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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广东中小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

潜力。同时，中小跨境电商企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物流体系不完善、市场同质化严

重、人才供需不匹配等。为应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包括发展多样化的

物流体系、加强品牌创新、优化电子支付系统以及培养专业人才等，旨在推动广东中小

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健康发展，并促进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深度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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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本文研究了广东

省的跨境电商企业如何充分借助和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政策和资源红利，通

过调查广东跨境电商中小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给出相关对策。

一、广东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广东是我国跨境电商大省，广东跨境电商进出口从 2016年的 228亿元跃升至 2021
年 3310亿元，年均增长 92.1%；市场采购出口从 2017年的 815亿元跃升至 2021年的
3159亿元，年均增长 40.3%。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推动广东外
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网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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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不断兴起，广东跨境电商平台全面升级。广东省内买家、卖家、工厂、金融机构等交

易主体纷纷踏入电子商务金融领域，实现支付、金融、物流仓储等环节电子化以及产

业链服务一体化。

2022年 4月，商务部“2021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评估”结果出炉，深圳和
广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评估结果为“成效明显”，综合排名位列第一档。深圳是

全国第二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聚集了全国最多的跨境电商市场主体，头部企业数

量和通关便利化水平均居于全国前列。近年来，深圳综试区持续完善支持政策，推进制

度和监管创新，优化通关环境，并制定支持独立站、海外仓建设等创新政策。广州抢抓

RCEP机遇，出台全国首个跨境电商 RCEP专项政策《广州市把握 RCEP机遇促进跨境
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与《关于推动电子商务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

州市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政策措施形成合力，叠加市区联动打

造的跨境电商政策矩阵，共同为市场保驾护航。

随着产业链逐渐完善，广东跨境电商企业及服务企业不断拓展供应链的相关环境，

逐步提升完善销售、通关商检、物流、支付等体系，充分整合多方面的资源来提供综合

服务，不断涌现出新的服务供应商，使得整个产业链和生态圈的服务链越来越清晰和

完善。广东培育了一批跨境电商垂直独立站、发展自主品牌，开创“全球中心仓”“离

港空运服务中心”等跨境电商集货新模式。创新海外仓模式，建立覆盖全球的海外仓

网络，服务企业 11.3万家。探索“互联网 +市场采购”新模式，促进业态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推动出口线上化、收结汇线上化。打造集聚发展平台，全省建成跨境电商产业

园区 36个，推动广州、佛山等市场采购贸易备案主体超过 5.7万家。

二、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政策环境良好

为加快推进广东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出台 28条举措。《措施》包括进
一步清理和规范口岸收费、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进一步提升口岸整

体通关服务水平等，这破解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

打造广东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

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推动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广东省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建设为广东中小企业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二）广东供应链更加完善

跨境电商是一个集产销、仓储一体、跨境物流为主的商业模式，对当地的供应链

系统有着严苛的要求，而在这个领域，广东有先发优势。例如：在仓储环节，B2C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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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电商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海外仓服务的兴起。自建海外仓就是各跨境电商企业争夺的

焦点，而广东依托千年商都强大的商业底蕴、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吸引一大批跨境电

商企业集聚发展，这点是内陆城市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自 2016年广州、深圳获批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来，广东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速 70%，2022年初实现了 21
个地市综试区全覆盖，综试区数量居全国第一。

广东发挥全国少有的拥有“海、陆、空”3个综合保税区的一线城市优势，对南沙
综保区、黄埔综保区和白云机场综保区三个综保区进行改造升级，使其地理位置更优

越，配套更齐全，分别形成了跨境电商枢纽海港、枢纽陆港和枢纽空港，推动广东建设

成为跨境电商国际枢纽城市。广东城市集群效应成为跨境电商的有力支撑。不仅可以

给跨境电商平台带来更多的仓储和物流选择，更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3]。
（三）跨境物流体系不完善

与境内物流不同的是，跨境物流存在运输距离长、运输时间久，运输环节繁琐、运

输不确定性高等问题，这些都导致了物流成本高昂。且物品积压海关，配送时间长、清

关障碍、包裹丢失等情况，也是中小跨境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如何高效、低成

本地进行跨境物流配送一直是广东跨境电商行业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

此前，广东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鼓励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RCEP成员建设海外仓，扩大欧美市场海外仓布局。
2022年 7月广东省商务厅还公示了第三批省级公共海外仓拟认定名单如下：
7 月广东省商务厅还公示了第三批省级公共海外仓拟认定名单如下： 

表 1  第三批省级公共海外仓拟认定名单 

序号 海外仓 所属企业 

1 美国洛杉矶仓 深圳市递四方速递有限公司 

2 美国新泽西州 8号仓 深圳易可达科技有限公司 

3 英国斯塔福德郡 5号仓 深圳易可达科技有限公司 

4 英国莱斯特仓 深圳易可达科技有限公司 

5 中国香港仓 深圳市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6 美国新泽西一号仓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美国洛杉矶二号仓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盈仓 1号仓 广东联宇物流有限公司 

 

海外仓的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海外人工昂贵是海外仓的主要成本，有些海外仓卖家的

人工支出成本一度高达 70%，低的也有 30%。据调研，19%的自建仓大卖家有 20 个以上的

海外仓员工，37%是 10-20 人，19%是 6-10 人，25%是 6 人以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更是增加了海外仓管理的难度。在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的海外

仓，部分企业就会钻监管机制不连通这一漏洞，选择“灰色清关”。可见，对于广东省中小跨

境电商企业来说，是否选择走上建仓之路还需要全方位的分析和思考。 

（四）同质化严重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国内受欢迎的

产品不一定能在国外畅销。在国际化进程中，广东中小企业通过专业的市场进行调研的投入

不足，很少对国际市场开展针对性的专项研究或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特点和消费行为特征，

信息资料的处理和反馈功能比较弱，缺乏对国际市场全面、动态的了解，较容易失去对市场

发展趋势和潜在机会的把握。由于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创立能力仍然较弱，能走出一带一路的

特色创新品牌更是少之又少。相似的宣传文案、相似的卖点、相似的包装等，让消费者难以

辨别。因此，大多数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宁愿选择销售利润高，易复制生产的产品。如果

跨境电商企业没有工厂，需要从供应商提货，由于产品的同质化，且产品的议价权在原供应

商手中，最后大多数没什么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唯有打价格战才能获得市场份额。 

（五）结算效率有待提升 

跨境电商支付因为涉及跨国或跨地区支付的特殊性，整体较为复杂烦琐，且周期较长并

存在一定交易风险，导致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需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跨境

电商较为常用的两种支付方式为例，一种是使用 PayPal、Cashpay、Moneybookers 等进行线

上支付，需要企业支出一定的手续费，并伴随一些支付条件的限制；另一种是 T/T、MonefGram

等线下支付，通常面临手续烦琐和到账周期长等问题[4]。 

（六）跨境电商人才供需结构不平衡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库企查猫调查，目前广东省存续和在业的跨境电商企业共 2857 家。

可见，在快速发展的势头下，对相关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由于跨境电子商务属于新

兴产业，人才存储量不足，具备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优秀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疫情的

冲击，不少竞争力低下的企业纷纷裁员，低迷的就业环境也劝退了更多毕业的大学生。另外，

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内部人员流动性很大，一旦某家企业发展壮大，会迅速吸引人才向它集中。

这就使行业内竞争力强的企业能够获得人才优势，而中小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则很难获得优

质人才，甚至面临中高级人才的流失。 

随着“一带一路”更全面的建设，人才需求的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但是部分高校和机构

海外仓的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海外人工昂贵是海外仓的主要成本，有些海外仓

卖家的人工支出成本一度高达 70%，低的也有 30%。据调研，19%的自建仓大卖家有
20个以上的海外仓员工，37%是 10—20人，19%是 6—10人，25%是 6人以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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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更是增加了海外仓管理的难度。在

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的海外仓，部分企业就会钻监管机制不连通这一漏洞，选择“灰

色清关”。可见，对于广东省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来说，是否选择走上建仓之路还需要全

方位地分析和思考。

（四）同质化严重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

在国内受欢迎的产品不一定能在国外畅销。在国际化进程中，广东中小企业通过专业

的市场进行调研的投入不足，很少对国际市场开展针对性的专项研究或了解消费者的

消费心理特点和消费行为特征，信息资料的处理和反馈功能比较弱，缺乏对国际市场

全面、动态的了解，较容易失去对市场发展趋势和潜在机会的把握。由于跨境电商企

业创立品牌能力仍然较弱，能走出“一带一路”的特色创新品牌更是少之又少。相似

的宣传文案、相似的卖点、相似的包装等，让消费者难以辨别。因此，大多数广东中小

跨境电商企业宁愿选择销售利润高，易复制生产的产品。如果跨境电商企业没有工厂，

需要从供应商提货，由于产品的同质化，且产品的议价权在原供应商手中，最后大多

数没什么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唯有打价格战才能获得市场份额。

（五）结算效率有待提升

跨境电商支付因为涉及跨国或跨地区支付的特殊性，整体较为复杂烦琐，且周期

较长并存在一定交易风险，导致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需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以目前跨境电商较为常用的两种支付方式为例，一种是使用 PayPal、Cashpay、Money-
bookers 等进行线上支付，需要企业支出一定的手续费，并伴随一些支付条件的限制；
另一种是 T/T、MonefGram等线下支付，通常面临手续繁琐和到账周期长等问题 [4]。
（六）跨境电商人才供需结构不平衡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库企查猫调查，目前广东省存续和营业的跨境电商企业共 2857
家。可见，在快速发展的势头下，对相关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由于跨境电子

商务属于新兴产业，人才存储量不足，具备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优秀人才更是凤毛

麟角。由于疫情的冲击，不少竞争力低下的企业纷纷裁员，低迷的就业环境也劝退了

更多毕业的大学生。另外，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内部人员流动性很大，一旦某家企业发

展壮大，会迅速吸引人才向它集中。这就使行业内竞争力强的企业能够获得人才优势，

而中小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则很难获得优质人才，甚至面临中高级人才的流失。

随着“一带一路”更全面地建设，人才需求的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部分高校和

机构人才培养模式并未及时进行相应的变革，教育以理论为主，与企业经营实践脱节，

对于瞬息万变的跨境电商行业，学校和机构很难做到知识、技能的及时更新。虽然广

东省在 2019年首次设立了跨境电商专业，旨在培养专业对口的学生。但是，在单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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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背景下简单地传授电子商务专业的相关知识，只能培养“知识型”人才，而不能真正

为国家培养更全面的复合型人才。

三、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对策

（一）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及构建综合服务体系

建立海外仓是跨境物流发展一项有效的手段，它能够有力地降低跨境物流成本。鉴

于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无法支撑建立海外仓所需的资金、人力、物力等投入，一方面

可以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型企业投资建立海外仓，自己使用的同时租借给其

他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实现共赢；另一方面推动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同“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共同合作建立海外仓，不仅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的

压力，还能够高效利用海外仓，减少资源浪费。

广东依托 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实施外贸主体数字化转型工程，培育了一批贸易
数字化标杆企业。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推动上下游中小企业“链

式”转型。培育数字服务和综合服务提供商，备案的 102家外综服企业已服务超万家
中小外贸企业。目前广州市正在加速构建培育跨境电商中小企业主体，构建便捷高效

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为中小企业赋能，帮助中小企业品牌

出海。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已从货物贸易上升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

促使传统国际贸易走向泛数字化和便利化，新基建和硬基建必须有效结合。

（二）加强品牌创新意识

1.做好当地市场调研
抓住目标人群的需求，根据自己的目标市场定位品牌特质，建设特色创新品牌。调

研产品销往目的国的审美习惯风俗等，注重差异化定位，对产品进行研发，依据当地

的特点对产品进行设计，以符合当地的行业质量要求和审美要求。广东中小跨境电商

企业可以将品牌、企业产品、企业服务与当地的特色进行融合，进一步扩大自身在当

地的品牌知名度，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认可。

2.注重品牌形象管理
注重品牌形象管理，品牌标志与品牌名称都是构成完整品牌概念的重要因素。品

牌形象自身能够创造品牌认知、品牌联想和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进而影响品牌所体现

的产品质量，激发顾客建立品牌忠诚度。专注传统文化，做好品牌识别系统建设，突出

跨境电商品牌核心价值。在对品牌识别系统进行构建时，品牌名字是核心要素，广东

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应在当地设置一个良好的品牌名字，这个名字可以有效激发消费者

对品牌的各种联想，赋予其本土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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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营销手段创新
注重传统营销手段同数字营销手段相结合。企业不仅需要重视媒体曝光、事件营

销、社区传播营销、名人直播等，还需要利用网红、社交媒体等新兴途径，通过对品

牌、客群的定位增加知名度，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在进行品牌推广时考虑在当

地知名网站进行广告投放，采用当地知名艺人作为品牌代言人，不断曝光自身品牌，以

便更好地加强品牌本土化经营传播。

4.加大研发创新
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要加大自身产品研发力度，扩大自身产品宽度和深度，创

建独具特色的产品类别。树立良好的质量安全理念，打造品牌高品质形象。广东中小跨

境电商企业可以引用当地质量验证标准，以当地质量验证标准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牢固树立高品质的品牌形象，以此吸引消费者更好地关注品牌，提高自身市场占有率。

（三）培养专业人才

政府部门需要统一标准、正确引导，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执业资格认证机制，相

关部门应加大人才培训投入，采取人才鼓励政策，提倡与知名办学机构共同协作，致

力于培养高水平跨文化能力、专业服务能力的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型人才。高校顺应时

势整合理论知识，在相关专业中应适应“一带一路”要求，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加大实

践教学比重，加快模式创新，校企加强合作，企业配合提供实践岗位，行业协会有效整

合行业资源并提供行业指导，实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多赢”。

（四）完善跨境电子支付系统

由于国家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环境等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国家及地

区消费者的偏好也存在较大差异。电子支付的安全性是各方信任度的关键，决定着电

子支付业务的成败。因此，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增强计算机系统的关键技术

和关键设备的安全防御能力，以进一步全面监察网上银行运行过程中的各项纪录，及

时发现对网上银行安全造成威胁的情况并处理。其次，要加强技术创新。积极运用新技

术，提高自动化程度，减少人为方面的因素对安全的影响。最后，要加强“一带一路”

各国合作，借鉴和汲取各国先进经验，以各国曾出现的错误作为警示，使跨境电子支

付系统更为便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从多方面加快电子支付业务相关标准

的制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背景下广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有着很大机遇，但同时

也存在着困境，因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及构建综合服务

体系、加强品牌创新意识、培养专业人才以及完善跨境电子支付系统等。随着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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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发展建设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广东贸易的深化发展，广东中小跨境

电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李昌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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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rac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 Guangdong have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potentials and opportunities in cross-border e-
commerce. However, these enterprises also face several challenges, such as an imperfect lo-
gistics system, severe market homogenization, and amismatch in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diversified logistics system, strengthening brand innovation, optimizing electronic pay-
ment systems,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ME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Guangdong and enhanc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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