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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模式探讨

沈　萍

沙洲职业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　2156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

研究“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模式，有助于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促进我国国际

贸易与电商产业的协同发展。本文旨在探讨“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的模式及对策，为推动国际贸易与

电商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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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

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贸易与电商的协同发展已成为新时

代背景下的一大趋势。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为电

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电商的崛起也为国

际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探讨“互联网 +”时

代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在“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的协同发展显得

尤为重要，互联网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渠道

和高效的物流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

电商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企业能够轻松进入国际市场，

拓展全球客户群体。跨境电商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

升级，如物流、支付、翻译等，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有力支持。跨境电商使企业能够借助国际市场提升品牌

知名度，增强国际竞争力。电商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创新商

业模式的机会，如 O2O、C2M 等，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 [1]。在“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的协同发展对

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全球经

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

共同努力，推动国际贸易与电商的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

2.	“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的对策

2.1 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

2.1.1  完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网络速度和稳定

性，为国际贸易和电商提供高效、便捷的网络环境。推动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贸易和

电商领域的应用，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加强数据中心

建设，提高数据处理能力，为国际贸易和电商提供强大的

数据支持。

2.1.2 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数据安全责任，

加强数据安全监管。推广数据加密、脱敏等技术，确保数

据在传输、存储、处理等环节的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消费

者权益。

2.2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2.2.1 健全国际贸易法律法规

制定和修订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政策法规，如关税、

非关税壁垒、贸易救济措施等，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

易便利化水平。建立健全贸易摩擦预警机制，提高我国在

国际贸易争端中的应对能力，维护国家利益。简化贸易审

批流程，提高贸易监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2]。完善知识产

权法律法规，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企业创新

成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

降低贸易壁垒。

2.2.2 完善电商法律法规

明确电商行业的发展方向、监管原则和法律责任，为

电商行业提供法律保障。加强电商市场监管。建立健全电

商市场监管体系，规范电商经营行为，打击虚假宣传、不

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加

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管，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优化电商税

收政策。制定合理的电商税收政策，降低电商企业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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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加强电商数据安全监管。完善数

据安全法律法规，加强对电商企业数据的监管，保护用户

隐私。

2.3 优化物流配送体系

2.3.1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物流网络密度是加大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完

善国内外物流网络布局，提高物流网络的覆盖范围和密度，

确保货物能够快速、高效地运输。推进物流信息化建设是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物流信息共享，提高物

流信息透明度，降低物流成本。加强物流园区建设是建设

一批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物流园区，提高物流园区

集散、配送、仓储等功能，提升物流效率。优化物流通道

是优化国内外物流通道，提高物流通道的通行能力，降低

物流运输时间。

2.3.2 降低物流成本

优化物流运输方式是根据货物特性和运输距离，合理

选择运输方式，如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物流效率是通过优化物流流程、提高物流设备利用率、

加强物流人员培训等措施，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创新物流模式是探索“互联网 + 物流”新模式，如共享物流、

智慧物流等，降低物流成本 [3]。加强物流标准化建设是推进

物流标准化，提高物流设备、设施、信息等方面的兼容性，

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税收政策是合理调整物流税收政策，

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物流成本。

2.4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2.4.1  培养复合型人才

针对国际贸易与电商领域，调整课程体系，增加电子

商务、数据分析、跨境物流等课程，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

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强化课程与实践相结合，引入行业案例，

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展产

学研一体化教学，提升课程质量。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

供实习机会，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建立校企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岗位，拓宽就业

渠道。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设立创新创业基金，支持学生开展国际贸易与电商领域的

创新项目。邀请行业专家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指导，提高

项目成功率。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器，为学生提供创业场地、

资金、技术等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制定人才引进政策，

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投身国际贸易与电商领域。建立人才

储备库，为企业和高校提供人才支持。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

研究机构的合作，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理念。加强国际合

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论坛，提升我国在国际贸

易与电商领域的地位。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拓展国际贸易与电商市场。举办国际研讨会、培训班等活动，

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与电商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4.2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培养适应市场

需求的人才。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可以提前了解市场需求，

有针对性地培养所需人才，同时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

会。定期举办企业讲座和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分享实践

经验，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其综合素质。引进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这些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

实际操作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职场需求。加强教师

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鼓励教师参与科

研项目，提升自身学术水平。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学分结构，

让学生有更多选择空间。增设国际贸易、电商等相关课程，

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培养复合型

人才。通过学分制改革，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业。对于有

特殊需求的学生，可适当调整学习计划，确保其顺利完成

学业。

2.4.3 加强人才引进

提供优惠政策。为引进高层次人才，我国应制定一系

列优惠政策，如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税收减免等，以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来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引进人才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解除

其后顾之忧。优化人才评价机制。建立科学、公正的人才

评价体系，打破论资排辈、唯学历、唯论文等传统观念，

让人才脱颖而出。举办人才交流活动。定期举办各类人才

交流活动，如人才招聘会、学术研讨会等，促进国内外人

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人才信息共享平台。搭建人才

信息共享平台，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便捷的交流渠道，实现

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积极参与

国际人才交流项目，与国外知名企业和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联合培养人才。与国外知名高

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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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学术交流与合作。鼓励国内高校与国外知名高校开

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我国人

才培养水平。建立国际人才培训基地。依托国内高校和科

研机构，建立国际人才培训基地，为我国培养更多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人才。

3.	 结论

“互联网 +”时代，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呈现出以

下特点：市场全球化、产业链融合、技术创新、政策支持

等。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模式主要包括：跨境电商平

台模式、跨境电商供应链模式、跨境电商生态圈模式等。

为促进国际贸易与电商协同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加强政策引导，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环境；推动产业链协同，

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强技术创新，提升跨境电商服务水平；

培育跨境电商人才，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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