入、标准适配等

方面面临高门槛。这种技术排斥性使得中小企业无法有效获取产业链中的实时需求数据、生产协同信息

及供应链金融支持，也不利于整体贸易环境优化[7]。同时，资源禀赋的天然差异加剧了生态位失衡，中

小企业普遍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与技术消化能力，难以匹配龙头企业的数字化协同要求。更深层次的问

题在于，当前数字化生态治理规则尚未形成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数据权属界定模糊、收益分配规则缺

失使得中小企业担忧核心企业通过生态主导权侵占其数据资产价值，进而产生参与抵触。这种生态断层

使得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陷入“低水平重复”困境，既无法通过生态协同分摊技术投入成本，也难以

借助规模效应提升数字资产回报率，最终导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持续弱化。 

5.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5.1. 系统性重构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的根源在于认知偏差、成本风险不确定性及生态支撑缺位的多重制约，

而跨境电商综试区作为政策创新与资源整合的平台，需通过系统性干预重构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和升级[8]。首先，跨境电商综试区应强化政策杠杆效应，通过财税补贴、专项基金等直接

激励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试错成本。其次，需构建示范引领与知识共享机制，通过行业对接会、培训课

程等渠道传递数字化转型经验，还需完善数字化服务生态，引入专业服务商提供技术诊断、代运营等定

制化支持。最后，需强化风险共担机制，试点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框架与数字化转型专项保险，降低企业

对数据泄露及技术迭代的过度担忧，通过政策激励、示范效应与风险释缓的多维联动，系统性重塑企业

转型认知、资源可得性与收益预期，最终实现内生动力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驱动的质变。 

5.2. 打造金融技术共享赋能平台 

跨境电商综试区可通过整合金融资源与技术服务，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转型支撑体系。在资金约

束方面，联合金融机构推出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池，采用“政府贴息 + 风险共担”模式为企业提供低息

贷款，并灵活创新支付方案，缓解企业一次性投入压力。同时，搭建区域性数字化转型担保平台，以企

业数据资产、订单流为增信依据，降低融资门槛。针对技术资源整合困难，综试区可建设技术能力共享

枢纽，整合头部服务商资源，以平台化服务形式输出云计算、AI 算法、跨境支付系统等标准化模块，企

业按需租用并享受集群采购折扣，尽量避免企业因技术试错产生额外成本。共享平台以资源聚合打破资

金与技术壁垒，助力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实现数字化跃升。 

5.3. 构建全链条人才生态赋能体系 

跨境电商综试区可通过系统性人才解决方案破解数字化转型的人力瓶颈。在引才层面，联合行业协

会制定数字化人才需求图谱，搭建跨境电商人才对接平台，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育

才方面，与高校共建数字跨境产业相关项目，开设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多平台运营等定制化课程模块，

推行工学交替培养模式，定向输送适配人才；同步开展企业导师制培训，由头部企业技术骨干带教中小

企业员工，提升实操能力，缓解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脱节问题。用才环节依托跨境电商综试区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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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建设数字化人才共享池，实现企业间人才技能互补，鼓励跨企业人才协作攻关。留才维度构建

人才激励联盟，联合企业推出股权激励、成果分红等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生态。通过全链条生态构建，

推动人才供给与企业数字化需求精准匹配，夯实转型人才根基。 

5.4. 搭建“链主牵引 + 平台赋能 + 生态协同”的数字化产业共同体 

跨境电商综试区可通过构建多层级协同网络打破企业转型孤岛。以龙头企业为链主，依托其数字化

成熟经验建立标杆示范基地，开放供应链管理、智能选品等核心系统接口，引导中小企业以“插件式”

接入其数字化生态，实现订单、库存、物流等数据实时共享。同步建设区域性数字化协同平台，整合支

付、物流、营销等服务商资源，提供标准化服务模块，降低企业对接成本，提升其核心竞争力[9]。建立

产业数据共享联盟，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与交互协议，促进企业间数据安全流通；组织链主企业、服务

商与中小企业开展技术路演、场景对接会，加速生态内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跨境电商综试区还可以配

套设立协同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对参与生态共建的企业给予数据交互认证、系统对接费用等资金支持，

逐步形成“大带小、强扶弱”的数字化产业共同体，放大转型规模效应。 

6. 结语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作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载体，通过政策创新突破传统贸易壁垒、

技术赋能加速数据要素流通、生态协同重塑产业分工格局，为企业转型提供了系统性支撑。然而，当前

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足、资金技术双重约束、专业人才结构性短缺及产业链协同薄弱等

现实困境，导致数字化转型进程受阻。对此，跨境电商综试区未来应通过系统性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内

驱力、打造金融技术共享赋能平台、构建全链条人才生态赋能体系和搭建数字化产业共同体驱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未来，跨境电商综试区将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与技术赋能，进一步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潜力。

随着政策红利向市场动力的转化，更多企业也将依托跨境电商综试区搭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共享平台，

突破传统资源约束，实现降本增效与价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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