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152-160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149   

文章引用: 葛庆雯. 我国跨境电商物流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152-160.  
DOI: 10.12677/ecl.2025.1472149 

 
 

我国跨境电商物流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葛庆雯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5年5月18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30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4日 

 
 

 
摘  要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与快速发展，跨境电商业务规模不断拓展延伸。跨境物流作为跨境电商交

易流程的核心中介环节，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本文以“跨境电商物流”为研究主题，利用CiteSpace
软件系统分析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关键词时间演化等内容，发现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

热度逐年递增，但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合作网络；研究热点为物流模式创新、物流体系重构与海外仓优化。

深度应用数智化技术，高效服务国内国际消费市场联动发展极有可能成为该领域重点探索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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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scale of cross-bor-
der e-commerce busines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As the core intermediary link of cross-
border e-commerce transaction process, cross-border logistics plays a vital role. Taking “cross-bor-
der e-commerce logistics” as the research theme,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system to ana-
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hotspots, time evolution of keywords and other contents of rele-
vant documents, and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enthusiasm in the field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no systematic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been 
formed; Research hotspots are logistics model innovation, logistics 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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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warehouse optimizatio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deep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efficient servi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s will become the key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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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社会公众对生活品质多元化的诉求显著提升，不同国家和

地区间的信息流通与物资交换频次日益增加。在此背景下，为契合全球消费者对物质文化产品的差异化

需求，跨境电子商务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 
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兴业态，跨境电子商务在运作机制上与传统贸易模式存在本质差异。其以数

字化交易平台为核心载体，通过技术手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交易时段的双重限制。这种创新模式不仅引

发了国际贸易价值链的重构，更在优化我国外贸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全球经

济格局下的国内经济循环注入了增长动能[1]。 
跨境电商是指利用网络化手段，使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无缝连接，借助跨境物流体系，实现商品

的高效配送，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2]。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实现跨国交易的核心支撑，负责商品的国

际运输、清关和配送，确保交易顺利完成。高质量的物流服务能给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最大化的收益价值，

同时高效、可靠的物流服务供应商还可以给跨境电商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绩效，保证供应链的效率和稳定

性，降低跨境企业日常经营风险，能够有效地提高顾客满意度，改善企业形象，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和

经济效益。 
因此本研究以“跨境电商物流”为研究主题，检索国内相关文献，利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进行

可视化分析，通过系统分析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分布、关键词时间演化等内容，为跨境电商

物流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从而促进跨境电商物流的高效发展。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获取，检索式为 SU =“跨境电商物流 + 跨境物流 + 跨国物

流”，发表时间设置为 2015~2024 年，检索得到 7321 篇论文。剔除作者是“本刊讯”或为空或带有“撤

回”标记的论文，同时阅读文献标题及摘要，剔除征稿、报刊等不相关文献，获得相关文献 5934 篇。 

2.2. 研究方法 

基于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 CiteSpace 对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利用发文作者、

研究机构、关键词等信息绘制可视化图谱，从图谱之中节点的联系分析作者及发文机构的合作网络、关

键词共现关系等。根据关键词共现、聚类、演进趋势分析结果总结我国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热点以

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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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现状分析 

3.1. 发文数量分析 

本研究分别统计了 2015~2024 年跨境电商物流相关研究的年发文量，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跨境电

商物流领域研究热度随时间呈现显著递增趋势。从发文量演变来看，2015 至 2016 年间该领域研究成果

呈现爆发式增长，年度增幅创历史峰值；2016 年起学术产出进入高产周期，年均发文量持续稳定在 600
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达到研究活跃度顶峰，全年发文量突破 883 篇。虽在 2020 至 2023 年间

发文数量呈现小幅回落态势，但 2024 年已显现出强劲复苏势头，研究热度重新上升。 
 

 
Figure 1.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in China 
图 1. 我国跨境电商物流相关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3.2. 发文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的计量分析可发现该领域的作者间合作关系，帮助识别该领域的核心专家。本文利用

CiteSpace 的作者共现分析功能对国内文献进行分析，图中节点间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网络，连线越多

表示合作频率越高，合作关系越密切，节点大小表示作者的发文数量，节点越大表示发文数量越多，可

视化结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Visual atlas of author’s cooperative network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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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2 可知，跨境电商物流领域发文数量较多的作者包括张夏恒、杜志平、付帅帅、朱燕芳、冯

晓鹏、张小雪等。其中张夏恒近十年发文量最多，研究内容包括跨境电商对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作用分析

[3]，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的协同发展[4]等。杜志平、付帅帅与其他学者间构建了合作网络，对跨境电商

联盟的利益分配[5]、贡献度评价[6]、多方行为博弈[7]等问题展开详细分析。合作网络以两位或三位学者

合作为主要形式，由四位及更多学者组成的合作网络只有两组。由此可知，我国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

究专家形成的合作规模较小，合作力量薄弱，对该领域的研究探索并未形成体系，作者之间的合作欠佳，

研究还处于分散独立阶段。 

3.3. 研究机构分析 

机构共现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科研计量分析方法，其核心逻辑在于深入剖析同一类文献中不同机构

共同出现的情形。通过这种分析手段，能够精准揭示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架构，并精准识别出特定研究

领域内的核心研究机构。 
 

 
Figure 3. Visual atlas of cooperation network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可视化图谱 

 
根据图 3 可知，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机构以高等院校为主，其中发文量最多的院校为义务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工商学院、广西外国语学院。这可能与三所院校所在城市的经济体系、地理位置有

关。科研机构开展研究仍以机构自主研究为主要形式，机构间合作较少，联系不够紧密，未来需加强与

外部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 

4. 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文献计量领域，关键词共现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其核心作用在于对文献集中关键词的

出现频次进行系统性统计。通过这一统计过程，能够深入挖掘并揭示特定研究领域内的热点议题以及整

体发展趋势。同时，基于关键词频次的动态变化特征，还可以进一步呈现研究主题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

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向。根据图 4 可知，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包括跨境电商、跨境物流、物流模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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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系、海外仓、农产品、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供应链、影响因素等。 
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物流模式创新、物流体系重构及海外仓优化三大维度：在

物流模式层面，学者关注其概念界定、类型划分[8]及不同产品[9]或区域[10]适配性研究，并探索数字经

济驱动下的模式创新路径[11]；物流体系构建研究则呈现多场景交叉特征，涵盖“互联网 + 流通”“新

零售”等新业态下的体系重构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物流优化[12]；海外仓作为关键物流节点，其

研究聚焦于选址策略[13]、效率评估[14]、发展路径规划[15]、现存问题诊断及系统性解决方案设计[16]，
旨在通过设施升级与运营优化提升跨境履约能力。这三个研究方向共同构成了跨境电商物流领域从模式

创新到体系优化、从设施布局到效能提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框架。 
 

 
Figure 4. Visual atlas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图 4. 关键词共现分析可视化图谱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的聚类分析可识别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核心问题，聚类结果如图 5 所示。从图 5
可看出，该聚类图谱共有 282 个节点，680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72，Q 值为 0.4811 (>0.3)，Mean 
Silhouette 值为 0.7601 (>0.4)，表明该图谱聚类效果较好且结构合理。 
 

 
Figure 5. Visual atlas of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图 5.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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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5 可知，2015 至 2024 年我国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对策、农产品、跨境

电商、物流模式、物流、对外贸易、跨境物流、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九大研究方向。本文主要分析农产品

跨境电商物流的制约因素与改进措施、跨境电商物流模式的发展策略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物流的创

新路径三个方向。 
其一，农产品跨境电商物流的制约因素与改进措施。该方向包括的关键词有“制约因素”“新常态”

“商业模式”“冷链物流贸易”“发展问题”“海关监督”等。物流体系作为支撑电商交易与货物运输的

关键基础，其设施的不完善与区域间的不联通性，将直接制约农产品跨境电商贸易的顺畅发展。农产品

跨境电商领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具体表现为消费群体分布广泛且分散、单笔交易规模相对较小等特征，

这些因素导致消费端订单的时间分布与需求量预测难度增大。加之农产品本身具有易损毁、易腐败、保

质期短的物理特性，进一步加剧了规模化冷链运输的难度，从而增加了冷链服务的运营成本。与此同时，

跨境电商直营模式下冷链物流设施设备的标准化程度参差不齐，以及信息化对接的技术壁垒，共同阻碍

了跨境全程冷链运输实现恒温控制的无缝对接。特别是在消费终端环节，点对点的冷链配送服务难以全

面覆盖，导致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居高不下。 
其二，跨境电商物流模式的发展策略。该方向的关键词有“国际物流”“跨境物流”“海外仓”“供

应链”“产业集群”“创新路径”“营销策略”“数字贸易”等。 
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作为紧密关联的两个行业，呈现出相互依存、协同共进的发展态势。从共享经

济的视角审视，跨境电商物流行业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供需双方的高效

对接机制，并不断强化这种对接所产生的协同效应，能够为跨境物流产业与跨境电商产业注入新的发展

动力。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应充分发挥龙头跨境电商企业与跨境物流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微

企业协同发展，逐步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同时，需加大跨境物流产业对前沿技术的应用力度，通

过拓展信息技术的功能边界，将供应链资源深度融入产业生态体系。 
为了提升供应链整体效能与集成化水平，应不断优化整合跨境电商供应链。在供应链各参与主体之

间构建基于统一协议规范的业务协同对接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需制定科学严谨的供

应链数据交互标准，对订单信息、库存数据、运输动态等各类业务数据的格式规范、传输频率、接口标

准等要素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可有效避免因数据格式不兼容、传输频率不一致等问题引发的信息传递延

迟与数据失真现象，保障供应链信息流的顺畅与精准。在此基础上，应着力打造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平

台，将采购、销售、仓储、物流等核心业务流程整合至同一系统之中，实现供应链端到端的信息高效流

转与调度优化，提升供应链的响应速度与运作效率。 
其三，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物流的创新路径，包括“跨境物流”“协同发展”“互联网+”“生态圈”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等关键词。构建智慧化跨境物流信息平台是突破数字化环境下跨境物流发展

桎梏的核心策略。该平台的搭建需借助前沿数字技术，打破物流各环节间的信息壁垒，达成端到端的数

据整合与共享。跨境电商物流企业可引入区块链技术，搭建具备分布式特性的物流信息存证与交互体系。

借助智能合约机制，将物流各参与方的数据上传至区块链，进而增强物流信息的透明度与可靠性。物流

企业之间基于区块链技术可以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达成点对点的信息交互，降低人工对接的频次

与成本。此外，二维码等自动识别技术在打通物流信息流通渠道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企业可在供应链的

关键节点部署数据采集设备，实现对货物流转状态的实时跟踪与精准感知。在实际联运场景中，还可充

分利用卫星定位、北斗导航等先进技术，对货物运输轨迹进行实时监控，达成可视化的调度指挥。 
同时本研究绘制了关键词发展时间脉络图。依据图 6 呈现的信息，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重点在

不同时间阶段呈现出显著差异，大致可划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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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eywords development time context diagram 
图 6. 关键词发展时间脉络图 

 
第一阶段为多方位探索发展阶段，时间跨度为 2015~2020 年。此阶段的研究内容广泛且多元，涵盖

了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深入剖析了农产品跨境电商物流体系发展所面

临的制约因素，探讨了跨境支付环节存在的问题，并研究了如何借助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提升物流运作效

率；同时，还对中小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竞争力展开了分析，以及探讨了跨境物流模式的协同发展与

创新发展策略等重要议题。 
第二阶段为数字化深度发展阶段，起始于 2020 年并持续至今。在这一阶段，受“互联网+”、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的影响，跨境电商物流领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该领域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利用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不断完善物流体系建设，致力于为跨境电商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以

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4.3. 研究前沿分析 

利用关键词突现分析可分析该研究领域未来有研究价值和高潜力的研究方向，关键词突现持续时间

和强度可判断该主题被关注时长和关注强度，新出现的突现词可探明研究前沿和未来趋势，突现结果见

图 7。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海外仓、跨境支付、现状、协同、一带一路均为过往的研究热点。其中“现状”

的关注时间最长，长达 4 年，说明在研究前期，有较多论文分析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现状。双循环、数

字经济、智慧物流这三个关键词出现在 2021~2022 年，凸显强度值较高，可能成为跨境电商物流领域未

来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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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Emergent words in the field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图 7. 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研究突现词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对 2015 至 2024 年国内期刊发表的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相关论文

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对文献的年发文量、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词频、关键词聚类及突现词分

析，探索出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以期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具体而言，本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研究热度逐年递增，但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合作网络。根据年发文量数据，2015

至 2016 年间该领域研究成果呈现爆发式增长，年度增幅最大；2016 年起学术产出进入高产周期，年均发

文量持续稳定在 600 篇以上。但是我国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专家形成的合作规模较小，合作力量薄

弱，科研机构开展研究仍以机构自主研究为主，机构间合作较少，未来需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形成跨

学科跨领域的多角度研究成果。 
二是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对策研究、农产品相关物流问题、跨境电商整体发展、

物流模式优化、物流领域综合研究、对外贸易中的物流协同、跨境物流体系完善、数字经济与物流融合

发展以及物流人才培养机制构建等九大方向。研究热点集中于物流模式创新、物流体系重构与海外仓优

化三大核心维度，具体涵盖对农产品跨境电商物流制约因素及改进措施的分析、跨境电商物流模式发展

策略的制定，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物流创新路径的探索。 
三是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研究脉络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多方位探索及数字化深度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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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双循环”以及“智慧物流”等关键词在近三年相关研究与讨论中频繁出现，极有可能引领

跨境电商物流领域未来的研究走向，成为该领域重点探索与深入剖析的研究内容。 

5.2. 未来展望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本文将主要从双循环背景、数字经济环境、智慧物流三方面梳理跨境电商物流

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跨境电商物流在双循环背景下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聚焦于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市场的联动

发展，提升物流体系对内外贸一体化的支撑能力。具体而言，可研究如何通过优化海外仓的全球布局与

精细化运营，缩短国际配送时间、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更多“中国制造”高效出海，同时推动全球优

质商品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 
其次，在数字经济环境下，跨境电商物流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围绕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与物流模式

的智能化变革展开。具体而言，可探索智能仓储、无人配送、自动化分拣等技术在跨境电商物流中的创

新应用，推动物流作业的智能化升级，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服务质量。同时还应关注绿色物流的发展，

研究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包装材料、减少能源消耗，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平衡。 
最后，在智慧物流方面未来可聚焦于如何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推动跨境电商物流

体系的数智化升级。具体而言，可研究如何通过智能算法优化全球物流网络布局，实现运输路线的实时

动态调整与物流资源的精准配置；探索无人仓储、无人驾驶运输工具等技术在跨境电商物流中的应用，

提升物流作业的自动化水平；以及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物流需求，优化库存管理，减少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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