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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境电商的区域外贸企业集群创新路径探索
王介雯

东营职业学院，中国·山东东营

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同时，面临着要素成本以及各项崭新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重压，让以往较为传
统的外贸方式难以再进行提升。在此背景下，集“互联网”“智能创造”“贸易”为一体的跨境电商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在当前，怎样在跨境电商模式逐渐兴起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实现外贸行业的升级与转型，便成了业界内相关人士所注重
的问题。论文针对跨境电商下区域外贸企业集群创新的路径展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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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集群的创新，便是将货物生产相关企业、与生产

企业有关联的其他企业，以及服务机构等多个主体置于一个

相对开放的系统中，之后再以系统内存在的人力、财力、物

力以及信息等资源为基础，最终达到企业集群品牌、技术、

营销模式等多方面的创新，并使得企业个体创新所不能承受

的创新成本与创新风险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而因跨境电商作

为能够进一步增强外贸企业集群发展的模式，针对其的研究

与应用便逐渐成为了人们所注重的一大事件。

2 跨境电商的几大特征

2.1 全球性特征

网络是一种无边界的媒介，具有全局性和分散性的特

点。因此，附属于网络的跨境电商也同样具备全球化和分散

化的特点。与传统的交易方式相比，电商是一种无边界的交

易，失去了传统交易的地理因素。用户在互联网内可以向市

场提交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而无需考虑跨越

国界。网络全球化特征的积极影响是最大限度地共享信息，

而消极影响则是用户必须面对文化、政治和法律差异带来的

风险。只要其具备一定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让信息进入网络，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相互进行联系、交易 [1]。

2.2 匿名性特征

电子商务交易的匿名性与自由性直接导致了各种避税行

为的发生。网络的发展降低了避税成本，使电子商务避税更

加容易。电子商务交易的匿名性使得纳税人可以利用离岸避

税地的金融机构实现脱离税务监管。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

以及网上银行在互联网中避税的联机银行所提供的“完全税

收保护”，使纳税人能够直接将其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收入

汇至离岸避税地网上银行，从而避免了应缴纳的所得税。

3 跨境电商行业模式

国内关于跨境电商行业主要会将其划分为两种贸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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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种为企业对企业（B2B），另一种为企业对消费者（B2C）。

在 B2B贸易模式下，企业主要使用电商软件来将广告与信息

发布出去，产品交易、销售、渡关等流程基本可以在线下完

成。从本质上而言，此种贸易模式仍为一种传统化的贸易模

式，并已被纳入海关的一般贸易统计中。在 B2C贸易模式下，

中国各个外贸企业将直接面向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主要对个

人消费品进行售卖，在外贸交易物流方面，主要会使用邮件、

航空小包，以及快递等多种方式来完成，报关主体为邮政或

其他快递公司，目前尚未纳入海关登记中。

4 跨境电商背景下创新区域外贸企业集群时

面临的问题

4.1 外贸企业集群内互联网化作用未得到发挥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外贸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存在较高

的协同度，但与各个大学院校以及科研院所之间并不具备较

高的集群创新度。但在某些地区，其制造业相关外贸企业的

所展现出来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这一现状表明外贸企业集

群中所具备的互联网水平将直接对集群效应的发挥造成巨

大的影响，同时，大部分外贸企业还会以跨境电商集群为企

业产品货物进出口的载体，通常以企业技术、产品以及工艺

上的创新为主，然而针对外贸企业集群品牌的创新却尚未得

到进一步的推进，地方制造品牌在整个国际市场中的品牌影

响力也尚未得到凸显 [2]。

4.2 缺少外贸企业集群创新资源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外贸企业通常都是较为松散的家族

小型、微型外贸企业。仅凭小微企业这一弱势个体，难以为

企业争取到创新所需要的资金，同时，依靠集群争取创新

所需资金在集群创新中又不够突出。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尚

可，但中国大部分地区内的外贸企业不仅实力较弱、规模较

小，而且员工薪酬、福利等待遇也差强人意，对于一些具备

国际视野的高水平、高层次跨境电商专业人才毫无诱惑力，

这一发展现状也直接导致出现外贸企业集群内外人员流动

性不够强的问题。最后，外贸企业集群创新过程中产生的新

企业的频率往往会受到技术、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

使外贸企业集群的创新力度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4.3 缺少外贸企业集群创新环境

虽然国内多数政府已针对各项跨境电商外贸企业集群的

创新项目发展制定下相关的政策，要求对跨境电商产业园给

予特别的关注，重视起跨境电商的发展与培养，但由于产业

园内的外贸企业集群往往存在着创新能力差、规模不够大等

多方面的问题，导致许多外贸企业集群内部人员对于当前国

际经贸趋势以及产品货物供需环境缺乏基础的认识。虽然一

些外贸企业在空间方面发展成了集群，但这部分企业却很少

会对集群内产品、技术、流程，以及商业模式、品牌的创新

引起注重；此外，因为缺少了必要的浓厚外贸企业集群创新

氛围，导致外贸企业集群内信息、资源共享，人才员工流动，

以及衍生更多新企业等工作开展的有效性难以得到坚实保障，

对外贸企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活力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5 实现区域外贸企业集群创新的有效路径

针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外贸企业集群创新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应当制定出多种有效对策，使外贸企业集群发展得

到更为有效的促进。

5.1 打造外贸企业集群品牌

为使外贸企业集群创新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关

工作人员首先就要将外贸企业集群中所具备的互联网化水

平充分发挥出来，并在外贸企业集群内进行协商，为外贸企

业集群打造专门的产品、货物品牌、区位品牌以及外贸企业

品牌，使中国各个地区的外贸企业集群生产、制造影响力能

够得到切实的提升。

5.2 丰富外贸企业集群创新资源

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针对外贸企业集群创新所需要的资

源引起注重，尽可能满足外贸企业集群创新的需求，将外贸

企业集群创新中的主体竞合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整个外贸

企业集群之间能够进行资源整合应用，落实专业人才流动的

创新发展模式，不断促进外贸企业集群内新兴企业的衍生，

使外贸企业集群的创新活力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

5.3 改善外贸企业集群创新环境

相关人员需要不断改善外贸企业集群创新的环境，通

过营造外贸企业集群创新发展氛围、落实外贸企业集群内信

息技术、资源共享等举措，来将外贸企业集群中人们对于当

前外贸交易模式的认知水平提高，并且要以人才、技术、信

息等方面资源的整合应用，将外贸企业集群中所具备的溢出

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同时，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也应当针对外

贸企业集群创新发展，出台部分支持政策，使外贸企业集群

创新能够拥有更多的发展路径。

6 结语

综上所述，为使区域外贸企业集群能够得到有效的创

新，相关工作人员就应当注重起跨境电商经营模式的应用，

摒弃以往传统的外贸方式，积极采取新兴技术，不断探寻崭

新的发展模式，使区域外贸企业集群的规模能够得到进一步

的扩大。同时，应当为外贸企业集群内部提供更为充足的人

力、物力与财力，并为其提供信息技术方面的支持，使外贸

企业集群能够得到更为良好的品牌效应，最终实现外贸企业

跨境电商集群的创新，使其获得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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