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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新业态背景下青岛市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周丙寅　侯畅通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我们从 IT 时代迈向 DT（Data Technology）时代，同

时成为推动我国外贸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引擎。在外贸领域新一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较量中，传

统外贸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广泛存在。本文基于 PEST 模型对青岛市外贸新业态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青岛市传统外贸企

业转型新业态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通过加快“小工厂，大贸易”理念转变，“联合体”式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外

贸新模式等措施，助力青岛市传统外贸企业向新业态新模式的转型。

【关键词】外贸新业态；跨境电商；转型升级

1 基于 PEST 模型的青岛市外贸新业态发展现状

青岛市作为山东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外贸经济

的核心地位无可取代。但面对国际上严峻的贸易形势、不

确定的贸易风险，青岛市在“稳外贸”“培育新业态新模

式”的被迫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广泛存在。本部分基于

PEST 模型分析，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技术

层面四个方面进行梳理，通过宏观环境分析青岛市外贸新业

态的发展现状。

1.1 政治层面

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主的外贸新业态都是新鲜事物，在其

助力下，青岛市外贸经济踏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青

岛市虽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推进传统外贸企业转型，但涉及

范围较小，仍有许多政策存在不稳定因素，政策细节和具体

实施办法还有待商榷尝试。同时，部分新模式界定模糊，监

管条例不够详尽。因此许多外贸企业多持观望态度，外贸企

业特别是传统外贸企业并不能真正的享受到政策优惠。同型

企业间的恶意竞争，损害外贸企业、消费者利益，甚至出现

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恶性违法事件。

1.2 经济层面

面对严峻且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受限于进出口地区的

集中及贸易结构的单一性，多种贸易形态并未遍地开花。

2010—2021 年上半年对外贸易额整体呈稳步上涨趋势，借

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2016 年青岛市进出口

贸易总额突飞猛进。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上半年，东盟

以进出口增长 71.5% 的迅猛势头成为青岛市第一大贸易伙

伴，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16.8%。

图 1：青岛市 2010-2021（上半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额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青岛市统计局

青岛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服装、手工艺品、机电产品等

商品的合计出口额占青岛市总出口规模的 90%，其中机电商

品增速较快；青岛主要进口商品以美妆用品、母婴用品、保

健品为主，约占总进口规模的 95%，但纺织服装、机电产品

和高新技术产品呈现下降趋势。

1.3 社会层面

传统外贸企业被迫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带动了人才需求，

传统贸易从业人员并不能完全胜任跨境电子商务的需求，因

此，跨境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缺口明显增大，人才市场供需

间的不匹配制约了传统外贸转型升级。齐鲁人才网对于跨境

电商的调查显示，2020 年跨境电子商务人才需求量增幅达

40.15%，青岛市对于复合型跨境人才的需求以 16.31% 领跑

全省。同时，根据传统外贸企业的问卷调查得出跨境电商的

从业人员更倾向于 20-27 岁年轻群体，以熟练的互联网技术

和贴近消费群体感知能力受到各外贸企业的青睐。

1.4 技术层面

传统外贸企业转型过程中对基础配套设施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特别是物流产业。青岛市结合沿海城市优势，构建全

方位综合物流枢纽，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原动力，也是

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与国际品牌建立

长期合作，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份额占有率。

但在国际平台的搭建过程中，缺乏高质量的专业化配备，专

业人才匮乏导致跨境项目签订后落地难。此外，青岛市开展

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仅为 5000 家，中小企业参与外贸

新业态转型的成本较高，融资渠道少，资金获取困难，贷款

周期长，贷款程序复杂等问题成为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

困扰。

2 青岛市传统外贸企业转型新业态发展的制约因素

面对经济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经验、渠道的优势逐

渐减弱，同时新技术的冲击下必将改变外贸模式，无论保持

传统线下外贸形势还是依托外贸平台进行线上外贸模式或者

借力数据的驱动参与到全球贸易大生态环境中，传统外贸企

业都将面临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面对新形势下的经营压力，

传统外贸企业转型新业态既必然又紧迫。

2.1 传统外贸优势减弱

青岛市对外贸易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外贸环境的不断

变化，传统外贸优势已远远落后于 DT 时代的要求。首先，

青岛市虽在 2014 年获批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直到 2018

年青岛市才取得保税备货运营资质，错过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的初期，并没有获得国家政策扶持和国际贸易的倾斜。其次，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制造转移的经济学分析报告》数据，

青岛的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8% 左右，青岛市用电及天然气的

成本上涨接近 70% 左右，传统外贸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

第三，跨境多依靠第三方物流平台，不仅成本增加，运输过

程通关、结汇时扶持政策的滞后也成为转型构成的阻碍。

2.2 专业人才匮乏

根据《2021 外贸人才形式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外贸进出口从业人才的需求上涨，同比增长 11.2% 

，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人才更是同比增长 2 倍。2021 年第一

季度的数据显示，传统外贸销售人员的需求以 53.9% 占据核

心位置，但同比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而跨境电子商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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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岗位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长为 190.9%，成为招聘市场新

的风向标。跨境电商人才的缺乏，与跨境电商市场的快速增

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严重制约着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型

外贸企业的发展。

2.3 外贸市场集中度高

根据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以 90.47 亿

美元成为青岛市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家。东盟以 60.79 亿美

元成为青岛市最大的进口国，并且增速为 36.3%。青岛市对

外贸易多集中在东盟、欧盟和美国三个地区，并且增长势头

明显。2021 年前 8 个月，青岛市与三地的进出口额分别是

859.7 亿元、660.1 亿元和 625.2 亿元，分别增长 61.8%、

24.8% 和 39.4%。因为外贸地区的集中性使得青岛市对于美

国、欧盟及日韩的依赖性强，因此对抗国际政治风险或突发

事件的能力较弱。

2.4 外贸交易模式单一

青岛市对外贸易以代工模式（包括 OEM 和 ODM）为代表，

并且以民营企业为主，已经构建成较为完善的外贸体系。结

合数据分析，一般贸易成为青岛市对外贸易的主要贸易方式

并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保税物流等贸易方式因复杂多变的

贸易环境出现了较快的下降趋势。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20 年青岛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4222.7 亿元，增长 19.5%，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65.9%，占比提高 6.3 个百分点。民营

企业多依赖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进行交易，多集中在生产、

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产品附加值低，创新意识不足，企

业自有品牌的缺乏，新业态下转型升级风险较大。

3 青岛市传统外贸企业转型新业态模式的对策

3.1 加快跨境电子商务整体布局

首先，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主的新外贸具有数据应用能力

和生态价值链两大鲜明特点，依托平台的数据存储和积累功

能，将闭环数据反哺到信息层，将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其次，

青岛市政府推动“一园六中心，一区多功能”的整体规划，

创建从保税仓储、物流运输、创业孵化、人才培养、金融服

务的全方位服务体系，为外贸企业的升级转型提供全链条式

服务。再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放管服”改革，

加快构建新外贸平台，吸引国内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扎根青岛，

带动青岛市外贸企业向系统化、网络化、平台化方向升级发展。

3.2 加大复合型贸易人才培养引进力度

一方面，以“联合式”人才培养模式替代传统的“师徒

制”培养模式，更好的为岗位塑造可用的人才。另一方面，

青岛市应加强与高校“产、学、研”的合作，采取“进阶式”

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岗位促专业，以满足企业需求为导向，

不断深化教学实践改革。同时，青岛市政府出台相应的引人

政策，在引人 +留人体系中发挥引导作用。

3.3 拓宽外贸市场规模

新业态环境下，通过柔性制造优化供应链，拓宽销售地

区，产能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响应的同时可以降低抗击政治风

险及突发事件的能力。2020 年，青岛市搭建了汇聚新发展

动能的平台，也勾勒出一个更具开放活力青岛“卖全球”“买

全球”“服务全球”的高质量发展路径。2021 年青岛市趁

热打铁，开拓性建设中荷首个“前展后仓”项目，通过打造

融合线上线下撮合、直播推介、海外仓展销一体化等贸易全

流程的新型海外仓，截止到 2021 年 8 月，保税物流进出口

775.5亿元，增长62.7%，最大限度降低突发贸易形势的影响。

3.4 深化外贸新模式创新

2020 年，青岛市海关统计局针对跨境电子商务进行数

据统计，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额为54.2亿元，增长688%。其中，

跨境直购出口额为 12.9 亿元，增长 336.3%，网购保税进口额

为 18 亿元，增长 382.4%。外贸企业间通过跨境电子商务进行

的贸易直接出口 21.5 亿元，出口海外仓 7223.7 万元。青岛

市政府鼓励外贸企业向杭州、深圳等地学习先进经验，将经

验结合青岛当地特色形成行之有效的外贸新模式加以推广。

3.4.1 BOB（Business-Operator-Business）模式

建立在供应方和采购方之间的，结合品牌运营或服务交

易的 BOB 模式是青岛市通过外贸利好政策向具有品牌意识的

中小企业倾斜，鼓励企业大力进行自主研发，不断提升自身

品牌的高质量生产，进而提高国际知名度，由简单的跨境贸

易向品牌输出转型。

3.4.2 B2M(Business to Marketing) 模式

消费者需求作为企业生产、营销的重要指标，获取消费

者需求信息成为外贸企业的核心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对站点

进行广泛的推广，引导消费者需求为目的，从而实现销售增

长、扩大市场占有。

3.4.3 M2C（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 ）模式

M2C 是以生产厂商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一种新型的交易模

式，消费者可以更为直观的了解商品的生产过程，提高对产

品的信任程度。同时可以增加生产厂商对于消费者需求的及

时掌握，降低库存成本。M2C 模式将商品转销的环节减少至

一对一，降低了销售成本的同时能够保证商品的质量，从而

提高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3.4.4 ABC 模式

由代理商（Agents)、商家（Business）和消费者（Consumer）

共同搭建的集生产、经营、消费为一体的 ABC 模式通过将三

者相结合，打破原有的竞争关系，实现资源共享、货源共享、

信息共享，从而推动跨境消费者向网商转变，降低宣传营销

成本的同时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从而获取收益。

4 结语

青岛作为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便利的

交通条件和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促进了青岛市外贸发展，

外贸作为青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新业态下“贸

易出口走廊”，通过打通货源、物流、支付之间的闭塞通道，

重构全链体系，为对外贸易的沟通、磋商、谈判提高效率，

简化手续的同时降低运输和结算的成本。本文通过 PEST 模

型对青岛市外贸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寻找制约青岛外贸新业

态发展的阻碍，并结合青岛现实情况，因地制宜的、有针对

性的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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