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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浙江省绿色贸易发展的机理、效应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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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欧美已加速推进绿色贸易规则，抢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相关规则制定的话语权。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

机制的启动与覆盖范围延伸，国际贸易规则“绿化”发展趋势明显，绿色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则正

面临绿色贸易门槛日益提升的国际贸易环境。从绿色产品贸易来看，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浙江省绿色产品贸

易在其他东部沿海省份中的占比为 5%、仍存在极大发展潜力；从贸易隐含排放来看，我国对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

呈顺差，而浙江省由于以碳排放重点行业为主的出口结构，出口隐含碳排放水平居全国第三。浙江省如何在全球贸易绿色

化转型的形势下，打造绿色新动能、开发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已成为浙江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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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化转型浪

潮，跨境电商、海关互联网 + 等平台和产品的数字化，直

接提升了贸易过程和贸易对象的绿色水平，数字资源的整合

促进了贸易价值链的集约化发展，间接提升了贸易的绿色水

平。《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提出，

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是全球经济社会转型的两大趋势，两者

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十四五”以来，浙江省以“双碳”目标为引领，积极探索

促进绿色贸易发展的有效对策，杭州湾、宁波港等率先通过

数字化转型提升国际贸易重要节点港口的绿色水平。

鉴于此，探究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绿色贸易发展，以

及背后的机理与影响，有助于提升浙江省绿色贸易发展水

平，打造浙江省新的国际竞争力，助力浙江省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

1. 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理论最初在经济学领域并不常用（李世衡等，

2022），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数字技术推动各领

域发展的技术赋能（孔海东等，2019）逐渐被运用到经济

学研究中。数字赋能推动贸易（马祥品，2022）、经济（唐

洪涛等，2020）、环境（田华文，2023）、产业（徐旭，

2021）和区域（周庆祥等，2020）等多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双循环”（李天宇等，2021）、共同富裕（夏杰昌等，

2021）、乡村振兴（张云萍等，2022）、“一带一路”建设

（兰庆新，2021）、新发展格局（王永宇等，2023）等国家

战略实现的相关研究也逐步开展。

当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宝哲等，2022）、基准回

归模型（刘伟林等，2022）、中介效应模型（李世衡等，

2022）、面板门槛模型（葛和平等，2021）等多样化方法检

验数字赋能的机制与实现路径（韩静等，2022；廖新林等，

2021），对影响效应与空间效应的测量进行实证研究（项云

等，2022；杨欣等，2022）已成为主流研究趋势。

2. 绿色贸易的内涵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威胁加剧，贸易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也开始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绿色贸易”在《推进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国际贸易：前进之路》、《适应

气候变化：迈向欧洲行动框架》等国内外政策文件中多次被

提及，“绿色贸易”成为国际贸易新趋势下的重点研究议题。

目前，绿色贸易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其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处于起步阶段（韩建等，2024），学术界对绿

色贸易内涵的理解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狭义的绿

色贸易是指在产品贸易中防止贸易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

威胁和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

动，涵盖环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气候友好型货物贸易等

（Sauvage，2014；Bellelli & Xu，2022）；广义的绿色贸易

涵盖贸易领域中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共存的所有活动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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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朱伟利等，2024），包括贸易主体（绿色产品贸易）、

贸易过程（绿色服务和绿色营销）、产品生命周期（绿色设

计和包装）以及贸易双方的绿化（商务部研究院绿色经贸合

作研究中心，2022）。

3. 数字化赋能绿色发展与贸易

随着中国现代化绿色背景的不断深入和数字中国建设

的不断推进，数字赋能绿色发展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

的热点。王建军等（2021）、韩晓燕、刘建军（2022）、高

兴等（2023）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要素配置效应、产

业结构优化效应、创新效应、能力提升效应和数字治理效应

等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机制。韩静等（2022）、尚娟等（2023）

则提出，数字经济可通过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企业成长、

产业优化等中介渠道间接赋能绿色发展。

上述国内外研究均证实数字能够赋能绿色发展，且赋

能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近年来，马兆良等（2022）、马祥

品（2022）、夏杰昌等等等学者对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

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2023) 等开始探讨数字赋能贸易

高质量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效应与机制，但数字赋能绿色贸易

的研究还有待探索。王梦颖等 (2023)、朱伟丽等 (2024)、王

建军等 (2024) 分别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对绿色

贸易的影响，但仅检验了绿色贸易的狭义内涵——绿色产品

贸易。

4. 总结

在理解数字经济和绿色贸易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对

数字赋能绿色发展和数字赋能贸易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结

合浙江省经贸发展“数字领导力与绿色化挑战”的特点，创

新性地尝试将“数字赋能”和“绿色贸易”纳入宏观经济模

型框架，构建“数字赋能绿色贸易”理论模型，为数字赋能

绿色贸易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提供理论解释。

一方面，理论机制构建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是实证检验

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相关研究尚处于理论

分析的初级阶段，缺乏验证模型的支撑，对理论机制构建的

正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经过验证的、准确合理的理论模型将在理论上

延伸“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贸易”的直接联系，阐明数字

赋能绿色贸易的作用机制与影响，丰富数字化与绿色贸易相

关的研究；在实践上为推动绿色贸易发展、实现贸易绿色可

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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