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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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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数字贸易和消费升级理论，分析了两者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案例实证，

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探究了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数字贸易通过优化消费供给、

创新消费模式等推动消费升级，消费升级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等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数字贸易与消费升

级形成良性互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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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贸易的蓬勃

发展，同时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新消费、新业态不断涌

现。《“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指出，要积极培育数

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1]。在此

背景下，深入剖析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内在联系及其

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对于推动我国贸易高质量发

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价值。

1　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理论基础

1.1数字贸易的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

数字贸易是指借助数字技术，以数据流动为核心，通

过数字平台实现商品、服务和要素跨境交易的新型贸易形

态。它涵盖了数字商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以及数字中介

贸易等多种形式。与传统贸易相比，数字贸易呈现出鲜明

特征：一是数字化交付。数字贸易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

了商品和服务的线上交付，如在线软件、云存储等。二

是智能化运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数

字贸易平台能够精准匹配供需双方，优化交易流程，提升

运营效率。如某跨境电商平台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智能

推荐和动态定价。三是生态化发展。数字贸易催生了一系

列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了由平台企业、数字服务提供商、

物流仓储等多元主体构成的生态体系。数字贸易生态的

构建，促进了要素流动和产业协同，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四是柔性化趋势。数字贸易降低了贸易成本，为中小

微企业和个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便利，贸易主体日趋多元

化、小型化，贸易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数字贸易正成为推

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力量，深刻影响着国际贸易

格局演变[2]。

1.2消费升级的内涵与动因

消费升级是指消费者需求从注重商品数量满足向追求

品质提升转变的动态过程。它反映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消

费能力的提高，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消费升级的

内涵可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消费品类升级。消费者偏好

从基础性生活消费品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品倾斜，如对

智能家居、健康养老等产品和服务的青睐。二是消费渠道

升级。数字技术变革重塑了消费场景，衍生出社交电商、

直播带货等创新渠道，使得消费更加便捷、多元、沉浸。

如某知名主播通过视频直播，为消费者提供身临其境的购

物体验。三是消费理念升级。“绿色、健康、个性“成为

消费新取向，人们更加注重品牌内涵、文化属性和社会责

任[3]。消费升级的动因既有外部推力也有内在驱力：一方

面，收入水平提高为消费升级提供了物质基础，产业供给

优化则创造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消费主体结构变迁催

生了新需求，互联网思维渗透推动了观念更新。数字化浪

潮下，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消费决策赋能，加速了消费转型升级

进程。

2　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2.1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

数字贸易通过多维度、多路径赋能消费升级，构建起

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内在联结。其一，数字贸易通过数

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极大丰富了消费品类，满足了消费者

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带动了消费结构优化。如在

线教育平台提供个性化、交互式的学习体验，推动教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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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向智能化、高端化升级。其二，数字贸易平台凭借大数

据分析、智能推荐等先进技术，精准匹配用户需求，优化

消费决策，降低交易成本，驱动了消费模式变革。跨境电

商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信任机制”，提升了消费体

验，激发了消费潜力。其三，数字贸易打破了时空边界，

畅通了全球产品、服务流动，加速了国内消费与国际市场

联通，助推了消费国际化进程[4]。数字贸易平台积极拓展海

外业务，引进国外优质商品，满足国内消费者的全球化采

购需求。同时，数字贸易通过数字营销推广、跨境物流配

送等服务，为国货“走出去“搭建桥梁，扩大了消费辐射

面。其四，数字贸易蕴含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传播、

知识共享等方式，促进了消费领域创新创业，催生了一批

具有引领性、开拓性的新型消费业态，如在线医疗、VR购

物等。数字贸易还通过数字产业投资、数字人才培养等，

为消费转型升级提供长效动力。

2.2消费升级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

消费升级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发展

质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消费升级引领产业结

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消费

升级催生的新兴消费需求，如智能穿戴、生物医药等，拉

动了相关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同时，消费

需求分层分众，个性化、定制化趋势凸显，倒逼生产企业

加快转型，提供中高端产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

外，消费升级下，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制造、零售

等领域渗透，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促进传统产业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消费升级还通过

需求牵引供给、倒逼企业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催生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如消费者对绿色环保的偏好，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发展，新能源动力电池、智能充

电桩等技术不断突破。另外，消费升级对人力资本质量提

升形成持续拉力。消费领域对高素质服务人才、复合型技

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带动教育培训行业发展，促进劳

动者职业技能提升。同时，消费多样性、社交性特征明

显，重塑了人际关系网络，提升了消费者获取新知识、新

信息的机会，对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消费

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还有利于收入再分配，畅通居民收入

增长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

稳运行奠定基础[5]。

3　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证

分析

3.1实证案例分析

为深入探究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微观机制，本文选取某跨境电商平台为研究对象，开展实

证案例分析。该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搭建起连接全球买家卖家的贸易桥梁。通过智能匹配、

个性化推荐等方式，平台精准对接消费需求，优化产品供

给，推动消费升级。同时，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信

任机制”，提升交易安全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便

利化。此外，平台还通过数字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等服

务，助力中小微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动出口贸易增长。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数据采集等方法，综合运用层

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多维度评估数字贸

易与消费升级协同效应。首先，基于平台运营数据，构建

涵盖平台流量（PV）、订单量（Order）、客单价（PCT）

、复购率（RR）等在内的指标体系，采集2015—2021年时

间序列数据。其次，面向平台消费者发放调查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消费品类（CP）、支付方式（PM）、物流时效

（LT）、售后服务（SS）等，获取消费体验反馈。再者，

访谈平台商家，了解参与动机（MP）、技术应用（TA）、

融资状况（FS）等经营情况。在数据处理方面，运用AHP法

确定各指标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协同效应进行综

合评估，最后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研究

有助于厘清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互动机制，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微观案例支撑。

3.2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过案例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见表1

、表2）。

表1 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指标

年份
平台流
量（PV）   
（万）

订单量
（Order）
（万）

客单价
（PCT）  
（元）

复购率（RR）
(%)

2015 1263.5 105.6 368.2 23.6%

2016 3692.1 287.3 412.5 31.5%

2017 7420.8 612.9 437.1 38.2%

2018 10253.7 923.4 453.8 45.9%

2019 13628.2 1352.6 472.3 52.1%

2020 18795.4 1874.5 496.7 60.8%

2021 25316.9 2683.1 518.4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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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消费者与商家调查结果

年份

消费

品类

(CP)

支付

方式

（PM）

物流

时效

（LT）

（天）

售后

服务

（SS）

（满意

度）

参与

动机

（MP）

(%)

技术

应用

（TA）

（渗透

率）

融资

状况

（FS）

（获得

率）

2015 6.2 2.3 12.5 65.8% 32.6% 15.2% 21.4%

2016 8.5 3.1 10.3 72.1% 45.9% 28.7% 35.8%

2017 11.3 3.8 8.6 78.5% 57.2% 39.4% 47.6%

2018 13.6 4.2 7.2 83.7% 66.8% 52.1% 58.3%

2019 15.2 4.5 6.1 89.4% 74.5% 63.6% 70.9%

2020 17.8 4.8 5.3 92.6% 81.7% 75.8% 82.5%

2021 19.5 5.0 4.5 95.3% 88.4% 86.2% 90.7%

从平台运营数据看，2015-2021年间，平台流量年均

增长82.1%，订单量年均增长91.6%，客单价年均增长8.7%

，复购率由23.6%提升至66.3%。可见，数字贸易平台通过

个性化推荐、智能搜索等服务，吸引了大量消费者，有效

激发了消费需求。消费者调查结果显示，消费品类不断丰

富，年均增长25.8%，人们更加青睐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

等新兴支付方式。同时，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优化物流配

送，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消费者对售后服务的

满意度逐年提高，由65.8%升至95.3%。

商家调查则反映出，受技术赋能、政策引导等利好因

素影响，中小微企业跨境电商参与度不断提升，由32.6%升

至88.4%。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渗透率由15.2%升至86.2%，有

力促进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拓宽了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融资获得率由21.4%升至

90.7%，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综上，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协同耦

合，培育了新业态新模式，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创新

活力。一方面，平台“数智化”运营提升了贸易效率，拓

展了消费空间，带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平台

聚合效应凸显，降低了中小微企业进入壁垒，推动产业数

字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形成良

性互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当然，

数字贸易仍面临数据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挑战，亟

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规则体系。未来应顺应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新型贸易规则、标准、制度建

设，营造良好数字贸易发展环境，充分释放数字红利，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3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一

是加快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加

大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打

造数字贸易产业集群，提升数字贸易发展承载力。二是完

善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规则，优化高质量发展环境。加快

数字贸易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建设，健全数据安全、消费

者权益保护等政策，促进数字贸易规范有序发展。三是强

化数字贸易创新驱动，增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支持数字

贸易平台创新发展，加大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攻

关，培育壮大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加强数字贸

易人才培养，提升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能力，增强内生发展

动力。数字贸易作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蓝海”，通过技

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方式，与消费升级携手共

进，必将进一步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4　结语

总之，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数字贸易通过技术赋能重塑贸易模式，为消费升

级提供新场景、新体验，消费升级则通过结构优化、动力

转换助推高质量发展。未来应顺应数字化浪潮，加快新型

贸易规则、标准制定，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为数字贸

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数字贸易将进一步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为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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