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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媛媛

南通大学，江苏省南通市，226019；

摘要：我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持续崛起，为推动外贸模式转型和提升竞争力提

供了重要动力。江苏省作为经济强省，在跨境电商的政策引导、平台建设和物流优化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

同时也面临物流成本较高、品牌影响力不足等制约因素。本文通过 SWOT 分析与对比分析，系统探讨江苏省跨境

电商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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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与数字经济双轮驱动下，跨境电商突破时空

壁垒，成国际贸易新引擎。《2024全球跨境电商报告》

显示，2023 年全球交易额同比增 18%，行业持续扩容。

江苏凭雄厚制造、完整产业链及先行政策，2024 年首创

“跨境电商+AI”试点，融合人工智能、区块链提升通

关、物流、营销效率，规模居全国前列。但高物流成本、

国际品牌弱、复合人才缺、数字基建区域不均仍掣肘升

级。本文运用 SWOT 剖析江苏现状，并与广东在平台、

品牌、海外仓维度对标，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设“苏货

出海”公共品牌，设立海外仓联盟基金，校企共建数字

贸易学院，以数据共享降低物流 20%，为长三角乃至全

国提供可复制的跨境生态优化范式。

1 江苏省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1 电商平台和企业发展现状

截至 2024 年，江苏 1600 家企业活跃于 TikTok、

Amazon、eBay，十余家自主品牌线上销额破千万美元。

无锡综服平台集成报关退税物流“一站式”，通关时效

缩 50%；苏州政策包引 Amazon 全球开店、Shopee 华东

运营中心落地，并补贴独立站建设，已孵化品牌站 200

个。全省推广“B2B+B2C”双轮：B2B 借 Alibaba 国际站

获大单，B2C 用独立站沉淀私域，平均获客成本降三成。

政企共建海外共享仓 12个，覆盖欧美，库存周转提40%。

江苏经验已成全国范式。。

1.2 主要跨境出口商品

江苏省的跨境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出多元化与高科

技化的趋势。在传统优势产品方面，机电产品依然占据

主导地位，2024 年，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达 2.6

万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6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

争力。新能源产品表现尤为突出，太阳能电池、锂电池

等出口额分别增长 60.5%和 68.3%，成为推动江苏省出

口增长的核心动能。纺织服装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依然是江苏省的重要出口类别。2024 年纺织品和服装出

口额突破 3550 亿元，同比增长 3.1%。同时，江苏省化

工产品如基本有机化学品、塑料制品等出口额保持稳定

增长，其中塑料制品出口额达 920 亿元，同比增长 4.8%。

值得一提的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持续提升，医疗

器械、智能家电及汽车零部件出口额分别增长18.6%、

22.3%和 15.9%，进一步彰显江苏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转型的成果。

2 江苏省跨境电商行业 SWOT 分析

2.1 发展优势(S)

江苏省发展跨境电商具有显著优势。作为制造业强

省，江苏拥有完善产业链和强大配套能力，在新能源、

电子设备等多领域表现突出，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等产

量全国领先，为跨境电商提供优质高科技产品，能快速

响应国际市场需求。政策支持方面，江苏率先建立 13

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专项政策和专项资

金扶持，如优化出口退税、推动物流建设，部分地区还

提供技术培训，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物流区位优势明

显，地处长三角核心，交通网络发达，连云港连接亚欧

市场，南京、苏州等地形成高效物流网络，且已在欧美、

东南亚布局超 200 个海外仓，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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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出口商品多样化，涵盖纺织服装等传统产品及机电

设备等高科技产品，2023 年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破 3400

亿元，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 52.8%、61.1%，

抗风险能力较强。

2.2 发展劣势（W）

江苏省虽然在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上表现突出，

但大部分出口企业仍以代工和贴牌生产为主，缺乏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这种低品牌化水平直接导致了

产品附加值的降低，并且使得江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定

价权和品牌溢价能力受限。例如，在机电产品和纺织服

装领域，尽管江苏省出口额位居全国前列，但大多数产

品在国际市场中更多被视为中低端商品，难以形成长期

的品牌效应。为了突破这一限制，江苏省需要加大对品

牌建设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国际市场推广和营销方面，

帮助企业塑造“江苏制造”的品牌形象。

2.3 发展机会（O）

江苏省跨境电商发展面临多重机遇。RCEP 全面生

效与 “一带一路” 纵深推进，为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

供制度红利，RCEP 下成员国 90% 以上货物贸易逐步零

关税，降低出口合规成本，2024 年江苏对 RCEP 成员

国出口增 23.5%，机电产品与新能源设备占比超 6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增长，徐工集团借此达成 5

亿元跨境订单。全球消费升级推动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2024 年江苏医疗器械出口 620 亿元、增 22%，高端影

像设备在欧洲份额达 12%，智能家电对北美出口增 28%，

新能源产品表现亮眼，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出口分别增

68%、73%，全球市场占比 18%、21%。政策层面，2024 年

江苏出台新行动计划，设 50 亿元专项基金，支持海外

仓改造等，如常州产业园引入自动化系统提升物流效率

30%、降碳 25%；政府还组建绿色联盟，推动校企共建

研发中心，形成协同生态闭环。

2.4 威胁分析(T)

江苏省跨境电商行业面临着多重挑战，阻碍其进一

步发展。首先，国际竞争加剧给江苏企业带来了巨大压

力。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针对本土跨境电商的

激励政策，例如美国的“电子商务出口扶持计划”和东

南亚国家对本地电商平台的资金支持，江苏企业在流量

获取和品牌影响力方面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这种竞争

态势迫使企业在价格和服务质量方面不断提升，否则将

难以在国际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同时企业还面临着一定

的合规压力，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

市场法案》（DMA）的出台对平台合规的要求不断提高，

以及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对供应链的潜在影

响，江苏企业需应对的合规压力也在不断攀升。此外，

贸易壁垒与政策不确定性也是江苏企业需要克服的障

碍。一些国家通过关税壁垒、技术限制等手段限制中国

产品的出口，例如欧盟近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可能会增加江苏企业的合规成本，削弱其产

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 促进江苏省跨境电商发展的对策

3.1 政府层面

政府作为跨境电商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应继续在

政策、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领域加大投入，助力企业

在全球市场中拓展竞争力。首先，设立专项资金，扶持

中小企业建设海外仓、参加国际展会及打造国际品牌，

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贯彻深化产教融合，推

动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开设“数

字营销+供应链管理”跨学科课程，并设立省级跨境电

商人才实训基地，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其次，降低数

字化转型门槛，政府可通过“中小企业数字化补贴计划”

等，对 SaaS工具采购、智能物流系统引入给予最高 50%

的财政补贴，并联合第三方平台（如亚马逊、Shopee）

提供“一键出海”数字化服务包。最后，江苏省政府需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经济体的合作，充分利用 RCEP

协定、“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机制，帮助企业更

好地融入国际市场。通过举办国际电商论坛和合作会议，

江苏可以搭建全球交流平台，吸引国际优质资源，推动

省内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3.2 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跨境电商发展的主体，包括进出口企业和

第三方平台企业，应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市

场适应性。对于传统进出口企业来说，首先需加快数字

化转型步伐，通过使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优化

供应链管理，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和精准对接能力。此外，

企业应加强品牌建设，摆脱低端代工模式，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采取“品牌出海三步走”策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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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联合品牌→自主品牌），例如常州某机械企业通过

亚马逊品牌注册实现溢价 20%，同时通过参加国际展会、

借助多语言电商平台推广产品。对于第三方平台企业，

则需注重服务能力的提升和技术支持的完善。通过开发

针对中小企业的电商服务工具，例如物流管理、支付结

算和数据分析等，帮助企业实现全链条的高效管理。同

时，平台企业应加强海外仓布局，通过“共享仓”模式

降低企业使用成本，并优化配送效率，进一步满足海外

消费者的需求。此外，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平台企业，

都应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中东、非洲等

新兴市场。江苏企业可以依托 RCEP 框架下的低关税优

势，深耕这些区域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国际竞争

力。

3.3 产业带层面

为发挥江苏省制造业集群优势，推动跨境电商与产

业带深度融合，建议以 “联盟化整合、数字化赋能、

绿色化升级” 为核心，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跨境电商

产业带生态体系。可试点建设 “跨境产业带联盟”，

在苏州智能制造、无锡新能源等核心产业带探索联盟化

运作，由政府引导龙头企业牵头，整合上下游企业、物

流服务商等形成资源协同网络，像 2024 年南通家纺产

业带通过联盟整合 200 余家中小企业，实现物流成本

降 15%、支付费率降 20%，共建独立站集群，全年出口

破 85 亿元。深化 “数字化 + 产业带” 融合，推动

直播电商、独立站与智能供应链结合，苏州智能家电产

业带借 TikTok 多语种直播打开东南亚市场，2024 年

销售额增 210%，无锡新能源企业用大数据对接欧洲 B

端客户，利润率升 8 个百分点。构建绿色化服务体系，

针对欧盟碳关税等规则，联盟内企业共享低碳认证与绿

色物流方案，如苏州产业带与德国 TÜV 合作提供光伏

产品碳足迹认证，助对欧出口单价升 10%。强化政策系

统性支持，通过《跨境产业带联盟建设指南》明确资金

补贴、技术赋能及国际认证奖励，推动产业带从 “分

散竞争” 转向 “生态共赢”，为全国提供 “江苏样

本”。

4 结论

本文以江苏省跨境电商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

发展现状、分析 SWOT 要素，并结合政府、企业和产业

带层面的对策建议，对江苏省跨境电商行业进行了全面

探讨。研究发现，江苏省跨境电商具备政策支持完善、

产业基础雄厚、国际合作深化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面

临物流成本高企、品牌影响力不足、人才短缺等发展瓶

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多

维对策，为推动高质量外贸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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