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金融, 2024, 14(1), 114-121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fin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1015   

文章引用: 乔惠珂, 王楚楚. 数字贸易对江苏省国际竞争力的促进研究[J]. 金融, 2024, 14(1): 114-121.  
DOI: 10.12677/fin.2024.141015 

 
 

数字贸易对江苏省国际竞争力的促进研究 

乔惠珂，王楚楚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经济学院，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6日 

 
 

 
摘  要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信息化促进了数字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互联网电商冲击下，线下实体经

济受到冲击，而数字贸易则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成为贸易的主流形式。江苏是开放型经济大省，目前

已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数字贸易既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江苏省经济实力雄厚，企

业技术先进、投机能力强、人才资源集中，这是其优势所在，但同时也存在着区域间发展不协调、数字

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推动数字贸易的创新与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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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formatization has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specially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rnet e-commerce, the of-
fline real economy has been impacted, and digital trade has shown strong vitality and become the 
mainstream form of trade. Jiangsu is a major province with an open economy and currently deeply 
particip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Digital trade is not only a new oppo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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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y but also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e 
has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advanced enterprise technology, strong speculative ability, and con-
centrated talent resources, which are its advantag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un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adequat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innova-
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w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
ture,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s in digital 
trade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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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人们开始减少线下交易，这便促使经济产业转型线上

交易，国际间贸易活动亦是如此，各国纷纷实施采取线上会议虚拟的方式签署交易，从而极大促进了数

字贸易的发展速率；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中断，

在促进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普惠贸易[1]的时代，

伴随着 DT 技术的不断革新发展及各种跨境电商平台的出现，中小微企业以较少的人员与较为扁平的层

级结构开展跨境商务活动，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各经济体与企业主体的选择，贸易门槛降低，这为中小微

企业提供了贸易机会。企业意识到了巨大的数字贸易的商机，新业态新模式的开辟很大程度促进了数字

贸易的发展，目前，江苏省数字贸易的发展成就显著，但是还有很大的提升进步空间，江苏省的数字贸

易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排名始终处于全国前列，但其数字发展水平与数字贸易规模仍不够完善，

相对于经济发达体仍具有一定的差距。 
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研究主要是以江苏省的数字贸易为研究基点，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数字贸易显

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统计，进而为其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信息

与建议，通过研究分析数字贸易给江苏省经济带来的新机遇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案，

推动江苏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国际竞争力，深入分析其对于企业结构、经济形态的影响，并基

于此，对江苏省的数字贸易发展提出建议与展望，最后得出令人满意的促进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的方案。 

2. 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现状 

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和传统贸易行业产生跨界融合的一种更加多样化的贸

易模式[2]。数字赋能开创贸易新格局，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数字服务贸易在我国数字贸易结构

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江苏服务外包业务规模连续 12 年全国第一、国家级载体数量全国最

多、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成效突出、服务贸易主体培育全国领先。“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数

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大

力推进数字贸易发展进程[3]。江苏要求大力提升服务贸易数字化应用水平，探索加快数据跨境流动、技

术共享和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服务出口企业孵化链，扩大数字服务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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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时代对外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是连接国内、

国际数字市场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江苏对外经贸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同时，江苏省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外贸竞争新优势不断突显，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形式蓬勃发展，企

业纷纷创新转型，对于全省数字对外贸易量稳质升的发展形成良好支撑。贸易增速稳步增长，发展状况

良好，分为表现以下几点： 

2.1. 对外贸易模式持续优化 

江苏省位于沿海，地理条件优越，作为对外贸易经济性大省，江苏省数字规模经济较大，江苏省数

字经济发展迅速，江苏省对外贸易迅速调整以适应新形式，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结构不断完整，进出

口额不断升高。近年来，江苏省进出口贸易连续两年稳居全国第二，在 2009 年进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为

15% [4]。《2022 数字江苏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超 5.1 万亿元，位居全

国第二，占全国的 11.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0.6%。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电信业收入分别达到 3.56 万亿元、1.15 万亿元和 1135.51 亿元，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江苏省不断拓展海内外市场，壮大布局，市场多元化步伐稳步推进，进出口贸易突破千亿美元，使

江苏省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市场布局朝着多元化方向拓展，外贸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对外国际

竞争力显著增强，据南京海关统计，2022 年 1~11 月，江苏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3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8%；对东盟国家合计进出口 7516.9 亿元，同比增长 12.9%。 

2.2. 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江苏省不断优化出口商品，围绕“低污染、低能耗、可循环”这一核心对外数

字贸易，避免贸易摩擦事件，减低金融危机风险。根据《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工业制成品分为：化

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四类[5]，江苏省主要出口产品是

后面三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占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基本上形成了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出

口体系，与此同时，以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占重相对下降，这说明江苏省的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但

仍需在提高技术含量和提高商品附加值方面做出努力。 

2.3.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 

随着我国的迅速发展，江苏省也做出相应调整，转换新模式，展现新业态，民营企业的活力加快释

放，服务企业数量不断上升，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新活力。2021 年 1 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

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立足于江苏产业、科技发展优势和“十四五”时期

外贸新形式新任务，注重推进贸易与产业、科技、投资的协同发展；强调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用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增强主动配置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提出发挥自贸试验区、开发

区、综合保税区等各类开放载体优势，聚集高端创新要素，加强改革探索，积极先行先试；抢抓机遇，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贸易新增长点。 

3. 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困境 

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目前已经实现电子商务阶段，正处于发展的阶段中，即在常见数字产品贸易的

基础上引入数字服务贸易，并积极发展数字贸易赋能服务，重视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对江苏省经

济发展的推动。与大多数省份地区相比，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及整体增速占据前列，数字贸易竞争力较

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总体来看，江苏省数字贸易未来还有很

大发展空间，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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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缺少协调联动 

江苏省分为苏南和苏北，苏南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及政

策优势，苏南经济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苏北地区，长期以来，国家只对苏北进行“输血”式的财政倾斜，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但也使一些地方的经济失去了“造血”功能，导致其资本形

成与苏南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苏北落后的资本形成机制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落后、居民收入的降低、南

北发展的不平衡[6]。江苏省经济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据南京海关的统计，在 2023 年上半年，江苏省的对外贸易总额为 2.48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5.3%，但在全国范围内的比重为 12.4%。总资产在中国排名第二，仅排在广东省之后。其中，出口额 16,000
亿元，下降 2.9%；进口 888.9 亿元，下跌 9.4%；顺差为 7244.53 亿元。 

从江苏各地的进出口总额来看，苏州在总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兄弟城市，其中，进出口总

值达到 1.13 万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45.5%，较去年同期提升 1.3 个百分点。其次是，无锡市进出

口 3315.41 亿元，省会南京市 2914.94 亿元，排名第二、三位。此外，南通市、常州市的进出口总值也达

到了 1500 亿元以上，入围前五。其余 8 个地区的进出口总值均不足千亿元，其中淮安市以 197.70 亿元

垫底。8 个地区中，进出口总值最高的是淮安，达到了 2422.9 亿元；其次是无锡和常州，分别为 2411.1
亿元和 2034.5 亿元；第三位是南京和镇江，分别为 2195.3 亿元和 2019.4 亿元；第四位是南通和苏州，

分别为 2004.1 亿元和 1833.6 亿元；第五位是温州和台州，分别为 1735.7 亿元和 1517.3 亿元。 
从进出口速度来看，8 个城市的进出口速度都是正向的，超过了全省的速度(−5.3%)，其中徐州的速

度(16.9%)，盐城的速度(7.2%)，连云港的速度(5.3%)位居前列。排名在前三的苏州，无锡，南京，三个

城市的经济增长率都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分别是−10.5%，−6.1%，−1.0%，其中苏州的经济增长率下滑的

最厉害，排名倒数第一。 
 

 
数据来源：南京海关。 

Figure 1.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alue of foreign trade of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3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1. 2023 年上半年江苏省各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在各城市进出口贸易顺逆差方面，如图 1 由于绝大多数城市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使得江苏 12 个城市

实现了贸易顺差，而仅连云港一城为贸易逆差，逆差额高达 174.4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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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顺差位居前三的城市分别为苏州 2603.55 亿元、无锡 1044.03 亿元、常州 896.24 亿元。

顺差额最低的地区为淮安 97.87 亿元，是唯一一个顺差额低于 200 亿元的地区。 

3.2. 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产业结构焕发生机，数字化基础设

施的完善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江苏省的数字经济缺乏一些应用创新的场景，且目前的组织结构难

以支撑专业化的数字化能力队伍的搭建。5G 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还很少，而且 5G 技术在工业互

联网中的应用也较为零散。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实验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有些还在进行

中，有些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在一些产业创新集群中，迫切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才能够吸引大量的创新

主体企业，从而吸引更多的创新主体企业。在工业互联网中，5G 并没有与 5G 实现跨界融合，尽管 5G
在工业互联网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但是它的应用场景存在着明显的碎片化现象。在推进市场化的商业

模式方面，不能进行创新，也没有进行市场化运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时代下，江苏省基础设施的建设急需升级与创新。 

3.3. 数据处理不规范、不健康 

由于数字贸易迅速发展，数字贸易规模快速扩张，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也随之出现。

例如，一些数字平台滥用市场优势制造市场壁垒，资本无序扩张、大数据杀熟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层出不穷，使得群众的正当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使得群众对于数字贸易的美好印象大打折扣。省通信管

理局于 2022 年 8 月中旬组织“铸盾 2022”网络和数据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对 300 多家企业的 8.26 万个

网络资产集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共发现网络安全漏洞 2746 个、风险 356 个。因此，数字网络安全问题

急需引起人们重视。 

3.4. 新技术应用领域不全面，数字红利尚未普及 

目前，江苏省的数字经济多用于交通、高科技研发和人工智能等方面，而在农业、服务业等传统产

业应用较少服务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较多地感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好处，

对数字经济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刻。产业数字化渗透性较弱，江苏省在三大产业的渗透率还有待提升，

因此，一些结构仍有待普及和优化，扩大数字经济使用范围，惠及更多的百姓等问题需要重视。 

3.5. 企业创新能力不高，缺乏带头企业 

近年来，江苏省的经济局势剧烈变化，江苏省高耗低能的传统产业大幅下滑，而高新技术新兴产业

则呈猛烈的增势，然而，高新技术的普及并不是一件易事，一些相关企业创新能力不高，主要表现为缺

乏高层次人才、引领性的重大创新成果，核心技术、设备仍处于被控制状态，行业自主性不强。根据调

研，企业研发创新人员数量非常少、学历普遍不高，技术人员占比不高[7]。很多企业都没有设立自己的

科技研发部门，现有的科技研发平台功能还不够完善，也缺少专业的人才。他们的科技创新主要局限在

产品改良和工艺改进上，缺少自己的核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和技术，只能依靠外来的先进

技术。 
近几年，江苏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高端装备赶超工程”和“关键核心技术”，但大部分尚在初级

阶段，很多核心技术仍被国外企业掌握。在关键技术上，在新材料领域，只有 4.5%的技术达到了世界领

先和并跑的水平，在工业机器人中，75%的高精密研发减速器、80%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都是依靠进口的，

而在高科技船舶领域，70%的核心零部件和关键配套设备都是依靠进口的。经过初步梳理，江苏省 13 个

先进制造业集群中，16 个重点行业共 126 个“卡脖子”技术瓶颈急需攻克。美国商务部将一些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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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向这些企业提供关键技术和产品。在芯片行业中，例如华为、中兴等中国

企业被列入了实体清单[8]。 
在面临经济新形势时，无法及时作出调整，使得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停滞不前。这些企业需要模仿、

借鉴其他企业的成功范例，以此来实现自我调整与创新。因此，带头企业的出现便十分重要。 

4. 促进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的对策 

4.1. 强化政府组织领导、管理服务职能 

坚持政府的组织领导，政府的领导发挥着引导性、重要性的作用，首先，政府应积极完善江苏省数

字贸易发展制度，追踪国家的各种支持政策，制定相应的省级政府策略[9]，建立完善符合本地区实际的

数字贸易发展工作机制，明确牵头和责任部门，科学组织实施“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专项规划、行动计划，确保规划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落地实施。其次，积极帮助外贸企业解决经营中

的问题，为企业争取各种质量的资金、配额和补贴费，不断提高政府对外贸易的行政服务水平。加大对

外贸发展的支持力度，把好的政策贯彻到基层。加强外贸企业与政府部门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畅通企

业诉求达渠道，确保知民意，政令畅通。 

4.2. 完善法规标准 

本加快推动数字贸易相关地方立法工作，一方面，围绕数据资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

化治理、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对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法律规制。另一方面，建设具

有地方特色、可操作的监管法规[10]。通过制定合理的有关数字贸易的法规条例，能够为数字贸易的健康

发展提供法律和环境保障。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在不断变化，因此有关数字贸易的法规条例也要与时俱

进，完善法规标准，对于构建和谐安全的数字贸易环境十分重要。 

4.3. 推进数字技术的创新 

数字贸易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创新对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创新有利于减少国际贸

易程序上的障碍[11]，优化外贸企业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数字贸易的发展依赖于数字化技术

的进步，优先支持数字化技术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利用高校资源，引领企业与学校等科研机构进行研究

合作，积极推动数字化技术在江苏省的布局，争取国家数字领域更多技术支持。只有积极做好与产品和服

务有关的核心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才能够不断地提升江苏省在数字贸易中的国际竞争力。 

4.4.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贸易离不开数字化，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极为重要，推进信息系统的完善，加快信息、科技、

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布局相关创新基础设施，首先，推动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为数字化贸易打下

坚实基础，促进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帮助中小企业摆脱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其次，推进以数字化

精准营销为核心，以数字交易履约为保障手段，以数字化信用资产为纽带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提高企业

在数字化贸易中的竞争能力。通过数字化的精确营销与数字的交易执行，为企业赢得订单、提高交易执

行能力，提高数字贸易的效率。注重支持数字化发展平台，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4.5. 加快数字化技术在企业各环节的应用 

外贸企业运用数据平台和数字化系统进行跨境供应链信息化管理[12]，可以帮助提升供应链管理竞争

力。首先，将数字化应用于跨境采购与供应、跨境运营、跨境物流仓储等环节，加强跨境企业自身的采

购供应、物流仓储、销售、通关清关、跨境支付与售后闭环，实现企业的全渠道运营网络建设。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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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速实现售后服务的数字化，以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改进线上智能客服系统，能够对用户提出的

问题做出快速的回应，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最后，供应链各环节企业需要进行数据共享、协作配合。

确保各个链上企业间的协作密切，对上下游企业的反馈信息进行及时的处理，实现对供应链上各企业间

的信息的协调管理。 

4.6. 提高国民数字教育水平 

培育高水平数字化人才，强化全民的数字教育，构建与江苏省相符合的人才系统队伍是提升江苏省

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第一，政府要强化主流媒体宣传，加强人们对于数字教育的思想文化建设，

全社会形成学习信息化知识的良好氛围。第二，优化数字资源共享机制，构建资源动态评估机制，提升

数字资源应用的适切性；加强资源平台推广力度，构建教育大资源服务体系，推进优质数字资源建设[13]。
第三，制订和改进各类人才评价与分类的标准，适当放松高端技术研发、跨境金融管理等复合型人才的

引进门槛，针对不同级别的人才实行有针对性的奖励和激励措施，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后，利

用江苏省内高校，通过校企合作，以在高校建立“大数据创新培养中心”、开展“数字贸易应用大赛”、

设立“大数据科研专利奖金”等方式，发挥高校数字人才培养主阵地作用[14]，大力扶持数字贸易人才的

培育与引进，从而全面地提升国民信息素质。 

5.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江苏省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分析发现，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数字贸易的发展

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政府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法律法规、推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加强基础设施的建

设、加快数字化技术在企业各环节的应用、提升国民数字教育水平将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保障，普及

数字化、推动数字化的创新与突破，数字化技术的进步将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同时企业也应该加

快数字化转型，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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