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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大数据背景下国际贸易面临挑战与应对措施
吕诗逸

（上海电机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正在逐步加快，信息科学技术更是

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人们的交流更加密切，生活也变得更加

方便快捷，大数据技术由此产生。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云时代

的来临，大数据被很多人重视，因其独特的优势，在多个领域被

广泛投入应用。国际贸易与国内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有直接关系，

其在跨国境货品和服务交易中，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可

以让国际贸易领域发展的更好。对此，笔者对于大数据背景下国

际贸易专业需要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措施，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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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开始的今天，对每天行程的数据进行分析能够有效推

动企业的发展，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意义。基于当前的大数据时代下，

其应用已经覆盖了多个行业，卫生、军事以及教育等领域均有涉猎，

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当中，大数据所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介于此，

如何解决大数据背景下国际贸易需要面临的挑战，采取何种举措，

将是企业持久生存的重要课题。本文将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的国际

贸易专业需应对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措施。

一、大数据时代简述

大数据时代的观点是由肯麦锡公司率先提出的。纵观现代的

不同行业，数据在各大领域的应用已经过于频繁，与人们的生产

更是紧密相关，国民对于数据的深度挖掘代表了生成了在增长，

消费者的盈余时代也已经到来。数据技术增长能够有效促进企业

的发展，立足于当前的社会发展背景，对于数据重要性的认识已

经有所深化。大数据时期需要有效转变人们的理念和工作的具体

方式。在大数据背景下，人们可以对持续产生的数据展开研究，

部分人还能够对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并非是随机性或盲目

性的对数据进行采样。

二、国际贸易所面临的挑战

（一）市场需求

不论是什么企业，都应该根据产品和实际的市场交易情况探

析市场的需求。在传统没搜易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更多依靠的是

投入。传统贸易进行沟通期间，在产品和服务的预测方面，更多

依托的为管理者的经验，不过此预测方式还是有一定的束缚。尤

其是针对较为常见的产品，由于提供服务的企业较多，企业在市

场需求的预测方面就会加大难度。以此，企业就会出现正反极端

的情况：一种为供给大于需求，企业的成本有所增加；另一种为

供给小于需求，通过企业的生产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对企业

利益最大化都是极为不利的。

（二）物流改革

过去所采用的国际贸易平台缺乏端和端之间的有效沟通，解

决方案也不够高效。为了能够让运营更加高效，供应链所涉及的

企业都需要最自身进行科学的评估，确保供应链能够正常运行。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物流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国际贸易

的需求，亟待高效率的物流方式解决运输过程中的问题。

（三）国贸变革

大数据的大背景中，国际贸易交易过程中产品的生产方式、

物流方式与产品的运输方式都发生了较大转变，生产、配送以及

运输方案层出不穷。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以上方案含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企业为能够有效防范风险的存在，还是应该注意陷入数

据陷阱中。

三、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策略

（一）信息化发展

现代贸易相较于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典型特点就是数据更

加透明，可以公之于众。这一特点使得企业发展有极大的便利，

这也成为国际贸易信息发展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在传统贸易进行

交流的过程中，企业获取大量数据是有一定难度的，数据获取方

面需要消耗相应地成本，并且会因为时效性问题导致数据的价值

大打折扣。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则确保了企业信息数据的时效性、

精确性以及及时性。

（二）金融创新性

开展国际贸易，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开展国际贸易的桥梁

是国际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拥有大量的客户信息等数据，在

利用和开发数据资源时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根据交易数据，金

融机构可以对客户需求进行分析，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

也提高了金融机构自身收益。

（三）潜力的深挖

不论是银行机构，还是第三方贸易平台，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都在探索和挖掘自身优势。目前，第三方贸易平台的发展明显快

于银行机构，银行机构通过反思第三方贸易平台发展历程得到了

很多发展思路。作为传统金融机构，银行拥有着数量巨大的客户

资源，具有完善的结算功能，可以利用大数据挖掘银行业潜力，

为银行业发展夯实基础。

四、结语

站在现代社会背景，国际贸易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贸易大数据进行创新。这就要求企业能够

体现出数据的价值，有效优化国际贸易氛围，在大数据技术的利

用下，丰富国贸的服务范围，保证国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运

用大数据还可以对用户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实现相关资源的优化

整合，确保资源的可利用性。最后，数据的准确度和来源也是国

贸企业需要重视的，如果仅仅有好看的数据没有足够的贸易业务

支撑，企业的经营也得不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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