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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２２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我国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实现了经济平稳运

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电子商务作为促消费、保民生、稳外贸的

重要力量,保持了较强发展势头,在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灵活就

业、提振发展信心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２０２２年,电子商务模式与业态迭代创新,即时零售、直播电

商、短视频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加速演进,无人零售、大规模

订制、小程序电商等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电子商务拉动消费增长

的作用持续提升,为消费者提供了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消费选

择,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从全面小康向更高目标迈进.电子商务无接

触、线上化的独特优势契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防疫保供和稳定物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丝路电商”

提质扩容,跨境电商蓬勃发展,促进外贸进出口持续增长.“数商

兴农”深入实施,电商惠农机制不断创新,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电子商务催生了一批新的职业形态,成

为许多年轻人创业的主阵地、增加居民收入的新渠道.可以看到,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点领域,正在从消费端向生产端、供给

端快速推进,通过数实融合重构产业链与价值链,帮助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

兴起,电子商务领域将运用先进数字技术,进一步创新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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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模式和营销模式,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用户体验,持续

创新场景应用.电子商务领域也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不断提升节能减排和集约发展水平,助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已连续十年保持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

售市场地位,立足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将继续为

我国消费市场成长壮大提供重要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加快创建,不断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空间;

跨境电商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化发展,有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未来,电子商务将在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告是商务部组织编写的反映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的

综合性报告,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已经连续编写了１９年,为广大读者持

续研究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进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帮助,同时也成为

开展电子商务国际交流合作的基础性材料.在本期报告撰写过程

中,引用了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邮政局、教育部、农业农

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统计数据.同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提供了地方电子

商务发展状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机构提供了相关数据和资

料.在此,向参与本期报告撰写的相关单位、专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报告编写组

２０２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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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总报告

２０２２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

一年,也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

顶住压力持续恢复,经济韧性持续显现.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增速虽有所放缓,但

总体发展势头依然强劲.２０２２年,网络零售拉动消费增长的作用持续提升,跨境

电商促进外贸进出口持续增长,农村电商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电子商务业态模式迭代创新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拓展发展空间、

提振发展信心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稳增长、保民生、促转型、优结构的 “强心

剂”和助力经济持续恢复的 “稳定器”.

１１　发展现状

１１１　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４３８３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４３８３万亿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３５％① (见图１Ｇ１).

１１２　全国网上零售额达１３７９万亿元

网络零售继续保持增长,成为扩大内需、拓展消费的重要力量.截至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８４５亿,较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增长３１９万,占网民整

体的７９２％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１３７９万亿元,

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４０％ (见图１Ｇ２).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１１９６万亿

１

①

②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２０２３Ｇ０２Ｇ２８]．
http://wwwstatsgovcn/sj/zxfb/２０２３０２/t２０２３０２２８_１９１９０１１htm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５１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２３年３月,第２９页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６２％,占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比 重 为

２７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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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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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市场主体看,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的网络零售平台店铺数

量达２４４８０７万家,同比增长１１２％,其中,实物商品店铺数达１３１９３４万家,

同比增长１７７％.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品、五金电料网络零售店铺数排名前

三,分别占实物商品店铺数的２５５１％、２２８７％和６８３％ (见图１Ｇ３).

从商品品类看,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网络零售

额排名前三,分别占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的２２６２％、１４６２％、１０３４％.中西药

品、金银珠宝、烟酒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速均超过１９０％ (见表１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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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２０２３Ｇ０２Ｇ２８]．
http://wwwstatsgovcn/sj/zxfb/２０２３０２/t２０２３０２２８_１９１９０１１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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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３　２０２２年全国网络零售各类别店铺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表１Ｇ１　２０２２年全国网络零售市场各品类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商品品类 网络零售额占比 (％)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２６２％ ２６０％

日用品 １４６２％ ３３０％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１０３４％ ７７０％

通讯器材 ７４５％ ７４０％

粮油、食品 ７３２％ １５６０％

化妆品 ６４１％ ６４０％

文化办公用品 ６３４％ １０１０％

家具 ５３３％ －２５０％

体育、娱乐用品 ３６５％ １０８０％

其他商品 ２９８％ ８５０％

五金、电料 ２６５％ ７６０％

金银珠宝 ２２５％ ２７３０％

建筑及装潢材料 １９９％ １６４０％

汽车 １５１％ －６６０％

饮料 １２６％ １４３０％

中西药品 １２３％ ４３６０％

书报杂志 １０２％ ４３０％

烟酒 １００％ １９１０％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 ００３％ －２４０％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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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 区 情 况 看,东、中、西 和 东 北 地 区 网 络 零 售 额 占 全 国 比 重 分 别 为

８３９２％、８８７％、５７３％和１４８％,同比增速分别为３８％、８７％、３０％ 和

１３２％ (见图１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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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４　２０２２年全国各区域网络零售市场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分省看,网络零售额占比排名前十位省份为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福

建、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网络零售额合计占全国比重为８６９１％ (见图１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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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５　２０２２年全国网络零售额前十位省份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１１３　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２１７万亿元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２０２２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２１７万亿元,同比

增长３６％.其中,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１９９万亿元,同比增长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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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１Ｇ６)①.“数商兴农”持续推进,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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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６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从农产品品类看,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５３１３８亿

元,同比增长９２％,增速较２０２１年提升６４个百分点.休闲食品、粮油和滋补

食品销售额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１７２９％、１５７３％和１１９２％;滋补食品、奶

类、粮油、肉禽蛋和调味品五种品类同比增速超过１００％ (见图１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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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７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各品类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从地区情况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全国农村网络

零售 额 比 重 分 别 为 ６４３５％、１４６３％、１５２４％ 和 ５７８％,同 比 增 速 分 别 为

８３％、５１％、１７０％和１１２％ (见图１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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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２０２２年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 [EB/OL]．[２０２３Ｇ０１Ｇ３０]．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２０２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３３８０９１９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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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８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各区域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１１４　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总额达２１１万亿元

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含B２B)２１１万亿元,同比

增长９８％ (见图１Ｇ９).其中,出口１５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进口０５６万

亿元,同比增长４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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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全国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１１５　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达６７９万亿元

２０２２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大型平台企业降低收费,减轻中小商户负

担,对提振电子商务领域市场主体信心和扩大服务市场规模起到促进作用.据测

算,２０２２年,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达到６７９万亿元,同比增长６１％
(见图１Ｇ１０).其中,电商交易平台服务营收为１５４万亿元,同比增长为１０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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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２０２２年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 [EB/OL]．[２０２３Ｇ０１Ｇ３０]．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２０２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３３８０９１９shtml



撑服务领域中的电子支付、电商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等业务营收为２５０万亿元,同

比增长３７％;衍生服务领域业务营收为２７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５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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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全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和上市公司财报等综合测算

１１６　电子商务从业人数达６９３７１８万人

据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测算,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从业人数达６９３７１８万人,

同比增长３１１％ (见图１Ｇ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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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１１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全国电子商务就业规模

数据来源: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中国国际电子商务

中心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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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和上市公司财

报数据等综合测算.



１１７　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１１０５８亿件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１１０５８亿件,

同比增长２１％;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１０５６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３％ (见图１Ｇ

１２).其中,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 分 别 占 全 部 快 递 业 务 量 的

１１６％、８６６％和 １８％;东、中、西 部 地 区 快 递 业 务 量 比 重 分 别 为 ７６８％、

１５７％和７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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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Ｇ１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全国快递业务量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

１２　发展特点

１２１　电子商务模式与业态迭代创新

即时零售赋能实体商业数字化转型.在 “宅经济”带动下,我国电子商务线

上线下协同联动快速发展.即时零售新模式首先在外卖领域出现,随着外卖骑手

配送的商品种类越来越丰富,外卖平台也从以餐饮配送为主演变成 “万物配送到

家”的平台.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从生鲜电商配送到预制菜火爆销售,再到抗疫

药品的线上销售,我国即时零售实现高速发展.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我国即时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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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邮政局 国家邮政局公布２０２２年邮政行业运行情况 [EB/OL]．[２０２３Ｇ０１Ｇ１８]．
https://wwwspbgovcn/gjyzj/c１０００１５/c１０００１６/２０２３０１/c９１０dd５７e７３９４９０ea６０bda５８１７４ef８２６shtml



订单超过４００亿单,同比增长３０％左右①.各大电商平台和传统零售企业纷纷布

局即时零售,平台和自营两种即时零售模式同步发展.即时送达的便利性与商品

品类的多元性吸引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即时零售.即时零售新业态的兴起,不仅

开拓了电子商务新的增长点,使得时效性和本地化属性强的消费需求在线上得到

满足,更为线下实体商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依托线下实体零售业务和末端配送

效率优势,即时零售业务向上下游延伸,有助于打通全领域数字化通路,助力线

下实体商业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

电商直播间成为新型网络店铺.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我国直播电商用户规模

为５１５亿,较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增长５１０５万,已占网民整体的４８２％②,消费者通过

直播电商购买商品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购物方式.伴随用户规模的持续扩大及交

易额的不断攀升,直播电商吸引更多商家将其作为营销引流的 “标配”,服务范围

快速扩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２０２２年,电商平台累计直播场次数超１２亿场,

累计观看人次近１１万亿人次,直播商品数超９５００万个,活跃主播数近１１０万

人.直播电商利用 “人货场”新交互场景激发消费者潜在需求,缩短消费决策时

间,销售转化率较传统电商明显提升.２０２２年主要直播电商平台交易额增速高于

传统电商平台,直播电商对传统电商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与传统网店相比,

直播间能实现双向实时互动,凭借超长的直播时长和密集的场次覆盖,直播间已

成为新型网络店铺.同时,直播电商利用更丰富的视频信息推介,把一些原本难

以在线上销售的非标品也加入了直播间货架.品牌商纷纷入驻直播间,品牌自播

成为企业营销的重要方式,利用私域流量助力品牌持续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和虚

拟现实技术迅速发展,已崭露头角的虚拟主播应用将更加广泛.直播电商行业正

从流量驱动转为产品和内容驱动,进入以品牌自播、知识主播、技术赋能和定制

化直播等为特点的发展新阶段.

短视频内容 “种草”助力流量红利变现.２０２２年,电商消费行为呈现出碎片

化、社交化、娱乐化的特点,逐渐形成 “兴趣内容引导购买”的新电商消费模式.

短视频通过优质内容占据受众的注意力和时间,其中具备内容优势的带货短视频

能够激发用户消费兴趣,达到深度 “种草”的目的.短视频用户规模快速增长,

短视频成为全民化应用.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１０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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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 介绍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有关情况 [EB/OL]．
[２０２２Ｇ１２Ｇ２８]．https://wwwndrcgovcn/xwdt/wszb/xdwlfzgh/? code＝&state＝１２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５１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２３年３月,第３６页



新增用户自２０１８年以来均在６０００万以上,用户使用率高达９４８％①.２０２２年带

货短视频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显著提升,与用户兴趣、日常关注点相关度较高的视

频内容能够引起广泛的互动传播.短视频平台持续拓展电商业务, “内容＋电商”

的种草变现模式已深度影响用户消费习惯.短视频平台依托流量和效率优势持续

吸引商家入驻,新开店商家数量增速明显.用户通过内容消费产生商品消费,短

视频带来的商品交易额快速增长.

线上服务助力消费场景创新.２０２２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线上线下消费

深度融合,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推进生活服务业数

字化转型,不仅对方便百姓生活、提振消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行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互联网＋”激

发服务业新动能,打破了服务消费供需双方在时空上的限制,拓展了服务消费场

景,改善了服务消费体验,推动线上服务消费供给更加丰富,使服务消费市场增

长潜力加速释放.互联网家政平台用户规模不断增长,线上渗透率持续提升,线

上渠道已经成为家政行业重要的需求来源.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中国互联网家政平

台月活跃用户规模达２９１９万人②.在线医疗和医药电商以其独特的互联网优势在

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关注度和使用率显著提高.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我国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２９８亿,占网民整体的２８５％③.随着政策的开放与推

进,医药电商行业正迎来新一轮的增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医药电商

O２O模式基于线下药店,利用互联网平台销售药品,既为线下药店增长注入新的

市场活力,又满足了消费者即时用药咨询和药品购买的需求.

１２２　电子商务助力消费复苏和防疫保供

网络零售成为稳定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在新冠疫情冲击消费的形势下,网

络零售充分发挥对消费市场拉动作用,展现强劲的发展韧性,助力消费市场持续

复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１１９６万亿元,

同比增长６２％,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６４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２７２％.商务部主办 “２０２２中国电子商务大会”,指引电子商务创

新发展方向;牵头指导举办 “全国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等活动,指导各电

１０

������
� ����

①

②

③

新浪财经 专家解读第５１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２０２２Ｇ０３Ｇ０２]．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２０２３Ｇ０３Ｇ０２/docＧimyintzq８０４１５１２shtml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年９月,第１７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４９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２２年２月,第５３页



商平台对 “６１８”“双１１”等促消费活动加大投入力度,激发线上消费潜力.在民

族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及消费市场提质升级背景下,国潮品牌继续引领新消费方向,

国产品牌更加注重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核心竞争力,老牌国货和新国货成为主力

军.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国产品牌线上市场占有率达６８８％,

网络零售额前１０名的品牌中有９个是国产品牌.

电子商务在防疫保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电子商务无接触、线上化的独特优

势契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防疫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２２年,商务部密集研究部署生活必需品和药品保供工作,加强跨区域统筹与调

度,协调保障全国特别是上海、吉林、北京等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以及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药品精准投放.在各级政府支持下,电商企

业努力扩大货源,畅通配送渠道,稳定商品价格,有力保障了防疫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供应.大型电商平台企业落实减费降费,主动为受疫情影响的商户减费疏困,

积极参与疫区物资供应保障.广大电子商务从业者奋战在生活物资调运配送一线,

为保障居民生活需要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在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１６１％、３５％和５７％,商务

大数据监测显示,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和中西药品网购消费增长明显,电子商务有

力保障了疫情期间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１２３　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B２B电子商务发力工业品线上采购与供应链服务.在政策引导支持、市场需

求驱动及数字技术进步等多重利好因素共同作用下,工业品B２B市场规模保持上

升态势.２０２２年,企业线上采购持续增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主动参与和加速数

字化转型,工业品B２B平台业务由平台主导推动转向上下游企业协同推动.在宏

观经济增速放缓和生产要素成本较快增长的背景下,产业链上游商家在获客、产

品营销、精准匹配下游采购客户需求及线上运营效率等方面存在能力不足的短板,

同时产业链下游客户也面临传统采购的诸多痛点,更倾向于选择更为便利和低成

本的线上采购方式.工业品B２B平台不断完善服务生态,在线上交易服务的基础

上,不断提升线上运营、供应链金融、仓储物流服务以及本地化服务等多元服务

能力,助力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提升产业链要素配置效率.

电子商务贯通生产与消费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制造业企业通过打造电子商务

平台,聚合消费者、服务商、供应商等主体,搭建供给与需求数字化桥梁,在打

通消费、设计、生产与供应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消费与需求数据分析提升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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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设计、生产精准度和效率,提高供需匹配度,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定制

生产模式.电商平台企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灵活响应优势纷纷发力定制化生产服

务,通过订单驱动智能化生产,由点及线到面,逐步带动制造全流程贯通和产业

链上下游协同,提升供应链服务的弹性和快速响应能力,助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

各地积极推动电子商务与产业融合发展.２０２２年,各地方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大力推动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融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东省贯彻

落实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渠道

优势和数据优势,积极促进全省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

江西省商务厅印发 «关于加快电子商务与产业融合促进线上消费提质升级的指导

意见»,通过推进如 “电商＋产业品牌” “电商＋工业制造” “电商＋乡村振兴”

“电商＋商品市场”“电商＋商贸物流”等 “电商＋”系列行动,实现电商与产业

供应链深度融合,促进全省电子商务生态体系更加健全.湖南省通过推广 “电商

＋”模式促进电商与乡村振兴特色深度融合,开展 “电商＋农产品” “电商＋文

旅”“电商＋民俗产品”,扩展 “电商＋”空间.江苏省商务厅发布 «江苏电商高

质量发展十大重点行动»,聚焦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培育、示范基地升级、电商直播

应用深化、 “数商兴农”等重点领域,立足电子商务连接线上线下、衔接供需两

端、对接国内国外市场的重要定位,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江苏电子商务产业,

加快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１２４　农村电商促进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快速完善.２０２２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城

乡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农村通信难问题得到根

本性解决.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６１９％,较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提升４３个百分点①.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２０２２年开通５G基站８０多万

个,实现全国 “村村通宽带”和 “县县通５G”.有关部门和各地大力推进农村公

路、水利、电网、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农村公路数字化

管理不断完善,２０２１年已完成４４６６万公里农村公路电子地图数据更新工作,并

同步制作专项地图,全景、直观展示全国农村公路路网分布情况.农村电网巩固

提升工程深入推进,２０２１年全国农村地区供电可靠率达到９９８％.支撑农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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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农业农村部已支持约３６万个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６９万个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新增库容

１８００万吨以上①.

“数商兴农”初见成效.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数商兴农”工程,着

眼于改善农村电商的服务基础设施、提升农村产品网货化能力,助力国家 “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商务部引入公益资金支持持续开展 “三品一标”认证帮扶,截

至２０２２年底,累计培训农产品企业２４１８家,确定资助６６７家.商务部指导各地

方和电商企业举办 “数商兴农”专场活动,带动地理标志产品和各地农特产品销

售;指导中国电商乡村振兴联盟开展助农帮扶,帮助对接销售农产品累计超４００

亿元.随着 “数商兴农”工程深入实施,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农村电商双

向流通格局得到巩固提升,直播电商、社区电商等新型电子商务模式在农村和农

产品网络零售领域不断创新发展,在促进农产品上行、更好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子商务进农村进一步深化.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累计支持１４８９个县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超过２７００个,

村级电商物流服务站点１５８万个,推动各地加快完善农村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快

递服务不断向乡村基层延伸,“快递进村”比例超过８０％,２０２１年农村地区收投

快递包裹总量达３７０亿件.截至２０２１年底,３６３％的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通过电子商务开展销售,利用电子商务销售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长１０８％.电子商务助力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为防止规模性返贫发挥着重要作

用.截至２０２２年底, “８３２平台”入驻脱贫地区供应商超２万家,２０２２年交易额

超过１３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０％②.

农村电商新业态蓬勃发展.近年来,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村地区数字

化、网络化、规模化、体系化的流通基础设施加快完善,促进线上渠道在满足农

村居民消费需求和释放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持续显现.商务部、财政部等联合下

发 «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通知»,要求加快补齐农村商业设施短板,

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引导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

展.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村消费升级趋势越来越明显.即时零售

成为打通网络零售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业态,逐渐从城市向农村地区拓展.即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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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不仅能够提振县域消费,满足农村居民即买即达、平价购物的需求,还能优化

供给,促进农村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本地订单增长、商户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

成为县域现代商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２３年春节期间,某生活服务电商平台

县城超市的即时零售订单同比增长了７１％,夫妻小店订单增速高达１００％①.这表

明农村即时零售市场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挖掘.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村经济提

质增效,“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服务不断深化,截至２０２２年

底,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服务的村级综合服务站点共４８３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

到８６０％②.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民宿经济等乡村新业态依托电子商务蓬勃兴

起,土地流转、农资电商、农机服务线上平台、线上农业技术服务等新模式发展

迅速,促进了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领域进一步应用,农村电商继续保

持乡村数字经济 “领头羊”地位.

１２５　电子商务集群化发展效能不断提升

示范基地引领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商务部聚焦打造建设电子商

务产业集群,深入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工作.自２０１１年以来,通过强

化政策引导、聚合要素资源、完善公共服务、推动政产学研协同等举措破除产业

发展瓶颈,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规模效应、知识溢出效应、要素重组效应和

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在培育壮大电商企业、激励新技术应用、促进模式创新

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创业就业和消费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电子商务 “双创”新平台、数字经济发展新载体.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５５家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共入驻电子商务及相关企业近１０万家,电子商务从业人数超

１７０万人,２０２１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超７万亿元.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引领

和带动下,全国初步形成了促进和引导电商园区发展的国家－省－市三级示范体

系,全国电商产业园区的数量、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实现梯次推进、协同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数量超过２０００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与地方电子商务产业园建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机制,东、中、西及东北地

区示范基地 (园区)通过互设飞地产业园、运营服务外包和模式复制、一对一帮

扶等多种方式开展互助协作,合力推动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助力中小微电商企业快速发展.商务部不断完善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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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体系,依托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政策法规、监测数据、分

析报告、电商培训等政府资源汇聚开放,以及示范基地、展会论坛、促销活动、

国际合作的在线展示.公共服务平台设立信用共建板块,支持电商企业依据相关

行业标准自主建立和公开诚信档案,鼓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为建档企业提供增

值服务,推动多方合力共建电子商务诚信工作机制.公共服务平台汇聚了１９家大

型电子商务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提供数字赋能、数据分析、诚信建设、人才招

聘、融资对接等２４项配套服务,在赋能中小微电商企业方面初见成效.加强电子

商务人才培养,依托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专业培训机构和网络零售、

生活服务、直播电商平台培训资源,着力打造惠及广大全体电商从业者的 “云课

堂”;针对青年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需求,与共青团中央合作录制并推广 “数商青

年”电商云课.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围绕电子商务产业链上下游,培育专业服

务商,推动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为中小微电商企业和创业者提供网络建站、

营销策划、仓储物流、人才培训、运营推广、金融服务等配套服务,构建全要素、

低成本、便利化、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５５家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在孵电商企业超１３８万个.

１２６　电子商务国际化步伐稳步推进

“丝路电商”合作提质扩容.我国电子商务多双边国际合作持续推进,为我国

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一是 “丝路电商”朋友圈不断扩大.２０２２
年我国与新加坡、巴基斯坦、泰国、老挝等４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

忘录.截至２０２２年底,我国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的伙伴国增加到２８个,

在政策沟通、产业对接、能力建设、地方合作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

作,为加快双边跨境电商协同发展提供了契机.二是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机制

升级.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致辞中提

出,创建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商务部认真落实、积极谋划,指导地方申请

创建,进一步推进 “丝路电商”合作机制建设,丰富合作内涵,提升合作实效.

三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有序落地.截至２０２２年底,RCEP

１５个签署成员国中生效成员数量已达１３个,在通关便利化、线上消费者保护、关

税、网络安全、计算机设施、争端解决等方面达成区域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助力

跨境电商企业拓展新兴市场.

跨境电商成为稳外贸、促消费重要抓手.２０２２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

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商务部聚焦行业痛点,着力解决跨境电商发展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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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完善支持政策入手,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一系列便利跨境电商进出口的政

策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跨境电商企业通过

打造要素集聚、反应快速的柔性供应链,提升商品与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了海

外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跨境电商凭借线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交易

链条短等优势在稳外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我国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为２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９８％,其中,出口额为１５５万亿元,

同比增长１１７％,进口额为０５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４９％.跨境电商进口成为消

费升级新路径.在中国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模仿式、排浪式消费逐渐淡出,个

性化和多样化渐成主流,跨境电商 “买全球”的特性可以满足国内消费者追求个

性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要,已成为国内消费者全球购物重要渠道.

跨境电商全面推动品牌出海.我国跨境电商历经产品出海、精品出海之后,

在２０２２年全面进入品牌出海阶段.随着外贸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加快,跨境电商品

牌培育正向全阵营、全渠道、全市场发展.一是全阵营品牌培育.跨境电商品牌

培育由传统上仅依靠贸易型卖家负责,转为平台卖家、工贸企业、传统品牌商、

新消费品牌商等多类主体共同参与,形成新的品牌出海阵营.二是全渠道品牌培

育.以往跨境电商品牌培育主要以第三方平台和独立站为渠道,现在正转为通过

第三方平台、独立站、社交网络以及海外实体等全渠道发力,提升品牌影响力.

三是全市场品牌培育.随着各主要跨境电商平台拓展全球布局,我国跨境电商企

业在稳住欧美主流市场的基础上,正加快在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布局,实

现全球化发展.

１２７　法规标准和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健全.近年来, «电子商务法» «电子签名法» «网络安全

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网络直播营销

管理办法 (试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法

律法规相继颁布,电子商务监管服务持续优化.２０２２年,商务部配合有关部门研

究完善反垄断和网络安全审查等领域法规制度;大力推进电商企业建档立信工作,

与国家网信办共同指导举办网络诚信建设高峰论坛;继续加强电子商务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标准建设,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和引领作用,更好支撑电子商务高

质量发展.地方政府不断完善电子商务治理制度,优化电子商务营商环境,进一

步促进电子商务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各地方积极出台电子商务合规建设方案,如

浙江省制定 «２０２２年全省电子商务合规建设专项行动方案»,聚焦电商平台、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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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和电商主体,在全省范围开展电子商务合规建设专项行动.地方积极探索直

播电商的标准规范建设,如广州市正式实施 «直播电商营销与售后服务规范».

平台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随着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各级政府部门

聚焦平台经济领域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规则,加强平台监管,完善平台经济

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

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 “建立有序开放的平台生态”,推动平台企业间

合作,构建兼容开放的生态圈,激发平台企业活力,培育平台经济发展新动能.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的决定»,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及平台规则

等从事相关的垄断行为,维护电子商务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２０２２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引导大型平台企业降低收费,减轻中小商户负担”.在新版 «反垄断法»

正式施行、平台经济反垄断进入常态化监管后,行业竞争生态显著改善.主流电

商平台实施降本增效的发展策略,加大内部整肃和战略调整力度,强化面向平台

上内容生态和商业生态规范治理的主体责任,以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数实融合为

方向,加快高质量发展.

１３　发展趋势

１３１　电子商务为扩内需拓消费提供新动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２０２３年经济工作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将着力扩大国内需

求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过去十年,我国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迸发出极大的创新活力,

释放了强大的消费引领和促进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层次丰富、品种多样的

消费选择,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从全面小康向更高目标迈进.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

催生的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是过去十年支撑和推动我国消费市场成长壮大的重要

动力,也是未来一段时期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电子商务既对传统线下消费产生

一定替代 (替代效应),也在不断创造和满足全新的消费需求 (新增效应),激发

电子商务创新动能的关键是要放大新增效应.根据测算,当前居民每增加１元线

１７

0���0�����������*�
�����	



上消费将带动总消费增长０３６元①.未来应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物流、信息、金融

基础设施,拓展线上消费的市场边界,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促进供需高效匹配,

提升消费支付便利,有效放大线上消费的促进作用.鼓励和促进电子商务创新发

展,培育直播电商、短视频电商、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即

时零售、无人零售等新消费场景,拓展新国货品牌、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

消费热点,开辟低线城市和农村等新市场空间,持续放大电子商务的新增效应,

为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注入更强劲和更持久动能.

１３２　电子商务赋能传统产业创新引领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

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应对这些挑

战,要充分释放平台经济的创新引领作用,即通过创新优化供需匹配,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进而加快经济内循环流速,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电子商务作为平台经

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不仅连接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同时通过重构产业链与价值链

等方式创造着新的价值.电子商务平台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正在从消费端快速向

生产端、供给端推进,以数字化转型为导向形成供求高效匹配的新机制和培育产

业发展新动能.电商平台通过数据要素的深入挖掘和算法推荐技术的合理应用,

帮助企业及时捕捉消费新需求,赋能企业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要大力

推广应用柔性化、智能化生产模式,弥补质量短板,突破标准瓶颈,融入国潮元

素,提升产能灵活转换和快速响应能力,以高质量供给满足和创造新需求,推动

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程度都呈现不断加深的趋势,

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应支持电商平台企业加强能力建设,运用人工智能、云

计算、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创新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和营销模式,打造新的业

务增长点、提升用户体验、保持核心竞争力.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能力的不断

提升,其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也将与日俱增,在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转型及扩大内需等方面将创造更

大价值.未来,随着平台经济在数字技术上不断增加投入,以及系统化、长期稳

定、常态化的平台经济综合监管生态的形成和完善,平台经济将加快构建以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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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为抓手的更高水平供求匹配新机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

用,更多中国电商平台企业也将成为创新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１３３　电子商务助力创造就业改善民生

电子商务催生了多样化的就业领域和职业类型,创造了一批新的职业形态,

丰富了劳动者的职业选择.近年来,以电商主播、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

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激增,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就业的

稳定器和蓄水池.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步伐加快,电

子商务相关职业将更好发挥就业容量大、种类多样、层次丰富、进出灵活等优势,

成为吸纳青年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主阵地、提升居民劳动收入的新渠道,助力

创造就业和改善民生.有关部门将从增强群体发展的可持续性、改革现有劳动力

市场制度安排以及强化权益保障等方面实施相关举措,完善电子商务相关职业设

置,加强电子商务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为电子商务领域

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有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２０２２版)»首次

标识９７个数字职业,并将 “电子商务服务人员”提升为职业小类.在此基础上,

电子商务职业体系将逐步完善,高度专业化和细分化的新职业不断涌现,相关职

业标准、技能培训和能力认定服务跟进,促进更多劳动者在电子商务领域实现就

业.电子商务相关新职业将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

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电商平台企业也将更好发挥吸纳

和拓宽灵活就业渠道的先行者作用.

１３４　电子商务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作用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加快创建,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断丰富 “丝

路电商”合作内涵,推动电商企业 “走出去”和海外优质产品 “引进来”,打造

“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大市场.我国在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为电子商务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世贸组

织第１２届部长级会议期间,成员部长达成 «关于 ‹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的部长决

定»,同意将电子传输临时免征关税的做法延续至下一届部长级会议.这一决定有

利于降低贸易成本,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会.我国积极推进并参与的 «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２０２２年生效实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

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和

确定性.我国正大力推动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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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２０２３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将维持高速增长的势头,须抓住全球数字化转型新机遇,支持引导跨境电商企业

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加强合规能力建设、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的

国际化发展.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走出去”.要引导有条件的平台企业拓

展全球消费市场,向海外布局包括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约车在内的更多数字化

产品和服务,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提供我国平台企业的云服务和先进技术,加速技

术出海、模式出海,加快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助力实体企业 “走

出去”.进一步延续我国跨境电商良好发展态势,通过跨境电商赋能中国商品摆脱

低价铺货模式,打造中国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化发展,

拓展参与国际贸易的空间,提升中国制造的服务增值和品牌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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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电子商务服务业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规模总体稳步增长,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除

了在抗击疫情、保障民生、助力经济恢复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在电子商务服务业

的服务模式、内容和渠道更加丰富,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社区团购、新零售等

带来的服务需求增长迅速,成为新增长点.同时,面对新的市场挑战,我国电子

商务服务企业更加关注服务质量、整体效益和供应链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

生态进一步提升.

２１　电子商务服务业总体发展情况

面对经济发展压力,２０２２年中央多次提出要引导大型平台企业降低收费,促

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这对提振电子商务市场信心、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纾困和健

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２０２２年,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达６７９万亿元,同

比增长６１％① (见图２Ｇ１).其中,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营业收入为１５４万亿

元,增速为１０７％;支撑服务领域中的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物流、信息技术服务

等业务营业收入为２５０万亿元,增速３７％;衍生服务领域业务营业收入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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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和上市公司财报数据等综合测算

２１

①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和上市公司

财报数据等综合测算.



长,为２７５万亿元,增速５８％ (见图２Ｇ２).截至２０２２年底,我国电子商务服务

企业达１０２７万家,吸纳直接就业人数１２０６万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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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２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细分领域营业收入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和上市公司财报数据等综合测算

２１１　交易服务②业发展现状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营业收入达１５３８１５亿元,B２B、B２C 和

C２C平台服务营业收入规模分别为２１７４５亿元、７８８９９亿元和５３１７１亿元③

(见图２Ｇ３),较上年分别增长１１３％、１９％和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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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３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营业收入

数据来源:根据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上市公司财报综合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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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据商务部发布的服务外包企业数、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数综合测算.
交易服务是指以促进网上交易为目的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涵盖了企业间交易服务 (B２B)
和网络零售交易服务 (B２C和C２C),主要是由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提供交易撮合或直营交易服务

为主.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据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上市公司财报综合测算.



１企业间交易服务 (B２B)

２０２２年,中国B２B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营业收入达２１７４５亿元,较２０２１年增

长１１３％①.与网络零售交易服务的营收相比,企业间交易服务营收占比较小,

但增长速度较快.其中,中小企业活跃度较高,B２B 服务平台营收同比增长

１２８％,规模以上企业B２B服务平台营收增长速度为９８％.

２网络零售交易服务 (B２C和C２C)

２０２２年,网络零售平台服务营业收入规模稳步上升,达１３２０７０亿元,其中

B２C和C２C的交易服务营业收入分别为７８８９９亿元和５３１７１亿元,较２０２１年分

别增长１９％和２７６％②.在新版反垄断法正式施行、平台经济反垄断进入常态化

监管后,主流交易平台实施降本增效的发展策略,以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数实融

合为方向,加快高质量发展,交易服务收入稳步增长.尤其是在 C２C业务领域,

２０２２年平台交易服务收入增速较快,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C２C网络零售平台入

驻店铺数量达到９７９２万家,占B２C和C２C入驻店铺总量的比重由去年的３７％上

升至４０％.

２１２　支撑服务③业发展现状

１电子支付服务

２０２２年,银行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２７８９６５亿笔,金额３１１０１３万亿元.其

中,网上支付业务１０２１２６亿笔,同比下降０１５％,金额２５２７９５万亿元,同比

增长７３９％;移动支付业务１５８５０７亿笔,同比增长４８１％,金额４９９６２万亿

元,同比下降５１９％.此外,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１０２４１８１亿笔,

金额３３７８７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０４０％和４９５％.以目前第三方电子支付企

业收取０１％的服务费测算,２０２２年中国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业的营业收入为

３３７８７亿元左右④.

２０２２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处理业务４４００４万笔,金额９６７０万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３１６８％和２１４８％,日均处理业务１７７万笔,金额３８８３３８亿元⑤,

２３

0���0����*�
�������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据 B２B企业财报和中国贸促会 «２０２２年前三季度中小微企业出口贸易

(B２B)指数报告»综合测算.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测算.
支撑服务是指围绕电子商务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方面开展的服务,包括电子支付、物流服

务、信息技术服务、认证服务等,是支撑整个企业、个人电子商务应用的基础性服务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２２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２０２３年３月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２２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２０２３年３月



跨境消费仍是电子支付行业最重要增长点.

２电子商务物流服务

作为中国零售电子商务最主要的物流服务方式,２０２２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累计完成１１０５８亿件,同比增长２１％;业务收入累计完成１０５６６７亿元,

同比增长２３％.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１２８０亿件,同比下降９３％;异地

业务量累计完成９５７７亿件,同比增长４％;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２０２亿

件,同比下降４１％① (见图２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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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４　２０２２年全国快递业务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

２０２２年新冠疫情中,在各级政府支持下,电子商务物流和快递服务企业千方

百计减少疫情影响、维持应急运转,对我国电子商务运行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为疫情期间的民生和抗疫物资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２０２２年,全年电子商务物流

指数平均值为１０５８点,比２０２１年下滑４５个百分点②,受疫情冲击较为明显

(见图２Ｇ５).

３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服务

２０２２年,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继续扩大,与电子商务和产业融合程

度不断加深,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层出不穷,在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首先,通过技术和服务创新改善消费者体验,包括优化分销渠道,

实施精细化运营和创新服务等.其次,深化人机协同,推动技术创新,通过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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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邮政局 国家邮政局公布２０２２年邮政行业运行情况 [EB/OL]．[２０２３年１月]
https://wwwmotgovcn/tongjishuju/youzheng/２０２３０１/t２０２３０１３０_３７４７９１７html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http://wwwchinawuliucomcn/xsyj/t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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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５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物流运行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物联网、５G等新技术,推动智能营销、精准营销等不断深入

运用到各个电商平台和场景中.第三,加大对跨境电商赋能,通过探索扩大跨境数

据开放和流动、支撑跨境电商生态等,平台企业、跨境支付信息技术服务商、出海

商家、物流服务企业等生态参与者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中国跨境电商繁荣发展.

２０２２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稳步向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７０１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６４９％.其中,云服务、大

数据服务 共 实 现 收 入 １０４２７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８７％,占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收 入 的

１４９％;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１１０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信息安全产

品和服务收入２０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４％①.

据商 务 部 统 计,２０２２ 年,中 国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服 务 外 包 合 同 执 行 额 增 长

２５４％,达到４００亿美元 (见图２Ｇ６).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实体经济

融合不断加深,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服务业与数字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成为我国

数字商务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也为中小企

业带来新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４电子认证服务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签名市场规模达２１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４２１％.随着电子签

名行业政策的相继出台,产业生态日益成熟,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艾媒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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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业与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２０２２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公报．[EB/OL]．[２０２３Ｇ０２Ｇ０１]．
http://wwwgovcn/shuju/２０２３Ｇ０２/０２/content_５７３９６３０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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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６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外包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商务部

预计,到２０２５年产业规模将达４８６６亿元①.

２１３　衍生服务业发展现状

１电子商务代运营服务②

２０２２年,电子商务代运营服务提供商不断构建自身核心优势,加大力度向全

渠道拓展,通过差异化全渠道策略助力品牌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竞争格局中

找到增长机会,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２０２２年,电子商务代运营市场交易规模

达１３７４０１１亿元,增速约０２１％③.

２０２２年,电子商务代运营服务商在压力中前行.从业绩看,受到新冠疫情和

消费不景气的影响,不少电子商务代运营机构整体增速放缓.从趋势上看,电子

商务代运营机构也在不断调整自身发展节奏,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研

发新的智能工具、深化增值服务,在新的平台上投入资源、精耕细作等,寻求新

的业务增长点.有的电子商务代运营机构通过新设区域服务中心节约运营成本、

提高服务灵活性,推出智能化工具;有的通过短视频、内容种草、店铺自播及达

人合作等持续开拓新品类、新平台;有的加码全渠道精细化运营的一站式电子商

务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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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艾媒网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签名行业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电子商务代运营服务是为企业提供全托式电子商务服务的一种服务模式,即指传统企业以合同的

方式委托专业电子商务服务商为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电子商务运营服务.
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据主要电子商务代运营服务上市企业财报综合测算.



２电子商务营销服务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营销服务提供商向精准营销发力,不断提升 AI等技术

应用能力并降低客户营销成本,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已融合上线,产业规模实现持

续快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２２年,服务外包行业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的合同

签约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７８２亿美元和５０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８７％和３２８％
(见图２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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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７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营销服务外包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商务部

２０２２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消费者购物模式发生变化,电子商务营销服

务业呈现如下发展特点.一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应

用不断加深,线上聊天机器人以及收集和分析客户数据的实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的使用快速增加;二是全渠道营销快速发展;三是电子商务营销平台价值向

综合性营销平台延伸,与品牌方的关系更加紧密;四是营销场景结合消费场景,

呈现泛娱乐化趋势;五是电子商务营销从过去依靠流量红利向精细化运营转型.

全渠道、精细化的流量及用户运营,正在成为电子商务营销服务企业实现流量价

值最大化的必备能力.

３电子商务咨询服务

近年来,随着实体产业和电子商务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电子商务咨询服务

业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实现质和量的双增长.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２２年,中国电

子商务咨询相关的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额和执行额分别为４１１亿美元和２８７亿美

元,分别增长２４５％和２６７％ (见图２Ｇ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电子商务咨询服务业中的应用更加普遍,越来越多的客户尝试使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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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销售管理.同时,咨询服务方案与落地案例、可持续发展平台整合的集成型

咨询服务需求增加,电子商务咨询服务助力农业、制药、汽车制造、能源等传统

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跨界合作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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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Ｇ８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咨询服务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商务部

２２　发展特点

２２１　落实减费降费, 平台社会责任进一步提升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央及各级政府全力为企业纾困减压,电子商务交易

服务企业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通过电商平台和服务为大量中小商家、企业

纾困减压.２０２２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 «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

发展的若干政策»(发改财金 〔２０２２〕２７１号)等,将降低平台经济参与者经营

成本作为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电子商务交易服务企业积极响应,

尤其是生活类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成为此次落实减费降费的主力军.２０２２年,大

型外卖餐饮平台发布减费降费举措,首批受惠商户近７０万、返佣达４５００多万.

某短视频平台对平台生活服务软件服务费予以返还,新商家、符合条件的小微

商家以及疫情严重地区的商家最高可获全额返还.新冠疫情以来,电子商务交

易服务企业在保障民生、稳定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感显

著提升.

２２２　贴近终端客户, 交易服务模式更加灵活

随着新冠疫情的反复,离消费者更近、更方便,成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重

２８

������
� ����



要宗旨,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业企业从终端客户的需求、便利性出发,为客

户提供更加灵活的服务模式.２０２２年,社区团购的服务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团长

直达商户、直达生产者的模式弱化了前置仓和平台的角色,按订单生产的供应链

模式成为主流,拥有本地货源、供应链优势的超市、门店、团长成为社区团购主

导者,无论是交易渠道和工具,还是团购品类和范围,都变得更加灵活.与此同

时,F２M (从工厂到消费者)、C２M (消费者直连制造商)、D２C (直达消费者)

等新模式不断催生和发展.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

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中,明确提到要积极引导和鼓励C２M 等电商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一些电商服务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展C２M 合作.

２２３　拓展交易内容, 新品类新行业层出不穷

在新的数字化、运输等技术支撑下,我国电子商务线上线下的协同联动快速

发展崛起,伴随 “即时零售”服务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品类和内容显著扩大.

在新冠疫情催生的 “宅经济”带动下,从生鲜电商配送到预制菜火爆销售、再到

抗疫药品的线上销售,从餐饮外卖服务的广泛开展到各类跑腿服务业务的激增,

各大电商平台加紧市场布局,投入 “即时零售”新领域.２０２２年,我国即时配送

订单预计超过４００亿单,同比增长３０％左右,市场规模约２０００亿元①. “即时零

售”的发展,不仅为电子商务激活了更多的商品交易品类、市场增长潜力,更为

本地实体商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在线医疗的迅速普及,各类在线教育服

务、在线视听服务的应时兴起,也不断推动线上服务类电子商务的全面升级发展,

为消费者创造多样化的数字在线新体验.

２２４　引流渠道多样, 电子商务营销进入互动体验时代

伴随流媒体、网络交互、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发展,直播、短视频、社交

媒体等正在逐渐成为电子商务营销引流的重要新渠道,营销服务的方式和渠道都

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开始尝试互动体验式的新营销方式.

２０２２年,各大平台直播成交额均获得大幅增长,视频号变为一些电商平台新引

擎,主要电商平台累计直播场次超１２亿场,累计观看超１１万亿人次,直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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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浪财经２０２２年我国即时配送订单预计超４００亿单 [EB/OL]．[２０２２Ｇ１２Ｇ３０]．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２０２２Ｇ１２Ｇ３０/docＧimxykqpx２６３０７６４shtml



品超９５００万个①.在直播营销模式方面,电商直播去头部化趋势显现,头部主播

的流量逐渐向品牌自播、腰部主播的流量转化,同时许多直播电商的主播、机构

也开始进行多平台、多矩阵式的布局.元宇宙、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

电子商务营销从视频到３D、从直播到虚拟的延伸,虚拟主播、虚拟场景、３D购

物、智能导购等出现,为消费者开启了沉浸式购物的电子商务新体验.

２３　面临的挑战

２３１　多因素叠加, 电子商务市场景气度下降

受新冠疫情及经济增速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消费者整体消费意愿有所下

降.２０２２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３９７万亿元,同比下降０２％,增速比

上年同期下降１２７个百分点,虽然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仍取得６２％的正增长,

但增长率较上年明显下降②.经济和消费的持续承压,给我国电子商务市场景气度

带来挑战.２０２２年,一些电子商务服务企业通过降低成本应对市场不景气的影响,

一些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则放慢扩张速度、收缩业务阵线,谨慎应对新业务、新投资.

２３２　融资渐困难, 企业发展模式受到考验

伴随经济增速下降,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和避险需求上升,许多投资机构和投

资者采取缩减投资的策略,造成资本市场活跃度降低,也给许多依赖风险融资的

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带来挑战.２０２２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成功上市的企业仅有１４
家,较２０２１年减少１４家③.一些依靠投资支撑、自身盈利能力弱的电子商务服务

企业面临融资困难、资金链中断的风险,而曾经以风险资本谋求快速扩张和成长

的经营模式也遭受严峻考验.需要大量资金购买存货的前置仓方式、高投入开展

营销推广的获客方式、大规模人力投入的服务方式等遭遇阻碍,从而倒逼电子商

务服务企业加快优化改进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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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２０２２年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 [EB/OL]．
[２０２３Ｇ１Ｇ３０]．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２０２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３３８０９１９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国家统计局 [EB/OL]．[２０２３Ｇ０２Ｇ２８]．
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３Ｇ０２/２８/content_５７４３６２３htm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库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２日https://wwwpedatacn/



２３３　物流配送韧性弱, 供应链应急能力有待提升

新冠疫情给电子商务供应链带来巨大挑战,２０２２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许

多物流网点一度遭遇关停,多个平台不得不发布地区免责声明,电子商务物流服

务受到严峻考验.疫情给货源组织引进、货物运输、商品配送等方面带来阻碍和

困难,各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企业、供应链企业及交易服务企业千方百计扩大货源、

畅通配送渠道、稳定物资价格,保证了整体的稳定运行,但由此造成的部分供应

不足、物流中断、配送滞后等造成消费者购物体验降低和退款问题,给商家和电

子商务服务企业带来损失.如何在突发紧急状况时保证供应链的顺畅运转,是电

子商务供应链和物流服务企业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２４　发展趋势

２４１　扩张速度放缓, 服务重心转向质量提升

根据上市公司的财报,２０２２年,几家头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企业的营收

增速、企业业务扩张速度较此前明显放缓.随着潜在客户的充分发掘以及新冠疫

情的影响,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正逐渐从高速扩张期进入成熟发展期.许多电子

商务服务企业也开始由快速扩张阶段向持续平稳发展阶段过渡,企业战略和发展

重心逐渐从新客户摄取转向老客户服务提升、从市场规模和客户数量增长转向服

务质量的提高.同时,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开始从技术、营销、交易、

供应链等各方面积极探索新业务、新模式,在新赛道寻求突破,包括探索新的市

场机遇和增长点.

２４２　重视降本增效, 企业千方百计整合资源

新冠疫情的冲击、竞争的加剧,倒逼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对自身的

运营管理更加重视,重新把关注点转向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化和整合,注重管理效

益提升.某综合性电商平台实施重大战略调整,围绕用户运营、产业运营和平台

运营等方面全方位打通,体现了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在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

率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一些电子商务服务企业通过缩减营销费用、裁

员及采用灵活用工方式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

务企业推行会员制,通过延伸免费服务、提供跨界福利和联名活动等提高客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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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度,以提高流量转化率和企业经营效益,同时加快布局发展跨境电商服务,取

得较好成绩.

２４３　供给侧作用凸显, 供应链建设布局不断加强

新冠疫情的冲击使电子商务供应链的作用更加凸显,促使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更加关注需求端到供给端的重要性,许多电子商务服务企业重新把及时供货、及

时配送的保障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明显加

强了对供应链布局建设的重视,积极投入到供应链协同合作和数字化改造升级中.

加强供应链布局、提升供应链整合能力,成为许多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的战略选择.

尤其是 “即时零售”的全面发展和消费者对 “价廉物美”的关注,加快推动供应

链整合优化和物流配送服务发展,成为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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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相关政策体系日益健全,跨

境电商综试区实现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全覆盖.跨境电商企业加快向合规经营、线上

线下融合、标准建设发展,新平台新流量成为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当前,全球经

贸形势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我国跨境电商将在品牌培育、移动端

布局、模式创新等方面发力.

３１发展现状

３１１　总体概述

我国跨境电商保持较快增长.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 (含B２B)为２１１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９８％,其中,出口额为１５５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１１７％,进口额为０５６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４９％ (见图３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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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Ｇ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情况及增速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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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从原产地看,原产自日本、美国和韩国商品的跨境网

络零售进口额居前三位 (见图３Ｇ２),占整体跨境网络零售进口额的２９３％;从进

口品类看,化妆品、粮油食品和服装鞋帽针纺织品跨境网络零售进口额位居前三

位 (见图３Ｇ３),占整体跨境网络零售进口额的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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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Ｇ２　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网络零售进口原产地国和地区交易额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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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Ｇ３　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网络零售进口商品交易额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从贸易伙伴国来看,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排名前十的国家 (地区)

分别为: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越南、韩国、泰国、菲律宾、印

度、日本;我国跨境电商进口额排名前十的国家 (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韩

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德国、法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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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区域来看,东部沿海仍是我国跨境电商的集聚区.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

电商进出口总额排名前五的省份为:广东、山东、浙江、福建、江西,占跨境电

商进出口总额的６９７％.中西部地区的跨境电商增速较快.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增速排名前五的省份为:云南、青海、河北、内蒙、四川.

３１２　重点领域发展情况

跨境电商物流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一是海外仓服务和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截

至２０２２年,我国海外仓超过２４００个,面积超过２５００万平方米;其中,跨境电商

海外仓超过１５００个,面积约１９００万平方米.通过划分区域、规范库内作业、制

定产品分类标准、引入仓库管理系统等方式,我国海外仓逐步实现精细化管理,

助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二是中欧班列对跨境电商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如

中欧班列 “长安号”２０２２年全年累计开行跨境电商班列１９８列,是２０２１年发运量

的１６倍,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３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４０％;２０２２年中欧班列

(沈阳)跨境电商专列实现了进出口双向全模式运营.三是 “丝路海运”电商快线

助推跨境电商走出去.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 “丝路海运”电商快线正式启动,至今稳

定运行２９个航次,从厦门港 “点对点”直达菲律宾马尼拉南港,航程仅需两天,

效率全球领先.电子商务货物可享受提前进场、直提直装、快速通关、无缝中转

等便利措施,加快跨境电商企业和制造企业 “走出去”步伐.在跨境电商平台、

航空公司、海运公司、仓储企业、零售商等多主体共同推动下,我国跨境电商物

流服务范围从欧美成熟电商市场向中东、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拓展,核心业务

能力不断增强,向综合物流与供应链服务发展.

跨境电商 B２B支付服务日趋完善.２０２２年,跨境支付服务企业在跨境电商

B２C的基础上聚焦跨境电商 B２B,推出了服务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跨境 B２B收

款业务.如２０２２年,某跨境支付企业结合跨境电商 “小额、高频、线上化”的

交易特点,积极搭建多产品、全流程的数字化场景,创新推出 “B２B跨境电商

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搭建线上化、智能化综合服务体系,为跨境电商企

业提供 “结算＋交易＋融资＋融智”的综合金融服务.２０２２年３月,另一跨境

支付企业推出全新一站式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向支付机构、出口 B２C
电子商务企业、出口B２B电子商务平台、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海外电子商务企

业等五类跨境电商参与企业,提供清算、汇兑、申报、风险审查等一揽子综合

金融服务.目前,我国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已经从跨境电商收款、收单等基础

金融服务,向供应链金融、外汇、资金管理、保险、财税等综合性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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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跨境电商软件运营服务 (SaaS)快速发展.一方面,我国跨境电商SaaS规模

持续扩大.据艾瑞咨询测算,２０２２年我国跨境电商SaaS市场规模达到１０３亿元,

同比增长４０２％.另一方面,我国跨境电商SaaS在营销、企业资源计划 (ERP)

和供应链等场景的服务功能不断完善.跨境电商营销SaaS已经覆盖了建站、选

品、运营和获客等场景,其对独立站卖家的渗透率 (６０％)最高;跨境电商 ERP

SaaS具备财务、订单、仓储、发货等管理功能,约有５０％的跨境电商企业使用了

ERP服务;跨境电商供应链SaaS覆盖了跨境资金、物流及产品供应等环节,有

２５％的跨境电商企业使用了供应链服务①.目前,我国跨境电商SaaS行业整体仍

处于发展期,各SaaS服务商正在积极探索更多的服务场景和领域,持续增强产品

竞争力,蓄力迎接下一轮增长.

３２　发展特点

３２１　新平台新流量成为加速器

２０２２年,新平台新流量为我国跨境电商增长提供新空间.近年来,国外用

户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在社交媒体的停留时间更长,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

来购物消费,为跨境直播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给跨境电商带来新流量.某

知名跨境直播平台全年累计直播超过２８６万场,直播总时长超过１６亿小时,

消费者与商家互动超过８０亿次.２０２２年９月,某跨境社交拼团平台上线一个月

内,日均商品交易总额 (GMV)突破了１５０万美元,入驻商家数量近３万个,

产品编码 (SKU)达３０万－４０万,涵盖２４个一级类目.当前,传统电子商务

平台的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正在逐渐消退,新平台新流量为我国跨境电商发展

带来新机遇.

３２２　跨境电商积极推动线下渠道布局

２０２２年,海外线下消费复苏明显,线下渠道逐渐被出海品牌关注.跨境电商

企业积极调整战略,加快发展线下渠道,设立体验门店.如某跨境电商品牌２０２１
年就开始抢先布局全球性零售卖场、区域性大型零售卖场、独立３c商店等线下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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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线下渠道拓展成果显著.该公司半年报显示,２０２２年上半年线下渠道收入占

总营收的３５７％,同比增长１２４％.某跨境电商品牌２０２２年７月在加拿大推出第

一家线下快闪店,随后短期内在美国、日本、新加坡、迪拜等地相继开了将近１０
家快闪店.跨境电商品牌出海进行线下布局,在拓宽渠道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了本

土化进程,有助于提升品牌影响力.

３２３　跨境电商标准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２０２２年,我国加快推动跨境电商标准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跨境电商标准

体系持续完善,与业务联系更加紧密.其中,六项跨境电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涉及在线争议解决单证、产品追溯信息共享、物流信息交换、出口经营主体信

息描述、出口商品信息描述以及产品质量评价结果交换等内容;十项跨境电商

全国团体标准发布,涉及从业人员培训、专线物流服务、海外仓服务、物流从

业人员培训、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培训与评价、服装产品技术以及服装企业云服

务技术等领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公布了四项跨境电商国家标

准,规定了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智能手机和陶瓷产品信息多语种描述、交易服

务质量评价等方面的规范要求,将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实施.这将有益于强化

对中小微企业跨境电商综合服务的支持,解决跨境电商产品信息描述不准确

等问题.

３２４　跨境电商经营更加规范

２０２２年,跨境电商正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合规经营成为跨境电商发

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随着各国政府加强对跨境电商经营管理的监管,进入跨

境电商行业的合规门槛持续提高.２０２２年１月以来,欧洲各国陆续推出了生产者

责任延伸 (EPR)合规政策,众多跨境电商平台都将EPR政策内容纳入平台管理

规则.目前,各国跨境电商合规政策仍在不断细化完善.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平

台对合规管理的参与度不断提升.跨境电商产品类目繁多,平台规范标准在不断

更新,应用的范围持续扩大.如某跨境电商平台发布了针对盲盒和福袋商品的内

部管理规范,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正式生效;某跨境电商平台在２０２２年５月分别

对售往美国的食品和医疗器械类商品更新了管理规则.随着全球电商法规政策持

续完善,跨境电商合规经营要求将日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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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发展环境

３３１　国内政策措施不断完善

１国务院相关政策

国务院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于２０２２年印发了 «关于做

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 «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 «关于同意

在鄂尔多斯等２７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关于同意

在廊坊等３３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推动跨境电商进口发展.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１月１９日和５月２６日,国

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 «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关于促进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 «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强调促进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规范健康发展,进一步调整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加快跨境电商进口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范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国务院批复

同意２７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同年１１月２４日,国务院又

发布 «关于同意在廊坊等３３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至此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达到１６５个,实现了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全覆盖.各地之间

的政策差异逐渐缩小,使得各地跨境电商产业更加聚焦创新发展、特色发展.

三是加大对海外仓的金融支持力度.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提出积极利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

导基金等,按照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促进海外仓高质量发展.鼓励具备

跨境金融服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对传统外贸企

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建设和使用海外仓的金融支持.

２国家部委相关政策举措

２０２２年,为充分发挥跨境电商在畅通双循环中的作用,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

发挥外贸创新平台作用、优化调整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支持外贸新

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加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支持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退

货等跨境电商相关政策文件.

一是发挥外贸创新平台作用.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商务部发布了 «关于印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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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抓紧新设一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新增一批可开展二手

车出口业务的地区.

二是优化调整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１日,商务部等

八部门发布了 «关于调整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自２０２２年３

月１日起,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２０１９年版)基础上,增加了滑雪

用具、家用洗碟机、番茄汁等２９项近年来国内消费需求旺盛的商品.同时,根据

近年我国税则税目变化情况调整了部分商品的税则号列,根据监管要求调整优化

了部分清单商品备注.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有利于促进跨境电商业

态发展,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三是支持外贸新业态的跨境人民币结算.２０２２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 «关于支

持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允许境内银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清算机

构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合作,为市场交易主体①及个人提供经常项下的跨

境人民币结算服务.该通知为跨境人民币结算提供了更详细的规则,扩大了合法

交易范围,将进一步满足跨境电商企业日益增长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６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了 «关于高

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指导意见»,按照 RCEP知识产

权规则,为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外观设计、遗传资源、传统知识、

民间文艺和商业秘密等提供高水平保护.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内电子商务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我国跨境电商规范发展步伐.

五是支持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退货.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海关总署发布了 «支

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若干措施»,要求深化跨境电商零售出

口退货 “合包”措施运用,支持南沙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退货中心仓业务.加快出口海外仓企业备案,实施 “一地备案,全国通用”,支持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出口海外仓业务发展.

３３２　国际合作平台持续优化

一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下简称 “进博会”)加速跨境电商 “展品变商

品”.近年来,进博会吸引了许多跨境电商企业参加,并通过进博会宣告战略、推

出计划、发布新品、洽谈合作.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中国海关总署印发 «海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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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场交易主体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



２０２２年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和 «２０２２年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海关通关须知»,表示支持跨境电商业务,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允许列入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２０２２年版)的进境展览品,在展览结束后进入经海关注

册登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 (B型),对于符合条件的,可按照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口商品模式销售.进博会成为切实推动跨境电商进口交易

的重要平台.

二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以下简称 “广交会”)持续发挥开放平台作用.

２０２２年,广交会继续与跨境电商综试区和跨境电商平台同步开展活动,在线上办

展的同时,集聚货运代理、金融机构、信用保险机构、认证机构、海外仓业主、

海运服务提供商等在线上提供服务.广交会成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抢抓海外订单,

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

三是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 “消博会”)搭建互利共赢合作平台.

２０２２年消博会以消费精品为主题,重点邀请国内外知名商贸企业、免税经营企

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到会采购交易.其中,国际展区有来自６１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１０７家国际企业、１６４３个品牌参展;国内展区新设国货精品馆５０００平方米,展

示国内消费精品和老字号.消博会成为国外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入国内市场的平台,

同时也是国内精品品牌 “出海”的重要途径.

３３３　跨境电商综试区加强探索创新

２０２２年,新增设两批跨境电商综试区,实现了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全覆盖.１６５
个跨境电商综试区积极探索创新,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促进海外仓服务模式新突破.２０２２年,青岛综试区创新发展 “产业带＋
海外仓”模式,以优势产业带转型升级为契机推动海外仓高效运用,实现产业集

聚、数字化赋能、品牌出海.天津综试区首次运用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推动海外

仓项目建设;通过便利化措施,将 “９８１０”海外仓出口退税时间由６个月缩短到１
个月内.杭州综试区积极探索 “海外仓＋一般贸易、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外综

服”等多模式多业态联动,并正式启动海外中转仓、备货仓的合作试点,保障外

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二是加快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创新.２０２２年,福州综试区创新新业态信贷投放

方式,成立市级跨境贸易专项补偿资金池,为企业提供 “跨境贷”融资服务.天

津综试区在全国首创 “跨境电商＋离岸贸易”一站式外汇结算创新,解决了企业

在跨境电商中的供应链支持及合规结算问题;创新打造天津市首个跨境电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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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平台,为跨境电商市场交易主体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跨境人民币结

算服务.厦门综试区率先推出个性化收汇业务,依托厦门 “单一窗口”平台对接

交互系统数据,实现跨境电商收汇业务合规快捷办理.

三是持续提升特色综合服务能力.２０２２年,杭州综试区联合十个综试区试点

城市商协会发起共建全球跨境电商品牌研究中心,打造跨区域、全球性综合服务

平台.平潭综试区着力打造高效便捷对台跨境电商通道,优化仓储、通关、终端

配送等全链条服务,货物从仓库到台湾消费者时长缩短至７２小时.泉州综试区打

造首个面向华人华侨的跨境自建平台 “侨易帮”,设立侨青跨境电商实训基地,帮

助海内外华裔青年、华侨、华人创业.成都综试区聚焦融合线上线下服务资源,

实现全球跨境电商服务资源中心的产业公共服务功能再增强和升级,可通过微信

小程序 “跨境成都”完成政策查询、入驻申请、公服备案、资源对接、数据查询

等业务功能.

３４　机遇与挑战

３４１　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机遇

１国际物流恢复促进全球供应链通畅

２０２２年,国际物流运输持续恢复,我国跨境电商全球供应链将更加畅通.一

方面,全球港口拥堵问题缓和,我国跨境电商全球供应链压力大幅缓解.据克拉

克森 (Clarkesontrack)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全球港口拥堵造成的停泊

运力从峰值的３５０万 TEU① 以上的高位降至２３０万 TEU,拥堵运力占比由峰值的

１５１％降至８７％.全球船舶周转效率有所提升,集装箱船队效能得到较好释放.

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由２０２２年年初高位的４２３下降至１１８.另一方面,全球海

运空运能力持续提升,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更加通畅.据克拉克森 (ClarkesonＧ

track)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球集装箱船队总运力规模达到２５７３９万 TEU,同

比增长４１％,有助于支撑我国跨境电商海外备货模式的持续增长.据民航局统

计,２０２２年前三季度,我国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１９８２万吨,已恢复至２０１９
年同期的１０６１％,将加快我国跨境电商直发小包模式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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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EU是英文 Twenty－feetEquivalentUnit的缩写,是以长度为２０英尺的集装箱为国际计量单

位,也称国际标准箱单位.



２新兴市场线上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在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线上消费需求仍保持较

快增长,为我国跨境电商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电

子商务发展的新增长极.据eMarketer测算,２０２２年北美、亚太、西欧等主流电

子商务市场增速普遍放缓,东南亚和拉美是仅有的电子商务增速超过２０％的地区,

分别达到２６２％和２０４％,远高于全球电子商务增速 (１２２％),其中菲律宾、

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位居全球增速前四,增速分别为２５９％、２５５％、２３％、

２２２％,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电子商务增速进入全球前十名.另一方面,新兴

经济体的线上消费者数量快速增长.据eMarketer测算,２０２２年,全球线上消费

者约有２５６亿人,同比增长３４％.从地域来看,线上消费者数量增长排名前两

位的地区是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增速分别为５２％和４６％,新增的线上消费者

主要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新兴市场.

３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有序推进

我国电子商务多双边国际合作持续推进,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

环境.一是 “丝路电商”朋友圈不断扩大.２０２２年我国与新加坡、巴基斯坦伊斯

兰共和国、泰国、老挝等４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２０２２年

底,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的伙伴国增加到２８个,在政策沟通、产业对接、

能力建设、地方合作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为加快双边跨境电商

协同发展提供了契机.二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有序落地.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RCEP在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

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１０国正式生效以来,陆续在韩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生

效.目前,１５个签署成员国中生效成员数量已达１３个,在通关便利化、线上消费

者保护、关税、网络安全、计算机设施、争端解决等方面达成区域电子商务合作

机制,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拓展新兴市场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此外,我国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工作也在按照程序深入开展谈判和磋商.

３４２　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挑战

１全球通胀导致成本上涨压缩企业盈利

近年来,世界秩序中的动荡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通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IMF)估算,２０２２年世界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８８％,与２０２１年的４７％
相比,２０２２年的全球通胀率大幅度提升,达到２１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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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底,多数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仍处于高位.据IMF测算,２０２２年美国

全年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约为８１％,为４０年来最高水平;欧元区全年平均

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约为８３％,为１９９２年 «欧洲联盟条约»签署以来的最高水

平,其中,欧洲新兴经济体２０２２年全年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高达２７８％.未

来,全球通胀将持续推高人工、材料、能源价格,进一步压缩跨境电商企业利润

空间.

２全球消费信心恢复缓慢

近年来,全球消费者信心恢复缓慢.在接受调研的２３个市场中,有１７个市

场２０２２年９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明显低于２０２０年１月水平,其中美国、加拿大、

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消费者信心低迷更为明显①.２０２２年,主要经济体

的消费者信心在波动中缓慢恢复.据TRADINGECONOMICS估算,２０２２年４月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全年最高 (６５２),６月则回落至全年最低点 (５０),７月

开始逐渐回升,１２月仅达到５９７;２０２２年６月欧洲联盟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持续

下降,９月达到全年最低点 (－２９８),１０月开始逐渐回升,１２月上升到－２３６.

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恢复缓慢,可能导致全球消费需求动力不足.

３各国跨境电商政策调整影响企业出海

２０２２年,各国跨境电商相关政策在绿色低碳、市场秩序等方面发力,跨境电

商政策环境持续收紧.在绿色低碳方面,欧盟、美国、英国、东盟等国家针对包

装和包装废弃物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如２０２２年６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启动了

该州创建的生产者责任延伸 (EPR)计划和严格的塑料减排目标的进程.２０２２年

４月１日起,英国对在英国制造或进口到英国并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塑料包装征税.

２０２２年２月,印度环境部发布实施关于扩大国内塑料包装生产者责任 (EPR)计

划的指南.在市场秩序方面,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针对大型平台、

贸易管理程序等出台了法律法规.如２０２２年７月,欧洲理事会批准的 «数字市场

法案»明确了大型线上平台的权利和规则,旨在确保大型平台不滥用自己的地位,

维护数字服务市场秩序.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英国海关停止使用现行的清关系统

(CHIEF)的 进 口 申 报 服 务,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全 面 启 用 新 的 海 关 申 报 系 统

(CDS).各国相关产业政策调整将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规范发展提出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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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益普索 (Ipsos):«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３５　发展趋势

３５１　跨境电商将进入品牌新时代

我国跨境电商历经产品出海、精品出海之后,在２０２２年全面进入品牌出海阶

段.随着外贸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加快,跨境电商品牌培育正向全阵营、全渠道、

全市场发展.一是全阵营品牌培育.跨境电商品牌培育由传统上仅依靠贸易型卖

家负责,转为平台卖家、工贸企业、传统品牌商、新消费品牌商等多类主体共同

参与,形成新的品牌出海阵营.二是全渠道品牌培育.以往跨境电商品牌培育主

要以第三方平台和独立站为渠道,现在正转为通过第三方平台、独立站、社交网

络以及海外实体等全渠道发力,提升品牌影响力.三是全市场品牌培育.随着各

主要跨境电商平台拓展全球布局,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欧美主流市场的基础上,

正加快在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布局,实现全球化发展.我国跨境电商已进

入全面品牌培育的新时代,并加速实现精细化、数字化、国际化运营.

３５２　跨境电商将加快移动端布局

随着全球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移动端购物需求快速增长,将成为我国跨境电

商未来布局的重点.一是全球移动电商快速发展.据eMarketer估算,２０２２年全

球移动电商交易额为３６４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７％,占全球零售电商交易额的

６５７％,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全球移动电商交易额将达到４９９万亿美元,占全球零售

电商交易额的６７６％.二是从区域来看,新兴市场移动电商发展较快.目前,北

美及欧洲的网民逐渐向移动设备消费过渡,据eMarketer估算,２０２２年,北美移

动购物渗透率为４０１％,西欧为４６８％.同时,新兴市场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

普及下,移动购物占比更高.据eMarketer估算,２０２２年,亚太地区移动购物渗

透率达到７９９％,中东非洲为６６４％,东南亚为６４６％,拉丁美洲为５９４％.未

来,我国跨境电商走出去将加快 APP等移动端入口建设.

３５３　跨境电商模式将加速迭代

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模式

迭代创新将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新技术应用将加快跨境电商模式迭代

创新.随着５G、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跨境电商各环节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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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应用,已经出现了线上试穿 (用)、多语种客服、个性化定制、虚拟人直播等

新模式,线上消费体验持续提升.未来,“新技术＋场景应用”将成为我国跨境电

商模式迭代创新的常态.另一方面,内容互动将形成新的跨境消费模式.当前,

针对不同地域、行业和品类,第三方平台、独立站以及跨境电商卖家采取本地化、

垂直化、精细化深耕,同时消费者需求更加多样化,已经出现了跨境直播电商模

式.内容互动型销售方式,更有助于激发用户消费需求,未来,有利于消费者和

供应商之间建立双向沟通的内容互动模式将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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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村电子

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助推 “三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力.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农村电子商务的重要作用,提出实施 “数商

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各地政府积极推进 “数商兴农”工作,以电

子商务为抓手促进农业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数字化程度

不断提高.电子商务企业通过提供平台、物流、推广、金融和培训等多种支持,

帮助农村电商提高市场规模和竞争力,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

４１　发展现状

４１１　总体概述

２０２２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农村网络零售市场依然保持了增长势

头.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２０２２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为２１７万亿元,占全国网

络零售总额的１５７４％,同比增长３６％.其中,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１９９

万亿元,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的９１７％,同比增长４９％ (见图４Ｇ１,４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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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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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２　２０２２年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分品类看,农村网络零售额的前三名的品类分别为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

品和粮油食品,分别占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的２７６％、１８３％和８５％.在

增速方面,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最快的前三个品类分别是中西药品、建筑及装潢

材料和烟酒,同比增速分别为５７３％、４１３％和２６３％ (见图４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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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３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市场各品类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网络零售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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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６％、１４０％、６３％和２２％.从零售额增速看,东部地区同比增长１８％,

中部地区同比增长１２０％,西部地区同比增长５７％,东北地区同比增长１５３％
(见图４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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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４　２０２２年各地区农村网络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分省份看,浙江、江苏、福建、河北和山东在农村网络零售额方面名列前五,

累计比重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的７２４５％.西藏、甘肃、海南、青海和吉林的同

比增速居于前五名 (见图４Ｇ５,４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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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５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排名前十的省份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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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６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排名前十的省份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４１２　农产品网络零售发展情况

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２０２２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５３１３８亿元,同比

增长９２％,比２０２１年提高了６４个百分点.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的品类

分别为休闲食品、粮油和滋补食品,占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比重分别为１７３％、

１５７％和１１９％.增长排名前三的品类为滋补食品、奶类和粮油,同比增速分别

为２８８％、２３６％和１５％ (见图４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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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７　２０２２年主要农产品品类网络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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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全国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比重分别为６４４％、１４６％、１５２％和５８％.从零售额增速看,东部地区

同比增长８３％,中部地区同比增长５１％,西部地区同比增长１７０％,东北地区

同比增长１１２％ (见图４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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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８　２０２２年各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分省份看,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和山东的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五,

合计占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比重为４７７％.在增速方面,内蒙古、甘肃、青海、

天津和宁夏的零售额同比增速排名前五 (见图４Ｇ９,４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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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９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排名前十的省份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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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１０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排名前十的省份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４１３　农村电商产业体系发展情况

信息化基础设施持续完善.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数字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城乡 “数字鸿沟”迅速缩小,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构筑了坚实基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５１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１０６７亿,较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增长３５４９万,互

联网普及率达７５６％.其中,城镇网民规模为７５９亿,农村网民规模为３０８亿.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２年,全国共开通了８０多万个５G基站,实

现了全国 “村村通宽带”和 “县县通５G”的目标.

“数商兴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各级政府和企业纷纷投入大量资金

和人力资源,以 “数商兴农”为抓手有机整合相关资源,有力促进数据要素和信

息技术下沉,有效促进商产融合、城乡融合,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与成

功实践.商务部持续推进 “数商兴农”,探索公益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助农路径.

商务部会同民建中央,指导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与电子商务企业成立中国电

商乡村振兴联盟,通过 “政府提灯引路,联盟组织深化,各地因地施策,企业有

效参与”的方式,引导电商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在推动农产品上行、助力农业数

字化转型、促进农民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逐步形成常态化助农帮扶工作机制,

持续组织开展 “三品一标”认证培训和公益资助,推进品牌洽谈活动.截至２０２２

年底,联盟累计帮助全国２２个含脱贫县省份培训２４１８家企业,资助７８２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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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认证.利用 “全国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等网络促销活动,开设 “数商

兴农”专场,推动 “土特产”、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线上产销对接,打造 “网红精

品”,截至２０２２年底,累计帮助对接销售农产品超４００亿元.商务部大力推进央

地协同,指导各地聚焦 “新品牌、新基建、新农人”重点任务,结合地方特色、

整合地方资源,广泛撬动市场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浙江省通过电商直播式 “共富

工坊”建设,积极推动直播赋能地方特色产品开拓市场,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已累计建设１０００个.湖南省出台了 «２０２２年湖南省 “数商兴

农”专项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计划»,启动数商兴农示范县评选.四川省以电子

商务消费数据为切入口,发展川酒川茶等特色产业带,推广 “数字商旅文”乡村

旅游等专线.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数商兴农”直播行动,促进直播电商应用农

业农村发展,培育 “小而美”农特产品品牌.

在 “数商兴农”政策引导下,电子商务企业纷纷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投

入力度,带动营销网络、支撑服务等加速下沉,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出更大作

用.有的电子商务企业在县域加快投入建设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基础设施,畅通农

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双向物流通道,对接上千个农特产地及产业带,共建多个

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农场.有的电子商务企业开展 “热土计划”行动,组织

电子商务专家送课下乡,培训电子商务从业者超１０万人次.有的电子商务企业依

托平台数据,参加地方政府大数据建设,帮助经营者掌握市场需求和销售趋势.

有的电子商务企业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合作发展农业产业链,推动农特产

品品牌化和市场运营.还有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支付结算、

订单管理、信息共享等一揽子电子商务＋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服务涉农产业链数

字化转型升级.

４１４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情况

农村电子商务物流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商务部将农村电子商务纳入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一体谋划一体推进.２０２２年全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５０６个,

乡镇快递物流站点６５０个.２０２２年,我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全年均高于电

子商务物流指数 (见图４Ｇ１１).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国累计建设

超过２７００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此外,联合邮政局在村

内布局了４２万个 “邮乐购”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和１５８万个村级电子商务物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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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站点.行政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达９５％.每天,农村地区有超过１亿多件包裹进

出①.２０２２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地区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总量２１９亿件,与上年

同期基本持平.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底,全国共建成各类农村快递服务站点２６７万

个②.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２０２２年５
月,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发布 «关于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

递物流配送体系有关工作的通知»,鼓励依托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农村快递物流站

点等,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

合司发布 «关于加快补齐脱贫地区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短板的通知»,强调各

地要高度重视脱贫地区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加快补齐脱贫地区产地 “最先一

公里”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

向农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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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Ｇ１１　２０２２年全国电子商务物流指数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③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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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央视新闻 非凡十年丨农村物流提速 畅通城乡循环 [EB/OL]．[２０２２Ｇ０９Ｇ０５]．
https://newscctvcom/２０２２/０９/０４/ARTIvUszE４B４３４FdYKi４eHQ４２２０９０４shtml
央视网中国经济半年报|城乡双向经济循环加速 农村居民增产增收 [EB/OL]．[２０２２Ｇ０７Ｇ１４]．
https://newscctvcom/２０２２/０７/１４/ARTILqQFLO８８５qG２CA０AUADr２２０７１４shtml
电商物流指数:反映电商物流运行的整体情况,通过各分项指数加权计算得出.农村业务量指

数:反映电商物流农村地区业务量规模,主要通过发送到农村地区的物流单量变化来体现.



４１５　农村电商人才发展情况

为了提升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运营能力,各级政府大力培养农村电商人才,

通过为农民、合作社和政府人员等提供技能培训,引导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子商务

从业者返乡创业,鼓励电子商务职业经理人到农村发展.电子商务平台采取了专

项扶助、培训指导、货品补贴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和中小商家在乡村经营.据统

计,从２０２１年９月至２０２２年９月,某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三农电子商务达人数量同

比增长了２５２％,农货商家数量同比增长了１５２％.有研究显示,２０２２年国内某电

子商务平台帮助超过１０万名创作者实现了农资转化,在该平台三农带货达人中,

“９０后”已经成为主力军,占比达４５％,而 “８０后” “７０后”的电子商务 “新农

人”占比分别达到３２％和１０％①.为构建地方电子商务人才支撑体系,国家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依托 “亿木课堂”平台开

发建设 “数商兴农”电子商务云课平台,研发 “数商兴农”课程体系,提供农村

电商线上公益课程,已为２１个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开通服务.

４２　发展特点

４２１　农村电商与电子商务新业态加速融合

近年来,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各地不断推动农村电商创新发展,农村电商与

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速融合.随着网络直播在农村地区加速普及,农

村直播电商已经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批新农人主播逐渐走向全

国,农产品垂直主播赛道更加专业化、精细化,农产品多渠道、跨平台直播成为

行业共识.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农村直播电商领域的基地建设、主播孵

化、运营管理、人才培训、仓储物流、行业联盟等建设不断推进,促进我国农村

直播电商生态发展更加优化.同时,直播电商与农业传统展会深度融合,推出了

电子商务促销、直播逛展、直播电商节等展销一体的新模式.商务部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年,重点监测电子商务平台累计直播场次超１２亿场,累计观看超１１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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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抖音电商联合相关研究机构发布 «２０２２电商助农发展报告»,２０２２年１１月,第１４页



人次,直播商品超９５００万个,活跃主播近１１０万人①.伴随着我国跨境电商发展

进入快车道,与农村电商融合也日益深化.在进口方面,２０２２年２月,财政部与

多部门联合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进行了调整,对农产品进口清单进行了

规范和精准管理,进口农产品种类更加丰富,顺应了国内农产品消费升级趋势.

来自全球各地的丰富、优质的美食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便捷、高效地进入农村市场,

可以极大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增加农民群众的消费选择,有利于

弥合城乡消费鸿沟.在出口方面,跨境电商B２B模式已经成为农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的新渠道,依托该模式,徐闻菠萝、茂名荔枝、静宁苹果、泰安蜜桃、安岳柠

檬等一批兼具特色和品质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带动农产品国际知名

度不断提升,增加了我国农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有效助力我国农

产品国际化发展.

４２２　农产品品牌化步伐正在加快

当前,农产品品牌化的进程正在迅速加快.农村电商凭借在信息传导、资源

匹配、价值挖掘等方面的突出优势,正在成为培育农产品品牌的新渠道.商务部

实施 “数商兴农”工程,持续开展电子商务领域的 “三品一标”认证帮扶,并引

入公益资金支持,２０２２年累计培训企业７４０家,确认资助３３０家,进一步拓宽了

地方农特产品上行之路,助力农产品品牌提质升级.地方政府重视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在利用电子商务线上线下全渠道开展品牌营销和推广的同时,还联

合电子商务平台强化区块链溯源、原产地背书、知识产权保护等配套体系,全方

位、多维度为农产品品牌化赋能,促进农产品品质提升,扩大区域公共品牌影响

力,带动了象山红美人柑橘、宿迁霸王蟹、宁德大黄鱼、修文猕猴桃、库尔勒香

梨、宁夏盐池滩羊、静宁苹果、柳州螺蛳粉等一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快速走向

市场,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有研究显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６１８”电子商务

促销活动期间,实现销售额的区域品牌数量接近８００个,区域品牌销售额连续增

长,宁夏盐池滩羊肉、文昌鸡等区域公用品牌更是借助 “６１８”电子商务促销活动

使其销售额实现成倍增长,极大提升了品牌的市场影响力②.有的电子商务企业发

力农产品自营品牌,向前整合生产加工资源,确保农产品供应,向后响应消费者

５５

0���0������*�
����	

①

②

光明日报２０２２年全国网上零售额１３７９万亿元 电商新业态新模式彰显活力 [EB/OL]．[２０２３Ｇ
０１Ｇ３１]．https://economygmwcn/２０２３Ｇ０１/３１/content_３６３３５１７３htm
欧特欧咨询:«中国线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报告»,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第１２页



需求,通过C２M 反向定制模式,把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转化为新品开发方向,通过

电子商务消费数据指导农产品设计研发,创新培育农业种植模式,输出农产品种

养殖标准,打磨品牌故事,让优质的农产品 “初级产品”向 “品牌商品”快速转

变,推动农产品品牌的兴起和农业数字化升级.

４２３　农村电商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为了解决农村电商 “小散弱”的问题,各地政府和电子商务企业正在发挥县

域产业的优势,引导特色产业集群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建设县域新型电子商务产

业园区,促进农村电商的集聚发展.江苏省重点打造了南通家纺、睢宁家具、沐

阳花木、东海水晶等全国知名的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并专门制定了县域电子商

务产业集聚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了配套政策,引导和促进县域电子商务产

业集聚区的高质量发展.浙江省高度重视推动农村电商集群化发展,连续多年开

展电商专业村、电商镇认定工作,２０２２年全省电商专业村达２６４３个,电商镇达

３６７个,带动全省农村电商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重庆联动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会

同大足、垫江等１６个区县,共同推动五金、自热火锅等２７个网货产业带打造,

推动各区县的线下产业集聚逐步向线上优势产业集群拓展.山西省以大力发展

“乡村e镇”为抓手,强化农村电商发展全要素培育和电子商务赋能,推动产业、

主体、电商、金融、人才、技术、文旅、物流、创新等要素科学聚集发展,形成

“产业＋电商＋配套”可持续发展的电子商务生态体系,培育了永济市栲栳镇寻味

乡村e镇、阳曲县首邑乡村e镇、清徐县中国醋都清徐乡村e镇等网络零售额超

过亿元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形成农村电商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实践.平台企

业也积极推动农村电商产业集聚.截至２０２２年,国内某知名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企

业建设电子商务集群村的数量已达到７７８０个,新增７５７个;电子商务集群镇的数

量达到２４２９个,新增２５８个.这些数据表明,各地政府和企业在积极推动农村电

商集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４２４　农产品产地仓功能逐渐完备

“农产品产地仓”通常是指在农产品主产区建设的大型冷链仓储设施,旨在解

决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的贮存、保鲜等问题.产地仓能够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销

售的附加值和质量,减少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提高农产品的供应链效率,

促进农产品的国内外贸易.２０２２年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 «关于加快贯通

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到支持农产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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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电子商务＋产地仓＋快递物流”仓配融合模式,提高农产品电商上行销售

效率.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新增库

容达１２００万吨以上.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自２０２０年实施,两

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１００多亿元,支持约２７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和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新增库容达１２００万吨以上①.国

内某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在云南、广西、四川、山东、陕西的５个产地仓,２０２２年

全部建成投用,辐射中国核心的农业产区.某知名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企业截至

２０２２年已在全国１６省份、３８县域建设开启产地仓１４个、上行中心２０个、加工

中心４个②,产地仓的建成有力推动了当地水果产业数字化发展.有的电子商务供

应链服务企业在喀什地区建设运营新疆最大的集果品采购、冷藏、加工、分选、

包装、物流为一体的产地智能供应链中心,为新梅等优质新疆水果上行提供一体

化供应链支撑.广西建设４８个 “广西好嘢”品牌农产品数字化产地仓;江西省寻

乌县建成了农产品智能产地仓;寿光市孟家官庄村与安新县关城村在结对共建的

基础上,配套建设占地６００平方米的产地仓;河北省以安国、隆化、内丘、涉县、

康保等中药材大县为中心,建设５个中药材产地仓,集中收储 “定制药园”产品,

对接中药制药企业.

４３　面临的挑战

４３１　农产品电商化处理能力有待提高

我国的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数字化、电商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然而,

电商化处理能力的限制却制约着 “小生产”与 “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一是产地

相关基础设施仍需完善.农产品产地的预冷、加工、仓储等关键环节设施不足,

全国主要果蔬产区商品化设备使用率有待提升.因此,亟需改善农产品 “最初一

公里”的薄弱环节.二是运营主体面临诸多困难.个体户、村镇企业以及供销社

等传统运营主体实力相对较弱,电子商务管理与互联网营销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传统农批市场管理粗放、信息化水平低,难以与电子商务有效结合.三是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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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 新增库容超１２００万吨 [EB/OL]．[２０２２Ｇ０８Ｇ２３]．
https://newscctvcom/２０２２/０８/２３/ARTIGZTKwWXHOJE９nRyj３９hA２２０８２３shtml
中国经济新闻网 产地仓:鲜活农产品上行的未来模式 [EB/OL]．[２０２２Ｇ１２Ｇ２６]．
https://wwwcetcomcn/wzsy/ycxw/３３００４５９shtml



品牌打造意识不足.多数农牧企业仍处于商品化加工的初级阶段,缺乏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营销的意识与能力,产品难以 “触网”,同质化竞争也变得明显.政府

对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和管理能力也有待加强.

４３２　农村电商信用体系建设亟待完善

电子商务对乡村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不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农村电商的提质增效.一方面,农村电商的市场主体多为家庭组织形式,

缺乏法人资格,且经营类型划分模糊.因此,缺乏法律法规及监管程序的 “他律”

约束,使得商家的 “自律”受到挑战.消费者很难准确评估商家的信用,难以进

行后期维权和取证,政府及平台监督、追责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市

场经营主体主要受各平台规范约束,缺乏法律意识,信用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降

低了违法违规成本,诱使一些经营者盲目追逐非法利益,进一步制约信用体系的

影响.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也影响了资本对农村电商的投资.

４３３　农村电商数据共享不充分较突出

大数据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但目前农村电商的数据共享水平有待提

高.从平台功能看,各地涉农大数据平台多由政府部门和第三方共同建设,主要

用于政务服务和行政管理,对企业或个人用户开放较少.农村电商经营主体主要

从各个电子商务平台获得数据,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协同效果看,农村电商

的大数据平台数量总体上有限,质量需要提高,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跨部门、

跨层级、跨平台农业数据长期相互独立、难以共享,而村镇内部统计的数据规模

十分有限,难以准确把握全产业动态.从数据本身看,涉农数据规模大、种类繁

多,农村电商数据缺乏统一标准,跨行业数据不互通不共享,这增加了数据整合

和互通的难度,制约了农村电商数据的深层次价值释放.因此,需要采取更加有

力的措施来提高农村电商数据的质量和共享水平,以推动数字乡村的发展.

４４　发展趋势

４４１　驱动农村生产生活数字化变革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农村电商在促进农村生产生活变革方面持续发

挥重要作用.一是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农产品流通.农村电商通过建立农产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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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平台,实现了农产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农产品流通范围

更广,价格更公正,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和增值.二是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农村

电商还为农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购物渠道,可以通过网络购买日用品和家电等商

品,不仅提高了生活品质,也为农村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三是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农村电商可以带动农村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农村的

经济收益.同时,农村电商也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带动了创业创新.

４４２　数字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发展农村电商,在信息共享、文化教育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为

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促进数字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一是

在信息共享方面.信息共享平台可以让农民获取政策、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信息

资源,提高信息素养和意识,增强农民的自治能力和社区参与度,从而促进乡村

治理的有效性.二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农村电商可以通过向乡村居民普及文化和

教育知识,增强农民的文化素养和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创新能力,促进

乡村治理的文明化和科学化.三是在监督管理方面.农村电商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

和数据分析,实现对交易行为的实时监督和管理,防范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可以增强社会治理的安全性和公正性,提升乡村治理的信任度和稳定性.

４４３　县域地区即时零售逐步兴起

县域即时零售是指在县城及其周边地区提供快捷、高效、便捷的零售服务,

通过物流和信息技术的支持,实现商品的快速配送和订单的及时处理.随着城镇

化进程的加速和消费升级的不断推进,县域即时零售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遇和

挑战.首先,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

高,大城市消费习惯逐步向县域渗透,县域即时零售可以充分利用县城和周边地

区的消费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满足农村居民即买即达、平价购物

的需求,促进农村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本地订单增长、商户降低成本并增加收

入,进一步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其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

进入县城,县域消费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县域即时零售发展

的规模化条件不断强化.最后,无人机、无人车等无人配送技术的不断升级和降

低成本也为县域即时零售提供了新的机遇.相比传统的物流配送方式,无人配送

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极大提升县域物流配送的触达范围和配送效率,为

县域即时零售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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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丝路电商” 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年,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智利首签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开启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序幕.７年来,“丝路电商”不断发展,将新时代中国

特色电子商务理念和实践的种子沿着 “一带一路”播撒,成为促进电子商务国际

合作的新机制、新渠道、新平台.２０２２年,“丝路电商”在推进合作机制建设、丰

富合作内涵、促进产业对接、推进地方合作、加强能力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显著

成效.

５１　 “丝路电商”发展情况

“丝路电商”是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充分发挥中国电子商务技术

应用、模式创新和市场规模等优势,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丝

路电商”持续发展拓展了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为探索搭建数字经济国际规则体

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助力.

５１１　国际合作持续拓展

“丝路电商”不断拓展和深化国际合作,创新合作方式,丰富合作内涵,持续

释放合作红利,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强劲活力,合作 “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中国已与２８个国家 (见表５Ｇ１)签署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丝

路电商”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渠道和新亮点,合作伙伴国遍及全球五大洲.中

国与各伙伴国开展政策交流和经验分享,推进能力建设和地方合作,支持企业合

作,通过电子商务促进优质产品贸易,加强物流、移动支付等领域合作,助力双

边经贸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在新冠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下,“丝路

电商”促进商品、服务、技术等要素流通顺畅,带动相关产业及上下游平稳运转,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推动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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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Ｇ１　已签署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

序号 国家 时间

１ 智利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２ 新西兰 ２０１７年３月

３ 越南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４ 巴西 ２０１７年９月

５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７年９月

６ 柬埔寨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７ 爱沙尼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８ 匈牙利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９ 奥地利 ２０１８年４月

１０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８年６月

１１ 俄罗斯 ２０１８年６月

１２ 科威特 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３ 阿联酋 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４ 卢旺达 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５ 冰岛 ２０１８年９月

１６ 阿根廷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７ 巴拿马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８ 意大利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１９ 哥伦比亚 ２０１９年７月

２０ 萨摩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２１ 瓦努阿图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２２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２３ 塞内加尔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２４ 白俄罗斯 ２０２２年９月

２５ 新加坡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２６ 巴基斯坦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

２７ 泰国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

２８ 老挝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

２９ 菲律宾 ２０２３年１月

　　资料来源:商务部

５１２　机制建设不断加强

“丝路电商”合作机制以点带线到面,聚焦产业和市场,伙伴国共同开展政策

沟通、规划对接、产业促进、地方合作、能力建设等多层次多领域合作,不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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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数字领域合作广度和深度,亮点纷呈.

在多边与区域合作中凝聚更多国际共识.中国加强与多边机构和区域组织在

跨境电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减贫等方面深入交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

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和区域贸易机制下的电子商务议题讨论.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达成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就深化金

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形成重要共识,开启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新进程.上合组

织电子商务工作组取得积极成效,以 “丝路电商”合作为依托高效运作.“中国—

中亚五国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推进 “中国—中东欧国家电子商务合

作对话机制”扩容.中国积极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

后电子商务规则实施工作,进一步加强与各方电子商务领域合作;开展跨境数据

流动、隐私保护等相关规则研究,为加速与国际对接数字经济规则提供更多实践

支撑.

在双边合作中探索构建高水平数字经济规则.完成与厄瓜多尔自由贸易协定

电子商务章节谈判,积极推进与白俄罗斯、秘鲁、以色列等自贸协定电子商务章

节谈判,启动与尼加拉瓜自贸协定电子商务谈判.在目前中国已签署的１９个自贸

协定中,包含电子商务条款的接近６０％.在 “丝路电商”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意

大利、俄罗斯、越南、巴西、新西兰、俄罗斯、越南、爱沙尼亚等伙伴国召开了

电子商务工作组会议.

５１３　聚焦产业打造亮点

活动形式不断丰富.２０１９年开始的 “双品网购节”,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促消

费、带产业,活动不断创新,模式逐渐成熟,既满足伙伴国扩大出口、分享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的需求,又增加国内消费者足不出户买全球的福祉.２０２２年,

“非洲好物网购节”“买在金砖”“上合组织国家特色商品电商直播活动”等电子商

务促销活动轮番登场,有效促进４８个合作伙伴国和重要国别优质特色产品顺利进

入中国市场.

热销品类持续增加.越来越多伙伴国的适销品、农产品在促销活动中成为

“国别爆款”,实现 “秒无”.从俄罗斯紫皮糖、意大利彩妆、智利红酒、哈萨克斯

坦驼奶粉、巴基斯坦玫瑰盐等,到卢旺达辣椒酱、肯尼亚高原红茶、南非碧根果、

埃塞俄比亚咖啡、乌干达芒果、土耳其巧克力等优质农特产品,备受国内消费者

青睐.

产销对接更加高效.传统节日和平台造节相结合的方式,延展促销活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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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春节、母亲节、小长假及各类平台创设的差异化主题购物节,为合

作伙伴国汇聚人气、推广产品提供契机.电子商务平台为 “丝路电商”伙伴国俄

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开设国家馆,成为各国特色产品首发首秀的

重要平台,也为其产品近距离接触中国消费者,增强用户体验,打造 “永不落幕”

的高品质营销平台.

专栏５Ｇ１　第四届双品网购节暨非洲好物网购节

　　 “第四届双品网购节暨非洲好物网购节”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至５月１２日

举办,２０多个非洲国家、２００余款优质产品参与展销,３００多家电子商务平台、

超十万品牌、百万商家共襄这一盛举.本届网购节呈现五大特点:

一是品牌引领消费时尚.网购节期间,参与品牌数量超过十万个.一些

“小而美”、新品牌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

二是健康、绿色、智能商品广受青睐.如露营桌椅、营地车销售额同比增

长超过１５０％,环保板材、智能床头柜增长超过１００％,节能洗衣机、果蔬清洗

机增长超过３０％.

三是地理标志农产品认可度高.网购节期间,１６０余种地理标志产品和各

地特色农产品齐聚 “数商兴农”专区,带动优质农产品加快扩大网络销售,广

东化橘红、秭归脐橙、信阳毛尖、和田大枣销售额分别增长２４０％、９９５％、

７６％和７０７％.

四是 “非洲好物”“买在金砖”表现不俗.商务部指导有关地方和企业通过

大使直播、主播连线、开设国别销售专栏等方式,有效助推非洲和金砖国家商

品在华销售.肯尼亚的红茶、埃塞俄比亚的咖啡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４０９％和

１４３１％,来自金砖国家的巧克力、红酒、调味料、坚果炒货分别增长３０２１％、

２８３８％、８７６％和８２０％.

五是各方联动多措并举促消费.在商务部等八家单位共同指导下,江苏、

浙江、山东、湖北、湖南、河南、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福建厦门、广东

广州等地围绕潮生活、夜经济和新品牌等主题,组织了各具特色的配套活动.

电子商务平台积极联动优秀品牌企业,推出新品首发预售、限时抢购和特价秒

杀等多种促销方式,让消费者买得实惠、买得称心.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中国经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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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地方参与走深走实

因地制宜开展部省合作.２０２２年,商务部与相关省区市双向互动、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形成发展合力,推动 “丝路电商”合作持续、稳步发展.指导北京、

上海、福建、浙江、湖南、河北、河南、青岛等２０多个省市参与 “丝路电商”务

实合作.支持 “丝路电商”促消费活动地方专场、数字经济对话会、 “丝路电商”

高峰论坛、企业对接会等各类活动,促进地方与伙伴国产业对接.

专栏５Ｇ２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电子商务分论坛

暨全球电子商务高峰论坛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电子商务分论坛 “数字化时代与电

子商务创新发展”暨全球电子商务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以 “数字化时代

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开放平台和合作愿景”为主题,紧扣数字化时代全球经

济发展新趋势和电子商务发展新愿景,从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等不同角度,

就应对数字经济挑战、促进电子商务开放合作和普惠发展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为全球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也为各国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共有来自２４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专家和企业家参会,各方共话发展,成为全

球电子商务共享经验、凝聚共识的盛事.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电子商务能够有效缩短各国市场、企业间距离,降低

交易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应进一步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

压实发展成果.对于数字技术挑战,嘉宾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势不可当,互

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对于电子商务发展至关重要,唯有不

断革新才是正道.

资料来源:商务微新闻

各地参与方式各具特色.各省区市结合本地发展情况及合作基础,深度参与

并推动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福建、广东、河南等地制定 “丝路电商”地方实

施规划.上海、浙江、海南等地探索提炼 “丝路电商”先行先试经验.西安、重

庆、义乌等依托 “丝路电商”合作基础,丰富中欧班列货源货品.河南、广西、

浙江等地举办 “丝路电商”论坛或企业对接会.各地充分发挥地方经贸合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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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色,丰富 “丝路电商”合作成果.

专栏５Ｇ３　 “丝路电商” 国际合作 (郑州) 高峰论坛

　　２０２２年８月,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 (郑州)

高峰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高峰论坛以 “RCEP下的跨境电商新机遇”

为主题,倡导中国与包括 RCEP签约国在内的友好国家积极开展 “丝路电商”

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好国际经贸新规则,助力跨境电商企业深入挖掘新增长点、

加速开拓国际新兴市场.

国家部委、国际组织、专家智库等各界人士与来自阿里巴巴、亚马逊、新

蛋网、Yandex、敦煌网、中国制造网等平台与会代表,就 RCEP助力 “丝路电

商”中外新合作、跨境电商营销新变化、双循环下的跨境电商机遇与挑战等议

题展开深入探讨.

资料来源:河南新闻广播

５１５　能力建设广受好评

培训内容接地气.针对 “丝路电商”伙伴国经济水平和电子商务发展基础情

况,结合伙伴国政府和企业需求,共同开展电子商务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产业

对接,以 “电子商务营销策略”“农特产品出口”“品牌建设”“直播带货”等可操

作性强、见效快的内容提供经验借鉴,帮助伙伴国行业企业更好开拓中国及国际

市场,共同提升数字素养.

受益人群分布广.发挥我国网络通信、电子商务、云上办公等技术和经验优

势,让更多伙伴国人群通过网络提升发展能力,促进女性赋能、青年就业和农民

增收.２０２２年,共举办６６场电子商务培训直播,吸引来自３８个国家的９０００余名

政府部门、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参与,专属平台视频回看超１０万人次,搭建与发展

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共同提升数字素养的综合平台.

参与各方评价高.“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入选２０２２年 “携手构建网络命运

共同体”最佳实践案例.“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中亚五国专场得到中亚五国驻

华大使馆大力支持,组织政府机构及企业代表累积约２００人次参与培训,积极肯

定培训对推进中国—中亚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建设,提升区域电子商务素质素

养的促进作用.剑桥大学、都柏林城市大学、韩国贸易协会、德国电子商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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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驻中国贸易代表处、俄罗斯电子商务协会等机构对于云上大讲堂给予高度

评价,认为 “云上大讲堂”信息量丰富,与各国各界分享中国先进的电子商务经

验意义非凡.

专栏５Ｇ４　 “丝路电商” 云上大讲堂———上合组织专场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０日至２４日,“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上合组织专场在线

举办.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苏海尔汗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了开班仪

式并致辞.

本次云上大讲堂共安排５场线上讲座,邀请中国电子商务专家向上合组织

国家政府、企业代表等分享中国电子商务先进经验与模式.授课专家围绕 “中

国跨境海外购及中外投资促进典型案例” “跨境电商产品与供应链管理” “伙伴

国特色产品出口中国的电商营销策略与实践” “如何做好淘宝新店运营基础”

“«电子商务法»法律合规热点解析与营商环境分析”等电子商务领域热点话题,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主题分享,为上合组织国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

了专业知识和对接平台.

资料来源: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官网

５２　 “丝路电商”重要作用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７年来,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合作

方式日益多元,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共享市场机遇、拓展数字经济合作的

重要举措,为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内消费升级做出积极贡献.

５２１　 “丝路电商” 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 新亮点

为 “一带一路”朋友圈增添新内涵.目前,与我国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２９个国家中,２５个与我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丝路电商”

合作伙伴共同开展政策沟通、规划对接、产业促进、地方合作、能力建设等多层

次多领域合作,在守望相助中不断丰富 “丝路电商”合作内涵,为相关国家电子

商务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共同拓展共建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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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增添新动力.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１０４万亿美元扩大到２０７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年均增

长８％.跨境电商占我国外贸进出口额的比重也由不到１％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５％.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１
月,中国企业累计建设３４条跨境陆缆和１０余条国际海缆,北斗导航系统为３０多

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短报文通信、精密单点定位等服务.中国企

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英国伦敦等建设城市云数据中心.截至２０２２年

底,我国海外仓数量已超过２４００个,总面积超２５００万平方米,业务范围辐射全

球.部分龙头企业建成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实时对接客户、对接商品、对接仓

储配送等信息.新加坡、意大利、荷兰等国企业在我国电子商务、数字服务、可

再生能源、绿色金融以及环境服务等新领域获得商业机会,不断加大投资力度.

为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增添新光彩.推动伙伴国家特色优质产品和企业触

网上线,直接带动相关产品扩大对我国出口规模.每年 “双品网购节”设立专门

的促销环节,帮助卢旺达、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适销农产品迅速打开中国市

场.通过国内多家龙头电子商务平台在线展示、交易、结算,带动海关、运输和

物流综合服务等进一步优化完善,提升我国与伙伴国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丝

路电商”云上大讲堂为伙伴国政府官员和电子商务从业者传授政策法规、发展趋

势、创新实践和实操技能等内容,指导更多伙伴国民众高效打开中国和其他目标

国市场,提升其销售产品、拓展市场、创新发展的综合能力.

５２２　 “丝路电商” 成为国际数字经济合作新载体

为丰富数字经济合作内容作出重要贡献.“丝路电商”合作展示我国在数字领

域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等先进成果经验,更匹配伙伴国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诉求,

促成互利共赢.中国企业协助泰国打造５G智能示范工厂,建设智能物流中心,在

老挝、柬埔寨等国建设海外云计算中心等项目,推动了我国与东盟国家数字经济

合作落地落实.中非发展基金累计对３７个非洲国家投资近６０亿美元,撬动中国

企业对非投融资２７０亿美元,助力非洲电力、航空、海运、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

和光纤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为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尝试.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具备统一规

范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 “丝路电商”合作为推动我国数字领域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的国际化提供了有益尝试.高质量实施 RCEP,在加大成员国间贸易投

资合作实践中,推动落地电子认证、电子签名、电子合同、电子支付、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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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业务规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创造有利的电子商务环境,促进跨境电商发

展合作,构建电子商务对话与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数字经济治理发展进程.

对标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等高水平经贸规则,与东盟等组织和国家就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

动、开放政府数据等方面探讨开展相关合作.

５２３　 “丝路电商” 成为助推国内消费升级新引擎

助力扩大消费.“丝路电商”连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以国际化商品资源扩大国

内市场供给,丰富商品品类,激发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在 “丝路电商”合

作机制推动下,近年来,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电子商务活动,以专区销售、基地

直播、上线国家馆和多平台联动等方式,将 “丝路电商”伙伴国家的特色和优势

商品推介给国内消费者,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潜力持续释放.２０２２年,中国

跨境电商进出口２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９８％,其中进口０５６万亿元,同比增长

４９％.

创新消费场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丝路电商”

应用场景也更为丰富,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远

程办公等为服务业数字化按下了快进键.２０２２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

规模达２５万亿元,比５年前增长７８６％.

５２４　 “丝路电商” 成为共享中国市场机遇新路径

更好展现中国开放合作决心.近年来,中国数字化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电

子商务市场持续繁荣,越来越多的海外商品走进中国市场,“丝路电商”成为各方

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的全新机遇和路径,展现中国全面开放、互利共赢的

决心信心.历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丝路电商”伙伴国以进博会为窗口,专

门设立国家馆,展示自身最具特色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迅速上线跨境电商平台,

获得了巨额的中国订单.２０２２年,虹桥品汇建成上海国际友城港和直播电商基地

两个重要子平台,吸引３６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５０００种商品入驻.未来虹

桥品汇还将丰富保税展示功能,拓展跨境电商模式,开设 “丝路电商”线上国家

馆,为 “丝路电商”伙伴国优质企业与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便利.

进一步挖掘与伙伴国贸易潜力.作为促进 “丝路电商”发展的长效机制之一,

在 “２０２２全国网上年货节”期间,商务部重点打造 “上合组织国家特色商品电商

直播”活动,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巴基斯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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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国家２００００多件特色商品,在电子商务平台官方账号开展直播带货.同

时,上合组织国家驻华使节首次走进直播间,向中国消费者推荐上合特色产品,

积极拓展 “丝路电商”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第四届双品网购节暨非洲好物网购

节”,通过大使直播、主播连线、开设国别销售专栏等方式,在让中国消费者领略

独特非洲风情的同时,让非洲优质产品和特色商品高效对接中国市场,有效助推

伙伴国商品在华销售.

更大力度助推伙伴国电子商务飞跃发展.随着中国扩大进口和金砖国家电子

商务迅速发展,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上,巴西的松子、蜂胶,印度的手工艺品、

香料等特色产品已成为热销产品.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企业在电子商务销售、物

流、支付等方面也一直积极开展合作,给中俄跨境物流带来了飞跃式发展,给印

度带来了支付方式的变革.中国移动支付技术也改变着南非人的支付习惯,这种

便捷的支付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南非消费者所接受.“丝路电商”平台通过建立良

好的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积极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有效推动优质特色产品

贸易,增进了彼此交流,也促进了伙伴国电子商务加速发展.

５３　 “丝路电商”面临挑战与发展趋势

５３１　面临挑战

１各地 “丝路电商”发展机制有待健全

伴随 “丝路电商”的推进,各地都在抢占 “丝路电商”发展机遇,但相关顶

层设计有待强化,“丝路电商”发展机制有待健全.包括如何做好跨境电商综试区

建设,夯实 “丝路电商”发展基础;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论坛、峰会,搭建 “丝路

电商”合作平台;如何通过深化国际交流,推动 “丝路电商”务实合作;如何通

过发展数字经济,完善 “丝路电商”支撑体系;如何通过地方试点,探索 “丝路

电商”地方合作的新路径等等,这些都是各地发展 “丝路电商”所面临的挑战.

２ “丝路电商”伙伴国交易规则有待研究

“丝路电商”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规和政策,而这些规定通常会频繁变动,需

要相关电子商务企业及时跟进和适应.另外不同国家的税务规定也不同,电子商

务企业需要处理不同国家的税务规定,特别是在电子商务企业的利润和资金流转

等方面.因此,知晓和了解伙伴国相关交易规则,遵守合规要求,提升经贸合作

水平,是当前 “丝路电商”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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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丝路电商”伙伴国智库合作有待加强

发展 “丝路电商”,面临着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挑

战,“丝路电商”伙伴国之间需要更多的政策、思想、文化层面的合作与交流来理

解和适应这些文化差异.因此,“丝路电商”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各国之间的政策

沟通与思想交流,政策沟通是 “丝路电商”建设的重要保障,思想交流是 “丝路

电商”建设的社会根本.加强伙伴国智库交流与合作,强化 “丝路电商”急需的

人才培养和建设,是当前 “丝路电商”发展面临的挑战.

５３２　发展趋势

１创建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商

务部指导下,各地正积极申请创建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创建 “丝路电商”

合作先行区,依托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五国、中国—中东欧国

家框架等多双边及区域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依靠与 “丝路电商”伙伴国协同优势,

聚焦电子商务制度开放、主体培育、机制合作等重点领域,探索形成 “丝路电商”

发展新范式,打造合作共赢新生态,不断扩大 “丝路电商”朋友圈.

上海作为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桥头堡,“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建设将充

分发挥制度创新、产业发展和综合服务等方面优势,依托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拓展和深化电子商务国际合作,在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拓展 “丝路电商”全球布局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探索地方参与 “丝路电

商”国际合作的示范路径.

２建设 “一带一路”电商大市场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持续深化,将极大推动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电子商

务相关领域建设.一方面,“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将进一步引导跨境电商向精细化

数字化发展,扩大服务类产品规模,持续优化升级跨境电商生态链,促进跨境电

商B２B交易,推动跨境电商发展量质齐升,助力电子商务 “买全球” “卖全球”.

另一方面,“丝路电商”国际合作还将促进伙伴国物流基础设施发展,结合境外经

贸合作区等园区的产业支撑,拓展电子商务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促进区域市

场开放力度,共同建设造福 “一带一路”沿线人民的电子商务大市场.

３推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对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

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中国电子商务２０多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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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创造了丰富的贸易应用场景.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建立健全促进政策措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打造建设贸易强国的

“新引擎”.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让培育和壮大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实践走出国

门,成为国际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抓手.通过发展 “丝路电商”,加快贸易全链条数

字化赋能,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积极推动中国加入 DEPA 和 CPTPP进程.以

电子商务规则为核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与数字经济发展前沿,积极参与

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互利共赢、公开透明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体系,为

国际数字贸易体系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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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电子商务绿色发展报告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提高节能减排和集

约发展水平是电子商务行业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整体来看,随着支

撑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２０２２年电子商务在低碳发展、绿色供应链管

理、引导绿色消费,平台绿色转型、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绿色

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随着电子商务规模增大,电子商务领域碳排放仍在

增长,且线上线下消费环境影响差异明显,电子商务双碳发展还需进一步深化.

此外,绿色供应链转型存在瓶颈,线上购物仍对环境有一定影响,电子商务绿色

金融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绿色发展潜力巨大.

６１　发展现状

６１１　政策规范推动电子商务供应链绿色转型初显成效

绿色供应链又称环境供应链或环境意识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将管理技术作为

基础,包括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销售和绿色物流等环节,以实现利用效率

最高、环境影响最小、系统效益最优的最终目标.我国高度重视电子商务领域的

绿色发展和转型,２０２２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

装治理的通知»,要求强化商品包装全链条治理,加强包装领域技术创新,防范商

品生产环节过度包装,避免销售过度包装商品,推进商品交付环节包装减量化,

加强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２０２１年８月,商务部等９部门印发的 «商贸物流高

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提出 “发展绿色仓储,支持节能环保

型仓储设施建设”.２０２２年,由商务部提出并归口的 «绿色仓储与配送要求及评

估»(GB/T２１２４３－２０２２)、«电子商务物流可循环包装管理规范»(GB/T４１２４２－

２０２２)国家标准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实

施.标准旨在引导企业将绿色化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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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配送行业的节能降耗、绿色减排,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２年,国

家邮政局相继发布并实施 “９５７１”、 “９７９２”、 “２５８２”和 “９９１７”工程,强化和加

快邮政快递业绿色治理,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和循环化.其中,“９５７１”

工程中的 “９”是全行业电子面单使用率要超过９０％,“５”是电子商务网购减少

二次包装比重达到５０％,“７”是号召少用蛇皮袋多用环保袋,环保袋占比要超

过７０％,“１”是全国快递网点要新设一万个回收箱.其他工程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更高要求,并提出开展重金属和特定物质超标准包装袋和过度包装专项治理

的工作.

发布年份 发布部门 重要文件及行动

２０１８年 中国邮政集团
«中国邮政绿色行动宣言»

«绿色邮政建设行动三年规划大纲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国家邮政局 “９５７１”工程:努力推进包裹绿色化

２０２０年

国家邮政局 “９７９２”工程:加快快递包装绿色治理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邮政局等

８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

２０２１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商务部

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国家邮政局

«关于组织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的通知»

«“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

“２５８２”工程:开展重金属和特定物质超标准包装袋和超

包装专项治理的工作

２０２２年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的通知»

国家邮政局 “９９１７”工程: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和循环化

中国邮政集团 «绿色邮政 “十四五”发展规划»

图６Ｇ１　绿色物流相关政策及重大行动

数据来源:国务院、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等

在国家政策积极引导下,我国电子商务供应链绿色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快

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底,全行业采用符合标准的

包装材料和规范包装操作的比例均达到９０％,累计投放可循环快递箱 (盒)９７８
万个,在邮政快递营业揽投网点布设回收装置１２２万个,回收复用瓦楞纸箱６４
亿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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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绿色产业园探索环境友好型电子商务发展新模式

绿色低碳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应有之义,在 “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低碳成

为各类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设的新特点.广州市将绿色发展指标纳入国家级和省

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示范企业推荐评价标准,推动示范基地、示范企业绿色低

碳运营.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从建设之初就注重应用绿色建筑技术,

营造绿色低碳节能的设施环境,吸引知名电商企业落户.试验区积极倡导电商企

业采取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网上签约、直播订货等运营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出行排放,积极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电商产业发展模式.２０２２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某电商云平台联合信通院、工信部国际合作中心等多家

单位共同发布 «数字化与碳中和 (园区篇)»报告,提出园区碳中和服务平台解

决方案及其配套机制.即运用数字技术,以减排降碳为导向,搭建园区能源精细

化管理系统平台,助力园区实现能源生产、储运、销售、消费全产业链管理流程

再造,从而达到工业园区节能、节地、节水、减材、减污、降碳效果.绿色数据

中心方面,２０２２年共有三家电商企业大数据中心入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 «２０２２年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名单».某

电商平台位于国内多地的数据中心均已达到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标准.其中支持

２０２２冬奥会的张北数据中心,已成为国内第一个平均能源利用率 (PUE)小于

１２的数据中心.该企业投入３５２亿美元建造和翻新符合标准的绿色建筑.相

关项目设计获第三方 (LEED)认证并应用智能感测及物联网技术监测办公环境

的能耗情况.

６１３　电子商务绿色消费引领低碳生活新风尚

随着中国２０３０碳达峰２０６０碳中和目标的正式提出,绿色消费已经成为网络

消费的新亮点.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

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七部委联合印发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鼓励地方

结合实际建立本地绿色消费积分制度,以兑换商品、折扣优惠等方式鼓励绿色消

费,并着重提到消费金融对绿色消费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此举进一步推动了电子

商务平台上绿色、低碳、环保功能产品交易量的快速提升.２０２２年６１８和双１１活

动中,北京等城市联合各大电商平台推出绿色消费券,通过为绿色商品增加标识、

开通相应的 “绿色会场”、与平台商家联合补贴等形式传递绿色消费理念.如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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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推出的 “青绿计划”,推出众多带有绿色标识的商品,用户购买这些商品后

可获得青绿积分,并享受优惠价格.某电商平台则通过小二审核的认证模式给绿

色商品添加绿色标签,并在搜索结果中给予突出展示.某家电电商平台还推出了

多品类、多品牌的以旧换新政策,使用老旧家电更换绿色家电的消费者可获得现

金抵扣优惠,补贴鼓励用户淘汰高能耗旧家电,实现绿色换新,降低家庭能耗.

一些二手电商平台以专业的商品检测服务支持数码爱好者消费二手智能商品,使

“买对不买贵”成为消费新时尚,带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理念深入人

心.据调研结果显示,与全球消费者相比,７２％的中国消费者 (全球:５４％)表

示,他们会购买重视和支持环境保护的公司的产品①.这些案例体现出电子商务正

引领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逐步觉醒.电商平台引领低碳环保理念的影响还进一步

延伸至生产领域.比如某家电集团将所有工厂、设备和涉及排放的环节都管控起

来,实现了三废排放降低１０％.一些乳业生产企业、饮料加工企业等已建成 “０
碳工厂”,通过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性碳中和与碳抵消等措施,使工厂综合碳排

放为零.

６１４　绿色金融助力电子商务绿色发展

绿色金融旨在为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资金的环保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经过多

年的发展和完善,绿色金融已逐渐成为一个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股票

指数及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的体系.

２０１６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

导意见»,明确将绿色金融定义为一种金融服务,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环境治理、减

缓气候变化、企业低碳转型、低碳项目投融资和风险管理等.如今,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绿色金融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据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绿色金融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以绿色债券为例,截至

２０２２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２２０３万亿元,同比增长３８５％;本外

币绿色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比例逐年攀升,达到１０３％.可以

看出,绿色金融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前景广阔,将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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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华永道:«２０２１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中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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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Ｇ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与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在电子商务领域,绿色金融可以帮助电子商务企业组织开展低碳环保相关改

革,在物流、仓储、数据平台建设运行等环节减少碳排放,助力行业的绿色转型,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目前,众多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平台已经开始借助绿色债券

等金融工具,为旗下的绿色项目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在绿色

金融的支持下,该平台２０１７年宣布成立 “物流绿色基金”,先期投入１０亿元致力

于推进供应链全链条的低碳环保、节能降耗的探索和应用.２０２１年,该平台进一

步设立为期五年的２０亿美元绿色贷款资金,用于多个绿色相关项目,通过打造

“绿色供应链基础设施＋减碳技术创新”双核动力,释放绿色发展潜能.针对数据

中心和办公环节的碳排放,另一家电商企业则在２０２１年发行了为期２０年的可持

续发展债券,将所得款项用于支持１２个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项目,涉

及能源效益、绿色建筑、新冠疫情应对等领域.在能源效益项目中,该企业将此

次发债融得的４５１亿美元投入建设节能云数据中心,确保数据中心在低耗能和低

污染条件下运行.

６２　发展特点

６２１　电子商务绿色供应链管理不断优化

交通运输工具绿色转型.国务院发布 «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中强

调,在城市公交、出租、环卫、物流配送、民航、机场以及党政机关大力推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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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在政策引导下,电子商务企业和货运平台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助力物流

和运输绿色发展.例如,某电商物流集团２０２１年已在全国总计布局新能源车约

２００００辆,使用清洁能源充电设施每年减少约４０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并计划在

２０２２年投放１０００台换电轻卡,通过升级新能源物流车辆,单车碳减排量可进一步

提升１５％,综合碳减排提升３５％.另一电商物流集团也通过自购、租赁及外包等

方式不断提升新能源车辆比重,持续扩大绿色车队规模,２０２１年新能源车辆投放

２１２７８辆,计划在２０２２年新增３０００台.

快递包装低碳发展.从快递包装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快递包装

的原材料和生产环节影响最大,因此电子商务平台和快递公司对供应链中绿色包

装材料的研发升级和回收利用是推动电子商务平台和快递公司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的核心要务.某物流集团通过材料升级降低缓冲包装的厚度,使气柱袋厚度降低

３５％,充气袋厚度降低２５％,缠绕膜厚度降低５０％,每年减少使用聚乙烯PE约

２万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某物流云箱绿色循环容器生态联盟正式成立,促进青流

箱、生鲜筐、周转箱等容器循环共用.某物流集团则针对不同场景投用保密运输

箱、机场循环箱、易碎品循环中转箱、食品循环箱、太阳能光伏板循环包装等成

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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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Ｇ３　快递包装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全球变暖潜能

数据来源:绿色木质包装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互联网＋物流”深度融合促进绿色革新. “互联网＋”可在智能数据监控、

智慧仓储、数字化平台、自动驾驶、路径优化、智能物流园区等具体的应用场景

７７

0���0����*�
�47���	



中,通过实时共享、整合资源、集成系统、采集和分析数据等方面提高运作和管

理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和增值服务.例如,某物流集团在新能源汽车系统平台、

智能地图路径优化、智慧包装服务平台和森林微应用等方面做了诸多绿色转型尝

试,２０２１年,该集团上线智慧包装服务平台,初步构建数字化包装方案库,覆盖

１３００多种托寄物品类,实现托寄物的定制化包装,避免浪费.某物流集团则在智

能绿色仓储、智慧物流园和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打造了 “京慧”

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产品,为 “供应链规划设计”“供应链计划管理”和 “供应链执

行管控”三大领域提供智能决策技术和模型,智能化管控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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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Ｇ４　某物流集团快递包装循环生态圈

数据来源:某物流集团２０２１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６２２　网络零售务低碳转型有序推进

商务部发布的 «关于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色发展工作的通知»为支持电子商

务企业绿色发展,引导电子商务企业提高绿色发展能力,积极探索形成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企业发展模式,推动塑料污染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实

效指明了方向.

某电子商务企业在其 «２０２１碳中和行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减碳战略和阶段

性目标,并承诺２０３０年前在运营层面率先实现碳中和,协同生态上下游价值链的

客户、合作伙伴和消费者,共同实现碳排放强度比２０２０年降低一半.２０２０年该企

业总温室气体排放为９５１４万吨CO２e,其中,实体控制范围内的直接温室气体排

放为５１０万吨CO２e,由运营用电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为３７１０万吨CO２e,而

在价值链上下游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５２９４万吨 CO２e.在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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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２０２０年９月投入运行的该企业云计算数据中心,部署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液冷

集群,数据中心PUE可低至１０９;其旗下物流网络科技公司在全行业率先推出基

于电子面单的数字化包裹管理工具,取代传统纸质面单、降低碳排放,累计应用

超过１０００亿个快递包裹,节省纸张４０００亿张;２０２１年其旗下智能导航地图完成

了首次核证绿色出行 MaaS平台减碳额度２４５万吨的交易,将个人绿色出行方式

转化为物质和精神激励,搭建起社会效益和公众意愿之间的桥梁.２０２２年４月,

某电商企业宣布加入倡导低碳技术专利共享的国际平台 “低碳专利承诺”,并对外

免费开放九项关键的数据中心低碳专利,以加速绿色科技的采用,加强协同创新.

２０２２年６月,其数字技术与智能骨干业务云计算公司宣布推出 “能耗宝”可持续

发展平台,助全球客户测量、分析及管理其商业活动及产品的碳排放.

２０２２年５月,某电子商务企业对外发布 «２０２１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

(简称ESG报告),介绍旗下物流公司通过 “青流计划”共计使用 “青流箱”５００
余万次,循环保温箱６０００余万次,投放可循环塑料编织布包装袋６００万个,每年

可节约一次性编织袋使用１４亿次,可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编织袋７０００万个,

２０２１年,共更换旧式燃油配送车４９６０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２２８３２吨 CO２e.

２０２２年该物流公司的智能物流园区获得碳中和认证双证书,成为我国首个 “零

碳”物流园区.该企业承诺将继续推动绿色低碳的一体化供应链建设,实现自身

碳效率提升３５％的目标,同时携手上下游合作伙伴,打造绿色低碳的一体化供应

链生态体系.

６２３　线上线下消费环境影响差异明显

随着电子商务规模不断增大,网络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也愈发受到关注.

电子商务与线下商务在碳排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比线下商务,电子商务的碳

排放更多集中在物流环节和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上.因此,重视物流、数据等电

子商务核心要素的绿色发展对减少碳排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物流环节上,线上交易的商品在运输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碳排放,这主要

取决于运输车的种类和能源类型,特别是冷链卡车和航空运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碳排放.受城市规划、汽车出行高峰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最后一公里产生的

碳排放量在网络消费总碳排放量中占的比例较高.同时,线上交易的商品存在

“二次包装”的情况,除了生产商对商品的初次包装,为确保商品物流过程中完好

无损和增加物流效率所做的二次包装也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根据国家邮政局快

递大数据平台显示,我国快递业日均业务量超过３３亿件,２０２２年全年快递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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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已突破１０００亿件.根据 «中国线上线下购物温室气体排放对比研究报告»估

算,每单快递包裹产生碳排放约为０１９７５CO２e,高于线下购物使用塑料袋产生的

碳排放量.尽管线上购物存在一些环境问题,但是在实际的购物过程中,我们也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如选择绿色环保的包装材料、选择靠近

的物流配送中心等.

６３　面临的挑战

６３１　电子商务双碳发展仍需进一步深化

«中国零售电子商务气候行动与环境表现 (２０２１)»报告从气候变化与环境相

关目标设立、气候变化与环境行动表现、气候变化与环境信息披露、平台用户可

持续管理多角度分析指出,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在气候变化与环境规划的响应速度

与落实程度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些企业缺乏清晰的目标指引,

零售电子商务整体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尚未实现大规模突破,燃油车淘汰尚未成

为主流减排路径等多个方面.

为满足市场需求,运营商、云厂商、互联网企业等纷纷对其数据中心进行升

级、扩容与扩建,而数据中心在处理业务负载的过程中消耗大量电能,间接产生

碳排放.２０２０年,我国数据中心能耗约占全社会的２％,过去８年年均增速１２％,

能源成本占数据中心总成本的一半.尽管企业已经积极地在降低数据中心整体的

耗电量与碳排放上做了许多技术尝试,但按照双碳目标要求,当前数据中心

PUE数值依旧偏高.提高节能新技术的应用水平、完善数据中心企业建设模式、

解决数据中心能耗测算方法 “双重失真”等问题是电子商务数据中心面临的新

挑战.

６３２　绿色供应链转型瓶颈较为突出

供应链绿色物流科技研发和应用需要持续的资金和人才投入.面对巨额的研

发成本投入,电子商务行业中很多中小型企业望而却步.绿色科技的推广使用目

前还仅集中在少数头部企业,而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则参差不齐,未得到大规模

普及.

同时,供应链涉及上下游范围较广,涉及道路基建、仓储地产、设备制造、

运输仓储管理服务等,参与的企业众多.但目前行业内所做的努力和探索还远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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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整个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和整体优化,也缺乏统筹管理、设计和优化的机制,

管理体系有待健全,行业和企业协同也有待加强,以形成共同推动绿色发展转型

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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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Ｇ５　智慧物流新技术生命周期

数据来源:«中国智慧物流２０２５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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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Ｇ６　中国物流行业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６３３　线上购物仍对环境有一定影响

电商平台应用搜索功能和物流调配,有效减少线下零售储存、顾客等待时间

以及人力成本消耗,但网络零售在物流运输和数据中心环节的能源消耗也会产生

温室气体排放,线上购物模式如何能更加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尚需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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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可持续投资管理公司的数据,通过借助集成化的物流系统和利用数据驱动

的资源配置策略,经由线上购物的碳排放量平均而言比实体店低１７％.尽管如此,

顾客与商铺之间的距离、汽车燃料效率、汽车类型、商品的类型以及储存方法等

因素也会影响线上购物的碳排放.因此要实现电子商务的绿色发展,有关企业需

要不断提高能源技术投入效率,采用更为环保的物流方案,包括利用更多的可再

生能源以及采用更为高效的物流路线等.

网络消费的多样化使得人们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发生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产

生了过度消费行为.过度促销不仅会透支市场购买力,还会带来环境污染和不必

要的浪费,不符合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播电商购物消费存在购物冲动等问

题.近七成受访者表示当主播推荐商品时如果喜欢该商品就会购买,４４１％的受

访者认为自己存在购物冲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好地引导消费者,提高理性

消费能力,避免过度消费和浪费.同时,也需要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管,确保消

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得到有效保障.

６３４　电子商务绿色金融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尽管绿色金融正逐步覆盖电子商务领域,但尚未建立完整、全面的体系.截

至２０２２年,共有５２５只绿色债券上市,但相较于其他行业,电子商务及相关行业

绿色债券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在其中占比较小,电子商务行业的绿色转型面临较大

的资金缺口,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满足其绿色发展需要.

为了建立更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电子商务行业需要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如发行绿色债券、提供绿色信贷、支持绿色投资等,这些措施可以促进电

子商务企业的绿色投资和绿色发展.同时,还需要加强电子商务企业的绿色信息

披露,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以便吸引更多的绿色金融资本进入电子商务领域.

此外,政府和监管机构也应该加强监管和规范,确保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和安全性.

最后,还需要加强对消费者的绿色意识和消费习惯的培养.消费者的购买行

为对电子商务的绿色发展至关重要,因此,电子商务企业需要加强与消费者的沟

通和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应该加强绿色

消费的宣传和引导,形成良好的绿色消费氛围,支持电子商务行业的绿色转型和

可持续发展.

８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U �FU	U

F
<
�

*
�
�
&
�
�
&
!
0
=
�

/
B
	


�
�
�
�

�
E
D
D
�
�
�
	
E
�
�
�
0
�
�
E
�

�
�
�
�
4
	

!
�
�
(

	
�
�
@
�
0
)
�

�
�
	
L


�
F
-
�

�
�
	
N
N
�

.
�
-
/
	
�
�
�
�
�

图６Ｇ７　２０２２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与数量 (分行业)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６４　发展趋势

６４１　推动技术和管理创新, 助力电子商务节能减排

发展低碳技术是企业减排的重要手段,包括建立国家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

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等.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中,电子商务企业建立健全绿

色运营体系,需要在协同推进塑料包装治理和快递包装绿色供应链管理,加大节

能环保技术设备推广应用,加快数据中心、仓储物流设施、产业园区绿色转型升

级,持续推动节能减排等多个方面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未来电子商务企业将在

供应链管理中得到更多的低碳科技和政策支持.

数据中心作为电子商务行业信息系统运行的物理载体,已成为电子商务企

业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企业在面对数据中心存在 PUE 值偏高、

建设方式陈旧等挑战下,需要采取加快创新和整合优化的发展思路,通过技术

创新、专项工程和管理体系革新等举措,统筹推进新型数据中心建设,构建以新

型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智能算力生态体系,持续优化用能结构,全面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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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　健全智慧物流生态体系, 助力供应链绿色转型

伴随着我国物流行业快速发展以及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供应链绿色转型逐渐

显现出数字化、全链化和生态化的特征.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区

块链、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持续驱动物流在模块化、自动化、信息化等方向绿色转

型发展.智慧物流具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互联互通、数据驱动.所有物流要素

互联互通并且数字化,以 “数据”驱动一切洞察、决策、行动.二是深度协同、

高效执行.跨集团、跨企业、跨组织之间深度协同,基于全局优化的智能算法,

调度整个物流系统中各参与方高效分工协作.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采集

物流过程的复杂信息,实现物流环节中人、车、货、装备等物流要素的物联网化,

并结合具体业务场景,将不同的物流网络互联互通和数字化,从而形成智慧物流

生态.

鼓励物流行业加强上下游联合,研究使用统一的可循环快递包装编码和规格

型号,联合电子商务企业、连锁商超推广应用可循环可折叠快递包装,采取逆向

物流、联合第三方企业运营等方式,实现智能化管理.加强物流业制造业协同联

动和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当前,一些物流龙头企

业正在用实际行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换代,“以大带小”引领行业的绿

色发展,致力于打造绿色供应链生态.在多方共同努力、协同合作、创新发展下,

电子商务将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和整个供应链的节能减排,稳步迈向

智慧物流时代.

６４３　整合优化电子商务平台资源, 建立完善节能管理机制

通过资源整合,大型电子商务企业积极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力,努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国内各大电子商务平台正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公众绿色消费,包括

提供绿色消费券,鼓励消费者购买低能耗绿色认证的商品;采取 “以旧换新”,提

高产品能效以及实现材料回收利用.

电子商务需建立更完整的节能管理机制,通过细化管理机制有效提高行业节

能效率,推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节能减排,平台可将绿色型技术融入节能

管理体系中,比如使用智能优化和节能管制系统,推广共享开发、共享更新、共

享数据,避免重复的劳动力和资源浪费,推进现代物流技术的集成和发展,提高

物流配送系统的效率,减少燃料的消耗.此外,电子商务平台还可利用其他技术

优势,加大各项节能减排的力度.如采用先进的低碳科技及技术配置,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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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融入建筑节能设计,实施节能改造.加大绿色技术投资,改善企业生

产过程及产品设计,从而达到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

６４４　加强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 打造绿色电子商务良好发展环境

鼓励企业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加强 “数字化”能

力,更好地调配供需关系,从而提高库存周转率,优化物流成本和能耗.电子商

务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把握市场供需变化,对生产工序进行实时监控,

减少物资和能源消耗.大数据可以助力企业有效地管控库存,减少物资的存量,

节约资源,让企业真正落实资源节约的理念.

完善的电子商务标准帮助企业建立并维护一致的质量和安全技术水平,有效

遏制低质商品、服务的出现.通过构建电子商务绿色发展的标准,改善企业内部

的绿色管理发展水平,树立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形象,实现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交互,扩展绿色电子商务体系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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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电子商务规范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我国持续加强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建设,电子商务法治化水平显著提

高.在立法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各方开展广泛的治理实践,优化电子商务营商环

境,着力提升服务质量与交易体验,加强对电子商务重点领域的监管与保护,推

动行业自律和平台合规,电子商务规范发展迈上新台阶.

７１　政策法律现状

２０２２年,我国不断推进电子商务领域立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标准

规范日益完善,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通过中央和地方共同推进,

电子商务政策法律体系化建设不断加强,在服务规范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加

强数字信息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７１１　法律法规情况

为解决电子商务领域的突出问题,回应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

题,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工作持续推进.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关于

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①,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

技术、资本优势及平台规则等从事相关的垄断行为.这一规定可以有效遏制电子

商务领域的垄断行为,维护电子商务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９月２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对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修订②,规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产

８６

①

②

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
[EB/OL]．[２０２２Ｇ６Ｇ２４]．
http://wwwnpcgovcn/npc/c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２０６/e４２c２５６faf７０４９４４９cdfaabf３７４a３５９５shtml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EB/OL]．[２０２２Ｇ９Ｇ２]．
http://wwwnpcgovcn/npc/c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２０９/６６６ec６４４e１７d４１１ca０a２b１b０１fb９f４３８shtml



品除应当根据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外,还应当依照 «电子商务法» «食品安全

法»相关规定,严格落实质量安全责任,保证其销售的农产品符合质量安全标准.

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规范农产品网络销售行为.

为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还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①,聚焦互联网行

业主体责任,强调对数据信息的保护和利用,预防电子商务领域的电信网络诈骗

活动.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的意见»② 发布,对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四大领域提出２０
条政策举措,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 “三权分

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数据基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高数据要素治理效能,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的创新

发展.

７１２　政策规范出台情况

２０２２年,国务院及各部门从支持电子商务重点领域、加强电子商务标准体系

建设、提升市场监管效能等方面入手,积极出台各项政策规范,取得显著成效.

１重点领域持续发力

农村电商领域.农业农村部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发布 «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２０２２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③,强调要深入推进 “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促进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

同时,开展脱贫地区农业品牌公益帮扶,支持脱贫地区经营主体参加各类展示展

销活动,促进与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平台精准对接.３月１７日,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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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人大网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表决通过 [EB/OL]．[２０２２Ｇ９Ｇ５]．
http://wwwnpcgovcn/npc/c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２０９/５９９ff６e５１f８３４１c７９d３９０８ca３５２５８０４３shtml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EB/OL]．
[２０２２Ｇ１２Ｇ１９]．
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２２Ｇ１２/１９/content_５７３２６９５htm
农业农村部官网 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２０２２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

实施意见 [EB/OL]．[２０２２Ｇ４Ｇ１]．
http://wwwmoagovcn/nybgb/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２２０４/t２０２２０４０１_６３９５１５４htm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①,提出要推广社交电商、直播卖货等销

售模式,促进特色农产品销售,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有效指引.４月２５日,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２０２２年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创建工作的通知»②,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健

康发展.５月１８日,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贯通县乡

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有关工作的通知»③,深入推进电子商务与快

递物流配送协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６月２２日,科技部发布 «关于印发 ‹“十四

五”县域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④,提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农产

品电子商务覆盖面,延展农产品物流产业链与供应链,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

推进农村电商进一步发展.

跨境电商领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海关总署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

保税区管理办法»⑤,聚焦综保区企业在发展运营中存在的实际诉求,进一步明确

对海关监管的要求和手续的简化,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商

品的通关效率,使企业切实享受政策红利.５月１７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

贸保稳提质的意见»⑥ 发布,提出要针对跨境电商行业特点,加强政策指导,支持

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相关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９月

１５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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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政府网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

行印发发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 [EB/OL]．[２０２２Ｇ４Ｇ７]．
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２Ｇ０４/０７/content_５６８３９０７htm
农业农村部官网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２０２２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

作的通知 [EB/OL]．[２０２２Ｇ４Ｇ２７]．
http://wwwmoagovcn/xw/zxfb/２０２２０４/t２０２２０４２７_６３９７８５６htm
商务部官网 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关于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

系有关工作的通知 [EB/OL]．[２０２２Ｇ６Ｇ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gztz/２０２２０６/２０２２０６０３３１５７４４shtml
新浪财经网 科技部关于印发 «“十四五”县域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 [EB/OL]．
[２０２２Ｇ６Ｇ２７]．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２０２２Ｇ０６Ｇ２７/doc－imizmscu８９６５０９８shtml? cref＝cj
中国政府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第２５６号令)． [EB/OL]．
[２０２２Ｇ１Ｇ１]．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２０２２Ｇ０３/３０/content_５６８２４７９htm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 [EB/OL]．[２０２２Ｇ５Ｇ２６]．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２０２２Ｇ０５/２６/content_５６９２３６４htm



本的意见»①,提出支持有关地区搭建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优惠

政策申报、物流信息跟踪、争端解决等服务.在上述政策的扶持下,跨境电商贸

易的开展更加高效便利,跨境电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２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消费品在线信誉评价指标体系» (GB/T４１４３０－２０２２)、

«消费品在线信誉评价方法»(GB/T４１４１４－２０２２)、«消费品在线信誉等级划分方

法»(GB/T４１５６２—２０２２)三项标准发布,为政府部门制定电子商务监管相关政

策提供有效的指导,便于监管部门对在线信誉等级较低消费品及其生产企业开展

重点监管,增强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为推动构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服务信用体系,支撑外贸新业态快速健康发展,

«中小微企业跨境电商综合服务管理规范»(GB/T４１８２５－２０２２)、«跨境电子商务

交易服务质量评价» (GB/T４２００７－２０２２)等四项标准发布,规定跨境电商综合

服务、智能手机和陶瓷产品信息多语种描述、交易服务质量评价等方面的要求,

有益于强化对中小微企业跨境电商综合服务的支持,解决跨境电商产品信息描述

存在鸿沟等问题②.

１０月１日, «电子商务物流可循环包装管理规范» (GB/T４１２４２Ｇ２０２２)和

«绿色仓储与配送要求及评估»(GB/T４１２４３－２０２２)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积

极引导相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电子商务物流领域循环包装的普及与应用,

实现电子商务绿色化、可持续发展.

１２月３０日,«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 (GB/T４２２９３－２０２２)国家

标准发布.该标准结合我国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实际,在充分借鉴

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建设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形成.标准内容重点规范商

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者主体责任和义务,既兼顾实体市场与电商平台等不同类型

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又积极回应全球治理体系的复杂变化对商品交易市场

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新要求,对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产生积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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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
[EB/OL]．[２０２２Ｇ９Ｇ１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２０２２Ｇ０９/１５/content_５７０９９６２htm
中国政府网 涉及食品、消费品、工业产品、安全生产等领域———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发布
[EB/OL]．[２０２２Ｇ１１Ｇ２６]．
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２Ｇ１１/２６/content_５７２８８６１htm



深远的影响①.

在国家标准不断丰富完善的背景下,行业标准建设持续提速,电子商务领域

行业标准体系逐步健全,与国家标准形成互补.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０日,商务部发布

«企业对消费者 (B２C)电子商务平台交易规则制定指南» (SB/T１１２３２－２０２２)

行业标准.该标准贯彻 «电子商务法»“发展和规范并举”原则,通过对交易规则

结构和内容的引导,设置行业内部的良好示范,明确平台企业的努力方向,同时

兼顾企业能力,留足发展空间,有助于建立开放、公平、诚信的电子商务市场秩

序.８月１７日,商务部下达２０２２年商务领域行业标准计划项目,«跨境电子商务

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评价规范» «生鲜电商供应链管理指

南»和 «电子合同签约服务规范»等４项行业标准获批立项,有助于提升境内外

消费者的交易体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３市场监管效能全面提升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５日,国家网信办、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

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着力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

长效机制,加强网络直播营利行为规范性引导,鼓励支持网络直播依法合规经营,

促进网络直播行业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②.

４月２８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

(试行)»及其配套评估指标体系,提出要强化网络市场监管,完善网络市场监管

与服务体制机制,从发展、监管、服务、创新、保障等五个方面对网络市场进行

评估,为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方向③.

９月２９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２０２２修

正)»④,确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和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的网络交易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由其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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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国家标准解读 [EB/OL]．[２０２３Ｇ２Ｇ１７]．
https://wwwcnipagovcn/art/２０２３/２/１７/art_６６_１８２１５８html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的意见» [EB/OL]．[２０２２Ｇ３Ｇ３０]．
http://wwwcacgovcn/２０２２Ｇ０３/３０/c_１６５０２４９０３３１０２１９０htm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 (试
行)»及其配套评估指标体系 [EB/OL]．[２０２２Ｇ４Ｇ２８]．
https://wwwsamrgovcn/xw/zj/２０２２０４/t２０２２０４２８_３４４２９０htm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EB/OL]．[２０２２Ｇ９Ｇ２９]．
https://gkmlsamrgovcn/nsjg/fgs/２０２２１０/t２０２２１００８_３５０５５４html



管辖,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市场监管职能,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

暂行办法 (２０２２第二次修正)»等规定,推动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

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

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格局,不断优化电子商务营商环境.

７２　治理实践情况

２０２２年,各相关部门、各地方积极展开治理实践,在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提升服务质量与交易体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治理能力,提高数据信息保护水

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行业自律与平台经营合规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７２１　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治理不断优化

刷单炒信是近年来网络不正当竞争焦点难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连续多年部

署全国性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刷单炒信等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消费者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２０２２年１至１１
月,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刷单炒信案件７３８件,罚没金额约４８６７万元①,

有效打击了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了电子商务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针对直播电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２０２２年３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②,对网络直播营销

有关主体的责任等作出一系列规定,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者经营行为,维护

直播电商行业的市场秩序.

３月１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流量劫持、干扰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作了细化规定,通

过完善规则,统一裁判尺度.针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日益增多以及互联网行业

技术和商业模式更新发展快的现状,该司法解释未进一步列举新的行为方式,而

是严格把握立法精神和竞争政策,及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对法律适用条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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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严打刷单炒信»,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１１版.
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EB/OL]．[２０２２Ｇ３Ｇ２]．
https://wwwcourtgovcn/fabuＧxiangqingＧ３４８０３１html



适当细化,为司法裁判提供必要的规则指引,同时为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技术创新

留出空间①.

１１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人民法院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

典型案例,为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司法裁判提供参考.其中 “APP唤醒策略”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在综合考量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一体保

护”精神的基础上,依法认定涉案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有助于促进科技金融服务

领域电子收付的效率与安全.此外,对 “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处理结果,

体现出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坚决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

鲜明态度②.

７２２　服务质量与交易体验全面提升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与传统交通运输行业的深度融合,网约车、互

联网货运等交通运输领域新业态得到快速发展.２０２２年,交通运输部为进一步提

升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与消费者的交易体验,会同市场监管总局

等１７个部门建立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

等１６个部门建立道路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凝聚部门监管合

力,维护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保护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③.财政部、商务

部等通过优化调整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２０１９年版)»等举措,聚

焦行业痛点,解决跨境电商发展的共性问题.从完善支持政策入手,出台一系列

便利跨境电商进出口的政策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取得显著的成

果.跨境电商企业为响应政策号召,通过打造要素集聚、反应快速的柔性供应链,

提升商品与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海外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

各地为提升服务质量与交易体验,做出许多积极的尝试.如北京市为推动直

播电商产业集聚升级,增强客户交易体验,鼓励企业构建音视频处理、数字人、

智能审核等开放公共服务平台,引导头部直播平台、品牌商、行业协会、职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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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细化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网络不

正当竞争等行为认定 [EB/OL]．[２０２２Ｇ３Ｇ１７]．
https://wwwcourtgovcn/zixunＧxiangqingＧ３５１３１１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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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aorgcn/zxsd/detail/３０４６２html



校与服务机构开展合作①.福建省通过组织６１８网络购物节、中秋促消费活动,举

办双品网购节、福品博览会电子商务系列活动②,持续增强电子商务消费者交易体

验,带动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深圳市司法局发布 «深圳经济特区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③,针对新型消费领域经营行为进行规范,提出不得以默

认勾选、强制捆绑、欺诈等手段强迫消费者开通自动续费服务;赋予老年消费者

在会议营销、集中授课、健康讲座等特定场景购买保健产品的七日无理由退货权

等,直击消费痛点,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好评.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对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修订④,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以及相关行政许可等信息,或者

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更为切实有效地保障电商消费者的权益.

７２３　知识产权保护与治理能力不断强化

在政府、电商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实现新突破,电商平台已经成为保护原创、培育自主品牌、推动知识产权创新

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组织召开跨境电商知识产

权保护指南编写工作线上研讨会,重点研究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重点跨

境电商平台及平台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指引、相关典型案例汇编等内容,为

跨境电商相关平台和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提供重要参考⑤.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明确,要健全知识产权信用监管

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信用监管机制和平台建设,依法依规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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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力争今年成交额达１万亿元! 北京 “拥抱”直播电商产业 [EB/OL]．[２０２２Ｇ６Ｇ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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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wdt/content/post_９７８９３７９html
上海市人民政府网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 对新型消费业态经营者的义务作出特别

规制 [EB/OL]．[２０２２Ｇ１１Ｇ２５]．
https://wwwshanghaigovcn/nw４４１１/２０２２０７２２/２３７７ae５４e２１d４c７a９５ec４７e９３f２b７２３bhtml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知识产权保护司组织研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EB/OL]．[２０２２Ｇ
０６Ｇ０１]．
https://wwwcnipagovcn/art/２０２２/６/１/art_２４３４_１７５８４０html



信行为实施惩戒①.２０２２年９月至１１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２０２２”专项

行动,这是全国连续开展的第１８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此次行动旨在加

强对网络平台版权监管,依法查处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电商平台销售侵

权制品行为,坚决整治滥用 “避风港”规则的侵权行为,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及时处置侵权内容和反复侵权账号,便利权利人依法维权②.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８日,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发布 “剑网２０２２”专项行动十大案件③,深入宣传专项行动工

作成效,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充分展现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与治理能力

的提升.

数字资产确权规则的确立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新机遇,电商企业能够通过数

字资产确权规则将知识产权转化为可交易数字资产,从而解决贷款难、融资难等

难题.２０２２年初,浙江有３家企业依靠数据知识产权获得１４００万元质押融资,有

效缓解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④.６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商务局发布

«北京市数字消费能级提升工作方案»⑤,探索数字资产确权规则,加强著作权人和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人物形象、音乐、图片、文字作品

等权益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中有机整合.１０月,河南首家知识产权数字确权认

证中心在济源成立.济源市知识产权数字确权认证中心成立后,以区块链技术为

支撑,通过知识产权的数字化,为企业提供包括在线确权存证公证、维权保护、

交易服务、知识产权金融等一站式知识产权确权服务,盘活企业目前处于沉睡状

态的大量知识产权资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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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EB/OL]．
[２０２１Ｇ９Ｇ２２]．
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２１Ｇ０９/２２/content_５６３８７１４htm
国家版权局官网 江西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 [EB/OL]．[２０２２Ｇ９Ｇ３０]．
https://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１２２２２/３５６９８１shtml
国家版权局官网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发布 “剑网２０２２”专项行动十大案件 [EB/OL]．[２０２３Ｇ
２Ｇ２８]．
https://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１２２２７/３５７３０１shtml
中国知识产权资讯网 杭州:３家企业数据知识产权质押１４００万元 [EB/OL]．[２０２２Ｇ２Ｇ２１]．
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 newsId＝１３３０８９
北京市人民政府网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数字消费能级提升工

作方案的通知〗 [EB/OL]．[２０２２Ｇ７Ｇ１９]．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２０２２０７/t２０２２０７２０_２７７５５３８html
河南省人民政府网河南首家知识产权数字确权认证中心在济源成立 [EB/OL]．[２０２２Ｇ１０Ｇ２７]．
https://wwwhenangovcn/２０２２/１０Ｇ２７/２６２９４６１html



７２４　数据信息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２０２２年,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针对公共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

等问题,积极开展执法,推动监管实践,数据信息保护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规范电子商务发展,中央网信办２０２２年继续开

展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络直播和短视频领域乱象,打击网络谣言,

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治理算法滥用,整治应用程序信息服务乱象,规范传播

秩序.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国网信系统累计依法约谈网站平台３４９１
家,警告３０５２家,罚款处罚２８３家,暂停功能或更新４１９家,下架移动应用程序

１７７款,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１２２９２家,移

送相关案件线索４２４６件①.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来,有关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监管力度

不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显著提升,电商平台滥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大幅减少.

２０２２年４月,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网信办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开

展为期半年的邮政快递领域个人信息安全治理专项行动②.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

２０１８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批捕１６４５９人、起诉３３４１７人.

其中,２０２２年１月份至９月份批捕１１９９人、起诉６２２３人,较２０１８年同期分别下

降４７２％、上升８７９％③,严厉打击涉及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中

国消费者协会和各地消协组织积极履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职责,通过调查监

督、警示、约谈、揭露批评等方式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特别是２０１４年以来,江

苏、广东、重庆等地消协组织针对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积极打造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手段④.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数据出境安全风险也愈发凸显.２０２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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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国网络执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EB/OL]．[２０２２Ｇ７Ｇ３１]．
http://wwwcacgovcn/２０２２Ｇ０７/３１/c_１６６０８９２４２２７９９９６５htm
中国政府网 国家邮政局 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启动邮政快递领域个人信息安全治

理专项行动 [EB/OL]．[２０２２Ｇ４Ｇ２３]．
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２Ｇ０４/２３/content_５６８６８２４htm
中国法院网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网络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 [EB/OL]．[２０２２Ｇ１１Ｇ２３]．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２０２２/１１/id/７０３１３３２shtml
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２０２２年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 [EB/OL]．[２０２３Ｇ３Ｇ８]．
https://wwwccacn/xxgz/detail/３０６１７html



７日,国家网信办发布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①,全面、系统地提出我国数据

出境 “安检”的具体要求.自该办法实施以来,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数据出境安

全管理,积极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受理工作.如北京市通过细化落实办法

要求,以开通咨询热线、组织政策解读、推动试点案例为抓手,指导本市企事业

单位开展评估申报,取得数据合规出境重要突破②.在数据安全出境评估制度的有

效落实下,跨境电商的数据跨境传输更加安全有序.

２０２２年,多省通过立法对近年来愈发凸显的数据信息保护与利用相关重点问

题进行规定.如 «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③ 作为全国首部以公共数据为主题的地方

性法规,明确了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和重点,要求制定开放目录和年度开放重点

清单,优先开放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等方面的数据.«辽宁省大数据发

展条例»④ 则针对市场主体在数据采集、加工、使用、交易等基本权益方面作了保

障性规定.«陕西省大数据条例»⑤ 设专章强调数据安全保障,加强数据资源管理,

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大数据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

理中的应用.

７２５数字经济发展进程持续加快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的决策部

署,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展开立法实践,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为电子商务发

展夯实法制基础,提供具体指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上海市数据条例»⑥ 正式生效,明确数据交易民事主体享

有 “数据财产权”,确立数据交易价格 “自定＋评估”原则,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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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EB/OL]．[２０２２Ｇ７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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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３２fa５e５７e２０b０a７e８e３bfd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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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网 辽宁省大数据发展条例 [EB/OL]．[２０２２Ｇ６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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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网 上海市数据条例〗 [EB/OL]．[２０２３Ｇ１Ｇ１]．
https://lawsfjshgovcn/＃/detail? id＝６１ada３d６e４b０９１１６e３１０８００c



营机制,标志着上海迈入数据驱动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１１月１日, «深圳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① 正式实

施,该条例立足于深圳产业发展实际,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为主线,聚焦数

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和全链条服务进行制度设计,提出要设立数据交易

平台,探索开展数据跨境交易、数据资产证券化等交易模式创新,为深圳经济特

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明方向.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 «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 “三要素”,即数字

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规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新技

术基础设施等的建设要求,以及数据汇聚、利用、开放、交易等规则.针对数字

经济发展的 “两条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规定数字产业化的技术、

产业方向和企业发展目标,列举数字化转型提升的产业领域及推动措施②,有利于

推动电子商务朝着技术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地方各级政府根据自身产业优势、发展需求,因地制宜积极出台各项

文件,促进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推动数字化建设进程.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１日,江西省

商务厅印发 «关于加快电子商务与产业融合促进线上消费提质升级的指导意见»③,

通过推进 “电商＋”系列行动,如 “电商＋产业品牌” “电商＋工业制造” “电商

＋乡村振兴”“电商＋商品市场”“电商＋商贸物流”,实现电子商务与产业供应链

深度融合,促进全省电子商务生态体系更加健全.７月２７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建 “三

高四新”知识产权强省工作要点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④,提出要大力推进红色经典

品牌培育,依法加强商标保护,推动与互联网、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生态旅游

等产业深度融合,推进湖湘文化开放发展.１１月１６日,江苏省商务厅视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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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商高质量发展十大重点行动»①,聚焦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培育、示范基地升

级、电商直播应用深化、“数商兴农”等重点领域,立足电子商务连接线上线下、

衔接供需两端、对接国内国外市场的重要定位,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江苏电

子商务产业,加快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７２６　行业自律与平台示范引领经营合规

为促进电子商务领域规范健康发展,国家市场监管部门２０２２年开展多项指导

行动,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合规经营,发挥行业自律与平台示范引领作用.２０２２

年４月１３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

指导会,针对平台经济领域存在的强迫实施 “二选一”等突出问题,提出 “五个

严防”“五个确保”,明确要求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

彻底整改.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公布３４家互联网平台企业 «依法合规经营承

诺»,旨在促进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监督②.６月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 “百家平台点亮行动”,督促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百家电商平台,切实

落实 «电子商务法»以及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信息公示义务,通

过 “亮照、亮证、亮规则”来消除网络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不准

确等突出问题③,共同营造公平、诚信、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发展.６月８日,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向全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发出 «关于规范 “６１８”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从落实平台主体

责任、加强商品和服务审核、规范集中促销行为、防范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等

十二个方面作出提示,强调要进一步规范做好 “６１８”网络集中促销活动④.

为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政策创新载体范围,国务院同意在鄂尔多斯等２７个城

市和地区以及廊坊等３３个城市和地区先后设立两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积

极推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为进一步发挥示范区的创新引领作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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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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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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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商高质量发展十大重点行动»,载 «南京晨报»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７日 A０３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社会公开 «依法合规经营承诺» (第一批、第二批、
第三批)．[EB/OL]．[２０２２Ｇ４Ｇ１６]．
https://wwwsamrgovcn/xw/zj/２０２１０４/t２０２１０４１５_３２７８６２htm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点亮”行动———平台透明治理的中国方案 [EB/OL]．[２０２２Ｇ６Ｇ１]．
https://wwwsamrgovcn/xw/mtjj/２０２２０６/t２０２２０６０１_３４７４７８htm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规范 “６１８”网络集中促销经营活动 [EB/OL]．
[２０２２Ｇ６Ｇ８]．
https://wwwsamrgovcn/xw/zj/２０２２０６/t２０２２０６０８_３４７５９８html



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 «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

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①,支持深圳建设国际化网络直播电商服务平台,注

重发挥全国性行业协会作用.１２月２９日,商务部又陆续发布各地区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提出要在杭州、南京、沈阳、广州等地区深化打造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地方也在国务院的指导下开展广泛的治理实践.浙江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制定 «２０２２年全省电子商务合规建设专项行动方案»②,在全省范围开展

电子商务合规建设专项行动,主要内容是聚焦电商平台,突出平台企业责任落实.

深圳市商务局 (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制定 «深圳市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③,全面提升深圳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

深化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支持广东跨境电子商务示范省创建.广州市

检察院联合广州市各部门发布 «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合规指引 (试行)»,按照跨

境电商行业的市场主体进行分类,共分为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电商企业、物流企

业、支付企业和其他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五类,从正面引导和反面禁止两个角度,

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提出针对性指引④.

７３　发展趋势

在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电子商务规制环境快速完善,治理水平不

断提升,在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提升数据信息利用水

平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我国电子商务法律规范体系将进一步完善,监管

能力与水平全面提升,协同治理与国际合作进一步强化,电子商务领域将以更好

的姿态迎接业态创新融合带来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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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商务部官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

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 [EB/OL]．[２０２２Ｇ１Ｇ２４]．
http://tjtbmofcomgovcn/article/e/２０２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０３２３９８８６shtml
央广网巩固 “电商强省”地位,浙江将开展电子商务合规建设专项行动 [EB/OL]．[２０２２Ｇ４Ｇ１２]．
http://zjcnrcn/gstjzj/２０２２０４１２/t２０２２０４１２_５２５７９２４０５shtml
深圳市商务局官网 深圳市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EB/OL]．
[２０２２Ｇ１１Ｇ１５]．
http://commerceszgovcn/gkmlpt/content/１０/１０２３９/mpost_１０２３９０７３html＃５０７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官网 喜迎二十大 跨境电商行业有了合规指引 [EB/OL]．[２０２２Ｇ１０Ｇ１４]

https://wwwjcygzgovcn/xw/２３６７４jhtml



７３１　政策法规持续回应电子商务新发展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数据安全、个人信

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电子商务领域立法的精细化要求程度逐步

提高.未来,立足于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基于电子商务领域不断涌现的新业态

新模式,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将不断加强.以电子商务为重点的

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将进一步完善,在激活数据要素、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强化

数字经济安全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法治保障.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未来我国将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

构建响应及时、保护合理的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探索完善互

联网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完善算法、商业方法、人工智能产出物知识产

权保护规则①,进一步强化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知识产权立法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引导电商平台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全流程管理,

充分发挥法治保驾护航的作用.

在促进电子商务诚信建设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加快推动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三次修订,在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向社会公开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对打击刷单

炒信行为进一步细化完善.一方面,明确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 “交易信息”“经

营数据”“资格资质”等相关信息作虚假宣传;另一方面,明确经营者不得通过组

织虚假评论等方式帮助虚假宣传②.严格打击经营者的违法失信行为,营造诚信经

营的市场理念,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诚信建设.

７３２　全面提升治理能力与水平

随着法治基础不断夯实,国家相关部门出台针对性的举措,各地也在积极探

索创新性的模式对电子商务市场进行监管治理,电子商务领域治理能力与水平将

全面提升,推动电子商务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搭建事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加强源头治理、过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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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EB/OL]．
[２０２１Ｇ９Ｇ２２]．
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２１Ｇ０９/２２/content_５６３８７１４htm
人民网 市场监管部门严打刷单炒信 [EB/OL]．[２０２３Ｇ１Ｇ１７]．
http://societypeoplecomcn/n１/２０２３/０１１７/c１００８Ｇ３２６０７８４７html



加快完善电商平台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安全、价格、广告等监管制度机制.明确

线上市场各类主体责任,落实平台企业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商品质量等的审核

把关和监督责任.建设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提高线上市场风险监测和预警

能力①.

二是创新监管方法,坚持技术执法,推行柔性执法,着力破解电子商务新业

态监管难题,推进 “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电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涉及

到大量信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公开相关信息,包括经营数据、产品质量、服

务水平等,有利于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拓展监管广度,提高监督质量.同时,强

化对电子数据的取证固证,能够有效防范和解决虚假宣传、侵权假冒、误导消费

等问题,实现 “可预期的监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展开信用评价,将平台的经营

行为进行分类评级,有助于监管机构实现精准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三是推进各部门之间协同治理,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现重复监管.为实现

电子商务领域监管机构专业化、高效化,可以从确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

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责任分工、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规则、健全跨部门综合

监管工作机制四个方面入手②,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综合分析把握市场动态,统筹

协调各部门监管职责.在风险的识别和处理问题上,结合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

法、网络安全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等多项法律法规,

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刷单炒信、大数据杀熟、强制搭售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充分提高监管效能和监管水平.

四是加强重点领域的监管力度,及时跟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问题,

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能动性.针对电子商务领域出现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现象,

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治理手段创新,防止各种有碍电子商

务市场发展的情况出现.为减轻电子商务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健全集中整治

与日常监管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实现电子商务绿色发展.

７３３　积极应对业态创新融合挑战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产业和互联网技术进一步融合,电子商务领域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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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的通知[EB/OL]．[２０２１Ｇ１２Ｇ１４]．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２０２２Ｇ０１/２７/content_５６７０７１７htm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 [EB/OL]．[２０２３Ｇ１Ｇ１３]．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２０２３Ｇ０２/１７/content_５７４１８９８htm



业态创新融合的趋势①.直播电商、即时电商、生鲜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

展,电子商务加速线上线下融合、产业链上下游融合、国内外市场融合发展②,对

相关主体和行为规范带来挑战.各方应加强协作,积极应对,推动电子商务发展

进入合规、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电商平台涉及的数据量巨大,其中包括消费者个人信息、交易记录、物流信

息等.在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模式下,数据信息面临更大的泄露风险.

为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应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规范建设,强化电商企

业的合规发展意识,指导并推动其不断完善信息管理制度.通过深化治理与合规

的方式,应对业态创新融合带来的挑战 .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跨境电商日渐成为推动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随着全球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加之物流成本提高、国际市场规则制约、市场参

与主体复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加大、难度提高.为了促进跨境电商更好地

发展,应着力推进跨境物流一体化建设,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降低和

贸易伙伴跨境电商发展壁垒.同时,为确保跨境电商数据出境活动安全合规,应

强化对跨境电商数据出境的监管,完善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筑牢国家数据安

全重要防线.

此外,在电子商务服务过程中,快递包装、物流配送是重要环节,便捷生活

的同时也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在全球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的当下,电商企业应当

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承担社会责任,推广绿色物流、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探索环

境友好发展模式.

７３４　强化协同治理与国际合作

随着电子商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出现,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

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成为突破治理难题的有效方式.一方面,电子商务

领域需要政府部门的正确引导,因此落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强调政府在电子商

务监管与治理问题上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激发和引导行业协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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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 «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报告:电子商务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指出,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逆

势成长,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商务在拉动消费、推动消费升级、防疫保供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商务部官网 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EB/OL]．[２０２１Ｇ１０Ｇ２６]．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２０２１１０/２０２１１００３２１１７５９shtml



子商务经营者、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探索多方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

加强社会监督,有利于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力,推动电子商务领域持续

健康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全球社交电商的快速发展,国际治理合

作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国家予以充分支持,积极参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实施,发挥与日韩等东亚国家深度合作优势,在

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领域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创建中日韩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①.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跨国贸易和全球化的重要手段,探索推进

电子商务领域规则协同和治理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构建公平、开放、共享的国

际经济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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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EB/

OL]．[２０２２Ｇ８Ｇ２５]．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２０２２/content_５７１０６１１htm



|第８章|
电子商务人才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伴随着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电子

商务新业态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就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人才需求进一步

增加,电子商务已经成为 “稳就业”的重要阵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在创造就业中大显身手.同时,电子商务人才供给进

一步优化,国家职业大典中新设 “电子商务服务人员”职业分类,为优化政策支

持导向和人才培养方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各类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不断优化

强化,社会培训力量持续做大做强,政、产、学、研、用联动的多层次、多渠道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形成,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

支撑.

８１　发展现状

８１１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从业情况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据电子商务交易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测算,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６９３７１８万人,同比增长３１１％.

当前,得益于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融合度不断提升,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就

业领域已不再局限于互联网与电子商务企业,而是覆盖了传统的第一、二、三产

业,包括农业、工业、国际贸易、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咨询服务业、政府及各

类企、事业单位等,从业范围十分广泛.从就业岗位类型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主要分布在三类岗位,一是技术类岗位,主要从事软件/平台的设计与开发、数据

分析、算法设计、数据库建设、软件测试与运维等相关的技术工作;二是运营类

岗位,主要从事企业网络营销推广、内容运营、平台运营、客户服务、产品运营、

新媒体运营、供应链服务、法律服务等平台与店铺运营类工作;三是综合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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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企业内部的规划、咨询、组织、协调、监督等工作,包括综合管理、项

目经理、产品经理等岗位.

８１２　电子商务人才高等教育培养情况

１普通高校 (本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国电子商务专业布点院校和招生及毕业人数进一步扩大.当前,

电子商务类专业下设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及法律和跨境电子商务三个本科专业,

是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中唯一可授予管理学、经济学、工学学士学位的专

业类,体现了鲜明的学科交叉性.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国开设电子商务类专业的高

校共６１２所,专业布点共６６２个,其中电子商务专业布点５６３个,较２０２１年减少

２个;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布点７８个,较２０２１年增加２９个;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

布点２１个,较２０２１年增加１个.

从专业数量来看,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国内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的本科院校共有

５６３所,其中３０所 (含)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６个,广东 (３９所)、湖北

(３８所)、江苏 (３４所)分别排在前三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是２０１９年新设立的

本科专业,目前开设本科跨境电商专业的高校数为７８所,其中５所 (含)以上的

省份有浙江省 (９)、广东省 (７)、山东省 (７)、江西省 (６)和辽宁省 (５) (见图

８Ｇ１,８Ｇ２).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是电子商务和法学的交叉融合,全国共有２１所高

校开设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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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Ｇ１　２０２２年全国开设电子商务专业本科高校数量前十省份

数据来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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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Ｇ２　２０２２年全国开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高校数量前十省份

数据来源:教育部

从专业区域分布来看,电子商务类专业在东部地区院校相对集中.近些年来,

河南、江西等中部省份院校开设专业数量逐步增长,西部地区的发展也比较快速.

随着跨境电商产业的迅猛发展,跨境电商专业的发展迅速且分布广泛,特别是在

沿海、沿边地区院校发展较快 (见图８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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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Ｇ３　２０２２年各地区开设电子商务类专业本科高校数量统计及占比

数据来源:教育部

２普通高校 (研究生)电子商务方向人才培养情况

当前高校电子商务研究生培养方式,大多是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应用经济学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一级学科下自设二级学科或相关学科方向,主

１０６

������
� ����



要研究方向如:电子商务技术与应用、电子商务与物流、电子商务管理、电子商

务与大数据分析、电子商务服务质量、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农村电子商务、跨

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信用管理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发展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提出,到２０２５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

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和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培养电子商务专业学位

研究生,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电子商务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

重大需求方向.

３高等职业 (专科)电子商务类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高职院校是培养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的主力军,肩负着为电商企业发展提供

应用型人才保障的重要任务.目前高职层面电子商务类专业下设了６个专业:电

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农村电子商务和商务

数据分析与应用.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国高职专科电子商务类专业全国布点数量为

２３５２个,其中共有１５４６个院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相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７０所;３７２

个院校开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相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５１所;７２个院校开设移动商务

专业,相比２０２１年减少２所;２２１个院校开设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相比

２０２１年增加９５所,同比增长率达到７５％;３７个院校开设农村电商专业,相比

２０２１年增加７所;１０４个院校开设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相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６

所 (见表８Ｇ１).

表８Ｇ１　２０２２年全国高职专科电子商务类专业布点数量统计

专业名称 院校数量统计 较２０２１年变化

电子商务专业 １５４６ 增加７０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 ３７２ 增加５１

移动商务专业 ７２ 减少２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 ２２１ 增加９５

农村电商专业 ３７ 增加７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 １０４ 增加６

总计 ２３５２ 增加２２７

　　数据来源:教育部

从专业数量来看,超过１００个专业布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共有１１个,排

在前列的有:河南２５１所、广东２０３所、安徽１６３所、江西１５７所、山东１４３所

(见图８Ｇ４).其中,电子商务专业专科招生规模在６个专业中最多,开设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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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职业院校共１５４６所,其中６０所 (含)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１１个,

河南 (１６４)、广东 (１１７)、安徽 (１１７)排在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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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Ｇ４　２０２２年全国开设电子商务类专业高职专科数量前十省份

数据来源:教育部

从专业区域分布来看,电子商务类专业在东、中部地区相对集中,占全国开

设电子商务专业的高职专科院校数量的７０％以上,西部地区也在不断发展,比重

不断增加 (见图８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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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Ｇ５　２０２２年各地区开设电子商务类专业高职专科数量统计及占比

数据来源:教育部

８１３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职业建设和社会培训发展情况

１ “电子商务服务人员”职业分类设立,进一步凸显电子商务吸纳就业重要性

２０２２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２０２２年版)»发布,正式设

立 “电子商务服务人员”职业分类,下设两个职业,分别为电子商务师S (４Ｇ０１Ｇ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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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Ｇ０１)和互联网营销师S (４Ｇ０１Ｇ０６Ｇ０２).其中电子商务师S指 “在互联网及现代

信息技术平台上,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员”,包含网商、跨境电子商务师、电商咨询

师等工种;互联网营销师S指 “在数字化信息平台上,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

公信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的人员”,包含直播销售员、商品选品员、视频

创推员以及平台管理员等工种.国家职业分类的调整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就

业领域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电子商务相关职业分类层级低、职业定义过

宽等问题,新经济业态催生大量新兴岗位,凸显电子商务人才服务国家战略的重

要性,为新兴领域和新兴岗位的从业人员提供了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等部门共同探索开展电子商务职业标准开发、技能评

价等相关工作,推动电子商务职业公共服务不断完善.

２积极打造国家级电子商务继续教育载体

商务部高度重视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工作,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指导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中心建设国家电子商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大力推进电子商务

人才培训,在师资建设、平台服务及联合培训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基地在大力开

展电子商务师资培训的基础上,创新电子商务讲师人才培养模式,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连续举办六届中国电商讲师大赛,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选拔并培养了

数千名优秀电子商务讲师,持续为基地师资体系补充新生力量.大力拓展线上培

训渠道,依托基地开发建设的在线学习平台 “亿木课堂”,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

化司与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联合录制了 “数商青年”电子商务云课;联合中国

电商乡村振兴联盟开发建设 “数商兴农”电子商务云课,提供农村电商线上公益

课程,截至２０２２年底,“数商兴农”电子商务云课平台已为２１个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开通服务.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基地打造的 “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在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连续两年被中央网信办评为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优秀案例”,２０２２
年作为成功案例被收录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白皮书.积极推进人才培养资源合作,２０２２年基地联合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及平台企业共同开展 “乡村振兴电商带头人培训计划”,

联合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及直播平台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定制举办 “农村

青年主播”培训活动,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平台企业参与实施 “她力量

乡村振兴帮扶计划”,提升农村妇女就业技能.

３平台企业与社会组织培训稳健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持续加大对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的

投入力度,不仅在创造新就业岗位、提升就业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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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创业就业基础服务生态,提供培训认证服务,实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面向

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人才短缺的瓶颈问题,各电商企业纷纷聚焦电商 “新农人”培

训创业等推出一了系列专项行动.某短视频平台实施的 “乡村英才计划”注重培

育扶持具备新媒体素养和数字化技能的电商 “新农人”,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已覆盖８
个省市自治区,合作本专院校７００余家,完成培训２０余万人次; “乡村守护人”

创作者扶持项目已吸引超过２６万名主体参与,带动助农产品销售超过２３６亿元.

面向跨境电商发展热潮,某大型跨境电商B２B平台联合教育集团依托其国际站计

划五年内培养超过２００万跨境电商人才,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方式与多所高校合作

建立 “跨境电商人才培育基地” “数字贸易人才基地”,还为来自越南、柬埔寨、

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多国创业者提供了线上创业课程,将数字经济经验分享到了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除电商企业外,相关社团组织也聚焦电子商务人才需求广泛

开展多样化的培训活动.２０２２年３至７月,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与亚洲开发投资银

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针对中亚国家大学生开设了跨境电商线上课程,将理

论完备、成体系的跨境电商教育 “中国方案”开放给沿线国家.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至

２９日,在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指导下,中国电商乡村振兴联盟联合湖南、

黑龙江两省商务主管部门举办 “２０２２年脱贫地区企业三品一标认证培训”,６９家

企业参加培训,其中４１家入选联盟帮扶企业名单.２０２２年,中国电商乡村振兴联

盟陆续在２２个原贫困县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开展 “三品一标”培训认证工

作,助力脱贫地区企业农产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推

动当地优质农产品品牌化、电商化发展.

８２　发展特点

８２１　数字经济新业态助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发展

作为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不断推进技

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对电子商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升.电子

商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电子商务生态产业链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愈发明显

地表现出跨界、协同与创新性特点,岗位职能随着业务的变化不断迭代更新,对

于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力要求也更高,电商企业对人才学历的要求整体呈高移趋

势.从需求结构看,电子商务运营、新媒体营销、新兴技术应用、内容创作、社

群管理、直播相关人才,成为企业对电子商务人才的第一诉求.直播行业的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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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高学历人群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主播能力、流量运营、产品孵化等都需要

更加专业化的管理人才.从职业能力来看,电商企业更趋于选择综合素质全面、

兼具电子商务知识与垂直行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要求从业人员不仅具备电子商

务运营技能、数据分析能力、营销推广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还要具备持续学习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综合来看,电子商务相关的中高端人才需求,特别是与新媒体、平台运营、

内容营销、平台治理等相关联的高层次人才需求将持续大幅增加,这种结构性的

调整对学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营销和运营能力、数据处理能力等将

成为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全行业需要更多具有更高的职业素养、

知识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专业化程度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８２２　技术创新加快多元化交叉复合人才发展

电子商务是依靠信息技术进行的商务活动,随着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在电商企业中

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比如区块链产品溯源、分享制造、智慧物流、云化SaaS
服务、AR/VR/XR技术提升顾客体验等方面.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和融合应用

的不断深化,对电商企业的更多业务模块产生影响.电商企业需要更多掌握信

息技术知识,具备数字化思维,拥有高度综合创新能力和商业实践能力的交叉复

合型人才.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据要素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专业数据分析与应

用人才的需求量及对人才培养层次的要求也快速提升.培育大数据运营和分析、

新兴数字技术、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服务等技术技能人才已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

当务之急.

８２３　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跨境电商人才发展

当前,随着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不断深化,跨境电商在增强国内大市场全球吸引力的同时,有效释放了国

内强大的供应链生产力,持续助力提升协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跨境电商业务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直播、数字化营销、

海外仓管理、本土化运营等新型职业岗位对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也对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及职业素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有效推动了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

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中小微企业入驻电商平台,５００人以下的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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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成为跨境电商运营人才招聘主力军.在跨境电商核心岗位中,运营人才需

求仍处于快速增长、供不应求的阶段,相关岗位对跨境电商运营人才跨境电商全

链条业务能力、掌握各大平台规则流程等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

８２４　数商兴农有力推动农村电商人才发展

２０２２年中央１号文件指出,实施 “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

加快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

２０２２年２月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扩大电子商

务进农村覆盖面,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主体;优化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功能.农村电商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员返乡创业,实现了乡村人才的回流,有

利于破解人才瓶颈制约.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实现了农产品互联网化销售,更助

推了乡村原产业的转型升级、催生了电子商务服务业等新的配套产业集群,以及

一些乡村原来没有的产业,提供了更广的就业机会和领域,推动农村电商人才复

合型能力和垂直领域纵深能力的提升.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各级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农村电商人才相关的扶持政策,

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优秀人才队伍等方面深入探索.通过高校教育改革、

内部人才挖掘、乡村人才培训、平台助农/兴农计划等多种方式培养了大量专业人

才,带动乡村全面发展.

８２５　深化互联网生态治理, 推动电子商务法律人才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

书,强调培育良好网络生态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也在

互联网生态治理的推动下不断完善.近年来,«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试行)»等法

律法规相继颁布,监管服务持续优化,体现我国电子商务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突

破.电子商务法律与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推动了电子商务法律人才核心素养的培

养和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推动了电子商务法律人才的培养.电子商务法律知识

的专业性、法律程序的复杂性和法律责任的严格性则都对电子商务法律人才的培

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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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面临的挑战

８３１　电子商务人才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２０２２年,电子商务行业整体发展步伐虽因疫情反复等影响有所放缓,但随着

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实施,不断激发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电子商务行业人才需

求总量仍在不断扩大.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应用的日益普遍,激烈的市

场竞争也加剧了对于专业性人才的需求.按照 “十四五”规划要求,电子商务及

相关服务业就业人口需求将达到７０００万,而目前我国高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人数

供给相较需求存在巨大差距.

８３２　新模式新业态引发电子商务就业结构转变

电子商务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推动了电子商务就业结构转变,创造大量新兴

细分职业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电子商务的职能分工.据估算,２０２２年,全国即时

配送迎来爆发式增长,订单量突破４００亿单,同比增长超过３０％.① 如何将本地

实体店供给与即时物流相匹配,改造供应链以提高效率成为即时配送未来持续发

展的关键问题.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对原有从业者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传

统电子商务从业者进行深度地技能迭代与升级.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对电子商

务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及时更新新模式新业态下电子商务从业人员的就业需求,快

速调整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方式.

８３３　院校人才培养滞后于行业发展需求

高校的培养模式以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为主,知识理论更新速度跟不上快

速发展电子商务行业的实际需求,实习实践与产教融合等环节的效果也因成本高、

周期长等问题大打折扣.随着电子商务模式业态的加速迭代,数据要素成为重要

的生产资源,电子商务行业对于拥有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数据治理、数字营销

等专业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需求将不断增加,目前高校对于高层次应用创新型人才

培养严重短缺的问题也将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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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发展趋势

８４１　人才培养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将进一步深化

电子商务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快,仅靠院校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进行培养

容易造成知识与能力滞后,无法满足电子商务企业的创新发展.当前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的应用效果并未达到预期,主要原因在于产教融合仅停留在浅层合作,

缺乏不同主体间的有机协同.因此,对产教融合在认识与实践上需进一步深化,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推动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完成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环境、过

程与需求的对接与耦合.通过政府的政策引领与指导,解决当前产学研动力不足、

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学院、产业与学科间技术转化平台,强化

电子商务人才创业培育孵化、就业供需对接等服务.以产学研模式为基础,以工

作岗位需求为纽带,增加学校与企业间深入协同研究,多主体、多渠道搭建校企

合作平台和协同育人项目;引导发挥企业教育资源,利用企业平台实现产教结合,

发挥产教联盟作用,构建创新平台,共同培养适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专业人才.

８４２　电子商务人才立体化培养体系将不断优化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需求旺盛、层次多样且仍处于不断地快速发展中.在当前

的高等学校培养途径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电子商务高等职业和本科教育体

系,但尚未有专门的电子商务研究生层次学科点.培养高层次的电子商务专业学

位研究生,是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子商务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大需

求.优化完善专本硕博多层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为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提

供人才储备,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要求和有效支撑.此外,立体化培养体

系将打破以往人才培养局限在单一高校、单一学科专业的局面,探索高校与企业、

科研院所等多主体联合培养新模式,采取多种方式,联合社会力量,推动电子商

务领域职业认证.针对专本硕博不同层次人才,分别从高校、企业、研究所等多

角度思考有效的培养模式,推进合作式学习、项目化训练、开放性实验等多种教

学方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

８４３　电子商务人才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建设将逐步增强

电子商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引发了网络隐私、数据滥用、网络诚信等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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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何发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正面作用,对于商业利润 “取之有道”,正确使

用客观存在的媒体和技术创造社会价值,对于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商务人才至关重

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加强基于互联网的商业伦理、

价值观、道德规范、职业素养等方面的教育,注重价值观塑造.

８４４　电子商务人才市场服务和权益保障将不断完善

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催生了包括平台就业、灵活就业、共享员工在内的多

种电子商务人才就业新形态.电子商务新模式的发展也改变了企业的用工理念,

出现了灵活用工与云用工等新的雇佣模式.电子商务从业者则可以通过平台自主

创业或同时服务于多家公司,增加更多的就业选择.高效能的电子商务人才市场

是电子商务人才就业的重要渠道,通过区域协作、双线互动等方式,将为电子商

务人才提供更多新模式新业态背景下的各类创业培育孵化、就业供需对接服务.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加快新业

态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权益保障体系建设.在为各类新形态从业者提供个性化的职

业指导、创业培训服务的同时,提供便捷化的劳动保障、税收、市场监管等政策

咨询服务,探索适合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模式,推动服务网点与文体

设施建设,为新形态从业者提供更全面的生活便利与文体服务供给.

８４５　电子商务行业人才综合评价机制将更加健全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新兴行业与个人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然而评价机制

的滞后导致电子商务企业在人才招聘与培养过程中存在盲目性.人才评价是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电子商务行业人才的综合评价机制将有助于

明晰电子商务人才成长路径,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在电子商务行业人才评价机

制建立的过程中,需把品德作为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探索基于职业道德的评价

退出机制.充分调研高校、研究所、企业等并听取相关各方意见,尊重不同职业、

不同岗位、不同层级人才的特点,建立健全涵盖品德、知识、能力、实绩、贡献

等多要素的综合评价机制.遵循不同类型人才的成长发展规律,综合 KPI和

OKR视角及导向,将过程与结果评价、短期与长期评价相结合,科学设置评价

考核周期与评价标准动态更新机制,以满足电子商务高速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才

评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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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地方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拉动消费需求、发展外贸新动能,助力乡村振兴等重点方

向,强化线上线下联动、生产与消费联动、国际与国内联动、发展与规范联动,

全力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９１　地方电子商务发展概况

９１１　各地网络零售市场规模情况①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２０２２年,各地网络零售规模持续增长,市场规模进一

步扩大.

在东部地区,广东省、浙江省和北京市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占全国网络零

售额比重 (以下简称 “占比”)分别为２４７４％、１５３６％和１１９１％,合计达

５２０１％.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分别为２６７３％、１５２７％和１００８％.

从增速看,山东省网络零售额增速最快,同比增长率为８９％,其他东部省市的网

络零售额增速基本平稳 (见图９Ｇ１).

在中部地区,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排名前三,网络零售额占比分别为

２０７％、２０３％和１６％,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分别为２０１％、２０７％和

１６６％.从增速看,江西省网络零售市场发展较快,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１４３％,

１１６

① 按照重点监测自建平台及第三方平台内经营者工商注册地所属省份及地区 (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进行统计的网络零售额.对于平台内经营者中的个人店铺,其网络零售额优先按照店铺商

品主营发货地统计,未标明发货地的,按照平台公示的店铺经营所在地统计.根据统计局公布最

新标准,划分地区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

东、海南１０个省 (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６个省;西部地区

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１２个省

(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３个省.



位居中部地区首位 (见图９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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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Ｇ１　２０２２年东部地区省份网络零售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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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Ｇ２　２０２２年中部地区省份网络零售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在西部地区,四川省、重庆市和陕西省的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占全国比重

分别为 １８１％、１２２％ 和 ０６１％,实 物 商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在 全 国 占 比 分 别 为

１７４％、１０２％和０５６％;从增速看,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网络

零售额同比增长较快,分别为１６９％、１６２％和１３％ (见图９Ｇ３).

在东北地区,辽宁省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较大,网络零售额占全国的０８２％,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分别为０３５％、０３１％;从实物网络零售额来看,辽宁省仍然

位居东北三省首位,在全国占比达到０７９％;从增速看,辽宁省网络零售额增速

较快,同比增长１５５％.从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增速看,黑龙江省实物商品网络

零售额增速较快,同比增长１１７％ (见图９Ｇ４)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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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Ｇ３　２０２２年西部地区省份网络零售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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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Ｇ４　２０２２年东北地区各省份网络零售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９１２　各地网络零售市场主体和品类区域分布情况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２０２２年,各地电子商务市场主体进一步增加,主要分

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从网络零售店铺数量看,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

河南省的网络零售店铺数排名前五,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１７７％、１０３％、

８１％、６７％、５２％,电商企业密集度较高 (见图９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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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Ｇ５　２０２２年网络零售店铺数量排名前十位省份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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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Ｇ１　２０２２年各省份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的商品品类

省份 商品类目名称 排名 省份 商品类目名称 排名

北京市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１ 天津市 文化办公用品 １

文化办公用品 ２ 日用品 ２

通讯器材 ３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３

河北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山西省 粮油、食品 １

日用品 ２ 日用品 ２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３ 文化办公用品 ３

内蒙古自治区 粮油、食品 １ 辽宁省 粮油、食品 １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日用品 ３ 日用品 ３

吉林省 粮油、食品 １ 黑龙江省 粮油、食品 １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日用品 ３ 日用品 ３

上海市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江苏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化妆品 ２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２

日用品 ３ 日用品 ３

浙江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安徽省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１

日用品 ２ 日用品 ２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３ 粮油、食品 ３

福建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江西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日用品 ２ 家具 ２

粮油、食品 ３ 日用品 ３

山东省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１ 河南省 日用品 １

日用品 ２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粮油、食品 ３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３

湖北省 文化办公用品 １ 湖南省 粮油、食品 １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粮油、食品 ３ 日用品 ３

广东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 粮油、食品 １

日用品 ２ 日用品 ２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３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３

海南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重庆市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１

化妆品 ２ 文化办公用品 ２

粮油、食品 ３ 粮油、食品 ３

四川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１ 贵州省 烟酒 １

粮油、食品 ２ 粮油、食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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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商品类目名称 排名 省份 商品类目名称 排名

日用品 ３ 日用品 ３

云南省 粮油、食品 １ 西藏自治区 烟酒 １

化妆品 ２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２

饮料 ３ 日用品 ３

陕西省 日用品 １ 甘肃省 粮油、食品 １

文化办公用品 ２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粮油、食品 ３ 日用品 ３

青海省 粮油、食品 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粮油、食品 １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２ 日用品 ２

日用品 ３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粮油、食品 １

金银珠宝 ２

日用品 ３

　　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９２　各地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９２１　多措并举提振消费

２０２２年,各地紧紧围绕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开展特色化网络消

费促进活动,激活城乡消费市场,促进消费提质扩容.

一是搭建消费新场景.各地强化线上线下联动,打造新潮消费场景,为消费

者带来丰富多彩的网络促销活动.吉林加快发展新零售,借力 “新电商”,拓展消

费新场景,通过打造重点商圈和特色街区、“夜经济”集聚区,不断提升城市 “烟

火气”.长春红旗街这有山、延吉朝鲜族美食街、梅河口东北不夜城成为著名网红

打卡地;老字号企业亮相上海进博会,开展云上逛展、云端采购、云端交易.青

海引导智慧型商业实体改造,引导省内商贸综合体、商业步行街运用数字技术改

变传统经营模式,运用数字技术改进管理模式、优化消费场景、增强消费体验,

涌现出西宁力盟、万达广场、唐道６３７等集商旅文、游乐购于一体的智慧型商业

实体和网红商业区.

二是打造数字消费节.上海、广西等地聚焦培育高品质数字生活,组织电商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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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品牌企业举办数字消费节庆活动,围绕新场景、新体验、新生态开展品牌

商品、品质服务促销.上海举办 “全国网上年货节” “数字生活节” “１１直播月”

等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充分发挥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在 “全国网上年货

节”期间组织电商平台联合进博 “６＋３６５”平台等推出 “上合组织国家优品特色

直播”,给消费者带来上合国家优质产品.广西开展 “全国网上年货节” “壮族三

月三e网喜乐购”“丝路电商国际电商节”“数商兴农丰收节”“跨年电商节”等

消费节庆活动,打造网络促消费活动IP,形成电商消费引领全年、贯穿全年、带

动全年的浓厚氛围,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助力桂品出乡.

三是满足消费新需求.消费既关联着经济增长,也关联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青海省商务厅会同９个部门联合出台加快全省数字生活建设的实施意

见,会同１３个部门共同组织 “畅享数字生活”系列活动,联合省发展改革、财政

部门研究制定全省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若干措施,丰富网络购物、

智慧出行、数字学习、在线医疗等数字消费供给服务.广东推动５G、区块链、人

工智能、云服务、虚拟现实、３D打印等新技术在电商领域应用,提升电商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参与 “新一代通信与”网络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

“三部两院一省”产学研合作机制,从而促进企业运用多元化的新科技新技术,构

建形式多样的线上消费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

带来更高品质的网络消费体验.

９２２　跨境电商提振外贸

２０２２年,各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培育壮大跨境电商市场主体,逐步完善跨

境电商的产业链和生态圈.

一是强主体.四川出台 «关于促进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快速健康发展的重点举

措»,强化跨境电商主体招引培育,全省跨境电商公服平台新增备案企业４６６家,

累计２７２５家,举办２０２２中国 (四川)出口商品 “世界播”“跨境电商助力产业出

海”等活动,培育孵化一批示范标杆出海企业,带动四川产业产品出海.浙江加

快主体培育,开展 “店开全球、品牌出海、独立站领航”三大行动,对传统出口

名牌企业是否适合做跨境电商、发展独立站等逐家进行排摸;组织综试区赴深圳

举办交流活动,安吉、义乌、慈溪等产业带５０余家企业参加跨境电商大会展览;

联合杭州市共同主办 “潮起钱塘数字丝路”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商峰会,指导杭

州举办２０２２首届 “亚马逊品牌出海高峰论坛”,绍兴举办跨境电商服务季活动.

二是重融合.湖南认定首批跨境电商孵化中心,积极探索跨境电商孵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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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产业集聚区;推动 “产业带＋跨境电商”融合发展,邵阳假发、醴陵陶瓷、

益阳竹制品等优质产业带相继 “上线出海”.重庆全面推广 “跨境电商＋产业带”

模式,推动产业带 “抱团出海”,引导企业通过９７１０、９８１０方式报关出口;全力

推动口岸 “快处快放”机制覆盖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保障跨境电商进口

通关稳定顺畅.广东开展 “跨境电商＋产业集群”试点,推动跨境电商与产业集

群融合发展,促进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近５年全省家电、手机、生物医药网

络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８４％、７０％和９３倍.

三是优环境.深圳着力创新监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支持跨境电商通关监

管场所不断优化服务,提升深圳跨境电商通关便利化水平;支持跨境电商专业服

务企业提高专业服务能力水平,强化产业分工合作,共同构筑良好产业发展生态.

青海采取建设、运营双推进方式,推进西宁、海东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建设,加

快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健全完善,加速产业集聚和国内省内企业招引入驻,跨境电

子商务交易实现 “零”的突破,成为全省外贸发展新增长点.宁波加强金融支持,

全国首创的 “易跨保”金融服务方案以 “信用补充”为跨境电商卖家和跨境电商

服务商提供全套风险保障和融资支持.

９２３　电子商务保供服务民生

２０２２年,各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重点电商平台 “无接触”服

务优势,组织货源稳定价格,搭建民生保供桥梁.

一是强化民生供给保障.上海在确保疫情防控前提下,协调保障重点电商平

台７０个大仓、１１７６个前置仓保持运营,为返岗保供人员发放复工证,全力保障电

商平台商业节点网点应开尽开、人员能出尽出;组织电商平台以 “集采集配、平

价套餐”作为保供主要方式,推出多种保供套餐,上线流动超市、社区团购,最

大限度满足市民基本生活需求.湖南组织多家电商企业结合平台商品大数据,对

重点民生商品、重点区域进行分析,加强与蔬菜、水果、肉禽、粮油、蛋类、奶

制品等大型基地或龙头厂商对接合作,机动调整SKU种类与数量,形成有效的应

急联动,充分保障民生商品供应,稳定市场物价.重庆编印 «电商平台保供能力

提升工作指引»«电商保供人员闭环管理举措»等制度,建立电商大仓、外卖配送

等 “白名单”制度,构建点对点 “２４小时在线协调机制”,电子商务高效助力突发

疫情保供应急工作.

二是畅通快递物流渠道.江西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商贸物流企业保供快速反应

机制,将全省２５家物流园区和９９家重点企业纳入快速调度范畴,为承担商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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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城乡配送、电商快递、生活必需品供应的３０多家重点企业出具 “民生保供企

业资质证明”,有力保障了民生防疫物资充足供应和物流畅通.天津按照各区域防

疫要求及保供特点,先后制定推动西青区 “大仓直配、小团入户”、津南区 “线下

为主、线上补充”、河北区 “春节连市、丰富品类”、武清区 “保供包销”、和平区

“科技助力保供”等电子商务保供区域模式,打通保供末端 “最后一公里”.

９２４　电子商务赋能产业转型

２０２２年,各地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实现传统

经济转型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一是电商供应链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广东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电商的渠道优势和数据优势,使得生产端与

消费者的连结更加紧密,人、货、场匹配更加精准,积极促进全省制造业与互联

网深度融合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通过 “上云、用数、赋智”打通供应链全链

路数字化,以消费需求牵引供给变革,反向推动产业的确定性供应,从而减少中

间环节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供应链效率.佛山以产业供应链为切入点,将陶瓷企

业的采购集中到平台上,实现采购的集中化、透明化和去中间环节化,构建 B２B

＋O２O陶瓷产业链全球性集采平台,实现采购方与源头供应方的直接对接,探索

出一条 “数字经济＋佛山制造”的新路子.厦门建设数字贸易示范区,以 “数字

＋”产业为抓手,以供应链为核心,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创中心

等共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实验室,先后打造了生鲜食材、大宗商品等行业数字化

供应链平台,持续完善国家物流枢纽信息服务平台、跨境贸易物流信息化平台,

打造独具厦门特色的供应链数字化发展生态.

二是电商新模式推动农业数字化升级.湖南推广 “电商＋”模式,开展 “电

商＋农产品、电商＋文旅、电商＋民俗产品”,扩展 “电商＋”空间,促进电商与

乡村振兴特色深度融合;引导直播电商、短视频电商、内容电商、社交电商等电

子商务新载体向农村普及,鼓励农产品生产、电商企业在直播平台上开设企业号,

推动电商新载体深入三农领域,宣传推广 “乡村故事”.吉林围绕农产品十大产业

集群、千亿斤粮食、千万头肉牛、农产品品牌建设工程,打造 “吉字号”网销热

品,人参、鹿产品、黑木耳、吉林大米网络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７０８％、４５５％、

２９０％、２４５％.

三是电商新业态引领服务业多元化转型.陕西结合智慧商圈智慧商店示范创

建活动和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积极推动社区商业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应用;西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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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西安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无接触配送体系建设方案»,提升末端配送便利化、

智能化服务水平;渭南将２４小时无接触智能柜率先引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

点.云南不断推进商圈数字化,推进国家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南屏街及２８条省级

试点步行街数字化建设,支持昆明、红河、大理等州市８条试点步行街１６００万元

进行数字化提升改造;昆明市、曲靖市列为商务部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普洱市、香格里拉市列为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省级试点,支持４个试点城市

１２００万元推进商业综合体、大中型商场 (超市)、商贸企业和商户开展数字化改

造,实现线上与线下、商品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发展.

９２５　数商兴农扩容增质

“数商兴农”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以涉农商务数

字化转型促进农业生产数字化和乡村振兴.２０２２年,各地探索 “数商兴农”新模

式,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

一是聚焦惠农,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数商兴农”背景下,打通 “农产

品上行”通道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新疆以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为依托,以 “科技＋电商”促进产品研发,制定产品标准.针对新疆特色农产品

保质期短、运距长、损腐率高等长期存在的问题,鼓励有实力企业研发改进产品

生产包装,以技术突破实现产品触网升级,形成优势产业;阿图什市通过 “气调

保鲜技术”的科技赋能,无花果价格由０４元/枚提升至１２元－１５元/枚,助农

增收近１４０万元,带动就业７００人次.江苏实施 “数商兴农”工程,联合知识产

权等部门共同指导盱眙龙虾、高邮鸭蛋、镇江香醋等重点地理标志产品与大型电

商平台加强合作,开展 “数商兴农”专场活动,聚力推介 “江苏好物”;推动无锡

市与相关企业实施 “数字物流＋数字消费＋数字溯源”数字提升合作,依托本地

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在市区范围内建设１１５个社区智慧 “菜篮子”网点,打造 “无

接触配送＋自助提货”的新模式,拓宽传统农副产品流通和消费新渠道.

二是踔厉振兴,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广东探索数字农业县域示范试点,

构建新会国家现代陈皮产业园、阳西水稻精准种植 “５G＋智慧农业”智慧农业试

验区,程村蚝、罗非鱼、荔枝、东水山茶４个数字农业产业园;佛山市南海区里

水镇、汕头市澄海区 “农产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投入运行.湖南实施

“数商兴农”助力乡村振兴行动计划,明确 “数商兴农”工作目标和六大行动１６
项主要任务,并将 “数商兴农”工作纳入全省市州、县区乡村振兴考核内容,探

索形成全省一体化推进机制.重庆支持培育重点涉农电商１８０余个,发动７０余家

１２４

������
� ����



电商企业、服务商等与涉农区县、乡镇开展 “热土梦想”超能团队等项目合作;

组织开展 “美好重庆商家护航计划”“２０２２年农行杯青年电商农产品销售大赛”等

活动,中心城区以外区县培育新增电商市场主体较２０２１年增加近２万家,累计培

训农村电商人才超万人次.

９３　各地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的主要举措

９３１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２０２２年,各地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连点成

片、抱团发展,围绕 “党建＋电商”精准发力,为产业发展增添 “红色动能”.

党建引领电子商务行业自治.吉林成立直播电商省级行业独立党委,指导各

市州、各县市成立新电商产业党建联盟或新业态联合党支部,整合乡镇党组织优

势资源,出台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若干措施和政策帮扶、关爱凝聚、

基础保障三项清单,树牢抓党建主体主责主业意识,在全国率先自主开发了 “第

一书记代言”APP和 “村官代言”小程序助农惠农电商平台,为新电商事业领航

蓄能.青岛成立直播电商行业党建联盟,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全面加强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精神,出台 «青岛市直播电商行业党建联盟指导意见»

«青岛市直播电商行业党建联盟组成及职责»,会同市委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共

同成立青岛市直播电商行业党建联盟.

党建带动电子商务助农兴业.广西荔浦结合全市１３个乡镇的集体经济建立

“电商助农”工作机制,采用 “市、镇 (乡)、村”三级联动运营的线上销售模式、

建立农产品销售链接,着力打造上联生产、下联消费,利益紧密联结、产销密切

衔接、长期稳定的新型农商关系.江西赣州南康区龙岭镇龙岭村党支部坚持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依托 “党建＋电商”,在电商集聚区设立电商服务中心,打造龙岭

镇电商村小网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党支部安排１０多名能力强的党员 “一对

一”帮扶电商企业,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难题;积极选

派党员、优秀青年参加电商培训,把党员培养成电商骨干,把电商骨干培养成致

富带头人,让掌握一技之长的党员带动更多群众创业就业,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致富优势.

１２５

0���0������*�
����	



９３２　健全电商生态体系

２０２２年,各地积极推动电子商务生态体系建设,完善电子商务相关政策法

规,优化电子商务载体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规范电商市场监管.

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吉林健全完善政策体系,陆续出台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实施方案、农村电商发展实施意见、新电商发展五年规划、直播电商三

年行动计划、跨境电商园区管理办法,为新电商发展架起 “四梁八柱”.宁波配合

落实国家、省、市稳链纾困助企若干政策,与市财政局联合印发 «宁波市商务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实施跨境电商海外仓贴息政策的通知»,加大对跨境电商企业建

设海外仓融资支持力度.山东印发 «关于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１３条措施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印发 «山东省 “齐鲁电商贷”业务实施

管理办法»,引入政策性担保机制,打造 “政银担”合作模式,为电商经营主体提

供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

强化示范带动效应.各地高度重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工作,将其作

为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促进电子商务应用的主要抓手.江苏常

州西太湖电子商务产业园内的电商企业已经有效带动了常州市乃至周边城市一批

传统制造企业电商转型升级,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江西安远县

电子商务产业园以打造农村物流服务品牌为契机,以解决城乡物流 “最后一公里”

问题为切入点,探索建立 “智慧园区＋智运快线＋数字平台”三位一体的城乡智

慧物流发展新模式,为构建资源共享、服务同网、信息互通、便利高效的发展格

局提供了一个成本可控、利润可观、效用可期的新选择.

提升电商公共服务.四川评选省级数字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组织开展

“电商公共服务市州行活动”,为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户提供人才、技术、数字

贸易、信息资源、金融等数字化公共服务.甘肃兰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公共服

务平台入驻企业２１７家,线下产业园区入驻企业７８家,建成 “星乐买”首家进口

商品折扣店,大力推动保税备货零售进口新模式.西藏逐步完善流通网络,２０２２
年新增８个县 (区)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４４个重点乡村服务站点,并在以

往工作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开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结合电商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搭建线上疫情保供服务平台,提供生活必需品采购、配送、跑腿

等服务.

倡导绿色低碳发展.安徽商务厅与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召开电商快件不再二次

包装动员会,指导省网商协会发布 «安徽网商绿色发展倡议书»,推进电商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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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贵州推动电商企业节能增效,强化绿色发展理念;鼓励电商企业通过产地直

采、原装直发、聚单直发等模式,减少快递包装用量;引导电商企业与商品生产

企业合作,设计应用满足快递物流配送需求的商品包装,减少商品在快递环节的

二次包装.辽宁推广绿色包装,引导企业集中采购品类相近、体积相同、包装方

式近似的快递包装材料,以降低企业包装成本的方式激励企业使用减量、可循环、

可降解的绿色包装,营造绿色低碳节能的发展环境.

提高监管服务水平.宁夏开展 “网剑行动”,举办法律法规专题培训班,邀请

高等院校和专业讲师面向全区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平台企业和电商从业

者,针对性地进行 «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的培训.四川出台 «关于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推动平台经

济、共享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展年度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深圳将深圳关区跨境电商清单审核业务及海外仓备案业务,集中到邮局海关统一

办理,实现监管服务资源集约化运作,提高跨境电商规范化管理水平,畅通关企

线上线下沟通渠道,便利企业 “一站式”办理业务.

９３３　深化丝路电商合作

２０２２年,各地抢抓RCEP新机遇,积极发展 “丝路电商”,打造丝路电商合

作平台,支持数字产业链全球布局.

积极搭建 “丝路电商”合作平台.上海起草 «关于建设 “丝路电商”合作先

行区的方案»,聚焦开放举措、核心载体、公共服务、辐射带动等重点领域和环

节,建设一批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项目,探索地方参与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

的新路径,打造 “丝路电商”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实践区、国际贸易创新区、双向

投资桥头堡、综合服务示范区和国际人才集聚地.河南连续六年举办全球跨境电

商大会,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蒙古、斯里兰卡、

亚美尼亚、泰国、柬埔寨等１０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华大使、公使、参赞、

领事出席,签约了一批合作项目,为发展 “丝路电商”搭建了高端化、专业化的

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山东放大青岛 “国际客厅”溢出带动效应,先后搭建面向韩

国、日本、德国、以色列、上合组织国家的 “国际客厅”,为双向经贸交流提供集

展示、推介、路演、接洽、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

深入推动 “丝路电商”务实合作.广东抢抓 RCEP生效机遇,支持跨境电商

企业在RCEP市场建设独立站,加快在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布局

海外仓,完善海外末端配送网络.引导跨境电商企业在商业集聚区、重点商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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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RCEP成员国产品展示体验中心,扩大进口商品种类;联合泰国、印尼等国家

的电商协会,成立RCEP跨境电商联盟,与 RCEP国家驻穗总领事馆开展对接交

流,推进合作项目落地;目前广东在 RCEP国家建设海外仓超１００个,面积近６０
万平方米.广西立足面向东盟开放窗口区位优势,打通南宁综合保税区与钦州港

口岸跨境电商公海联运出口物流通道,实现区内跨境电商９６１０出口商品直接转关

至钦州港口岸出境,解决了广西以往跨境出口商品转运省外的困境;南宁空港国

际跨境电商中心建成并实现常态化运营,全国首趟开往 RCEP成员国的国际货运

班列在南宁国际铁路港顺利开行.

９３４　提升统计监测能力

２０２２年,各地持续完善电商数据监测体系,进一步丰富电商大数据的广度、

维度和深度,助力探索行业规律、洞察产业前沿、研判业态方向.

推动电子商务统计监测规范化常态化.湖北与第三方大数据平台合作开展湖

北省电子商务市场大数据监测分析,数据监测范围涵盖全省１７个市州,覆盖全国

主要的网络平台.深圳一方面采用分行业等距抽样的方式重新确认２０２２年电子商

务月度样本库共１８０家企业,并每月实际采集超２２０家企业报表数据;另一方面,

建立限上网络零售百强企业周运行监测机制,通过定期走访和定期联络,及时了

解重点企业周交易额数据变化的现状和原因,加强趋势预测分析,有效提升电商

统计对决策的参考作用.

提升电商大数据服务平台应用质效.２０２２年,青海数字商务综合服务平台首

期工程 “全省商业消费监测分析系统”建成运行,实现对全省商业消费线上线下

全景化、省域范围全覆盖、采集数据全口径、动态可视化的监测分析;能够为商

贸和生产企业有效对接市场提供智慧服务,为政府掌握商贸经济发展动态、实现

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年内共出具各类分析报告、信息等２０余份.广西成立自治区

级商务大数据监测预测预警专班,做好典调电子商务企业认定和统计分析工作;

２０２２年,广西成品油零售终端数据实时采集监控系统工作经验在全国大数据技术

开展监测预测预警工作交流会上获典型发言.

９３５　聚力专业人才培育

２０２２年,各地通过集中培训、送服务下基层等方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一系

列电商专题培训,为电商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加强常态化电商专业人才培训.天津推进产教融合联盟的人才培养模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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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府、院校、企业、平台多方联动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营造校企合作新

生态;电商引才育才与 “稳就业”“保就业”共同推进,天津外国语大学与电商平

台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学校发挥小语种多的优势,企业提供实训基地,共同

拓展学生就业新途径.吉林积极构建新电商发展人才保障体系.整合资源,与省

教育厅共同推动建立全省高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与省科技厅合作,建立新电商

科技创新战略联盟;政校合作,与吉林大学、吉林财经大学、长春光华学院建立

合作,共育产业发展高端人才;由师入手,建立省级电商讲师库,充实一线实战

专家入库.广西联合多部门多平台开展 “美好广西助跑计划” “星火计划” “乡村

振兴电商人才培训”“桂姐姐直播培训”等活动,推动平台出台优惠政策,深入２０
个以上市县开展平台服务资源对接,开展近５０场线上或线下电商公益培训,培训

超８万人次,助力商家上线触网.

积极组织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大赛.贵州开展以 “一码贵州乡村振兴杯”为

主题的电商直播大赛,共吸引４９０个团队报名,６６所高校参加,有效提升大学生

为家乡产品代言、助力乡村振兴的自豪感,充分激发青年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创

新创业的热情,孵化培育了一批优秀直播团队,进一步提升黔货品牌影响力、助

力 “黔货出山”.江苏南京市举办 “生活新向往、消费新主张”城市美好生活创作

者大会,开展网络营销人才培训、青梅计划、大学生互联网营销师大赛以及网络

营销峰会四大主题活动,积极引领广大平台内容创作者契合 “Z”时代消费理念,

创新应用新媒体资源,创作高质量城市新消费传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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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政策汇编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２０２２０６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１１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２０２２修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２０２２０９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１１９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２０２２０９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１２０号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法

(２０２２修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２０２２１２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１２６号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２０２２修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２０２２１２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１２８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２０２２
修正)

中共中央、国务院 ２０２２１２０２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的意见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２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

施条例 (２０２２修订)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２号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 (２０２２修

订)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２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

例 (２０２２修订)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２号

互联网 上 网 服 务 营 业 场 所 管 理 条 例

(２０２２修订)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２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２０２２
修订)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２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 (２０２２
修订)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２号
农药管理条例 (２０２２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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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１０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７５５号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１１８ 国发 〔２０２２〕２号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３２１ 国发 〔２０２２〕９号
国务院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６０６ 国发 〔２０２２〕１３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

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７３０ 国发 〔２０２２〕１５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

的决定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８２５ 国发 〔２０２２〕１８号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０１２２ 国函 〔２０２２〕８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等２７个城

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的批复

国务院 ２０２２１１１４ 国函 〔２０２２〕１２６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廊坊等３３个城市和

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

批复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１１０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２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

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３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

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４２０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９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５１７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１７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现

代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５１７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１８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

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９０１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２９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

度包装治理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９０７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３０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９２８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３５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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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１０１５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３７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第十次全国深

化 “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

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７１１ 国办函 〔２０２２〕６３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数字经济

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９０９ 国办函 〔２０２２〕９４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市场监督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国办发明电 〔２０２２〕３号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

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

发展改革委 ２０２２０７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５１号

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 (２０２２修订)

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２０２２１０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令第５２号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２０２２
年版)

交通运输部 ２０２２０９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

部令２０２２年第３３号

道路 旅 客 运 输 及 客 运 站 管 理 规 定

(２０２２修正)

交通运输部等 ２０２２１１３０

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 安 部、商 务 部、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

办令２０２２年第４２号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 (２０２２修正)

海关总署 ２０２２０１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令第２５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

办法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３２４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５５号

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 (２０２２
修改)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４１４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５６号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８０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５８号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９２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６１号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２０２２第二次修正)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９２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６１号

市场 监 督 管 理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２０２２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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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银保监会 ２０２２１２２６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２０２２年第９号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

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２０２２０６２７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

第１０号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２０２２０７０７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

第１１号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２０２２１１２５

国家互 联 网 信 息 办 公 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安部令第１２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发展改革委 ２０２２０１１４ 发改就业 〔２０２２〕７７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

费工作的通知

发展改革委等 ２０２２０１２４ 发改体改 〔２０２２〕１３５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

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

发展改革委等 ２０２２０４２９ 发改运行 〔２０２２〕６７２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２０２２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发展改革委等 ２０２２０７２９ 发改产业 〔２０２２〕１１８３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新时代推

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展改革委等 ２０２２１１２４ 发改社会 〔２０２２〕１７８６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教育部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 全国总

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关于推动家

政进社区的指导意见

发展改革委 ２０２２１２１５ “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商务部 ２０２２０８２９ 商电函 〔２０２２〕４１１号
商务部关于２０２２年增补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的通知

商务部 ２０２２０９２７ 商贸发 〔２０２２〕１５２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商务部等 ２０２２０１２４ 商国际发 〔２０２２〕１０号

商务部等６部门关于高质量实施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指导意见

商务部等 ２０２２０１２５ 商流通发 〔２０２２〕１１号
商务部等８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

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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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商务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
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商财函 〔２０２２〕５４号

商务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关于

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做好跨周期调

节进一步稳外贸的工作通知

商务部等 ２０２２０５１８ 商流通函 〔２０２２〕１４３号

商务部　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关于加

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

流配送体系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务部等 ２０２２０６１４
商办 服 贸 函 〔２０２２〕１５４
号

商务部等１１部门办公厅关于抓好促进

餐饮业恢复发展扶持政策贯彻落实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等 ２０２２１２０６ 商流通函 〔２０２２〕５５５号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文物局关于加强

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动促进品牌

消费的通知

商务部等 ２０２２１２１３ 商资函 〔２０２２〕５４９号

商务部等１０部门关于支持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更好发挥示范作

用若干措施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２２０３２４
工信厅企业函 〔２０２２〕５８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一

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工信厅信发函 〔２０２２〕７１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２２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２２０４１２
工信厅信发函 〔２０２２〕７５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２２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申报工

作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２０２２０５１２
工信部联企业 〔２０２２〕５４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等

关于开展 “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２０２２１０２８
工信部联电子 〔２０２２〕１４８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教育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

印发 «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

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２０２２１１０３
工信厅联节函 〔２０２２〕２９９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国管局办公室

银保监会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

于组织开展２０２２年度国家绿色数据中

心推荐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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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２０１１４ 农发 〔２０２２〕１号

农业农 村 部 关 于 落 实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２０２２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

署的实施意见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２０６１０ 农办市 〔２０２２〕８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农业品

牌精品 培 育 计 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

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２０８２１ 农办市 〔２０２２〕１２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数字化建设指南»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等 ２０２２０４２５ 农规发 〔２０２２〕１７号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开展２０２２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

工作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等 ２０２２０５０９ 农质发 〔２０２２〕２号

农业农村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关于印发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

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 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交办 科 技 函 〔２０２２〕１０７
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２２
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

申报工作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 ２０２２０５２４ 交运规 〔２０２２〕１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 «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 科技部 ２０２２０１２４ 交科技发 〔２０２２〕１１号

交通运 输 部 　 科 学 技 术 部 关 于 印 发

«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等 ２０２２０４０７ 交运发 〔２０２２〕４９号

交通运输部 铁路局 民航局 邮政局 国

铁集团关于加快推进冷链物流运输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财政部等 ２０２２０１２８ ２０２２年第７号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关于调整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清单的公告

财政部等 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财办建 〔２０２２〕１８号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乡村

振兴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

建设行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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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财政部 税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４２９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２０２２年第１８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快递收派服务免

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６１２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２０２２年第２２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

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

文化和旅游部等 ２０２２０３２１ 文旅产业发 〔２０２２〕３３号
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 自然资源部等关

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

文化和旅游部等 ２０２２０７０８ 文旅市场发 〔２０２２〕７７号
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 自然资源部等关

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民政部等 ２０２２０５１０ 民发 〔２０２２〕２９号

民政部 中央政法委 中央网信办等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

科技部 ２０２２０６２２ 国科发农 〔２０２２〕１５８号
科技部关于印发 «“十四五”县域创新

驱动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 ２０２２１０１３ 自然资办发 〔２０２２〕４５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过渡期内支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通知

应急管理部等 ２０２２１１２８ 应急 〔２０２２〕１１９号

应急管理部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邮

政局关于加强互联网销售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的通知

人民银行 ２０２２０３３０ 银发 〔２０２２〕７４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２０２２年金融支

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人民银行 ２０２２０６１６ 银发 〔２０２２〕１３９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外贸新业态跨

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

海关总署 ２０２２０９２０ 署综函 〔２０２２〕１４３号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 «海关总署支持广

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

作若干措施»的通知

海关总署 ２０２２１０２８
海关 总 署 公 告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０６号

海关总署关于公布 «海关高级认证企

业标准»的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２０３１５ 国市监科财发 〔２０２２〕２９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十四五”市

场监管科技发展规划»的通知

市场监管总局等 ２０２２０１１９ 国市监稽发 〔２０２２〕１０号

市场监管总局 教育部 公安部关于开展

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

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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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市场监管总局等 ２０２２０５３０

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

部、国家林草局公告２０２２
年第１５号

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

关于停止执行 «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

易的公告»的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等 ２０２２０６２３

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

关总署 公 告 ２０２２年 第 ２０
号

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 海关总署关于发布 «查处生产经

营含金银箔粉食品违法行为规定»的

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等 ２０２２０７０６
国市监标技发 〔２０２２〕

６４号

市场监管总局等１６部门关于印发贯彻

实施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

划的通知

市场监管总局等 ２０２２１１０１ 国市监质发 〔２０２２〕９５号

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信办 国家发展改

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

业农村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

生健康委 人民银行 国务院国资委 税务

总局 银保监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印发进

一步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行动

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的通知

市场监管总局等 ２０２２１０３１

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信办 文化和旅游

部 广电总局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电

影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

动的指导意见

市场监管总局等 ２０２２１１０４

国家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

告２０２２年第３７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关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的公告

银保监会 ２０２２０１１０ 银保监办发 〔２０２２〕２号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保险

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银保监会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银保监办发 〔２０２２〕３７号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２０２２年进一

步强化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作的

通知

银保监会 人民银行 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银保监规 〔２０２２〕１３号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

知识产权局 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国知发保字 〔２０２２〕５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２０２２年全国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

知识产权局 ２０２２０７２０ 国知发保字 〔２０２２〕３０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 «展会知识

产权保护指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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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知识产权局 ２０２２１２１３
国知办发保字 〔２０２２〕６４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知

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创建示范管理

办法»的通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２０２２０６１４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 (２０２２修订)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 (２０２２
修订)

邮政局 ２０２２０１２８ 国邮发 〔２０２２〕１号

国家邮政局关于印发２０２２年重点工作

和邮政快递业更贴近民生七件实事的

通知

邮政局 ２０２２０５１１ 国邮发 〔２０２２〕２２号
国家邮政局关于深入推进邮政管理部

门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

邮政局 ２０２２０５１１ 国邮通告 〔２０２２〕７号

国家邮政局关于发布 «邮件快件实名

收寄验视操作规范»邮政行业标准的

通告

邮政局 ２０２２０９３０ 国邮办传 〔２０２２〕２４号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疫情防

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

(第八版)»的通知

邮政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２０２２０８０１ 国邮发 〔２０２２〕３１号

国家邮政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印发 «邮政快递业职业技能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

领导小组
２０２２１２１４

国物 流 领 导 小 组 办 发 电

〔２０２２〕１９１号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畅通邮政快递服务保

障民生物资运输的通知

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２０９２６ 国乡振发 〔２０２２〕１１号

国家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部关于鼓励

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

指导意见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 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民政部商务部

关于印发 «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

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２２０２２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

检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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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文部门 发布日期 文　号 名　称

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２２０８０２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的

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１０２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涉外审判

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１２２６ 法发 〔２０２２〕３５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

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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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案例集

商务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战略部署,聚焦电商产

业集群建设,深入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以下简称 “示范基地”)创建工

作.自２０１１年以来,通过强化政策引导、聚合要素资源、完善公共服务、推动政

产学研合作等举措破除产业发展瓶颈,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规模效应、知识

溢出效应、要素重组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在培育壮大电商企业、激励

新技术应用、促进模式创新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创业就业和消费升级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电子商务 “双创”重要平台和数字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为发挥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示范基地创建经验成果宣传和交流,进一

步提升示范基地建设整体水平,报告编写组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将其先进经验和做法汇总形成建设案例集,供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相关产业园区和研究机构人员参考.

B１　强化政策扶持和要素投入 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示范基地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整合电子商务要素资源,强化政产学研

合作,建设新型电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套,助力电商产业化集群化发展,已

成为各地数字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B１１　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风口　
壮大电商产业集群

　　近年来,广州市抢抓数字经济风口,以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为切入点,在产业政策、园区打造、主体培育、配套建设、综合保障等多个方面

全线出击,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氛围,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

广州市相关政策的引导和带动下,４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成效明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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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以下简称 “琶洲试验区”)自２０２１年获评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以来,不断锐意进取,提升发展能级,壮大产业集群,电

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优势细分产业集聚发展.２０２１年,琶洲试验区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３６６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３％.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底,琶洲试验区落

户电子商务企业超６２００家.

政策先行,夯实发展平台.广州市区两级先后出台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推动电子商务跨越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广州市海珠区扶持直播电商

行业发展若干措施»«广州试验区琶洲核心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等２０余项支持琶洲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鼓励支持发展电子商

务、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社交电商以及与电商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

算等细分产业,构建行之有效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打造立足湾区、引领全国、

辐射全球的电子商务总部集聚区,吸引一大批知名电商企业落地琶洲建设总部大

厦,带动相关领域总部企业、产业链企业进驻,“头部企业＋上下游服务＋数字技

术＋人才＋产业金融”的产业生态集群已经逐渐完备.

壮大主体,引领发展矩阵.广州市因地制宜,依托产业集聚效应,打造系列

品牌活动,助力各类电商主体茁壮成长.一方面,以构建产业生态为目的,吸引

各类电商企业集聚,形成了以美妆电商、服装电商、家具电商为主的电商产业群,

培育了１０余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辐射带动大批电商企业落户该基地.另一

方面,陆续举办直播电商节 (中国广州)、网上年货节广州专场、双品网购节广

州专场、夏日网购节等系列品牌促销活动.其中连续两届直播电商节主会场及启

动仪式在广州塔举办,吸引大量试验区内企业积极参与,有效提升试验区内企业

知名度和影响力.２０２２年初举办的网上年货节广州专场,联合试验区内知名电商

平台为广州市民发放２０００万元新春消费券,取得良好反响.

优化配套,营造发展氛围.对标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标准,广州坚持

从营商环境着手,全面优化琶洲试验区配套服务.硬件方面,充分整合现有社会

资源,为电商产业发展提供优质载体空间,建立完备的居住、商业、文体、教育、

医疗等配套设施,并规划建设１０余条轨道交通线路.软件方面,建成广东省首家

粤港澳大湾区政务服务中心,首创电商服务有专员、到场办事有专窗、优惠政策

有专集、信息公开有专栏 “四专服务”模式,全方面提升企业办事效率.充分发

挥广州互联网法院作用,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司法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建设智慧审理平台,突破时空限制,为电子商务贸易提供极简化诉讼服务

体验,真正实现 “事不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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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人才,强化发展支撑.广州持之以恒从多个方面着手,构建适配琶洲试

验区创新发展的电商人才体系.创办公益的 “广州电商云课堂”,为商家提供电商

业务、法律合规、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培训,目前已举办１７２期,培训人员超１００
万人次.细化人才绿卡制度实施办法,专设条款对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的高管和

骨干技术岗位人员授予人才绿卡.落实支持创新人才集聚实施细则,为优秀人才

提供住房补贴、教育保障、医疗服务、交通保障、出入境保障等全方位服务.组

建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产业人才联合会,举办紧缺人才专场招聘会和琶洲企业知名

高校行等活动,建设琶洲试验区线上人才对接 “智聚”平台,吸引２００余家区内

企业参与,受到参与企业的一致好评.

B１２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持续发力跨境电商　搭建中

国－东盟跨境电商大通道

　　中国－东盟 (南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作为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核心载体,主要以南宁综保区为依托,借助综保区政策优势

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园区已建成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服务项目,如东盟邮政跨境

电商监管中心、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心、跨境电商监管仓及保税仓等,电子商务

产业在园区初步形成集聚效应.近年来,园区跨境电商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面向

东盟市场业务占比超过９５％),２０２１年完成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约１１０９７８９万

单,同比增长１５９８２％,实现交易额约５７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５６％.园区电

子商务产业发展提质增速,跨境电商发展驶入快车道,已成为南宁高新区乃至南

宁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积极探索通关新模式,创造跨境电商通关新速度.紧紧抓住自贸试验区、综

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 “三区叠加”政策优势,优化 “三合一”集约化监管

模式,推出企业分类分级管理、跨境电商数据预录入、跨境电商货物不卸车监管

等多项措施,实现一站式办理通关业务,日均通关包裹达１００万件,平均通关时

长缩短到１小时,相关创新举措获海关总署备案推广.创新通关管理信用系统,

按照 “守法便利、违法惩戒”原则,根据跨境电商出口企业信用分级给予差别化

通关管理,对业务运营规范化程度高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实行不卸车监管模式,

即装载出口跨境电商货物的车辆运抵监管中心场所后,海关不予查验可直接放行

出区或到放行装车区办理转关手续后出区.平均通关时长大幅压缩,人工成本降

低５０％以上,日均查验能力从４００票提高到１０００票以上,实现 “管得住、通得

快、效率高、成本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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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提升跨境电商服务支撑.在现有跨境电商综

合服务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平台系统,完成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海关端设备

的升级改造.建设跨境电商监管仓及保税仓、银海保税仓等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１５万平方米,配套跨境电商冷库、分拣中心等基础设施,吸引了多家物流服务

企业入驻,有效保障大型跨境电商企业的仓储需求和东盟水果进口需求.建成

跨境电商创新中心,为深圳、杭州、义乌、泉州等地区的５０多家企业提供 “多语

种跨境直播”服务.配合参与编制教育部 «跨境电商海外营销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

完善 “跨境电商＋国际联运”新模式,畅通跨境电商物流通道.推动南宁综

试区至东盟跨境电商货运班车 (中国南宁－越南河内)开通,推动某物流平台企

业的中国至泰国跨境电商物流服务项目落地.深圳、义乌的跨境电商出口货物通

过该平台在南宁综保区集货、报关,再运输至泰国曼谷,极大促进中国－东盟跨

境电商产业在南宁综试区集聚发展.协助推动跨境电商包机航线开通.继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开通南宁－胡志明往返全货机航线和２０２０年６月开通南宁－马尼拉跨境电商

包机航线之后,２０２１年５月开通南宁－曼谷往返全货机航线.推动南宁首批陆海

联运进口跨境电商货物在南宁综保区顺利通关.加快推动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建

设,发展多式联运联盟.鼓励基地内重点企业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

家布局跨境电商海外仓,探索海外仓联动分拨新模式,加速打造东盟跨境电商供

应链体系,提升跨境电商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积极培育产业生态圈,凸显跨境电商特色.推动东南亚某电商平台首个跨境

生态创新服务中心落户南宁综合保税区,打造 “桂货出海”的品牌形象,开展跨

境电商人才及服务生态建设.依托南宁片区多语种人才集聚的优势,开展东盟跨

境直播,推动中国－东盟科普国际交流基地落户南宁综保区及２０２１年东盟跨境电

商研讨沙龙在南宁综保区举办.依托该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心推进跨境电商直播、

人才培养以及优质跨境商家孵化等工作,打造南宁综试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

基地.举办马来年货节直播活动和 “２０２１东南亚跨境直播人才大赛”.支持基地

内企业在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新外贸基地等开展 “双百双千”跨境电商人才

培育企业孵化活动,邀请业内大咖开展宣讲培训６５场次,培训跨境电商学员近

３０００人,大力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网络直播聚集区.

加快招商引资,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新增２５家跨境电商企业落户,基

地入驻跨境电商相关企业１００家,产业集聚初步形成.加快对跨境电商进口企业

的精准招商工作,动员园区企业通过南宁－越南河内陆运线路、南宁－越南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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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货机航线开展９７１０出口业务.制定南宁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出口业务奖励政策,

降低跨境电商企业通关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将南宁综保区打造成为跨

境电商 “零服务费区”,加速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在基地内集聚发展.

B２　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建设电子商务双创新高地

示范基地围绕电子商务产业链上下游,培育专业服务商,推动产业链各环节

紧密衔接,为中小微电商企业和创业者提供网络建站、营销策划、仓储物流、人

才培训、运营推广、金融服务等配套服务,构建全要素、低成本、便利化、资源

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成为电子商务双创新高地.

B２１　京东 (仙游) 数字经济产业园———引新培新用新　推动特

色产业转型升级

　　京东 (仙游)数字经济产业园是由京东集团与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政府合作打

造的重点项目.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园区不断铸造仙游数字经济产业

生态链,围绕发展农村电商和带动农村人口就业创业,促进工艺美术产业转型升

级和实现仙游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积极引入创新资源,优化产业生态,

培养新型人才,发展直播＋跨境新业态;使用新模式、新技术解决行业痛点,助

力基地产业创新发展.先后获得福建省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平台、党建带工建示范点等众多荣

誉,２０２１年,获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１引进创新资源,建立生态服务体系

构建工艺美术电商生态产业聚集中心.经过几年的稳步发展,逐步建成工艺

美术电商办公空间、产业带直播基地、商家服务中心、创新创业中心、直播服务

中心、大数据监测中心、党群服务中心、人才驿站等配套设施,提供工艺美术电

商企业招商/入驻/孵化、新经济人才培育及提升、电商品牌建设、电商产业链培

育等服务,举办艺博会、６１８仙作再出发、红博会等整合营销活动,形成具备一

定规模的仙游工艺美术电商生态产业聚集中心.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园区累计招商

入驻企业７４６家,开设京东商城店铺３００多个,带动其他第三方平台店铺运营

２００多个,形成以工艺美术电商企业聚集为主,涵盖招商入驻、企业孵化、载体

运营、店铺运营、新经济人才培育、生产/生活配套等一体化服务的电商产业新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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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创新创意工艺资源为产业注入新活力.基于工艺美术产业特色,积极引

进创新创意工艺资源,结合线上资源和生态伙伴优势,共同驱动产业发展.目前,

园区已引入多个创意工艺特色品牌公司,利用绳编非遗技艺创新工艺,结合仙游

工艺美术产业的供应链优势,定位时尚饰品、文玩等市场,解决行业内同质化严

重、产品内卷痛点,给工艺美术产业带来全新的价值突破,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

顾客体验.

拓展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引入跨境电商企业,拓展跨境电商业务,

发挥跨境电商平台品牌效应、优质资源及技术优势,结合电商直播、短视频创作,

引入行业专业外贸服务团队,提供市场、技术、管理、培育等综合生态服务,不

定期举办跨境电商技能培训,为企业输送跨境电商相关人才.

２坚持人才为本,培养电商新型人才

建设人才驿站.以 “汇聚人才、凝聚智力、产业升级”为目的,实施强有力

的人才政策,推动创建特色人才服务驿站,吸引各方创新要素和智力资源向仙游

汇聚.围绕 “引、育、用、留”四个维度,建立符合产业提升的新经济人才服务

体系,打造政、企、才多方位对接交流与互动合作,为仙游县工艺美术产业发展

提供平台智力支持.

培养新型直播人才.邀请直播大咖开展多场直播带货培训活动,通过理论＋
实战的方式为产业人才赋能,成立直播人才资源池.推进 “互联网＋教育”的落

地实施,通过仙游 (网络直播)创业孵化项目促进创业,以扶持青年创业者自主

创业为核心目标,搭建创业指导培训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的孵化创业平台,为直播

人才提供就业机会.举办直播人才培训,累计培训超１８００多人次.通过系统化培

训,培育青年直播电商人才,提升网络主播职业素养和带货能力,促进青年创新

创业.

培养农村电商人才.多次组织开展电子商务技能培训,助力农民线上销售农

产品,开设产品直播/短视频信息流呈现方式、产品短视频拍摄技巧、直播前期流

量来源、社群引流海报制作、学员拍摄实操等直播电商热门课程,助力农村电商

人才培养.

３用新模式＋新技术,带动产业创新发展

发展 “直播＋”新模式,撬动产业新潜能.依托直播服务体系,打造仙游电

商行业网络直播实训基地.网罗直播人才,打造网红经济品牌,牵引工艺美术产

业供应链集中.建成工艺美术产业带直播中心１个,建立共享直播间４０多个,并

与多个直播平台达成合作,孵化２０多家直播企业,集聚５０家直播商家,率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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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设立红木产业 VR 直播间.依托多个电商平台,在古典家具、木雕、油画、

书画、石雕、珠宝玉石等领域,通过孵化与深度整合 KOL网络,提供经纪服务、

IP打造、内容制作、运营、商业化等服务,形成涵盖文化艺人经纪、文化艺人

KOL孵化、直播/视频电商、艺术品销售、艺术品收藏、拍卖等一体的文化产业

生态.常态化邀请网络红人、标杆企业以及推荐园区商品参与线上直播和不定期

举办的直播活动 (如直播带货挑战赛、为仙作代言等),为园区工艺美术商品带

货.

打造 “产业＋大数据”融合模式,赋能产业创新升级.通过工艺美术大数据

监测分析,加快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引导工艺企业由单纯开发高端市场产品向个

性化消费转变,提高个性化古典家具市场占有率.挖掘线上红木用户大数据,对

消费者用户画像大数据进行分析,依托３D扫描、打印技术制作产品模型,加强研

发设计,广泛推行个性化定制,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B２２　深圳星河 WORLD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基地———敢为天

下先　积极打造高质量产城融合电商产业基地

　　深圳  星 河 WORLD 国 际 电 子 商 务 产 业 基 地 (以 下 简 称 “深 圳  星 河

WORLD”)是一座集产城、产融、产教、产居四位一体的产融新城,地处龙岗

跨境电商集聚地,在全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深圳国际贸易逆势增长的情况下,

积极探索 “AI＋电商”,搭建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电

子商务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目前,基地基本形成以跨境电子商务卖家、

独立站、制造商、物流服务商和海外营销服务机构为主的全产业链.截至２０２２年

６月底,基地电子商务产业链相关企业达２６７家,数量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１４％.

２０２２年被商务部增补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１提供全生命周期 “超企服务”

深圳星河 WORLD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创新

模式建设为动力,不断营造全产业要素的创新创业生态,为企业提供 “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总部基地”的全生命周期成长服务,全面推动产业升级,助

力经济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园区内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国

家小型微型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坂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创业载体建设,整合创

业服务资源,不断加大对小微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和扶持.２０２１年,基地内企业

跨境电商交易额达１１２１４亿元.２０２２年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达６０２２亿元,

同比增长７４％.目前,基地已组建 “一中心六平台”电子商务企业超级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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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该服务体系涵盖２６１项服务、逾３００人服务团队、“１２３４”响应机制、２４小时

服务终端等内容,前期已累计服务企业逾１２００家次,协助逾７００家企业开展相关

产业政策申报工作、服务企业员工５０００余人次.

２打造全链条创新产业生态

依托深圳跨境电商大背景,专注于 “大数据＋人工智能”在跨境电商领域的

应用,引进深圳市十大基础研究机构之一———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

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在中外科学院院士和业内顶级专家组成

的顾问、学术和产业委员会指导下,研究院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基础、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同时,企业间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在共同领域进行技术研

究和应用,围绕国际化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等方面全力开展工作,致力于开创一

个集政府引导、国际联合、大学依托、企业合作、创投融资、双创孵化等多方面

于一体的研究院模式.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基地内以自有技术创新作为核心竞争

力并取得明显成效的电商企业有８２家,占电商企业总数的３１％,基地内电商企业

开展技术研发成本占营业收入总额比例达１２６％.

３构建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基地依托自身产业资源与合作渠道,有针对性地改善基地内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促进园区企业快速发展.

多样化金融服务.综合考量金融市场发展和入园企业需求,引入政府融资、

银行借贷、风险投资等资金,通过沙龙、企业家俱乐部和论坛等方式加强同政府

及金融机构的合作.每年举办各类大小活动近百次,企业家交流近３０次,让金融

机构能够近距离且频繁地接触企业,了解企业的运作思路和资金的用途.

多层次金融机构.整合各方资源,以企业金融需求为第一原则,构建政企一

站式金融服务机制.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基地被深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授予 “深圳市

科技金融联盟工作站”,进一步促进了科技金融领域创新要素的集聚.目前,工作

站联动了３０多家金融机构,结合每家机构服务特性推出如 “超企金融服务日”“超

企电商专属金融产品”等个性化服务,缓解基地电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房东＋股东”加速模式.发挥 “基金＋基地”优势,创新 “房东＋股东”模

式,设立总规模高达５亿元的创业基金,重点投资孵化在区域注册及园区落户的

跨境电商相关企业,促进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同时,搭建基地投融资发展

领导小组,以科学合理、高效便捷的原则组织开展投融资活动,搭建投融资渠道,

分享投融资信息,引导基地投融资建设.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园区共为入驻的１５７家

电商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帮助园区众多的电商企业得到知名基金投资机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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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融资高达１０５５亿元.

基地作为深圳市十大重点项目和龙岗区产城融合重点项目,致力于打造 “留

产业、留人才、留税收”的产业高地.正在建设的星河 WORLD 四期双子塔预计

２０２３年６月建成投入使用.未来星河双子塔将会重点吸引国际、国内电子商务领

域领军的企业,吸纳世界科技产业园区运营服务经验,打造国际一流电子商务总

部基地.

B３　实施创新驱动和数字化赋能 促进数实深度融合

示范基地坚持创新驱动和数字化赋能,积极探索电子商务领域新一代信息技

术应用,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电子商务与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全面促进产

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改造,成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B３１　安远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开创城乡智慧物流发展新模式

安远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和特色农产品,以乡村振兴为目标,

以电商扶贫为抓手,致力于农村电商发展.园区以打造农村物流服务品牌为契机,

以解决城乡物流 “最后一公里”问题为切入点,探索建立 “智慧园区＋智运快线

＋数字平台”三位一体的城乡智慧物流发展新模式,为构建资源共享、服务同网、

信息互通、便利高效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成本可控、利润可观、效用可期的新

选择.

１以智慧园区新仓储构建仓配服务一体化

针对快递物流企业各自为战、网点分布散,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投入不足等

问题,园区围绕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积极构建仓配服务一体化新模式新业态.

一是强配套.园区搭建电商快递物流园、智能化分拣中心、５G直播大厦、云

仓贸易园、物流大数据分析中心等配套基础设施,深度融入商品供应链数字化、

智能化、在线化管理的现代化仓储模式,实现货位有效利用、订单快速响应、商

品高效周转、物流信息实时监控,实时掌握各物流站点快递收发数据.目前,快

递物流基本实现园区统收统配.

二是建网络.在电商产业园设立总仓、乡镇设分仓、村设收发点,通过县域

智慧物流快线网,绝大部分商品和快递能在１小时内以低成本畅通县城与乡村之

间,彻底改变农村物流现状,有效解决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上行的问题,极大激

活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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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资源.发挥电商产业园公共服务枢纽作用,将现有快递物流、副食品、

农资等仓配资源整合到电商产业园统一配送,将电商产业园打造成快递物流转运

中心、农产品集散中心、冷链物流中心、农资副食品配送中心等,形成资源聚集

效应.

２以智运快线新基建,推进城乡配送智能化

针对农村电商快递物流企业到村服务覆盖率低、成本高、时效性差等难题,

园区首创新型智慧物流运输方式———智运快线,即在低空架设索道,云端系统控

制穿梭机在索道上自动驾驶,实现智能化、轻量化和无人化物流运输,满足当前

乡村物流 “小批量、多批次、即时配送”等需求,是我国三级物流配送创新型解

决方案.

一是成本低、速度快.智运快线穿梭机器人设计载重量为１００公斤,目前运

行时速约３０公里.运输１００公斤货物１００公里的直接成本约为３－５元,可２４小

时运作,及时准确掌握物流信息.无人化运输解决了道路交通安全和拥堵问题,

实现县域内随时发送、１小时到达,综合成本比传统物流减少５０％以上.

二是随时发、准时到.传统货运采取 “定时、定点、定线”配送,相比传统

公路运输方式,智运快线具有 “随时发、准时到”的特点.在此之前,村民都要

骑摩托车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取件,现在通过智能穿梭机在家门口就可以收发快

递和货物,通过基站站长还可以实现配送到户.村民现在的生活基本都以网购为

主,吃穿用都在网上解决,农村人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３以数字商城新零售,实现本地生活数字化

针对农村信息化程度低、农副产品小而散难上网、县域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

难等困境,园区围绕消费升级、人才培养和电商扶贫,搭建服务县乡村、链接智

运快线的智运商城、智运云店、智运骑士、智运闪送等数字平台.

一是搭平台.结合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消费习惯,搭建 “安远智运商城”

电商平台,通过联盟、加盟等方式整合镇内分散商户,充分发挥网店运营、线上

团购、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商业模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立足实际发展

“本地消费、即时配送”的乡村零售新业态.商城基于小程序搭建,用户学习成本

低、分享传播速度快.以往,农民家里养的几只鸡、几个鸡蛋需要起早骑摩托赶

到镇里的集市上摆摊叫卖,无法上网销售,现在农民只需要向村里的商城站长申

请直播或入驻商城,站长在微信群分享传播,农民的零散农副产品在家即可向全

县销售.目前,电商平台日活跃用户数超过３０００个,日均订单超过３００单、日营

业额超过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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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优服务.商城设站长、团长、商家等角色.商城在每村设立１名站长,

站长负责发展、审核本站点区域的团长、商家、物流发货情况.每村培养若干当

地电商达人成为团长,引导入驻商户管理商品、订单、仓储、物流,并提供营销

推广、售后等服务.商家有平台站点自营及企业加盟入驻等模式,商家上架符合

平台规则的商品,站长负责商家申请和商品发布审核.

B３２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勇于开拓创新　为跨境电商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园区位于郑州经开综合保税区,是河南省重要的外向型经

济服务平台,中心占地面积８４１亩,入驻企业１５００多家.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０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考察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项目后,对

郑州跨境电商提出 “买全球、卖全球”的殷切希望.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牢记总书

记嘱托,充分发挥园区在土地、人才、技术等方面优势,紧抓开放机遇,创新发

展模式,积极培育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为助力跨境贸易快速增长、实现 “买全球、

卖全球,大门在郑州”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园区年度跨境

电商交易额已完成２００亿元,疫情下逆势增长,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累计

验放进出境商品包裹５４８亿单,货值９５８５８亿元,纳税５０亿元,跨境电商零售

交易额年均增长２０％以上.

１持续创新驱动,经济社会效益明显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始终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园区在全国首创１２１０网购保税进口模式并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基础上,结合河南跨

境电商实际,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经济社会效益明显,也为园区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一是创新开展跨境电商空运五定 (定线、定班、定时、定量、定价)包机和

卡航业务,打通全球物流通道.２０２０年,园区内某物流企业开通郑州至欧美多条

公益性货运包机及西向 TIR卡班,在畅通通道、平抑运价、解决跨境物流难题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已累计飞行１１００架次、运送货物１２万吨、贸易额４００
亿元,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达６亿元,为园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２０２２年,该企业入选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试点.

二是创新跨境 O２O 直提和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培育跨境电商新零售新

消费经济业态.打通PC端、门店端、移动端,构成全渠道 O２O 商圈平台,满足

顾客线上下单、线下立等可取需求,实现场景化消费服务,形成店仓配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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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都市商圈经济和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全国首创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较好解决了跨境零售退货处理难题,提升

了消费者满意度,降低了企业成本.

三是创新提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为群众买药提供便捷.２０２１年５
月８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河南省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
日,试点业务在园区正式上线运营,极大促进跨境药企入驻及其产业发展,为国

家降低医药采购成本提供了方案.

四是创新建立B２C统计标准、风险标准及 O２O 直提新零售标准规范.满足

“三单”(订单、支付单、物流单)即纳入B２C统计,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实现

关务数字贸易化.创新落实风险平台第一责任、通过电商预交保金、建立质量安

全保险及综合信用管理机制,结合交易信息化解市场主体风险.制定 O２O直提新

零售标准规范,建立 “三单比对＋仓单＋门店系统＋账册＋保险”一体化规范,

实现现场即买即报即提.

２标准化、信息化运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模式

以创新服务布局全球,以 “１＋４”(“１”是立足园区招商运营,“４”分别是打

造商贸、物流、金融和数字贸易标准化、信息化全产业链模式,为政府、市场和

消费者提供服务)为发展战略,提供产业园代运营、园区招商及政策创新等业务.

目前,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代运营８个园区,交易额突破千亿元,税收逾百亿元.

开通郑州—纽约、郑州—俄罗斯、郑州—墨西哥、郑州—列日、北京—埃特蒙顿

等多条货运包机专线;全国首开 TIR卡班,实现空卡联运,国际 TIR卡班２０２２
年发车３２００余辆;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列日等地设立六个海外仓,逐步实

现全球布局.打造跨境新零售服务平台.立足郑州,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

线上线下融合的跨境新零售服务平台.筹建信平网,构建数字信用服务平台,为

全球市场提供信息信用查询及其他增值服务.提供跨境电商COD结算、保险保理

与金融服务,打造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并将相关业务流程化、操作标准化、制

度规范化及人才培育体系化,形成园区运营标准化服务体系,同时实现信息化管

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２０２２年,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入选国家跨境电商标准

化试点.

３积极打造数字供应链,助力中国品牌 “迎风”出海

依托RCEP和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并通过

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产业带品牌孵化.同时,建设１８万平方米跨境电

商直播基地,通过吸引全国知名 MCN 机构和跨境直播平台入驻,打造店播、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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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线上直播间等交易推广集群,并实现本土人才和品牌孵化,带动投资及上市

培育.此外,园区每年协助省政府举办全球跨境电商大会、河南省投资洽谈会,

协同上海进博会河南代表团赴沪参会、签约,组织园区跨境电商企业参加南博会、

广交会,累计招商引资１００多亿元.

B４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示范基地加强电子商务市场规范和监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进电子

商务行业标准化和诚信体系建设;引导电商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建立绿色运

营体系,持续推动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新机制,不断提升

基地运营服务水平,实现基地发展规模和效益双丰收.

B４１　常州西太湖电子商务产业园———坚持集聚集中集约集群发

展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常州西太湖电子商务产业园成立于２０１１年,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电子商务服

务产业的专题园区之一.１０多年来,在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关心和国家相关政策

的指导下,园区历经起步、发展、提升等阶段,推动电商企业集中、产业集聚、

要素集约发展,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２０２２年获评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

环境秀美,绘就高质量发展 “生态底色”.西太湖电子商务产业园位于长三角

中心城市江苏常州的西南翼,紧邻苏南第二大淡水湖—西太湖.西太湖水域面积

１６４平方公里,湖光潋滟,藏古烁今,拥有绵延１４公里的绝美湖岸线.园区生态

廊道、城市绿道、景观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错落有致,沿岸绿地面积达８０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超４５％,是长三角地区空气最好、水质最佳、景观最美的

区域之一,临湖的自然禀赋、优美的环境资源、坚实的产业基础,被誉为 “常州

都市后花园”.

企业集聚,形成电子商务 “产业洼地”.经过１０多年不懈追求,常州西太湖

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入驻企业从最初的１家发展到４００多家企业,一大批国内细分

行业龙头企业加速集聚,如中国最大的新媒体互联网版权分销商—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国内 A股唯一互联网文化创意上市公司———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国家旅游局主导的１２３０１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等国内知名电子商务及相

关服务企业,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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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稳健,跑出经济社会效益 “加速度”.常州西太湖电子商务产业园内电商

企业交易额从２０１２年的９３７３万元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３８５８亿元,税收从２０１１年

的２４５万元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７５５亿元.２０２１年,园区累计招引电商平台企业、

电商品牌经销企业、电商服务企业、综合型电商企业以及其他创新型电商企业３８６
家,累计实现交易额同比增长２９３８％,贡献税收同比增长４１９２％.同时,园区

带动电商从业人员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０多人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４３１２人,有效解决了常

州高校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带动了社会面各类人员从事电商事业.

协同发展,共筑电商产业 “生态圈”.目前,园区电商企业已经有效带动了常

州市乃至周边城市一批传统制造企业实现电商转型升级,吸引一大批知名制造企

业电商化公司入驻,产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同时,坚持 “内培” “外引”齐发

力,在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产业化方面,集聚了一批产业前景好、示范引

领力强的代表企业,逐步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

校企合作,搭建人才输送 “立交桥”.园区积极与市内外高校、机构共建成立

产业研究院,率先启动现代学徒制定点班,建立了良好的人才合作关系和高效紧

密的人才培养对接机制.园区、学校、企业的资源要素互通,不仅为园区和企业

自身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也有效促进了高校教学模式的改变,吸纳大量大

学生就业,实现园区走进校区、专业进入行业、课堂进入企业.

B４２　开封电子商务产业园———产学研深度融合　构建协同发展

新格局

　　开封电子商务产业园位于开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南省自贸区开封片

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的核心地带,集 “三区”优势于一身,借助 “三区”

之力实现创新发展.产业园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政策讲座、群团活动为抓手,

以精准优质的服务为电商企业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政

校企协多方联动、资源平台共享共建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１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

一是深度融合.产业园积极主动对接本地各大中专院校,与河南大学、黄河

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开封市技师学院等高校在资源共享、人才培养与输送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荐园区优秀企业家、创业导师参与到教学与创新项目培育

实践中,架起校企合作的桥梁.园区还与河南大学、黄河水利职业学院携手开展

“企业开放日”活动,组织高校电商专业学生与创新创业团队到园区参观学习,向

大学生们介绍电商企业实际操作流程,提供针对性指导.

１５３

K�#������*�
�.8���K



二是多方联动.围绕园区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特邀市人社局就业科、职业

能力建设科、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亲临园区,解读当前人社部门

的扶持政策,并进行面对面座谈交流.针对园区内有融资需求的２１家企业单位,

邀请市金融工作局证券公司和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宣讲金融扶持政策,为园区企业

营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和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三是共建共享.与河南大学商学院共同打造的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被

河南省商务厅评为 “河南省跨境电商人才培训暨企业孵化平台”.每年毕业季,园

区都会组织企业在孵化基地举行专场招聘会,同时联合市区人社局、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和开封各大中专院校,利用春风行动、校园招聘会等平台,帮助园区企业

招贤纳士.“河南大学实习实训基地”和 “河南大学就业见习基地”在园区正式挂

牌,有效促进了高校毕业生高品质、本地化就业,为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更

为坚实的人才支撑.此外,开封市电子商务研究会、开封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等８
家行业协会和机构先后在园区挂牌,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

信息共享平台.

２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一是平台提优.依托 “省级众创空间”和 “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设立创

新创业服务平台,落实各项孵化优惠政策.通过建立 “创业导师＋创业辅导员＋
企业服务专员”的辅导模式,为入孵企业提供 “一对一”深度服务、“一对多”共

性问题解答和 “多对一”会诊服务,并提供免费咨询、辅导等,推动在孵企业高

效获取成长所需的服务资源.先后孵化企业４８家,并被开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授

牌成为 “开封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有效提升了园区发展的承载力、集聚

力和竞争力.

二是服务提质.通过全程免费代办服务,为园区企业办理 “一证双址”,享受

自贸区与电商园区双重扶持政策,并为企业提供专利申报、人员培训、法律服务、

管理咨询等便利服务.通过举办企业沙龙、政策宣讲会、行业协会活动等,促进

园区企业的资源共享,增强了园区企业的凝聚力,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

阶、实现新跃升.

３创新电子商务发展模式

一是创新本地电商发展模式.园区联合互联网企业成功打造区域电商发展开

封模式,以地方流量为基础、技术为支持,为本土企业做好网络信息服务,内容

涵盖网络信息服务、智慧城市、小程序开发、新媒体营销、视频直播等八大板块.

目前该模式已成功辐射至河南省内郑州、洛阳、鹤壁等２０个市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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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助力跨境电商转型升级.园区联合企业打造外向型经济服务平台,全面

构建 “进口＋出口,线上＋线下,商贸＋物流”新业态贸易模式.目前该平台已

实现三个全省第一:获得中国银行授信 “进口国际信用证”完成电子汇总征税保

函第一单;通过 “海－铁－公”多式联运,完成国际货物 “门到门”运输 “一单

到底”第一单;郑欧班列开通,平台完成整车进口第一单.园区先后有３家企业

被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财政厅、郑州海关、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外汇管理局

五部门联合认定为河南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三是着力发展直播电商新业态.围绕本地市场需求,鼓励园区内企业依托电

子商务开展商业模式与业态创新,通过电子商务推动农副产品产业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创新 “电商＋农产品”“电商＋贫困户” “电商＋就业”等模式,通过打

造网络直播平台矩阵与搭建农产品分拣基地,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滞销农产品

线上销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类直播助销活动１６０多场,

线上销售各类农产品３０００余万元.基地企业在河南大学内筹建校园专属 “红色助

农直播间”,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创新助农内容形式,将红色故事、党的创新理论

与实用技能融入助农直播,做到 “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网络媒体矩阵粉

丝数超过１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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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优秀案例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

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近年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数

字经济的重要部署,加快推动数字商务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发展商业科技是数

字商务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加快商务数字化转型和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途径.为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商业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商

务高质量发展,报告编写组特选取２０２１年商务部组织开展的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

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案例,将其实施情况、创新做法和

典型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供商务领域企业、相关人士、研究机构和商务系统干

部学习借鉴、研究参阅.

C１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指出,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商务部高度

重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进数字商务企业培育工作,着力提高商务领域企业数

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水平.近年来,一大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通过导购引

流和技术赋能反哺实体零售,赋予线下零售新的价值,带动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

深入渗透.传统实体线下零售也加快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转型升级,由仅仅依赖传统资源渠道发展转变为围绕用户需求和体验不断创新.

利用新零售、本地直播、智慧门店、即时配送、销售预测等降本增效,扩大提升

销售服务能力,如加强全渠道运营,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实现 “一店多能”,

提升消费体验;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增强便民效能.整个过程中,线上线下

消费数据融合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优势结合,线上线下经济主体共同创造价

值并分享成果,形成全渠道融合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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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１１　软硬件IOT体系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新零售业态

案例基本情况.上海市某企业建设的数字零售解决方案包含智慧收银、智慧

屏、员工助手、终端管理柜等系统于一体的新零售门店数字化软硬件IOT 体系.

智能自助收银设备,集成了多种智能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算法,在用户自助收银的

场景下,能够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识别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针对性的服务.零售

智慧屏,通过屏幕与货架的联动,实现货架品类的精准推荐,帮助用户能够快速

找到要找的商品.员工助手是新一代运行在移动手持作业设备 RF端的经营管理

协同 APP,通过接收门店策略营运中台下发的作业任务,执行系统和实物操作来

完成整个跨职能、跨终端的协同作业闭环,使得门店员工作业全链路可追溯、可

闭环、可优化,从而提升员工作业效率,并配合作业调度、计件计费兼顾效率与

公平,从而大幅提升员工满意度和幸福感.智能终端管理柜联动当日考勤排班,

通过设备统一共享,大幅提升设备利用率,减少单店硬件投入成本;同时因实名

和 HR系统登录认证,数字化设备借还过程,可追溯可追责;最后,通过接入

IOT设备管理平台,更高效地做好规模化批量设备管理、调拨、维护等以往耗费

大量人力的工作.多功能智能设备柜软件已经取得软件著作权.

综合开展各类技术创新应用,对传统零售业态开展整体改造.该创新企业从

创立伊始就坚定以移动 APP为线上阵地,门店中心为线下阵地,打造真正融合线

上线下的全渠道新零售.围绕业态创新的实际需求,其新零售解决方案在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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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算法、数字化营运、物联网设备应用等方面均进行了多项创新,依托

互联网思维,从下单、分拣、包装、物流、结算一体化流程创新改变整体零售模

式,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购物思维.支持物联网设备大规模接入、管理、运维

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并形成数据来源.支持接入硬件互通互控为接入平台的设备

提供远程监控能力,即时监控各地实体店铺场景中设备情况,即时发现设备运行

的异常情况.利用 OTA的能力为各地门店场景中的设备提供远程实时运维和升

级.其中,运筹算法云为门店营运作业提供运筹优化的算法能力,数字化营运中

台打造线下门店管理与作业的数字化体系.

引领中国新零售业态持续创新.在外国新零售同行始终处于落地困难的状况

下,上海某企业通过一系列的商业科技自主创新,帮助中国新零售门店的商品损

耗率仅为行业平均水平的１/３,门店的坪效约为业内的３倍,人员效率和商品流通

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公布的２０１９年超市百强榜单,该企业位列第６名,营业额４００亿元,营业增长

率１８５７％.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全国２４个城市开设近２７０家新零售门店.

２０２２年,该企业新零售主力业态已经实现盈利.

通过门店数字化改造,使 “共享员工”等理念成为可能.该企业在全国首创

了与餐饮企业 “共享员工”的模式,并推广到全国商超行业.这一模式的基础是

餐饮企业用工健康证的必备条件,与生鲜超市行业相同.通过 “共享员工”,一方

面解决了餐饮企业人力闲置空岗付薪的问题,降低餐饮企业人工成本;另一方面

又缓解了疫情期间订单大幅增加而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为全国连锁零售行业树

立了标杆,且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

布局 “大、中、小”新零售生态,深度便利都市生活服务.围绕市场多元化

需求开展的更多业态创新将使新零售服务深入社区和街镇,有助于建设１５分钟社

区生活圈.标准新零售门店则对线上用户提供３公里内３０分钟最快送达的免费配

送服务,而且接受消费者无条件退货;通过优化体验店内灯光、布局和陈列,为

消费者提供人性化、舒适化的购物环境;各档口收银机都可结账,极大方便消费

者.全国该企业 “大、中、小”相关业态门店数超过３００家.

C１２　机器学习销量预测系统推动全国门店线上化

案例基本情况.湖南某企业销量预测系统主要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并结合业

务场景进行销量预测.预测的准确性能够大大提高配送时效和服务水平,降低物

流成本.案例自２０１９年起就开始投入预测系统的研发,通过历史数据和其他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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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构建模型,学习其变化模式,目前主要为短期预测,能够灵活响应业务发展

的变化.截至２０２１年,系统经过多次技术迭代,采取融合寻优算法,取特征提取

模型、时序分析模型和树模型的最优结果,预测准确率提高到９０％以上.相比于

传统人工预测,能更快更准确的得出预测结果,并且减小对人力依赖和消耗.

目前,案例在各业务场景中都有应用,并根据不同业务场景采用不同的预测模

型.在商品端,今日预测当日截单销量可以帮助调整商品运营策略,今日晚间

预测次日销量以及预测未来一周销量可以帮助商品的选品、排期和商家.在物

流端,供应商、共享仓、中心仓都可以根据今日预测当日的截单销量提前安排

仓库分拣和补货,今日晚间预测次日销量则可以帮助仓库合理规划人员和车辆

的作业安排.

利用 AI算法和大数据预测销量.湖南某企业销量预测系统是基于其大数据平

台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对海量商品信息和历史销售数据进行充分挖掘,提取

出关键特征.结合 AI算法能力,开发出集成时序预测模型,组合特征树模型等多

种先进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系统.消费领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开发与应用取得一

定成绩.一是在应用算法方面,主要有预测规划、智能搜索、智能推荐、NLP自

然语言处理.其中,智能搜索和智能推荐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正在申请中.二是

在数据产品研发方面,重点项目主要有BI系统、智能产品、地图产品、神算子数

据洞察平台.案例智能和地图产品已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神算子数据洞

察平台入选 “２０２１年湖南省 ‘数字新基建’１００个标志性项目”.

带动全国中小实体零售商店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案例实施期间,湖南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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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的日均订单量由３００万增长至１０００万,全国范围内合作门店由１０万家

增长至８０万家.２０１９年平台年度销售额为９９４３亿元,２０２０年达到３０８３５亿

元,２０２１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元,商城端小程序用户使用量达到１１８亿.

促进节能降耗,扩大带动就业.湖南某企业销量预测系统通过减少商品周转

损耗、合理调度车辆等途径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由于配送时间的压缩,可

在基础包装后利用循环共用的周转筐完成配送.此外,该系统研发及应用直接为

数十人提供高薪就业岗位,并且为中小零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目前,

该企业合作伙伴超过６００００人,其中物流伙伴占比约９５％,有效解决了劳动力就

近就业的问题.未来３年,平台预计将提供就业岗位１０万个.

推动技术更深层次应用,助力实体零售智能化发展.未来湖南某企业研发团

队将与权威云服务商合作推动机器学习平台开发,建设一站式开发平台 ModelArＧ

ts.它能够支撑开发者从数据到 AI应用的全流程开发过程,并且提供 AIGallery
功能,能够在市场内与其他开发者分享模型、算法.同时,该企业将持续推动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零售领域更多方向和更深层次的应用,包括智能搜索中的

意图判定、千人千面个性化推荐、智能风控、智能选品排期、智能客服、智能营

销等,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零售深度融合.

C１３　AR虚拟试妆助力美妆零售门店全域运营

案例基本情况.广东汕头市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成立,是一家聚焦于女性消费市

场的智能化、数字化应用开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了全球领先的基于 “美

妆 AR智能虚拟体验、AI智能检测”为场景,线上、线下融合数字化运营为基因

的智能美妆全域零售渠道平台.基于多年新零售商业沉淀,该企业打造了一套美

妆行业数字化基础设施,融合了 “引客增长”“人脸识别”“AR虚拟体验及 AI智

能检测”“智能商品/服务推荐”“社交分享及云店营销” “数据沉淀及挖掘”等技

术,为商家提供 “引流＋转化＋复购＋洞察”一站式数字化赋能方案,帮助传统

商家快速实现 “经营数字化、体验智能化、消费者数字化”.整个创新项目基于汕

头市某企业自研开发的 “美妆产业路由器超级中台架构”,以 “重塑服务场景及流

程”为核心,以 “全域零售平台系统”为抓手,以 “数字化能力”为驱动,通过

实际商业场景的试点与反馈,反哺整个全域零售运营体系优化升级,提升服务体

系的运作效率与服务效果,提升消费者满意度,让所有参与生态的商家都能共赢

获益.帮助中国泛美行业上百万传统零售门店快速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盘活私

域会员资产,提升门店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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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零售系统赋能美妆店铺线上线下融合.汕头市某企业基于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大数据先进信息技术,构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美妆数字化智能产品生态

矩阵,涵盖 “AR智能试妆镜、AI智能测肤镜、纹绣、彩瞳”等一系列的智能硬

件、云商城及数据平台,为商家开展消费者全域运营提供支持.一是融合 “智能

体验、全域运营、导购分销、数字营销”多种能力的新渠道模式,帮助传统门店

快速构建 “从在店到离店”“从线上到线下”“门店＋网店”２４H 全天候的服务能

力,经营突破时空增长界限.二是自带网红属性的 “AR虚拟试妆、AI皮肤检测、

AR虚拟纹绣”,吸引更多新客进店,增加导购销售机会.三是顾客体验即会员店

内、离店、平台自助下单均可视化,助力商家挖掘顾客兴趣点,提升精准服务能

力.目前企业累计申报 “AR智能试妆软件”“一种虚拟试妆设备”“一种虚拟试妆

方法及装置”等知识产权近４０项,形成了以 “智能虚拟试妆”为独特优势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

创新 “数字化连锁渠道＋中央全域运营”模式.全域零售平台,以技术创新

应用帮助传统商家打破原有经营范畴,获得跨界增长.应用门店借助智能美妆全

域零售平台及中央运营赋能体系,轻松变身区域网红店,客流量较日常提升５７％,

业绩提升约３４％,实现多维度的门店数字化能力提升.目前案例企业已累计为欧

莱雅、资生堂等全球近３００个知名美妆品牌提供智能美妆解决方案及技术服务,

智能美妆技术服务出口至美国、澳洲、意大利、泰国等地.

带领美妆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业态创新.一是服务传统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刚性

需求.智能美妆全域零售平台应用实施过程,带动了相关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升级

转型,简单易懂的一站式商户赋能方案,大大降低了传统门店参与发展数字经济

的门槛.二是创造就业机会.项目采用加盟合作,除拉动全国各地新增服务团队

外,也开发对个人的入驻合作,保守估计近两年平台将新增店长数十万名,为更

多的个体创造灵活就业岗位.三是推动跨界融合.该平台可广泛应用到 “服装、

美甲、美发、饰品”等泛美业门店,甚至可应用到 “社区综合服务店、跨境旅游

服务门店”等跨界商业空间,任何有女性消费群体的门店都可以导入美妆全域零

售平台,利用现有的门店空间,通过跨界合作快速获得数字化经营能力提升,获

得增量业务渠道,形成多赢的局面.未来,汕头某企业的美妆全域零售平台将持

续赋能中国上百万传统门店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个体专业技师,共同服务中国超１
亿女性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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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２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赋能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数字化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保证.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

次峰会并发言,就数字转型问题提出三大倡议.近年来,商务部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高质量发展电子商务为主要切入口,从多角度入手提

出务实举措,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引导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我国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新成效.深入开展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惠民惠企行动,优

选２３项数字化服务产品,为商务领域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和服务支

持;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应紧跟时代发展节奏;深度挖掘数据要素资源,引

导各类型数字企业创新发展,助力传统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充分

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C２１　 “中采云” 赋能公共采购助力政企数智化转型

案例基本情况.北京某企业 “中采云”公共采购全流程数智化专属解决方案,

整合各项资源优势,综合应用 AI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信息

技术,面向公共采购领域提供专属数智化采购管理及采购交易平台,重点面向党、

政、军、医、国企为一体的公共采购用户服务.案例是电子商务企业数字技术赋

能公共采购领域的优秀实践,是以技术＋服务助力政企数智化转型的优秀代表作

之一.“中采云”目前已服务超过１５万家采购预算单位,获得服务市场及客户的

一致好评.“中采云”全流程线上化阳光透明的公共采购交易,加强了采购计划功

能的管理,保障了采购信息传递的顺畅,加强了采购资金的监管控制,优化提升

了采购部门的内控建设,助力各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进行监管的协同高效的公共采

购交易监管体制机制.缩短了采购工作周期,从具体采购环节的操作上提高政府

采购效率,创新了业务系统全程电子化、自动化运营,满足多种资金类型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采购,拥有多种采购模式能力,大数据监控及监管平台实现自动化监

管及价格监测等１５项功能.

深度整合技术和服务优势,打造可灵活定制的智能采购服务解决方案.“中采

云”公共采购专属方案深度整合了智联云的 AI、协同工具、专有云能力,融入了

区块链、支付能力,以统一的公共数字化采购解决方案场景面向政府、军队、高

校、医疗及军工行业提供服务. “中采云”公共采购专属方案通过整合电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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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供应链、金融、员工管理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和经验,打造可灵活定制的

智能采购服务解决方案,运用于公共采购的各个环节,持续深化助力企业实现成

本、效率、管理和体验的全面升级.实现业务系统全程电子化、统一供应商与采

购人管理、自动化运营、自动化监管及价格监测、智能导购、价格监测、开放生

态接入等多项功能的融合创新.通过包含咨询服务＋平台服务＋数据服务＋运营

服务多样化的创新服务形式和本地化部署＋SaaS灵活的创新服务形式,创新了完

整的商业服务模式.

提升公共采购管理水平,助力建设 “数字中国”. “中采云”公共采购专属方

案帮助公共用户优化整体采购流程,降低采购成本,增加采购效率,提升采购管

理水平.近两年直接营收５０００万元,间接营收４亿元以上.平台交易金额近百亿

元,为公共采购行业降本约１５亿元.２０１９年９月江苏省财政厅联合江苏省扶贫办

联合发文,就江苏省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扶贫的工作进行部署.充分利用现有的政

府采购网,选择 “中采云”等进行扶贫商品的供应链整合,大大提升扶贫县企业

电商化能力.未来, “中采云”将在公共采购领域继续创新探索及实践,以建设

“数字中国”为契机,在国家 “互联网＋”战略指引下,继续基于数智化采购、AI
及区块链等核心能力,创新上下游服务模式,提供公共采购行业最佳创新实践.

C２２　自建私有云推动大型百货公司全面数字化

案例基本情况.湖南某百货公司是湖南本土最大的商业零售企业,拥有４０余

年的发展历史.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公司利用 “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等通信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将商务渠道、数字营销、中

台运营等流程数字化、互联网化、智能化.企业自建平台,成立专门的研发中心,

针对目前相关的主营业务系统全面提升改造,利用数字化商务服务于集团各分子

公司、供应商、顾客,覆盖范围包括传统百货零售卖场、城市购物中心卖场、奥

特莱斯、生鲜超市、便利店、海外购平台、微店、直播等各个业态模式.该企业

成为传统百货自主研发推行全面数字化改革,成功转型数字零售企业的经典案例,

具有很强的引领示范效应.根据 “回归百货,建设新零售”的战略目标,数字化

项目实施范围从业务到财务、从线下到线上、从一线到服务、从分析到预算全面

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现拥有版权的知识产权１１９项,通过自有产权技术开发,

技术团队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拓展了产品服务市场,增加了用户满

意度,客户服务系统反馈用户满意度为９９８％.该企业数字化项目还整合供应链

应用,支持对供应、库存、定单、分销发货进行系统对接,从供货商到顾客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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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环节,围绕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协调、控制,维持供应链３０００家上游

供应商和１５００家下游供应商的合作和协同.

自主研发数字化系统,深入推进数字商务实践.湖南某百货公司自建的私有

云采用先进的vmware虚拟化技术,将单台硬件设备虚拟为多台逻辑设备以充分

发挥硬件系统效能.采用虚拟化技术后,所有应用服务器均部署于硬件虚拟平台,

实现了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同时节省能耗.原有设备数量下降７０％,能耗节省超过

３０％.同时虚拟平台采用了集群技术,运行于平台上的虚拟机不受物理主机故障

影响,实现自动迁移,确保了应用服务的稳定运行,系统可用性效率提升超过

５０％.建立了全渠道业务中台系统,将百货公司电商平台、线下门店、官方商城

等多渠道多触点的订单、库存、商品、会员、财务数据等集中处理,构建全渠道

一体化的运营管理能力,形成全链路的数字化.智能化前端应用包括门店 POS、

电子开票、自助收银等各方面,为数字商务的深入应用进行了全面实践.

全渠道运营降本增效,抗击疫情扭亏为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为零售百货行

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湖南某百货公司在商品交易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

以及配套应用有效利用信息技术降低企业的经济活动成本,增加企业营业收入,

通过对 “新零售”智慧体系的建设能有效提升直接销售１５０％以上,同时降低

２０％的营运成本.利用 “新零售”智慧体系各类应用,把实体店的会员、商品、

库存、导购、供应商等核心资源借助在 O２O全渠道大平台上全部发力,将企业打

造成对外一体化运作的数字化零售运营平台服务商,在核心用户形成以后,约２
年以内形成３０００万以上的在线用户群,年会员营销３亿元,周边营销收入近１亿

元,服务的深度挖掘收入近１０亿元.其中直播平台最高单场直播观看人数达７８
万,最高单日支付金额８２０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经过一系列数字化运营,

公司最终有力阻止和减缓了销售和利润下降的趋势,并在疫情延续的２０２１年扭亏

为盈,实现了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

利用云、网、端重构人、货、场,推动全面数字化.湖南某百货公司数字化

项目通过移动端应用、VPN技术、远程访问控制等多种技术实现了移动办公和跨

地域办公、无纸化办工,进一步提高了办公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企业

的整体反应能力.日常经营中采用远程审批、线上报表、线上合同等数字技术方

式节约能源,实现办公场所能耗减少１５％,其他场所能耗减少１０％.案例未来将

通过数据驱动,融合前期咨询规划、中期软硬件升级和迭代、后期数据以及流量

和内容的全方位运营服务,助力实体零售快速实现新客引流、会员留存、运营优

化、坪效提升等多维度的数智化升级,实现门店全方位数字化,同时在全域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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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方面,综合覆盖多种高价值媒体资源,建立一站式线上线下精准互联网营销

服务.未来企业将利用云、网、端,网络价值的连通,来解决 「人、货、场」的

打通,不断迭代提炼方法论,通过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运营数据化、决策

智能化最终实现全链路数智化转型,达到技术辅助管理,数据指导运营,一切数

据业务化,一切业务数据化的目标和愿景.

C２３　工业电商云引领机电行业数字化转型

案例基本情况.江苏某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业高度重视数字化技术在企业的

落地与发展,通过顶层设计,制定 «互联网＋融合行动方案» «智能制造实施方

案»等,使工业制造充分融合运用５G、工业互联网、AI智能、工业电商、大数

据等技术,率先在行业成立了专业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全面拓展全球电商业务.

２０１８年企业跨境电商国内站 “螳螂网”和国际站 “Machmall”双平台上线;２０１９
年,企业围绕跨境电商做深、做实,通过战略、组织与流程变革,平台技术全面

迭代优化,为国内工程机械电商产业再添新动力.具体来说,企业突出自身工业

属性,对智能产品、技术质量、柔性化制造、产品成本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面

临用户需求多样性、C２M 个性化定制的新模式要求,倒逼制造业体系不断创新突

破.企业始终围绕技术创新和国际化两大主战略,紧密结合工程机械的智能研发、

智能工厂、智能服务三大主价值链环节的能力体系建设,通过线上线下 “建平

台”、全球贸易 “建体系”、产业延伸 “建生态”综合打造工业跨境电商能力,引

领机电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一是在跨境电商建设方面,持续构建以工程机械为

核心的机电产品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Machmall,链接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带和中国

制造,通过数字化供应链助力跨境贸易新增长.目前在印尼、肯尼亚、菲律宾、

土耳其、美国、俄罗斯６个国家建立公共海外仓,为机电产品碎片化外贸订单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二是在国内电商建设方面,打造工程机械产业互联网平台.三

是在产业链整合协同方面,实施产业拓展,共享数字贸易,打造以工程机械为核

心的机电产品 “云”上产业链.四是在新技术和新模式应用方面,加快推动大数

据、区块链技术创新、融合应用,提升协同效率,促进业务创新.该企业数字化

供销方案基于自身品牌及产业优势,构建以工程机械为核心的机电产业集群电子

商务平台和纵横关联的生态体系,打造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在线市场、全球知名

的第三方机电产品电子商务网站.

区块链助力 “云购机＋零接触”解决方案.江苏某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电

商数字化供销方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前台———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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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互联网商业平台的体系架构.平台提供大量的数据管理、数据建模、微

服务、图形化编程等组建,为客户/用户提供优质的设计、功能自定义、管理服

务.订单、促销、会员、库存、支付、供应商管理等进行微服务架构设计和开发,

累计获得软件著作权１８项,相关知识产权７０余项.项目积极应用区块链技术解

决工程机械产业链中面临的痛点,比如基于区块链＋电子公证技术,聚合全球公

证机构资源,构成去中心化的完整可信区块链,以法律可信和技术可信的结合,

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平台在线签署文件国际间有效流通.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二手

机置换交易平台,组成二手机产业联盟链,对每一个设备赋予一个区块链上面的

身份,带来了一个设备的不可篡改多方共同认证的设备画像.构建 “集团直播大

厦”,为全球客户提供在线沟通、云上看厂、掘金小店、签订电子合同等一站式

“云购机＋零接触”购物解决方案.

打造机电产业互联网 “独角兽”,发力丝路电商.江苏某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

业电商数字化供销方案帮助中国机电产品制造商拓展国际贸易业务,将为中国机

电产品制造商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和发展机遇,尤其是积极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工业品贸易交流.目前该企业垂直型产业互联网平台

交易规模２００亿元,服务１８个一级行业,１２５万家行业客户,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Machamll将产品出口到１３５个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正对传统的国际贸易产生巨

大的冲击,正在改变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工业电商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的焊接点,该企业将通过工业跨境电商平台持续发力,十四五期间,赋能

合作伙伴预计突破１０万家,注册会员突破１０００万,平台年交易额达到５００亿,

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机电行业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努力成为机电产业集群垂

直电商 “独角兽”.以螳螂网为支撑,构建e购、路之家、装载之王、起重商城等

服务于公司主业的供求资源集聚的工程机械产业互联网平台,依托国际站 MachＧ

mall,发展丝路电商,链接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带和中国制造,打造中国最大的

机电产业集群.

C３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推动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２０２２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新型消费是消费发展的重要

动力源.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３２号),着力恢复和扩大消费,商务部提出鼓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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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壮大智能、定制、体验、时尚等新型消费.商业科技创

新应用通过技术赋能,激发消费活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着力促进

了消费升级和潜力释放.科技赋能成为消费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C３１　智能车联网撬动汽车后服务市场

案例基本情况.四川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切入超２
亿辆未安装 “环境感知系统”和 “智能决策系统”车载智能终端的汽车市场,在

实现汽车智能网联化的同时通过物联感知、实时分析、决策分析等数字化应用完

成规模化汽车经销商的数字化转型,建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标准和规范.该车联

网项目以事故车碰撞检测及处理为核心能力,在智能硬件的基础上,帮助汽车经

销商搭建新车销售、二手车评估及销售、售后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并致力与主机

厂系统、财务系统、DMS系统等打通,实现整个售后业务系统协同.同时,智能

车联网帮助汽车经销商沉淀出自己数据资产,帮助汽车经销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

求,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实现售后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最终推动整个汽车后

市场数字经济发展.该公司智能车联服务平台为２００W 用户提供了近３年的服务,

累计发出碰撞预警信息９００W 次,事故报警信息１３W 次,事故主动救援７W 余次,

挽救了超５０００人的宝贵生命.

创新算法加速售后服务智能化.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和积累,四川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智能车联服务平台已经在碰撞概念、AI模型、大规模实时算法等方面

形成了行业标杆和技术壁垒.基于案例智能车联服务平台已有的超百万用户行车

大数据,研发并应用基于自适应模型的边缘计算技术、全天时和全路段动态车辆

监控相关技术、人工智能碰撞算法＋AI视频图像识别技术、交通大数据支撑治理

能力相关技术等搭建基于个人车主用户的主动安全服务平台,并进一步优化和预

防交通事故的处理,提供交通治理数据支撑,促进智慧交通可持续发展.截至目

前成都路行通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２７项,外观专利１８项,实用新型专利１项,

软件著作权证书７６项,拥有路行通®、凯励程®、欣悦途®和参与者赢®等数项

自主创新品牌.成都某企业一直专注汽车行业,构建面向汽车后市场服务的全过

程物联感知、实时分析、决策优化的服务平台及生态圈,全部知识产权已成果转

化应用在本案例上.该公司汽车后服务收入连续６年实现增长,平均增速超

１００％,２０２０年实现营收５５３亿元,完成利税２６０８１５万元,研发投入３２２３４１
万元,社会贡献破亿元.智能车联服务平台与全国汽车经销商合作从汽车售前售

后切入,帮助近百万台传统汽车完成智能网联改造,与此同时帮助２０００＋汽车经

１６７

K�$����
�.����*�.��K



销商实现了智能智慧数字化改造,数字驱动经营模式创新并带来５０９亿维修产

值.

推动出行领域数据共享,服务智慧交通.案例近几年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提

供性能更高、更智能化的汽车服务,实现人车智慧互联互通,为车主用户带来更

好的服务体验的同时推动整个车联网行业的技术发展.通过合理的监督和调度,

也能够减少社会交通的车流量,缓解城市拥堵的状况,节省资源配置、降低成本.

该公司智能车联服务平台是集汽车买、用、养、卖 “全生命周期”相关服务资源

为一体的智能车辆管理平台,整合了与整个生命周期相关的服务,打破了传统车

辆行业价格混乱,服务及品质无保障的现象,为规范传统汽车行业,整合资源意

义重大.该项目智能车联网平台打通了４S店、汽车金融、汽车保险、政府交管平

台、综合治理平台及生活出行各领域之间的渠道,真正实现开放、共享,更打破

了车联网行业开发以来的车辆碰撞监测技术瓶颈,创造和打破了国内多项碰撞检

测效率记录,技术创新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升,为整个

地区及行业经济带动作出一定贡献.未来,案例将通过融合５G、大数据、人工智

能场景技术的方式,建设智慧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建立智慧交通安全应急处

理规范.智能车联服务平台的开发及推广应用,可形成基于全国车联网服务的基

于行车行为智能感知及深度学习的车辆救援服务平台.预计２０２３年实现平台推广

注册使用用户２００万,日活１０万人,在车联网 (交通)领域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新的应用模式和应用场景,极具应用新经济示范效果.

C３２　云仓联盟服务医药消费便利化

案例基本情况.陕西某医药企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正式上线,是０差价０利

润０空间去中间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云仓采购平台.联合全国３０００家医药工业,

构建企业云仓产品库,推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不靠产品赚钱的平台.医药工业

直接面对终端采购,颠覆传统流通药品层层加价采购模式,建立医药行业首家智

能化云仓产品库,服务于药店、诊所、卫生室、民营医院、中药馆等各渠道客户,

其中包括药店１５６２１家、连锁门店２９８家、中医馆６５４家、诊所１９０７家、卫生室

１８６５家、民营医院４０家.自建B２B平台,打造０差价、０空间、０利润模式,满

足西北终端药店、诊所、卫生室等用药需求.供应链商品去中间化,联合医药门

店集采整合医药工业,降低药品采购价格,提升终端门店利润.供应链物流去库

存化,提高医药行业专业运输效率,保证药品运输中的全程储存质量,实现门店

即时库存,缩减压货周期资金成本,随卖随采不压库存.供应链金融模式赋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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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提供门店授信账期服务,提高资金流转,提升门店利润,解决传统账期压货

压款问题.自建B２B２C平台赋能C端,自建新零售系统云仓分享,帮助门店实现

私域会员制多店模式、B２C、O２O 线上零售线下取货,同城快药、０库存卖药服

务.以药店联盟方式,打造全国万店计划,不加盟、不收购.自建S２B２C,专注

服务于线上渠道和中小实体门店,通过供应链平台整合开放,以产业互联网平台

为品类建设全球商品云仓,提供新零售系统实现线上线下一体的个性化智能化经

营新零售平台,围绕C端大健康产业需求打造医药行业产业生态圈.

以数字技术破除药品流通层层加价.陕西某医药企业产业互联网平台以推动

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目标,整合归集医药流通企业、医药生产商、医院、药店

等供应链主体,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搭建了面向全国的自营医药云

仓供应链服务平台,可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等云仓储、药品需求预测、药品零利

润直配、智能化采购、药品监管等服务,切实破除药品流通链条上的供需信息不

对称、流通环节冗杂、层层加价等症结.基于客户采购习惯、采购区域、采购足

迹和身份属性等特征,在线上采购平台建立同城热搜、降价药品、到货药品、新

药上架、寻药、药品反馈等模块,并组建专业的采购师团队,为需求方提供全程

数字化的采购配送服务.申请以品牌命名的软著、Admin管理平台源码软著、PC
商城端源码软著、动态表单源码软著、缓存插件源码软著、移动端－Admin源码

软著、移动端－IOS源码软著、移动端－小程序源码软著等陆续发证.

推动医疗机构进社区,解决看病难药费贵问题.提供互联网医院服务,整合

全国专科、三甲医院等医疗机构进入社区,将社区的每个药店升级转型为云诊所、

云医院.该案例自运营以来,已入驻医药企业３０００余家,提供国内、国际药品品

种超过１００万,辐射西北两万余家终端门店,推出的 “０差价、０利润、０空间”

去中间化采购模式,降低了需求方采购成本,日均销售额已达５００万元,月度销

售额达一亿以上.案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是提高了医药流通行业的整体

准入门槛,促进行业发展;二是实现药品批发企业的商流、物流分开,促进企业

更专注业务发展,同时降低企业物流运作成本;三是为政府部门进行行业决策提

供依据,履行社会责任;四是高标准的医药物流中心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

安全、可控;五是提供社会就业岗位３００余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未来,

案例企业将进一步整合医药全产业链上的生产工业、医药批发和零售商,共同为

C端医患消费服务,构建 C端医保、商保、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远程医疗、

基因检测等生态服务,还将探索开展境外药品直接进口,打造涵盖传统和新兴医

药供应链的公共服务体系,助力医药流通领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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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３３　５G智慧洗护工厂建立全国１００公里洗护圈

案例基本情况.山东某洗衣电子商务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拥有

C２F洗护平台.该平台有别于传统干洗门店的单一模式 (客户现场送衣取衣、卫

生条件简陋、设备低端、洗护无规范、售后无保障等),采用的是 “微信下单－＞
顺丰上门取送－＞智慧工厂洗护”的 C２F洗衣模式.从２０１７年到２０２０年,该平

台已完成４次洗护工厂的升级改造.５G智慧洗护工厂在案例中央洗护工厂的基础

上进行升级,是集医护级、层流级、净污分离为一体的 “２区３通道”新一代智慧

洗护工厂,厂内从功能布局、洗护流程、全面消毒、智能化工序、RFID应用等方

面进行了提升,不断优化产业技术创新,实现全流程智慧化管理.通过智能工厂

实现对衣物洗护的细节化监控,实现高标准、高要求、高品质的洗护.并同中国

移动运营商达成合作,就５G 工厂应用、工业内网、智能物联等方面展开全面布

局,整合衣物大数据,规范衣物洗涤护理标准、服务流程,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

型升级,让传统门店洗衣升级成为５G智慧洗护工厂,打造更专业的洗护团队和售

后服务,逐步建立特色洗护模式.截至目前,案例已在全国建立５０余座智慧洗护

工厂,平台积累关注用户近１０００万,洗护服务可覆盖４亿人口.

构建５G、物联网和协同办公系统,推动洗衣智能化、个性化.案例面向工厂

的智能化升级需求,依托５G技术,通过网关连接工厂设备,为设备连接提供高性

能、高速率、高可靠、低时延５G网络,实时将工厂现场数据传输到后端运维管理

平台,构建连接工厂内外的人和机器为中心的全方位信息系统,实现工厂维护全

面升级,个性化生产服务.搭建桌面云系统,研发５G批注系统和智能终端监看系

统,打造协同办公平台,提升云端协同能力.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桌面图形压

缩算法和 HSKRC传输协议,可调整远程屏幕分辨率,最大化或原始等各类分辨

率自由切换;智能撮合型 UDP和 TCP切换体系,让智能终端监看系统的网络穿

透率达到９５％以上,１０２４位SSL传输加密.利用５G网络为用户的交流开发 “批

注”系统,使用户在线交流沟通中通过 “批注”系统进行实时的操作办公,双方

可同时看到批注或更改内容,保障双方的顺畅性和准确性.

建立全国１００公里洗护圈,提供高品质洗护服务.５G洗衣时代,山东某企业

案例不仅促进了洗护工厂从集约化、自动化向绿色化、智能化快速演进,还以更

高标准为洗护行业发展树立了标杆,规范衣物洗涤护理标准、服务流程,打造新

一代洗护标准.助推洗护行业颠覆传统,为行业创新发展提供驱动力,全面推动

洗护行业的现代化服务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未来,山东某洗衣电子商务公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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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现全国范围内 “分布式＋全品类”洗护服务,完成至少每个省或直辖市１座

共６０座中央洗护工厂建设运营,加大科研投入,创新发展,逐步实现衣物入厂到

出厂全程智慧化管控,设备、人员及水电气进行精细化管理,建立全国１００公里

洗护圈.在 “新基建”的号召下,案例将不断加强工业互联网升级、５G 产业升

级、服务标准升级,深耕洗护全产业链,努力推动洗护行业高质量快速发展,为

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便利化洗衣服务.

C４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助力乡村振兴

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深入实施 “数商兴农”和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近年来,

农产品电商直采、订单农业、数字农场、农产品直播电商基地、中央厨房、预制

菜等农产品电商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数据成为新农

资,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平台企业以SaaS＋供应链服务赋能乡镇商业基础设施和

乡村小店,推动数字技术和服务下沉,重塑县域新型商业流通体系.区块链、物

联网等技术支撑涉农数据可视化,构建全流程农产品生长监测与质量追溯体系,

让农产品的种养、加工、销售、配送全过程做到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物流

可追踪、质量可追溯.电商企业着力推动商业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化引领驱动

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变革农业生产方式,优化提升农

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C４１　大数据＋云仓推动黔货出山与数字经济发展

案例基本情况.贵州某电商企业智慧商务大数据平台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上

线,在２０２０年 “消费扶贫”“黔货出山夏秋攻势”“校农结合”等工作中积极作

为,当年实现交易额４０１４亿元,其中在线撮合交易额３４９３亿 (在平台完成订

单、品类、价格、交易双方信息撮合,支付在线下完成),平台全流程交易额 (含

支付)５２１亿元.２０２１年,贵州电商云继续深入落实贵州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

“全力打造智慧商务大数据大平台大产业,加快发展农村电商,更好推动 ‘黔货出

山’”和 “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将智慧商务大数据打造成贵州特色产品知名

销售平台”的部署,以 “聚资源、卖产品、存数据、留产值”为目标,通过 “４＋

１”模式推进案例建设,即４个支撑体系 (农村电商、黔货云仓、供应链金融、技

术研发)＋线上线下销售矩阵整合省内各行业、各区域市场主体资源,提供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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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端到消费端的全链条产业服务,用一个平台一张网推动黔货出山与数字经济产

业发展.目前,该智慧商务大数据平台已有省内外３６４万家企业入驻,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特色黔货、农产品、工艺品等不同类型的商品９０９万个.

汇集农产品电商全渠道数据链,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贵州某企业智慧商务

大数据平台建设黔货云仓供应链支撑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链接已经建成的村级

电商服务站点、基地、农户产品,推动零散产品汇聚,智能调度商品订单、仓配

物流,在仓中统一分拣、包装、发货,整体形成智慧物流供应链体系,可有效提

高空置仓库利用率,提升供应链反应速度,降低商品流通成本,整体提升贵州产

品市场竞争力.案例构建技术支撑体系.一是技术创新留存消费数据.对多平台

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将数据 (包括 APP、官网、微信、小程序、线上线下活动、

各类表单等)汇集到数据池,形成数据资产,打破各渠道数据孤岛情况,实现全

渠道数据链,为职能部门提供交易规模、行业结构、发展趋势、应用水平等全面

的大数据分析参考.二是技术创新紧跟行业发展.探索数字经济新路,通过不断

完善省内电商产业链条,串联产销对接、消费扶贫、乡村振兴等工作,让数字经

济惠及贵州经营者和生产者.

聚焦农产品产地数字化和共享区域仓,助力乡村振兴.一是拓展农产品销售

渠道.依托各区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县级农产品集配中心),连接各村级电商站

点、合作社及深加工企业,形成 “村级站点 (移动预冷共享中心)/电商驿站＋县

级集配中心＋省/市级网格化云仓平台”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实现对地方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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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信息的采集、汇总、分类、处理和传送,及时提供实时统计信息.帮助县

级服务中心建设及运营线上县级扶贫馆,销售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标品、云仓产

品、村级预冷产品等.还将通过积极对接营养餐、机关单位食堂、农批市场、产

销对接等大宗线下销售渠道,拓宽县域农特产品销路.二是助推区域经济平稳发

展.通过大数据系统将全省仓配与上下游商家紧密联合,有效解决冷链主体普遍

存在的冷库空间布局不够合理、冷库供给与农产品流通需求不匹配、冷链运营能

力弱等问题.加快农产品仓配利用率和轮转速度,使得区域仓成为地区农产品流

转中心,让农民放心种,消费者轻松买,促进当地就业保障民生,推动地方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未来,贵州某企业智慧商务大数据平台一是要拉动消费增长,发

挥全省最大电商平台、三级仓配体系和县级电商服务中心 (村站点)优势,拉动

平台消费、商贸消费、农村消费,降低消费成本,打造电商直播产业链,加大农

村消费推广力度.二是做大平台,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要聚合资源,完善

物流网络,扩展产业范围.三是做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推动产

地数字化,打造电商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

C４２　产业互联网推动肉牛产业标准化

案例基本情况.重庆某科技公司主要以一家肉牛交易垂直电商平台、“迅马供

应链”“刷新网”为依托,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使用户可以

享受到电子商务、仓储物流、大数据、综合金融、文化知识等一站式服务.该交

易垂直电商平台由某科技公司和丰都县国投集团共同出资打造,是连接肉牛产业

上中下游的B２B垂直电子商务平台,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肉牛产业为核心的垂直

电商平台.该平台上游面对全国肉牛行业的所有养殖户和养殖企业,下游通过

“迅马供应链”输送到 “刷新网”面对各类肉牛需求企业及牛肉需求供应链终端.

平台上线在线交易、物流保险、供应链金融科技、有牛指数、有牛产学研究中心

和在线兽医六大功能板块,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传统肉牛行业的交易效率.

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案例肉牛交易垂直电商平台通过平台实现肉牛产业的从业者在

线交易线上化,累计交易额突破２２亿元,用户足迹遍布重庆、四川、云南、河

北、湖北、甘肃、陕西、河南、新疆等１６个省市,实现全国主要肉牛产业带的全

面覆盖.“刷新网”是面向市场终端的线上零售类电子商务平台,通过肉牛交易垂

直电商平台进行源头肉牛品质把控,通过 “迅马供应链”的供应链体系,实现源

头牛肉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用户.平台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正式上线运营,到２０２１
年８月,“刷新网”注册用户突破２万,GMV突破１５００万元.“迅马供应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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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区块链技术平台搭建,为电商平台用户提供智慧仓储、智慧溯源、生物识别、

智能设备、数字牧场、供应链金融等实际应用.自主研发的迅马网络货运平台

(TMS)和仓储管理系统 (WMS),于２０２０年完成研发并投入使用,并将面向市

场开放,为有相关需求的企业提供一站式供应链服务.

以 “区块链＋物联网”推进标准化,构建肉牛品质安全保障体系.案例以牛

产业为切入点,基于养殖、交易、屠宰、仓储等基础服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打造电子商务平台、供应链物流、供应链金融、行

业大数据、产品溯源、智能物联的肉牛产业供应链平台.肉牛交易垂直电商平台

技术开发板块投入了３０余人的技术团队,全年完成８套自主研发系统,获得知识

产权２８件.针对整个传统肉牛产业进行从管理制度到行业规范的建设.其中,案

例通过线下服务站的集群,参考了国标的同时,还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行业的经验,

建立了肉牛的选购标准、品种标准、养殖标准、出栏标准、健康标准、检疫标准

等执行标准,从源头上将肉牛的品质进行了把控.“迅马供应链”在仓储物流方面

自建的网络货运平台 (TMS)和仓储管理系统 (WMS)对肉牛行业的运输及牛肉

类产品的仓储、运输进行了规范化标准设计.还针对产业源头,在活牛端,设立

了 “数字牧场”的标准规范体系、肉牛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等.

重庆某科技公司以 “全球垂直电子商务平台＋产业互联网”为核心,旨在通

过高效的智能化的科技力量,大幅度提高用户的商业效率,让用户享受更为高效

极致的产业互联网生态,为传统行业的孵化和升级做出了基础性的建设.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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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１年８月,肉牛交易垂直电商平台有效注册用户１４０００余户,刷新网

有效注册用户２１０００余户,全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２２３亿.作为互联网企业,案

例在前期本着服务产业、深耕产业的目的,反哺行业,将全年所有的交易服务费

进行了全额返还的模式,让更多的行业从业者收益更高.同时,案例肉牛交易垂

直电商平台通过线下服务站的建设,将传统肉牛行业的分散化、高污染化降到了

最低,实现了绿色低碳的集中聚集模式.未来三年,该公司计划完成平台智能化,

上线整合后的跨境电商业务模块,实现产业带全覆盖 (区域中心＋服务站),平台

覆盖城市达到３０＋,注册用户突破１０００万家 (产业端),GMV (商品交易额)突

破１万亿元,并达成上市目标.

C５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支持绿色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

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绿色发展的重要部署,商务部多次出台专项政策措施,支持电子商务实现绿色发

展.２０２２年,由商务部提出并归口的 «电子商务物流可循环包装管理规范»(GB/

T４１２４２－２０２２)和 «绿色仓储与配送要求及评估»(GB/T４１２４３－２０２２)两项国

家标准已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批准发布 (２０２２年

第２号公告),于１０月１日正式实施.电子商务企业通过加大商业科技创新应用

投入,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推广使用电子发票、研发和应用可降解可回收包装材

料等措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电子商务绿色化、可持续发展.通过深度挖

掘绿色消费需求,引导公众建立低碳消费生活方式,绿色电商逐步成为建设绿色

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推手.

C５１　智能回收创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模式

案例基本情况.天津某数字化绿色科技有限公司将数字化运营与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应用电子商务交易共享平台推动传统产业科技转型,

打造从废弃物产生源头到资源循环利用者之间完整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链,提

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与垃圾分类的综合服务与解决方案,全面提高资源综合回收

利用效率.案例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再

生资源领域的数字商务企业,提高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能力,整合前端研发至后

端应用,构建再生资源数字商务平台,完善行业体系,打造多元融合的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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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供应链生态.为了推动资源循环全产业链 “向前一公里”和 “向后一公里”

的信息化、平台化建设,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该公司先后开发应用了 “C２B公共机构

回收管理平台”“B２B城市矿山电商平台”、加工配送基地智能管理系统,助力于

循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化产业模式,实现产业数字赋能.将线下业务

与线上业务有机结合,大幅提高了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配送、贸易的效率.公

司垃圾分类及废旧商品回收智能 APP及回收管理平台推出之后,注册用户达２万

多家,累积回收废旧商品达２万吨.“B２B城市矿山电商平台”注册用户达到１万

多家,商品交易量近６００万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从６０％提高到８０％,全

市各级公共机构垃圾强制分类覆盖率由８０％上升到１００％,提升废品综合利用率,

为政府和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创新公共回收管理机制,数字化挖掘 “城市矿山”. “C２B公共机构回收管理

平台”基于传统废旧物资回收、配送,通过整合、优化社会传统回收网络体系的

布局,结合互联网信息平台,将城市中公共机构单位废旧资源进行分类回收,从

而带动线下 (实体商户)线上 (互联网用户)的联结互动,减少回收环节,降低

回收成本,实现废旧物资供应方、需求方以及实体商铺的深度融合,并通过环保

专题培训、公益主题等活动,逐步提升全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意识,最终成为

具有一定社会认知度的新回收模式互联网信息平台.案例垃圾分类及废旧商品回

收智能 APP及回收管理平台推出之后,获得相关自主知识产权１０项,参与３项

相关标准制定.“B２B城市矿山电商平台”旨在实现传统废品回收生态链中生产加

工企业 (钢厂、拆解厂等企业)、回收配送企业以及加盟商、供货商 (即有废钢

铁、废纸、废家电等货源的供货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无缝链接,以 “互联网＋城

市矿山”的思维来布局再生资源行业,倾力搭建再生资源产出者与利用者之间的

供应链管理平台.致力于优化交易程序、统一交易标准、建立诚信交易、打通流

通渠道、加快库存周转,开发并推行再生资源供应链 “后一公里”的闭环解决方

案.自平台上线以来,获得相关自主知识产权８项,参与３项相关标准制定.平

台依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智能精细管理、信息综合管

控、自动优化决策、能效智能分析预测四大功能.通过对水电气热等能源介质进

行自动采集、计算、存储和智能化分析管控,建立节能长效机制,构建能源集约

化、科学化管理体系,实现节能降耗、能源平衡优化、环保排放等,打造数字化

时代资源节约型、绿色环保型企业.

构建 “电商平台＋逆向物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模式.一是节能降耗.案

例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存储、电子签章、OCR识别、智能称重等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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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强化知识管理功能,提升基于物联网、实时在线检

测等相关技术的应用,逐步实现加工设备、检测设备、物流设备的联网运行,提

升采集设备的运行数据、信息的上传率.分别从生产效率、运营成本、产品不良

品率、能源利用率等相关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二是带动就业.新回收模式在

行业间的普遍应用将新增很多相关岗位需求,起到带动就业的作用,目前通过数

字化新模式的运用,带动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就业人数１００余人.天津某公司

“电商平台＋逆向物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模式自２０１７年建立应用至今,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超过２４０亿,上缴税金累计超过３３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

益.未来,案例将围绕再生资源产品及服务,以互联网等科技手段为支撑,以创

新商业模式为引擎,以精益管理为特色,逐步拓展纵向上下游产业链和横向关联

业务,提高业务和产品的附加值,同时逐步丰富科研、金融、培训、慈善等内容,

打造模式先进、技术领先、管理高效、运行有序、富有活力的大型再生资源商业

综合体.

C６　商业科技创新应用驱动电子商务智能化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不断推动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不仅推动

其他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也带动电子商务自身向着更加复杂性和智能化的方向

转变,应用新兴技术推动电子商务行业全面升级.其中,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数

据的大量学习可自动完成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机械性的重复性工作,并助力电商更

好应对 “不定性”,实现智能决策;智能化高效运营SaaS系统,以精细化、精准

化运营能力帮助电商企业赢得更高增长,降低运营成本;智能申报和关务系统帮

助跨境电商企业实现大批量跨境订单通关、税务、结汇的自动化处理;机器人技

术和无人科技帮助电商企业提升物流供应链作业效率和准确率,降低物流成本.

智能化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正逐步渗透融入电子商务各环节,并进一步推动了智

能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商贸模式变革,自动化、智能化运营成为电子商务发展

的未来趋势.

C６１　无人机物流解决乡村配送难

案例基本情况.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７年,是国内某快递物流头部

企业专注于物流无人机领域的全资子公司.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民航局于２０１７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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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该头部企业在赣州市南康区开展 “无人机物流配送应用试点”项目,利用无

人机实现 “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双向连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同意扩大试点范围至四川、云南部分地区,解决农产

品 “第一公里”运输难题,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案例针对赣州南康、四川甘孜典

型的运行场景,提供无人机末端配送综合解决方案,以提高物流流转时效,降低

成本.无人机末端配送综合解决方案以无人机运营基地为中心,合理选择快递服

务站点,设置标准化起降场、通信基站、无人机运营管控系统,实现快递从 A 点

到B点的无人机运输.在试点期间,案例项目在赣州南康、四川雅江两个试点地

区先后开辟了百余条航线,无人机飞行超过１８万架次,运输货物达６６０余吨,实

现了对当地的农户直接增收３００余万元,同时也解决了当地农户的１００多个就业

岗位.无人机高效便捷的服务打通了物流运输 “第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给

乡村农特产品赋能,打造农民新型就业模式,让农民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参与到农

业生产过程中来,提高效率,提高经济收益.

中国物流无人机发展取得重要里程碑.国内某快递物流头部企业获得了国内

首张无人机航空运营 (试点)许可证,标志着中国无人机物流配送进入合法运营

阶段,是中国物流无人机发展的里程碑.案例在试点项目的基础上形成了可复制

推广的运行和监管模式,建立了各项程序、标准、平台和制度,形成标准的物流

无人机作业流程和运营管理体系,对物流无人机行业具有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

行业规范与标准的制定,推动无人机物流应用新业态的进一步安全、规范、可持

续发展.自主开发２款主力物流无人机机型,覆盖载重１０kg、航程１００km 的应用

场景.已获得自主知识产权２２１项,覆盖无人机飞控、导航、动力、电气、结构、

通信等技术领域.参与交通运输部两项无人机行业标准制定,目前标准处于征求

意见稿阶段.

变革物流运营方式,多维度助力乡村振兴.一是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依托无

人机运输提高松茸的时效性,确保松茸的新鲜度,进一步提高松茸的收购价格,

增加松茸采挖人员的收入,为村民增收,大力支持扶贫工作.据统计,松茸采摘

时间提升５６％,采摘重量提升２９％,松茸良品率提升３１％,收购价格提升２０％,

藏民收入提升３３０％.二是降低运营成本.相比于一般的航空运输和通航运输方

式,无人机运输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并能填补现有的航空运力空白.据

测算,目前无人机配送成本比普通快递员持平或略高,未来实现定型和规模化之

后,配送成本将下降４０％－５０％.三是拉动当地就业.案例在当地开展无人机运

营,为当地群众提供无人机操作员、分拣员等职位,累计招聘１８名人员.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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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松茸采摘季期间,案例累计雇佣１５４名当地群众 (含５４名贫困户),其中

无人机团队聘用１０４名无人机操作员,预处理中心聘用５０名分拣员,对其进行专

业技术指导与培训.四是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江西某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于

弥补产业短板、从产业基础性、公共性工作出发支持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薄弱环

节和重点领域建设.联合头部企业优势资源和渠道为 “山货出山”提供涵盖 “产、

运、销”全产业链环节的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建设,带动广大

偏远地区贫困居民实现脱贫致富,探索特色农业产业经济之路,实现精准扶贫.

五是助推传统物流行业转型.通过物流无人机研发和通信系统、无人机快递接驳

柜、无人机运营管控系统等相关配套系统及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物流无人机末端

配送运营模式,真正实现快递投递的无人化、智能化.以无人机为代表的 “智能

物流”将助力物流产业升级转型.未来案例将进一步深化试点,探索构建城市低

空无人机物流网络,推广科技赋农.

C６２　分布式微服务促进电商直播智能化

案例基本情况.浙江杭州某网络科技公司２０１８年开始布局直播电商领域,一

年时间快速成长为业内领先的头部 MCN 机构.企业布局衔接直播前、中、后所

有流程的电商直播带货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优化并且管理自己的直播带货业务,

进而正向的影响整个直播行业.案例建设的直播全流程管理平台于２０２１年６月完

成开发,实施共分为三期,一期重点解决直播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团队管理、直

播排期、直播选品三个模块;二期重点解决直播中场控问题,包括直播选品和直

播场控 MVP两个模块,直播场记、转化分析、监控功能上线;产品线成员完成

直播中需求输出及直播后需求梳理;三期重点解决直播中、后的问题,包括直播

场控、直播复盘及财务收款功能开拓三个模块,产品线针对应用的实际使用情况

完成直播后需求输出.最终实现直播前环节全部覆盖、完成线上化.

创新技术架构自动化开展数据挖掘、供应链对接和精准营销.杭州某公司直

播全流程管理平台包含三点技术创新:一是采用云分布式大数据存储和数据挖掘

技术,开发集主播规划、直播排期、直播选品、直播场控、直播复盘、物料管理

于一体的直播全流程管理服务平台,提高各环节的衔接与工作效率,有效降低业

务成本.二是基于SpringCloudDubbo＋ Naocs等分布式微服务框架搭建电商供

应链协同平台,通过整合主播、供应链等核心资源形成直播行业首个直播电商供

应链解决方案,打造高效、快捷、安全的直播供应链平台.三是利用大数据分析

建立主播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发直播数据动态复盘系统,借助实时数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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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业务管理方案,在提升主播直播效果与带货能力的同时,为商家客户提供精

准的主播推送服务.案例直播全流程管理平台涉及的相关技术已申请发明专利４
项,其中３项已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获得软件著作权６项.

大幅提升直播电商行业效率,促进高质量就业.杭州某网络科技公司直播全

流程管理平台的开发与实施通过大数据统计的手段能够有效降低人员操作成本,

链接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能够提升整体工作效率,提高直播质量,进一步拓宽业

务市场.上线以来,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底,销售收入１６３１５０万元,毛利１３５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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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纳税额４９９９万元.直播电商催生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形态,除了主播这一

较为普遍的职业,还诞生了助播、选品、脚本策划、场控、运营等多种新职业,

对目前经济形势下实现 “稳就业、增就业”具有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案

例实施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人数万人以上,同时为业内企业提供的电商直播带

货解决方案,优化提升直播电商行业流程管理的数字化发展.未来,杭州某网络

科技公司将进一步实现案例功能的有效推广,针对行业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设

计与实施,推动直播行业规范化发展,引领行业技术发展方向,促进直播带货流

程管理合规高效.在案例成熟落地后,助力更多实体经济轻松转战线上经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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