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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国际贸易创新
侯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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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贸易开始呈现新面貌。结合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现状来分析，电子商务既带来积极影响，

也带来一些消极问题。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相关企业要善于抓住积极影响、合理规避消极问题。本文主要围绕“电

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基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国际贸易创新发展”这几个方

面展开论述，重点分析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贸易创新发展的有效策略，希望从客观、理性的视角出发，为相关企业带来一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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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相关产业

链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一个大的电子商务环境。目前，电子

商务环境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让国际贸

易过程更简化”“让国际贸易分工更细化”“让企业合理扩

增经济效益”。而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主要表

现为“税务方面”和“技术方面”。立足电子商务大环境，

现代化企业要想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开拓更多国际贸易合

作机会，就要主动迎接电子商务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懂

得“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一、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

由电子商务营造的大环境，可以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发

展。这种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让国际贸易过程

更简化”“让国际贸易分工更细化”“让企业合理扩增经济

效益”。具体来说：

（一）让国际贸易过程更简化

一方面，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在电子商务运营模式中，

通常涉及大量信息化技术。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可以进一步

简化国际贸易流程，让各种国际性合作实现“无缝对接”。

这不仅可以提高国际贸易对接效率，还可以提高国际贸易对

接质量，避免一些人为失误；另一方面，多方主体同时互动。

在国际贸易合作中，可能会涉及多方主体。基于电子商务平

台，各个主体之间可以同时进行互动，及时交流问题、解决

问题。而且，这些参与主体拥有很高的自由度，无论是在餐

厅、咖啡厅，还是在家庭环境中，各个主体都可以进行在线

互动[1]。比如说，在 2020年疫情期间，借助电子商务平台，

部分企业仍然可以正常开展国际贸易。

（二）让国际贸易分工更细化

一方面，任务分工。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中，主要是

对资源进行分工，比如说，将一部分资源交给 A 企业去做，

另一部分资源交给 B 企业去做。形成电子商务环境之后，国

际贸易分工更细化。比如说，A 企业承接的国际贸易，可以

细分为不同版块，将其中 1~2 个版块交给其它企业去做；另

一方面，流程分工。比如说，A 企业需要处理的国际贸易，

可能分为不同流程，如：生产、包装、销售等。这个时候，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A 企业可以只负责销售环节，将生产、

包装环节委托给其它更具有实力的企业。这种现象在江浙地

区非常普遍。以“服装贸易”为例，浙江地区有一大批服装

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主要负责生产[2]。无论是国内服装销售

企业，还是国外服装销售企业，都可以与江浙企业合作，从

江浙地区进服装，然后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

（三）让企业合理扩增经济效益

第一，去中间商。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往来中，商家与消

费者之间一般会存在“中间商”。开通电子商务平台之后，

商家和消费者可以直接交流，实现“去中间商”。在没有中

间商的情况下，企业自然可以增加一些经济收入；第二，平

等销售机会。在电子商务营造的大环境中，国际贸易的往来

支撑，不再只看资金、人脉。即使是一些中小企业，也可以

通过自己的特色、品质，拥有一定流量[3]，获得平等的销售

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中小企业会拥

有一些发展机遇，获得合理范围内的经济效益。

二、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

电子商务所营造的大环境，既带来难得的机遇，也潜藏

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目前，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消极

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税务方面”，另一个是

“技术方面”。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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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方面的消极影响

随着电子商务产业规模越来越大，虚拟的线上交易也越

来越多。在电子商务运营模式中，由于线上交易的“虚拟性”，

可能会造成税务方面的“盲区”。也就是说，海关部门在征

收税款时，难以精准判断每一笔线上交易的“合法性”“合

理性”。在国际贸易往来过程中，如果相关企业故意“漏税”

“骗税”“逃税”，可能会带来恶劣影响，扰乱正常的国际

贸易环境。而且，从国家层面来分析，只要“漏税”达到一

定程度，国家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4]。没有国家提供的各项

支持，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

（二）技术方面的消极影响

在电子商务大环境下，如果企业想获得更多国际贸易机

会，需要具备一些基础。信息化设施与信息化技术就是重要

基础。具体来说，一方面，信息化设施。如果没有齐全的信

息化设施，即使企业可以承接一些国际贸易资源，也无法很

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信息

化设施相对会更加齐全，这会造成部分国际贸易的“垄断”；

另一方面，信息化技术。考虑到信息化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一些发达国家会故意设置技术壁垒，形成技术上的一种“垄

断”。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可能面临

技术难题[5]，无法开展以信息化技术为载体的国际贸易。

三、基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国际贸易创新发展

（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电子商务大环境，要想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一方面，扩大信

息基础设施覆盖面。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贸易，相关部门要

关注信息基础设施覆盖情况，通过调查、走访等路径，了解

信息基础设施覆盖中存在的不足，逐步扩大信息基础设施覆

盖面，确保国际贸易不受信息基础设施的限制；另一方面，

提高信息基础设施质量。在扩大信息基础设施覆盖面的过程

中，相关部门还要紧抓“质量问题”，通过一系列技术性方

法，提高信息基础设施质量。目前，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

覆盖面”[6]，还是“信息基础设施质量”，我国都还存在不

足，需要继续完善。

（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开展国际贸易的模式和环境都已发

生改变。比如说，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贸易双方需要当面

签订合作内容，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贸易双方可以不见面，

直接进行“网络签约”。这不仅可以提高国际贸易的对接效

率，还可以节约一定签约成本。为了适应电子商务带来的各

种变化，我国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举例来说，在我

国《合同法》中，明确指出：“承诺是受要约人统一要约的

表面意思。”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中，关于合同的签订，

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其它形式。而且，在我国《合同

法》中，还明确指出：传真、电报、电子数据交换等，也可

以起到电子合同的作用[7]。近年来，为了适应电子商务大环

境，我国已经在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未来，在法律法规

建设上，我国还要继续努力。

（三）大力培养核心技能人才

结合电子商务行业的特征，在开展国际贸易时，相关企

业要高度重视人才力量。那么，如何加强电子商务领域核心

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具体来说，一方面，校企合作。通过校

企合作渠道，如：“校企合作电子商务高峰论坛”“校企合

作电子商务实习实训基地”“校企合作电子商务工作站”等，

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可以整合多方资源，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精准培养电子商务领域的核心技能人才；另一方面，“一带

一路”战略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导下，我国高校

和企业可以走出去，与周边国家展开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8]。

比如说，组织“一带一路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交流活动”“一

带一路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公益活动”“一带一路电子商务人

才培养实训活动”等，联合多国力量，一起培养核心技能人

才，共同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电子商务带来的积极影响，相关企业要

把握住机遇，主动进行“技术”“管理”“运营”“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升级，为打开国际贸易市场作准备。而面对电

子商务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相关企业要冷静分析、积极应

对，避免陷入“税务难题”“技术难题”。总体来说，在电

子商务大环境下，要想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可以从这些方

面去实践：（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建立健全相

关法律法规；（3）大力培养核心技能人才。尤其在“大力

培养核心技能人才”方面，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要意

识到“人才”的重要性，都要思考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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