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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各国在政策层面上对跨境电子商务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

相关资料，结合调查和访谈数据，分析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问题。研究

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在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通关手续、促进市场开放等方面发

挥了显著作用。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政策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政策建议，为未

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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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y Support and Synergy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ueqin ZHOU
Ningxia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have increasingly supported cross-border e-commerce at the policy leve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policy support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its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supplemented by survey and interview data.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olicy support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optimiz-
ing customs clearance procedures, and facilitating market opening. By analyzing typical case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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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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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1.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跨境电子商务逐渐成为积极的推动力量。特别是自 2013年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迅速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合作平台之一，跨境电商不仅为参

与国提供了新的贸易渠道和商业模式，促进了经济合作与互联互通，而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也越

来越成为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政策改革，优化了跨境电商的税收环境、物流体系及

支付体系，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国际市场准入条件，并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推动了数

字贸易的快速发展。2021年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实施细则》（财政部、海关总
署等联合发布），进一步明确了跨境电商商品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零售进口的商品限值进

行了适度调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2022年发布）深
化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改革，强化了平台经济和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与此同时，2023 年
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通过国际电商平台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间的深度合作，通过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推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2023 年签署的《中欧跨境
电商合作协议》进一步巩固了中欧双方在物流优化、支付结算和信息共享等各方面的合作关系。

2.“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
涵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合作框架的“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年提出，旨在推动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近年来，亚欧大
陆及非洲地区快速发展，但基础设施、贸易畅通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短板依然突出。这一倡议既

回应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责任与领导力。自倡议提出

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倡议落地，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铁路、公路、港

口和能源等领域，有效缓解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瓶颈，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尤其是

在中亚、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此外，中国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AIIB）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帮助解决融资难题。同时，倡议还注重文化交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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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旅游和媒体等渠道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增强合作的社会基础。然而，倡

议的推进也面临挑战，特别是各国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实施过程中出现不稳定

因素。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确保项目透明、公正，也是推动倡议顺利发展的关键。

3.跨境电子商务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跨境电商不仅为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新的贸易模式，也为区域合作与全

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能。首先，协同发展提供了高效和便捷的贸易通道。跨境电商利用数字

技术和全球物流网络，解决了传统贸易模式下贸易壁垒、运输成本及市场准入难题。特别是对于

一些小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跨境电商有效降低了国际市场的进入门槛，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

优化，提升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其次，协同发展促进了“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跨境电商带动了本地产业的创新与转型，跨境电商促进了消费

品、农产品、电子产品等领域的供需对接，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促进了就业和社

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再次，协同发展有助于加深文化交流和

民心相通。在承载文化传播和民意沟通的功能方面，跨境电商也起到重要作用。消费者通过购买

外国商品，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增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促进了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跨境电子商务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发展需要在政策协同、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在不断促进区域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全球贸易创

新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目的与问题

现有文献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

但在协同发展中政策协调机制、具体政策障碍及解决对策方面还欠缺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拟对已有研究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1.探讨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支持对“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影响
研究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支持对“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影响，旨在探索政府政策如何通过优

化跨境电商环境，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协作。具体而言，不同国家在税收、海关

监管、跨境支付、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差异，会对跨境电商的流通效率、市场准入以及企

业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的核心目的之一，是通过深入分析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如何

提升贸易便利化、促进物流和支付体系的整合，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

这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当前政策支持中存在的挑战和短

板，为进一步优化政策框架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

性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融合程度。通过分析政策支持对跨境电商发展及区域合作的实际影

响，本研究有助于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推动各国更加高效地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

2.识别政策支持的关键方面及其效果
聚焦于识别跨境电商政策支持的关键领域及其具体效果。不同国家对跨境电商的政策支持

程度、政策形式和政策执行效果存在差异。因此，识别哪些政策措施对电商生态的构建最为关

键、哪些政策领域在提升跨境电商竞争力方面最为有效，是本研究的另一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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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不同政策工具（如跨境电商税收优惠、物流体系建设、金融支付支持、跨

境电商人才培养等）的综合分析，找出在促进电商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关键因素。这一研究

问题有助于揭示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评估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适用性和效果，从

而为“一带一路”各国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跨境电商政策提供参考。

3.研究问题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这两个研究问题虽然独立，但它们在逻辑上是紧密相连的。研究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对“一带

一路”协同发展的整体影响，为第二个问题的展开提供了背景和框架。同时，通过识别政策支持

的关键领域及其实际效果，能够为全面评估跨境电商政策的总体影响提供具体依据，进一步完善

政策支持框架，推动“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济协同与融合。将这两个研究问题作为本研究的核

心问题，不仅能够从宏观视角揭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深远影响，也有助于

从微观政策层面分析并优化政策执行效果，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及实践

参考。

（三）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关于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两者结合，探讨跨境电子

商务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联系，为相关领域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现有跨境电商研究多聚

焦于技术与运营，而对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战略作用关注不足，本研究将扩展跨境电商理

论，探讨其如何促进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优化，有利于学术理论方面的创新。跨境电商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尤其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合作机制，能深化对“一带一路”

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理解。跨境电商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布，通过简化贸易流程，优化供应链。本

论文将探讨这一新趋势对国际贸易及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影响。

2.实践意义
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优化跨境电商政策的建议，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完

善税收政策、支付体系和物流基础设施等，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可以为跨境电商企业在优

化市场布局，制定合规战略，提升在“一带一路”地区的竞争力时提供一定帮助。最后，本研究

为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互联互通提供一些对策建议，作为帮助政府

和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跨境电子商务相关政策的已有研究

1. 政策支持的形式和效果
从政策支持形式入手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税收与关税政策、贸易便利化政策和融资与创新

支持政策三个方面。首先，多数国家通过减税、免税等措施鼓励跨境电商发展。例如，针对跨境

电商平台，某些国家采取保税区、关税减免等政策，有效降低了电商企业的运营成本，促进了贸

易流通。其次，为提高电商效率，各国政府简化了海关程序，推广“单一窗口”系统，提升了通

关速度和物流效率。此类政策通过减少行政壁垒，优化了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管理。最后，许多国

家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或融资平台，支持中小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创新和扩展。尤其是在初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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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政策性融资为企业减轻了资金压力，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

从政策支持效果入手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促进电商规模化，即政策的

实施显著加速了跨境电商的规模化扩展，尤其是在全球市场整合的背景下，电商企业通过政策支

持拓展了海外市场，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其次，提升产业竞争力，政府政策通过降低运营成本、

提供市场准入便利，促进了国内电商企业的创新和技术升级，使其能够在全球电商生态中占据重

要地位。最后是优化物流与支付系统，这是跨境电商的关键环节之一。政府通过政策支持推动了

国际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跨境支付平台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

2.各国政策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
文献对于从不同国家的政策入手分别分析了其对跨境电商的影响，其中主要因市场环境与

政策重点差异而有所不同。第一，从中国政策入手的研究，提出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政策，简化了关税和通关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为本土电商平台的国际化提供了政策保

障。此外，中国还推出了多项贸易便利化措施，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进一步促进了出口型

电商的扩展。第二，从美国政策入手的研究，聚焦美国所注重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监管政策，同

时通过制定数据隐私和电商交易安全等法规，确保了跨境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美国政府还

通过创新型税收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在全球电商市场中进行布局，促进了跨境电商创新与发展。

第三，从欧盟政策入手的研究，阐述和分析欧盟推行的“数字单一市场”政策，通过统一电商法

规与标准，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保障跨境电商的公平竞争。欧盟还推动跨境支付系统和

物流平台的建设，优化了电商企业的跨境运营效率。最后，部分文献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通过研究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法律法规的简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上。

通过设立跨境电商政策激励措施，政府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推动了电商行业的起步。然而，

这些国家在物流与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上仍面临一定挑战，限制了政策效果的全面落实。

总体上，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在各国的实施形式多样，涵盖了税收减免、贸易便利化、资金扶

持等方面，其效果表现为促进了电商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和国际化竞争力的提升。不同国家根据

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差异，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组合，推动了各自跨境电商的发展。总体而

言，政府政策在跨境电商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其灵活性和前瞻性是电商行业持续增长和创新

的关键因素。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济合作研究

1.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目标与政策支持
首先许多文献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目标入手进行研究，研究指出在诸多目标中占核心

地位的是通过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和投资合作，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而其具体目标则一般包括提升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贸易

流通与资本流动，改善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最终实现共同繁荣。通过对接不同区域的发

展战略，推动实现跨国经济互补和协调增长。

其次也有文献以政策支持为重点进行研究，这些文献一致指出各国政府在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的过程中，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支持项目实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在政策上强

调了融资支持，尤其是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平台提供资金保障，帮助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注重通过政策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而简化海关手续，改善物流效率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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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旨在降低跨境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除此之外，注重金融合作政策支持，尤其是在

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支付系统方面的创新，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金融环

境。

2. 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关联性
在现有研究中，有一些文献专注于研究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关联性。在大部

分文献中指出跨境电商作为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天然

的契合度，二者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互为促进。有学者从跨境电商的推动作用来看，指出跨

境电商通过突破传统贸易壁垒，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贸易方式，尤其是

在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电商平台，企业能够轻松进入全球市场，减

少了对传统贸易渠道的依赖。电商模式的低成本、高效能特性，有助于提高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竞

争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

作用，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跨境物流和数字化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跨境电商提供了必要的物理和数字环境。高速铁路、港口、物流中心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提升了商品流通效率，降低了跨境电商的物流成本。此外，政策上的支持，包括关

税减免和贸易壁垒的降低，为跨境电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指出二者存在的综合效应，即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所得到的极大推动，且二者共同促进了贸易流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电商平台，

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容易地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流通，推动了区域内外的消费市场和生

产要素的有效连接。与此同时，电商的发展还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兴起，推动了技术创新、金融合

作和信息流通，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区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总体上，在这个相关主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跨境电

商无疑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重要力量。通过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电商

平台不仅加速了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也促进了区域内外市场的整合。二者的协同作用为全

球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并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三）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1.跨境电商推动国际贸易的机制
在此类研究中较为普遍地认为，跨境电商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兴贸易模式，其对国际贸易的

推动作用日益显著。在对作用机制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有学者提出跨境电商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买卖双方直接连接，显著降低了传统贸易中中介环

节的费用。这一机制不仅减少了贸易流程中的佣金和代理费，还降低了物流、仓储等实际运营成

本。尤其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电商平台提供了更为经济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也有学者关注

到跨境电商通过简化跨国交易流程，提升了交易的便利性。例如，电商平台通常会提供多语言服

务、跨境支付解决方案、智能化的库存管理和精准的物流配送方案，使得国际买卖双方能够以更

高效的方式完成交易。

此外，跨境电商还突破了传统贸易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 24小时全球交易成为可能，
极大提升了全球市场的连接性和互动性。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跨境电商不仅帮助企业扩大国际市

场的覆盖范围，还促进了全球消费市场的多样化。通过电商平台，产品能够快速进入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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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推动了全球市场的深度整合。同时，电商平台通过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帮助企业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趋势，优化产品定位和营销策略，从而实现更为

精准的市场扩展。

2.贸易壁垒与政策支持的作用
在这部分研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认为贸易壁垒可能成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而相

关的支持政策在跨境电商发展中能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的动力。

一方面尽管跨境电商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贸易壁垒依然是影响

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关税政策、非关税壁垒以及严格的进口配额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着跨境电商的扩展。例如，一些国家对电子商务商品设置高额的关税或繁琐的海关审查程序，导

致商品通关时间延长，物流成本增加。此外，部分国家的监管法规（如数据隐私保护、消费者权

益保障等）也对跨境电商的运营带来挑战，尤其是在全球电商交易中，法规的不统一性和实施难

度可能成为重要障碍。

另一方面相对于贸易壁垒，政策支持则在推动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各国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降低了贸易壁垒，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

境。例如，一些国家通过减免关税、简化进出口手续、设立保税区等方式，促进了跨境电商的快

速发展。同时，数字贸易协议的逐步落实也为跨境电商消除了部分数据流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的障碍。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金融政策、支付系统的国际化、创新型税收政策等手段，为跨

境电商提供了更为便捷和稳定的运营环境。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跨境电商与国际市场的连接，也

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数字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跨境电商的政策支持不仅限于国家层面，区域性合作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等贸易协议的签署，也促进了跨境电商在亚太地区的快速扩展。由此研究
者普遍认为贸易壁垒是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政策支持的手段只有通过合理的政策

设计，才能充分释放跨境电商的潜力，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方法概述

1.定性研究的选择与理由
本研究旨在分析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倡议协同发展的关系，定性研究方法

的选择基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进行考虑。

（1）研究目标的复杂性：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问题，
涉及政府政策、企业战略、国际合作以及市场行为等多个方面。这些层面的交织使得研究不仅需

要系统地揭示现象，更需要深入探讨背后的机制与影响因素。定性研究方法能够提供更为细致和

全面的分析，尤其适合探讨政策背后的动因、企业适应性、区域合作的多样性等难以通过量化数

据全面捕捉的因素。

（2）动态变化的政策环境：跨境电商政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施具有高度差异性，尤其在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政策支持在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差异、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表

现各异。定性研究能够灵活地捕捉这些多样化的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其对跨境电商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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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深入理解政策支持如何在不同环境下促进或制约“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跨境电商发展。

（3）探索性研究需求：本研究不仅旨在验证既有理论或假设，还希望通过深度访谈、案例分
析等方法发现新的变量、动态和趋势。由于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较为新颖，定性

方法可以通过探索性分析，帮助发现尚未被充分研究或认识的关键因素，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论洞

察。

2.数据收集
在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本研究结合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和案例研究等定性数据收集方

法，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数据进行系统整理与归纳，从而揭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

协同发展的内在联系。

（1）文献分析：文献分析作为研究的初步步骤，通过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已有的学术研究、政
府政策文件、国际报告等文献资料，为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文献分析可以帮助识别跨境电

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主要政策框架，评估政策支持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适应性和效果。同

时，文献分析也有助于发现研究中的知识空白，为本研究的深入探讨提供方向。

（2）半结构化访谈：半结构化访谈方法作为本研究数据收集的核心手段。通过与政策制定
者、跨境电商企业高管、行业专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人士的访谈，研究获取一

手的经验数据。访谈提纲围绕跨境电商发展中的政策支持、企业的适应策略、区域合作的具体实

践等方面展开。半结构化访谈的优势在于能够在保证访谈框架的同时，灵活地捕捉受访者的独特

观点和深层次的见解，便于研究人员深入了解政策背后的动因和实际执行的难点。

（3）案例研究：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跨境电商企业或“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进行案例研
究，深入分析其在政策支持下的发展路径和成功经验。案例分析通过对典型企业的运营模式、市

场策略、政府合作等方面的详细解读，揭示政策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具体实践效果。选择

的案例包括不同规模、不同国家和不同市场定位的企业，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和代表

性。

3.研究方法的适应性
本研究通过定性研究方法，结合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和案例研究等数据收集手段，探索

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数据进行深入剖析，研究

旨在揭示政策支持在不同国家和区域中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具体

实施效果。这一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理论创新，还能够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实践提供实证依据，确

保研究的可复现性和学术价值。

（二）数据收集

1.政策文件与官方报告的收集
通过对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法规、规划及各类官方报告的系统整理，得到研究中所需要的

政策支持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数据，揭示政策与跨境电商协同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些文件包括跨境

电商相关政策框架、国际合作协议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类发展规划。

本研究通过公开渠道收集来自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官方报告，

尤其关注自 2013年以来发布的跨境电商政策、区域合作框架及“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件。涵
盖的文件包括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的政策指导文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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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政府报告和战略规划。

2.针对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问卷调查设计
在本研究中，问卷更加注重定性数据的收集，目的是挖掘跨境电商企业与政策制定者对于政

策支持的理解和经验。问卷设计更加注重开放性问题，邀请受访者提供详细的意见与反馈，帮助

研究获取更深入的定性数据。

（1）问卷设计：本研究问卷包括一些开放性问题，邀请受访者分享他们对跨境电商政策支持
的看法、实施效果的个人经验以及对政策未来方向的建议。具体问题包括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两个

层面，其中企业层面主要包括企业如何看待现行政策支持，哪些政策措施最为有效，实施过程中

存在哪些具体问题，政策是否有效促进了国际化进程等。政策制定者层面主要包括政策制定者如

何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效果，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调性如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挑

战与解决方案等。

（2）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问卷调查分发给跨境电商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调查对
象涵盖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区域及不同行业的相关人士，以确保数据的广泛性与代表性。问卷

通过线上或面对面的方式发放，受访者被鼓励提供详细的定性反馈，以获得深度的见解。

3.对行业专家和学者的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在本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获取行业专家、学者和政策实践者的深层见解。通

过与具有丰富经验的行业专家和学者的深入对话，本研究能够揭示政策与跨境电商协同发展的

深层次机制，弥补问卷调查无法完全覆盖的细节。

（1）访谈对象选择：本研究邀请跨境电商领域的学者、政策专家、行业领导者及相关政府官
员等参与访谈。通过多样化的受访者背景，研究能够从多个视角获取关于政策支持与“一带一

路”协同发展的深入理解。

（2）访谈提纲设计：访谈提纲围绕政策层面、行业层面和协同发展三个主题展开。政策层面
包括政策制定的动因和目标、政策实施的挑战、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契合度及其协同效果

等。行业层面包括企业对政策支持的实际体验、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跨境电商行业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模式等。协同发展包括政策如何促进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协同发展，

跨境电商如何助力“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等。

（3）访谈过程与数据记录：访谈采取半结构化的方式，确保对话既能涵盖研究主题，又能灵
活地根据受访者的经验引导深入讨论。所有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转录为文本，保

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三）数据分析方法

1.政策内容分析
政策内容分析是本研究的首要分析方法，主要通过对政府发布的跨境电子商务相关政策文

件进行系统化的内容分析，以了解政策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政策文

件包括各类政府报告、法规、战略规划及实施方案等。这些文件构成了跨境电商政策支持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指南。

通过对政策文件的收集和归类，整理出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要素。研究选取自 2013年起发布
的与跨境电商相关的政策文件，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举措。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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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政策文件，研究通过精读与逐项标注，识别政策文本中的主要目标、措施、政策实施

步骤及预期效果。这些要素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支持力度、具体实施细则、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创

新机制等。

在分析过程中，结合运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和框架分析法（framework analysis）
对政策文本进行解构。内容分析法帮助识别政策中的具体关键词和核心议题，而框架分析法则对

政策框架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梳理，分析政策目标、实施路径及其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具体作用。

通过这种方法，揭示政策文件中的潜在意图、实施难点以及实施后的反馈，探索政策支持在跨境

电商发展中的真实效果。

2.问卷及访谈资料的编码与主题分析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逐字转录，确保原始资料的完整性。通过使用质性数据分析软件，对访

谈资料进行系统化编码，并对这些编码进行汇总，提取出核心主题、模式与见解。运用主题分析

法对重复出现的观点、意见和经验进行分类与总结，揭示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协

同发展的潜在联系。研究识别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的核心要素，并探索其实施中的挑战、障碍以

及政策对“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实际影响。每一个主题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并进一步分

析这些主题在不同受访者群体中的差异与共性。对问卷及访谈资料的编码与主题分析至关重要，

从大量的访谈内容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识别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的核心问题和未来的潜在

发展方向。

四、基本分析结果

（一）关于政策目标的基本分析结果

在对跨境电子商务政策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明确识别出政

策目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政策旨在通过优化制度环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国际物流效率等手段，全面推动跨境

电子商务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简化海关手续、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完善支付结算体系等，以打

造便利高效的跨境电商生态系统。

2.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作
政策目标之一是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促进贸易便

利化和市场互联互通。具体表现为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仓，建立跨境物

流网络，推动双边和多边电商合作协议的签署。

3.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
通过发展跨境电商，增强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同时将中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品牌

推向国际市场，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4.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
政策特别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提供培训、资金支持和市场信息，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跨

境电商进入门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

（二）关于政策实施的基本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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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容分析显示，实施措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税收优惠、发放补贴等方式，直接支持跨境电商企业的发

展。例如，设立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和仓储设施，推动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

2.优化监管和提升服务质量
政府部门通过简化审批流程、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包括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模式，实施“单一窗口”通关服务，减少通关时间和成本，提升物流效率。

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障，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提升物流和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和完善跨境电商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支持物流企业发展国际运输网络。具体措施包括

支持空运、海运和铁路运输等多式联运的发展，推进海外仓建设，提升仓储和配送能力，确保跨

境电商物流的高效运转。

4.推动技术创新和信息化建设
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提升运

营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还支持建设跨境电商大数据平台，提供市场分析、信用评估等服务，帮

助企业更好地把握国际市场动态。

（三）关于政策效果评估与挑战的基本分析结果

1.政策效果评估
整体来看，跨境电子商务政策在促进行业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具体表现为企业在政策支持下，跨境电商业务量显著增长，市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

大。政策的实施也推动了跨境物流、支付结算和数据共享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显著提升了跨境电

商的整体运营效率。

2.挑战分析
尽管政策效果显著，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不同地区政策执行力度和

效果存在差异，部分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企业无法全面享受政策红利。其次，跨境电商涉

及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税务合规和数据安全等方面存在较大

风险。此外，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了跨境电商运营的难度和风险。

（四）关于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经验与反馈的基本分析结果

1.发展经验
成功的跨境电商企业普遍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类企业大多数会积极利用政府政策和

资源，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同时，这类企业非常注重技术创新，熟练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等技术提升运营效率和客户体验。除此以外，企业重视对国际市场的研究和企业品牌的建设，针

对不同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调整，提升市场竞争力。

2.企业反馈
通过企业反馈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在资金、技术和市场开拓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

企业也反映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政策信息不对称，部分中小企业难以及时获取和理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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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跨境物流成本高，物流时效性有待提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法规差异较

大，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过程中面临较大挑战。

（五）关于协同发展与跨境合作的基本分析结果

1.协同发展
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发展在政策引导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具体表现为，越来

越多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政府

通过推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了区域间的政策、制度和标准对接，进一步提升了跨境

电商的便利化水平。

2.跨境合作
企业在跨境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多种合作模式，如联合设立海外仓、建立跨境

电商联盟、开展国际物流合作等。这些合作模式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增强了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然而，跨境合作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文化差异、市场环境差异和法律法规差异等，亟

需政府和企业在合作中不断探索和解决。

五、关键问题分析结果

（一）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一带一路”的内容分析

1.电商平台建设
电商平台建设是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通过推动跨

境电商平台的发展，旨在增强国际贸易的便捷性和效率。研究数据表明，许多国家已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以支持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立电商平台。例如，中国政府通过设立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企业创新跨境电商模式。此外，政府还与“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协议，促进跨境电商平台的互联互通。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提

升了电商平台的建设水平，还加速了“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电商合作与交流。

2.物流和支付体系的完善
在跨境电商中，物流和支付体系的完善是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的关键。政策支持在这方面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优化国际物流网络，二是建立便捷、安全的跨境支付系统。通过政策引

导和资金投入，政府推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国际物流枢纽、开通跨境电商专线运输服务

等，显著提高了物流效率和可靠性。此外，政府还与多个国家协调，建立跨境支付平台，简化支

付流程，降低交易成本。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鼓励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降低汇率

风险。研究数据表明，这些政策措施显著提升了跨境电商交易的便利度和安全性，促进了“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往来。

3.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制定
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制定是保障跨境电商健康发展的基石。为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各国政府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创新。研究结果显示，许多国家通过制

定和完善跨境电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例如，中国在电子商务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方面进行了立法，明确了跨境电商的法律框架和监管要求。同时，政府还加强

了跨境电商监管，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和透明度。通过国际合作，与

35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6卷第 6期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同制定跨境电商标准和规则，建立合作监管机制。这些政策措施为跨

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有效规避了法律风险，增强了各国市场主体的信心。

4.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
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是跨境电商政策支持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

补贴，政府能够减轻企业负担，激励企业积极参与跨境电商业务。研究数据显示，许多国家针对

跨境电商企业出台了税收减免政策，如出口退税、增值税减免等，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此外，

政府还设立专项资金，对跨境电商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支持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例

如，中国政府通过“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财政支持，帮助企业提

升国际竞争力。这些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在推动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各国政府在跨境电商领域为“一带一路”倡议提

供了有力保障。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增强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二）跨境电商政策协同实施效果分析

在对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分析中，政策协同实施效果是评价政策成

效的重要维度。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我们从跨境电商交易量的变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积极性、以及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深化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评估政策的具体实

施效果。

1.跨境电商交易量的变化
跨境电商政策实施后，各国之间的电商交易量显著增加。根据数据分析，受惠于政策支持，

跨境电商交易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交易额增长：统计数据显示，自政策实施以来，跨境电商交易额年均增长率超过 30%，
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易增速尤为显著。例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跨境电商交易额

在政策实施后的两年内增长了 40%以上。
（2）订单数量增加：跨境电商订单数量显著增加，尤其在“双十一”等大型促销活动期间，

跨境电商订单量屡创新高。政策的支持使得物流和支付体系更加完善，消费者能够便捷地进行跨

境购物。

（3）商品种类丰富：政策激励下，各类商品进入跨境电商市场，商品种类更加多样化。数据
显示，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商品种类增加了 20%以上，消费者的选择更加丰富。

这些数据表明，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跨境电商交易量的增长，带动了“一带一路”国家间

的贸易往来，增强了国际市场的活力。

2.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
跨境电商政策不仅促进了交易量的增长，还显著提高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

性。通过分析企业参与情况，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数量增加：政策实施后，参与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数据显示，在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新注册的跨境电商企业数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5%。这些企业不仅包括
大型跨国公司，也涵盖了众多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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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投入增加：政策激励下，企业加大了在跨境电商领域的投入力度。包括技术研发、
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显著增加。研究发现，企业在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和运营上的投

入增长了 20%以上。
（3）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积极开展跨境电商模式的创新探索，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提升了跨境电商的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这些创新举措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也为

“一带一路”电商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数据和事实表明，跨境电商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推

动了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繁荣发展。

3.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深化
跨境电商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深化。通过对经贸合作数据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趋势：

（1）贸易伙伴增加：政策支持下，新增了多个跨境电商贸易伙伴国。数据显示，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伙伴数量增加了 15%以上，贸易合作范围更加广泛。
（2）合作项目增多：在政策推动下，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显著增多。例如，中俄跨境电商合

作项目实现了多项突破，涵盖了从物流到支付的全产业链合作。类似的合作项目在中东欧和东南

亚地区也有大量展开。

（3）合作机制完善：通过签署跨境电商合作协议，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各国间的经贸合作更
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研究表明，这些合作机制的构建提高了跨境电商合作的效率和稳定性，增强

了各国企业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政策在深化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通过对跨境电商交易量的变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以及双边和

多边经贸合作的深化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跨境电商政策协同实施的显著效果。

这些成果不仅促进了跨境电商的发展，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跨境电商政策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瓶颈分析

1.法律与监管障碍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法律与监管障碍。这些障碍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各国在跨境电商的法律法规制定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对电子商务的法律框架、

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这样的差异导致跨境电商企业

在不同国家运营时需要面对复杂且多变的法律环境。例如，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跨

境电商合作过程中，企业需要应对各国不同的海关监管和税收制度，这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

运营难度。

其次，跨境电商的监管机制不完善。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主要针对传统贸易模式，而对于跨

境电商这一新兴贸易形式，尚缺乏统一的国际规则和标准。这使得跨境电商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

时，容易面临监管不确定性和法律风险。例如，在数据保护方面，不同国家对于跨境数据传输和

存储有不同的规定，企业需要在遵守本国法律的同时，还需符合目标市场国家的数据保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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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合规负担。

最后，执法力度和执法能力的差异也是一大障碍。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部分国家

的执法机构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能力有限，导致跨境电商平台难以有效

监控和管理其供应链中的不法行为。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了跨境电商企业的声誉

和市场信任度。

2.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薄弱是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另一大瓶颈。

首先，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是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石，但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这类

技术的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国家在互联网普及率、网络带宽、数据处理能力等方

面存在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了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例如，网络带宽不足可能

导致跨境电商平台在高峰期出现访问缓慢甚至中断的情况，严重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企业

的销售表现。

其次，物流和仓储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也是一大挑战。跨境电商的特点之一是需要快速、高

效的物流配送服务，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物流网络不健全，仓储设施不完善，导

致商品在运输过程中面临较高的损坏和丢失风险。此外，跨境物流成本高昂也是企业面临的重大

挑战之一。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很多国家的物流费用居高不下，极大地增加了跨境电商的运

营成本。

最后，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问题也亟待解决。跨境电商交易需要安全、快捷的跨境支付系统，

但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差，支付手段多样且不统一，增加了企业

和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例如，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机制，跨境支付过

程中容易出现支付延迟或失败的情况，影响交易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政策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瓶颈主要集中在法律与监管障碍以及技

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上。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提升技术和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可以有效破解这些瓶颈，促进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发展。

（四）协同发展的重要机遇分析

1.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机

遇。通过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可以有效解决跨境电商面临的法律与监管障碍，促进全球

贸易的便利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际合作为跨境电商提供了政策协调的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和地区通过
多边合作机制和双边协定，推动跨境电商相关政策的协调统一。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关税减免、投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达成了
一系列共识，为跨境电商企业创造了更加稳定和透明的政策环境。这样的合作机制不仅降低了企

业的合规成本，还减少了跨境电商交易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2）国际合作促进了海关监管的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各国海关部门加
强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通过建立跨境电商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了海关监管的无缝衔接。例如，

中国与俄罗斯通过“绿色通道”机制，简化了跨境电商商品的通关手续，提高了通关效率，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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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流周期。这种海关监管的互联互通，不仅提升了跨境电商的运营效率，还增强了消费者的购

物体验。

（3）国际合作有助于提升跨境支付的便利性。跨境电商交易离不开便捷、安全的支付系统，
通过国际合作，可以推动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跨境支付标准和结算体系。

例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展的跨境电子支付项目，实现了人民币与东盟主要货币的直接结

算，降低了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这种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为跨境电商交易提供了有力保障，

推动了跨境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2.发展新兴市场的潜力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众多新兴市场，这些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跨境电商企业

拓展业务的重要机遇。

（1）新兴市场拥有庞大的消费人口和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以东南亚和南亚市场为例，这
些地区的人口总量超过 20亿，且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升，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空间。例如，印度和印尼等国的互联网用户增长迅速，当地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这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跨境电商企业可

以更便捷地进入这些新兴市场，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

（2）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消费能力不断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
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以中东和非洲市场为例，这些地区的经济

增长速度较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通过提

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商品，满足新兴市场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3）新兴市场的政策环境逐步改善，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动下，国家和地区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

许多国家通过减税、简化行政审批、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跨境电商企业投资和运营。这些

政策措施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增强了企业在新兴市场的竞争力，推动了跨境电商业务

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国际合作与协调以及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为跨境电商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提

供了重要机遇。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政策协调和监管互联互通，可以有效解决跨境电商发展

的瓶颈问题；同时，新兴市场的广阔空间和增长潜力，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助

力企业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六、案例分析

（一）成功案例分析——以新加坡跨境电商发展为例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经济枢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的贸易政策，使

其在全球跨境电子商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促进

了跨境电商的迅速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政策支持措施
（1）制定电子商务发展战略方向。新加坡政府于 2016 年发布了《电子商务发展蓝图》（E-

commerce Development Blueprint），明确了未来五年内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具体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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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该蓝图旨在通过提升本地企业的电商能力、推动跨境电商贸易、改进物流和支付体系，打造

一个有利于电商发展的生态环境。

（2）设立跨境电商扶持资金。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多种专项资金，如“国际化企业基金”（Mar-
ket Readiness Assistance Grant），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开拓国际市场。这些资金主
要用于支付市场调研、品牌推广、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的费用。

（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确保跨境电商的顺利进行，新加坡政府大力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物流系统和安全支付平台等。此外，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

设了阿里巴巴云计算中心，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2.成功经验分析
（1）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合作。新加坡跨境电商的成功离不开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政府不仅提

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还积极搭建平台，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例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nterprise Singapore）通过组织国际展会和贸易对接会，帮助本地企业与国际买家建立联系。
（2）立足区域优势，拓展全球市场。新加坡充分利用其作为东南亚物流和金融中心的地理优

势，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通过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紧密合作，新加坡电商企业不仅成功

进入了东南亚市场，还进一步拓展到中东、欧洲和美洲等地。

（3）完善的物流和支付系统。新加坡拥有先进的物流和支付系统，为跨境电商提供了有力支
持。政府与物流企业合作，建立了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确保商品能够快速、安全地送达全球各

地。此外，政府还推动了支付系统的国际化，与多家国际支付机构合作，简化了跨境支付流程。

3.案例成果
在政策支持的推动下，新加坡跨境电商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

新加坡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了 24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5%。根据 eMarketer的预测，到 2023
年，新加坡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达到 1,200亿美元。此外，新加坡在全球跨境电商市场的排名
也大幅上升，成为东南亚地区跨境电商的领军者之一。

4.案例带来的启示
新加坡跨境电商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的积极参与、完善的基础设施

和区域优势的充分利用，是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经验不仅为“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的电商发展提供了参考，也为全球跨境电商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通过对新加坡跨境电商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和实

施跨境电商政策时提供宝贵的参考，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跨境电商协同发展。

（二）失败案例分析——以东南亚国家 A国为例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许多国家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试图通过政策支持和国际

合作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功实施相关政策，一些国家在政策支持和执行方

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跨境电商项目的失败。本文选取了某东南亚国家（以下简称 A 国）作为
典型失败案例，深入分析其政策支持不足或实施不力导致的挑战与教训。

1.政策支持不足的具体表现
A国在跨境电商政策方面存在显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内容不够完善。A国的跨境电商政策缺乏详细的实施细则，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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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很多不确定性和操作难题。具体如税收优惠政策、物流支持政策等缺乏具体条款和实施路径，

企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获得明确的指导。

（2）政府部门协调不足。跨境电商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协同支持，但 A国相关部门之间的协
调机制不健全，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推诿扯皮现象，企业难以高效获取所需的支持和服务。

（3）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跨境电商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物流和信息基础设施，但 A国在这
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物流网络不健全、信息化程度低，严重制约了跨境电商的发展和企业的竞

争力。

2.实施不力的具体表现
除了政策内容上的不足，A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1）执行力度不足：政府出台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很

多政策停留在文件层面，未能真正惠及企业。政策执行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

险。

（2）监管不力：对跨境电商市场的监管不力，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欺诈行为频发，企业的合
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信任，也打击了合法经营企业的积极性。

（3）人才培养滞后：跨境电商需要专业的人才支持，但 A国在电商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不足，
导致企业难以获得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3.案例分析结果
通过对 A 国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不足和实施不力导致的失败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

论：

（1）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跨境电商成功的基础：政策内容必须具体、详细，具有
可操作性，才能在实际操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政府部门的协同合作是政策落实的关键：跨境电商涉及多个部门，只有各部门密切配
合，才能确保政策的高效落地和执行。

（3）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支撑：完善的物流和信息基础设施、充
足的专业人才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

（4）市场监管和企业权益保护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有效的市场监管和企业权益保护措
施能够维持市场秩序，增强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4.教训与启示
A国的失败案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和启示：
（1）政策设计需结合实际，注重细节：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注重细节和

可操作性，以便企业能够真正从政策中受益。

（2）加强政府部门协同，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建立健全的部门间协调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
施能够顺利、有效地执行。

（3）加大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投入：政府应加大在物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方面的投入，以支撑跨境电商的长远发展。

（4）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保护市场参与者权益：建立健全的市场监管体系，严厉打击欺诈行
为，保护合法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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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A 国的失败案例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政策支持和实施在跨境电商发展中的
关键作用。只有在政策设计科学、实施有力的基础上，跨境电商才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

下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总结

1.跨境电子商务政策对“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积极影响
跨境电子商务政策在“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详细的数据

收集和分析，发现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跨境贸易的增长，还在多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

实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跨境电商政策有效降低了贸易壁垒，简化了海关程序，加速了货物通关速度。这些措

施显著提高了贸易效率，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更便捷地

进入国际市场。其次，这些政策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物流和信息技术领域。政府对智

慧物流枢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互

联互通能力，增强了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和可靠性。

此外，跨境电子商务政策还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鼓励跨境电商企业进行技术研

发和创新，政府政策为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如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和物流追踪中

的应用，显著提高了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最后，这些政策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间

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跨境电商平台不仅是商品交易的通道，更是文化传播的桥梁，通过跨境

购物，消费者能够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综上所述，跨境电子商务政策在“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贸易便

利化、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到文化交流，政策的实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

2.识别出的政策支持的关键因素和成功要素
通过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和成功失败案例的对比，可以识别出了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支持的几

个关键因素和成功要素，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和“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成效。

首先，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是关键因素之一。成功的跨境电商政策往往是多部门协同合作

的结果，涉及商务、海关、物流、金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协调和统一，这种多部门协作的政策环

境，有效避免了政策执行中的冲突和重复，提高了政策的整体效能。

其次，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功要素。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

市场需求和法律环境等方面各不相同，因此，灵活的政策框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优

化，确保政策能够因地制宜地实施，从而取得最佳效果。

再次，政策支持力度和保障措施也是至关重要的。成功案例表明，政府对跨境电商企业的资

金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是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例如，在政策

支持下建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和便利的营商环境，大大降低了企

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最后，政策的透明度和执行力是政策成功的重要保证。透明的政策环境和高效的执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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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增强企业和消费者对政策的信任和依从度。通过建立健全的监督和评价体系，确保政策的实

施过程公开透明，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才能得到保障。

综上，跨境电子商务政策的成功实施依赖于政策的协调性、灵活性、支持力度和透明度等关

键因素。这些成功要素不仅是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

重要基础。通过优化这些政策支持要素，能够更好地发挥跨境电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

（二）政策建议

1.政府层面的建议：制定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1）完善跨境电商政策协调机制
建议政府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确保商务、海关、税务、金融、物流等部门的政策协调一致。

通过设立跨境电商政策协调委员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提升政策执行的整体效能。

（2）加强政策的差异化和区域化设计
鉴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的差异，政府应针对不同区域和国家

制定差异化的跨境电商政策。可以在重点区域设立跨境电商示范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供定

制化的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物流补贴、金融扶持等，确保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3）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和技术瓶颈。建议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提供

低息贷款和风险投资，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同时，通过政府采购、出口信用保

险等手段，降低中小企业的运营风险，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4）推进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加大对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在智慧物流、信息技术和支付系统等方面。

通过建设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包括通关、物流、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提升供应链的效率

和可靠性，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落实。

（5）健全跨境电商法律法规体系
建议政府加快制定和完善跨境电商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消费

者权益保护等方面。通过国际合作，推动建立跨境电商的国际标准和规则，营造公平、透明、可

持续的市场环境，确保政策的透明度和执行力。

2.企业层面的建议：如何利用政策支持拓展国际市场
（1）加强政策研究和市场分析
企业应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部门，密切关注政府发布的跨境电商政策，及时了解和解读政策

内容。通过深入的市场分析，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市场

拓展策略，确保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政策红利。

（2）积极参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企业应积极申请入驻政府设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享受一站式服务和便利的营商环境。

通过试验区的平台资源，企业可以获得政策支持、金融服务、物流保障等多方面的便利条件，降

低运营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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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
企业应利用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通过引进和应用先进的电子

商务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提升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企

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4）构建跨境电商供应链生态系统
企业应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构建跨境电商供应链生态系统。通过整合供

应链资源，提升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和灵活性，确保商品能够快速、高效地进入国际市场，满足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

（5）注重品牌建设和文化传播
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应注重品牌建设和文化传播。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展示和推广

本土品牌，提升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利用跨境电商平台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向

国际市场传递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增进国际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同和信任。

综上所述，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和优化跨境电商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协同

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通过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跨境电商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支撑力量，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1.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局限性
在本研究中，尽管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大量数据，包括政策文件、政府报告、行业统计

数据以及深度访谈等，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可能受限于信息

发布的滞后性和数据收集过程中的客观限制。例如，一些政策实施效果的统计数据可能尚未完全

公开，或者部分数据由于保密原因无法获取，这对研究结果的全面性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次，跨

境电子商务和“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区域差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

政策环境和市场成熟度各不相同，导致我们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难以完全控制这些异质性因素。此

外，受访者的主观性和样本选择的偏差也可能影响访谈数据的客观性和代表性。因此，在解释和

应用研究结果时，需要谨慎考虑这些局限性对结论的可能影响。

2.进一步探讨政策实施的长期效果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适用性
未来研究应着重探讨政策实施的长期效果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适用性。当前研究主要

基于现有数据和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分析，缺乏对政策长期影响的系统跟踪。为了更全面地评估

跨境电子商务政策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成效，未来需要进行长期的纵向研究，持续监测政

策实施后的市场反应、经济效益及社会影响。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差

异显著，政策的适用性和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细化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比

较分析，探讨不同背景下政策实施的具体路径和效果。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揭示政策在不

同环境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提高政策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

〔责任编辑：李昌奎 邮箱 wtocom@gmail.com〕

作者简介周学勤，女，1975年 10月出生，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教授，副院长/数字经济研究中

44



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支持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分析

心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通讯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宁夏

大学中卫校区 39号楼，邮政编码：755000，Email：191816455@qq.com，https://orcid.org/0009-
0008-3103-3004。
参考文献

[1] Li, J., & Wang, T. (2018).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growth of cross-border e-
commerce: A case study of China.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mmerce and
Digital Economy (pp. 145-160). IEEE Xplore.
[2] Zhang, Y. (2019).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mmerce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pp. 112-130). Springer.
[3] Chen, W., Liu, Z., & Xu, S. (2020).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ie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9(6),
679-694.
[4] Liu, X., & Yang, R. (2021). The adaptabilit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regions. Global Business Review, 22(4), 1010-1026.
[5] Zhou, H., & Li, F. (2021).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ies in Europe and China: A compar-
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2(2), 245-263.
[6] Wang, J., & Sun, L. (2022). Policy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7(3),
533-551.
[7] Xu, H., Zhang, M., & Gao, Z. (2023).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border e-
commerce polici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32, 413-425.
[8] Belt, R. (2020).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Journal, 11(4), 481-495.
[9] Li, J., & Wang, W. (2020).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investment risk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8(2), 35-48.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