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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Malmquist 指数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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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商学院 

摘要：以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在创建“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的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

展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依据我国长三角地区近十年间官方披露的数据，实证考察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结构化失衡问题，且物流效率亟待提高；我国长

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受到多类因素影响。其中，资本存量占比、从业人员占比与能耗占比这三类内

部因素，宏观经济环境与产业竞争环境这两类外部因素，将对跨境电商产业质量发展产生差异化作用。我国长三角

地区应加快跨境电商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关键词： 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地区;Malmquist 指数模型;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协同提升，我国经济运行模式已经从外向型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增长。跨境电商产业

作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其自身总体运行的可靠性与功能性将直接影响我国产业总体表现
[1]
。我国“十

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强跨境电商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增值能力，打造绿色跨境电商产业链条，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我国长三角地区主要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有四十余个大型城市。截至 2021年 12 月，长三角地区的 GDP

超过 25 万亿元，该地区的创新能力与竞争能力均位居国内前列。相较于我国其他经济带，长三角地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其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极高的城市贯通性，而且在发展效率与发展质量等方面均领先于其他地区
[2]
。当前，我国

正在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城镇化集群战略等，研究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

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跨境电商产业联动能力与辐射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现阶段学术界对跨境电商产业的研究主要从如下四个维度进行。第一，研究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趋势。如邢光远等利用产业

集聚理论与空间自向量模型实证研究我国不同经济带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驱动要素
[3]
;朱贤强等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内跨境电商产

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实证分析
[4]
;李如秒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量化评估了我国跨境电商产业总体运行绩效

[5]
。第二，研究跨境电商产业运行质量。以周广澜等的研究成果为代表，他们从产业支持、制度保障、资源保障三个层面，系统

论证了跨境电商产业运行质量的总体表现情况
[6]
。第三，量化评估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质量。如肖亮等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和层次分

析法，对我国东北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静态质量与动态质量进行系统评估
[7]
。第四，挖掘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

如郦瞻等认为，财政政策、产业完备性、技术创新程度与城市空间通达性这四方面因素，对于我国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显著影响
[8]
。然而在学者研究中，较少有文献针对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更鲜有文献分析

其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跨境电商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视角切入，利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量化分析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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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关键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兼具可行性与实效性的发展策略。 

二、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一)研究方法简介 

Malmquist 指数模型又称改进数据包络分析的无偏差向量机模型，该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能够从最优投入产出角度来无量

纲处理松弛变量的自相关关系，其所得到的分析结果不仅具有极高的计量精度，而且其统计分析的全过程有效克服了传统回归

分析模型的高噪声劣势。为进一步提高 Malmquist 指数模型的计量精度，本文对该模型进行功能修正，使其更加契合样本数据

的实际情况。第一，假设本文所构建的 Malmquist 指数模型效率值能够完美解决排序时效问题，且最优解在[0,1]范围内。第二，

假设本文所构建的 Malmquist 指数模型能够协同进行期望与非期望投入产出效率分析，确保其能够一站式量化测度分析对象的

非期望系数。实证研究模型为： 

1.对影响因素权重值进行统计。 

(1)分析初始数据。假设原始数据矩阵为 X(0): 

X(0)=[X(0)(1),X(0)(2),…,X(0)(n)] (1) 

对式(1)进行平滑检验如下： 

 

如果上述公式满足ε<0.5,那么其拥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进行后续实证计算。 

(2)对 X(0)(t)进行一次累加处理，此时可得到全新的数据序列： 

X(1)=[X(1)(1),X(1)(2),…,X(1)(n)] (3) 

在式(3)中，  

(3)计算紧邻均值 Z(1): 

Z(1)=[Z(1)(1),Z(1)(2),…,Z(1)(n)] (4) 

在式(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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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据紧邻均值统计结果，构建基于最小二乘法的权重统计公式： 

 

式(5)中的 a,b 均可利用最小二乘法来计算求得： 

 

在式(6)中，有： 

 

(5)结合上述统计可得到如下计算公式： 

 

此时 GM(1,1)的时间响应序列函数为： 

 

假设 X(1)(1)=X(0)(1),此时有： 

  



 

 4 

(6)对式(10)进行累减还原，可得： 

 

式(11)为时间响应函数。当 t=1,2,…,n 时， 为拟合值。 

(7)计算 X(0)的模拟值  

 

2.精度检验。 

(1)计算残差值。 

对式(12)进行残差值计算，对应的残差序列为： 

 

与式(13)相对应的误差序列为： 

 

式(14)可真实反映出残差值计算的统计误差。 

(2)对残差值进行效度验证。 

对式(13)所统计得到的残差值进行实证计算，假设 X(0)数列所对应的方差数值为 S1,此时可求得残差值的效度验证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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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此时后验误差检验比值为： 

 

小误差概率取值范围为： 

 

假设  ，此时有  

利用 H 与 V 的取值来判定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的计量效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的计量效果 

V H 参考标准 

>0.88 <0.38 较好 

>0.7 <0.4 一般 

>0.5 <0.3 及格 

(二)实证分析过程 

1.研究对象界定。 

现阶段学术界并未对跨境电商产业进行细分，其大多均从邮电、交通、仓储三个产业维度来梳理跨境电商产业的核心构成。

如张锡宝等便以邮电、交通、仓储的实际运营数据作为分析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参照系
[9]
。以其为借鉴，本文亦从这一分

析角度出发，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科学选取评估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其中，期望产出的考量指标主要为跨境电

商产业年度产出，非期望产出的考量指标主要为跨境电商产业单位碳排放量。长三角地区“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的跨境电商

产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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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三角地区“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的 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 

主指标 解释指标 计量单位 

投入指标 

单位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X1(亿元) 

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力投入 从业人员规模 X2(万人) 

单位时间内的能源投入 单位能耗情况 X3(万吨/标准煤)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行业总产值 Y1(亿元) 

非期望产出 碳排放规模 Y2(万吨)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精准度，在统计分析单位能耗情况的过程中，借鉴李隽波等
[10]
的研究成果，从标准煤的角度来共

线性分析各类油料的消耗情况，并采用 进行量化分析。在该式中，C 代表跨境电商产业单位时间内碳排放

总量，i 代表能源类型，Ai 代表每单位标准煤的能源消耗，Bi 代表每单位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 

2.遴选样本数据。 

本文的核心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21 年我国发布的跨境电商产业统计年鉴，重点针对我国长三角地区中的上海、南京、

杭州、合肥、无锡、苏州、宁波、嘉兴、芜湖、马鞍山十个城市的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样本数据概况如表 3、

表 4 所示。 

表 3 样本数据概况(投入指标)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研究 

对象 X1 X2 X3 X1 X2 X3 X1 X2 X3 

上海 1985.62 26.78 59022.45 1692.96 22.08 58559.96 452.08 3.76 9948 

南京 1122.06 14.25 42915.58 1200.08 13.8 42926.58 326.98 1.28 5678.49 

杭州 588.94 4.78 25998.04 199.72 3.88 8904.08 174.26 0.58 8238.29 

合肥 1026.78 10.36 31256.22 202.65 5.78 10256.12 175.62 1.48 10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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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1628.62 12.48 30528.18 184.62 4.26 9848.62 171.28 1.56 6584.6 

苏州 1268.61 8.65 26486.14 188.52 5.06 7862.55 162.46 1.78 8468.55 

宁波 1462.56 10.28 18652.25 196.48 6.06 7465.45 158.62 1.62 9058.62 

嘉兴 1544.62 9.76 19482.65 189.62 6.46 9548.62 165.25 1.56 8438.52 

芜湖 1848.62 11.25 20456.58 192.48 5.02 10426.78 166.36 1.62 9048.68 

马 鞍

山 
282.56 3.36 18485.62 97.52 2.08 6428.26 85.44 0.38 8545.22 

 

从表 3 可知：第一，就跨境电商产业资本投入而言，目前上海市领跑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X1 最大值、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1985.62、1692.96、452.08)。马鞍山在所选取的样本中处于垫底位置(X1 最大值、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282.56、97.52、85.44)。

这意味着上海市跨境电商产业的资本投入力度最大，马鞍山跨境电商产业的资本投入力度最小。第二，就跨境电商产业劳动力投

入而言，目前上海市领跑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X2 最大值、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26.78、22.08、3.76)。马鞍山在所选取的样本

中处于垫底位置(X2 最大值、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3.36、2.08、0.38)。这意味着上海市跨境电商产业的劳动力投入力度最大，

马鞍山跨境电商产业的劳动力投入力度最小。第三，就跨境电商产业能源投入而言，目前上海市领跑其他城市(X3 最大值、均值

与标准差分别为 59022.45、58559.96、9948.00)。这意味着现阶段上海的跨境电商产业能源投入规模最大，其单位能耗水平也

位于样本城市的前列。 

表 4 样本数据概况(产出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研究 

对象 Y1 Y2 Y1 Y2 Y1 Y2 Y1 Y2 

上海 1856.8 78496.62 205.96 172.62 465.69 12462.56 194.62 9838.46 

南京 325.67 19298.87 122.94 134.25 272.26 19298.89 65.24 5684.96 

杭州 94.86 11626.64 32 14.78 57.92 4004.95 22.42 3698.66 

合肥 206.76 18889.88 41.26 22 128.84 6754.65 68.32 6902.36 

无锡 568.64 63195.52 141.95 147.98 686.79 24706.22 152.14 18495.09 

苏州 1474.58 34808.56 303.45 134.82 278.72 17605.34 347.55 129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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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849.24 41609.25 168.24 75.26 436.45 17275.95 228.18 17982.18 

嘉兴 329.42 845.38 132.58 92.18 218.05 465.56 62.85 202.05 

芜湖 988.48 8172.14 97.78 89.92 492.56 2204.65 312.59 3352.74 

马鞍山 1442.69 26475.91 297.81 94.62 812.48 11978.72 375.95 11669.72 

 

从表 4 可知：目前上海市的跨境电商产业产值水平最高，无锡市跨境电商产业单位碳排放规模最大。 

3.实证结果讨论。 

利用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对 2012—2021 年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实证分析结果

如表 5 所示。 

表 5 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结果 

年度 上海 南京 杭州 合肥 无锡 苏州 宁波 嘉兴 芜湖 马鞍山 

2012 0.848 0.836 0.816 0.744 0.748 0.842 0.802 0.736 0.728 0.706 

2013 0.856 0.848 0.832 0.802 0.816 0.855 0.825 0.792 0.766 0.748 

2014 0.826 0.802 0.796 0.776 0.782 0.819 0.794 0.755 0.748 0.732 

2015 0.905 0.884 0.858 0.825 0.834 0.902 0.846 0.812 0.802 0.796 

2016 0.912 0.902 0.892 0.862 0.872 0.908 0.885 0.847 0.835 0.825 

2017 0.996 0.976 0.915 0.898 0.905 0.984 0.912 0.886 0.874 0.848 

2018 1.025 0.986 0.971 0.942 0.954 0.989 0.968 0.906 0.898 0.885 

2019 0.986 0.972 0.964 0.938 0.946 0.982 0.957 0.894 0.872 0.864 

2020 1.125 0.996 0.984 0.942 0.958 1.102 0.976 0.915 0.884 0.871 

2021 1.148 1.105 0.068 0.046 0.055 1.118 0.065 0.032 0.017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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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知：第一，从地理空间来看，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排序情况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宁

波>无锡>合肥>嘉兴>芜湖>马鞍山。其中，上海与马鞍山的差距较为显著。同时不同城市间的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均

衡分布的态势。虽然从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区域内不同城市间的发展质量不平衡、不

充分。第二，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表现出显著的递进特点。如在 2015 年之前，长三角地区

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 Malmquist 指数均不超过 0.9;2015—2021 年，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 Malmquist 指数大部分位于

0.9～1.2 之间。 

三、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关键因素筛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影响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普遍认为可从内外双重视角来进行

分析。其中，内部因素以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

权重这三类因素为主；外部因素以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竞争环境与制度支撑环境这三类因素为主。本文参考这一研究成果，建立

了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集合，如表 6 所示。 

表 6 中各类测度指标含义如下： 

1.外部因素。 

(1)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中的年度 GDP 与年度 CPI 对于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将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跨境电商产业的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的有力保障，而区域内年度 GDP 水平不仅能够客观反映出某地经济总量，而且是衡量跨境电

商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经济指标。另外，随着年度 CPI 水平的不断提高，此时跨境电商产业将面临较为不良的融资环

境与资本运营环境，将会对跨境电商产业价值链与产业链的跃升带来极大掣肘。 

表 6 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 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集合 

因素集 测度指标 计算公式 

外部因素 

宏观经济环境 以年度 GDP、年度 CPI 为主 

产业竞争环境 以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为主 

制度支撑环境 以制度创新指数为主 

内部因素 

 
有形资本存量/跨境电商 

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 产业总资本存量 

产业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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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从业人员规模/总体 

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 人员规模 

产业中的权重 
 

 
单位时间内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 规模/能源总消耗 

产业中的权重 
 

 

(2)产业竞争环境。 

本文主要以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来测度产业竞争环境的优劣。该系数由张夏恒
[11]
提出，其直观反映了区域内某类产业的产

品总产值在区域市场总额中的占比。随着产业竞争力系数的提高，此时区域产业环境的完备水平将得到持续提高，意味着区域内

已经形成了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市场。 

(3)制度支撑环境。 

本文利用制度创新指数来测度制度支撑环境的优劣。制度创新指数由何江等
[12]
提出，主要由“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

“金融改革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法制化环境”等十个一级指标构成。该指数不仅能够全面反映区域内制度的稳定性与成熟

性，也是量化分析区域内制度保障力度的一项核心指标。本文便以制度创新指数为依据，从跨境电商产业投资环境、政策环境、

融资环境与政商环境四个方面，量化分析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所具备的制度保障条件。 

2.内部因素。 

(1)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 

本文参考庞燕
[13]
的研究成果，利用经典的财务成本核算方法对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资本存量占比水平进行测度。其计

算公式为：单位时间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单位时间内固定资产折旧情况之间的加和。计算的步骤如下：首先，统计样本

观测期间的我国全社会资本存量总额，而后计算样本观测期间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资本存量，二者间的比值即为跨境电商

产业资本存量占比。 

(2)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 

该项指标的计算公式为：单位时间内跨境电商产业从业人员总规模与单位时间内全社会用工总额之间的比值。 

(3)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 

该项指标是测度跨境电商产业碳排放程度的重要依据。其计算步骤如下：首先，以标准煤为参考系，将我国整体产业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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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消耗的化石能源进行转化，其加和即为单位时间内我国跨境电商产业能耗总体水平；其次，采用同样的计算逻辑求得单位

时间内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能耗总体水平。二者之间的比值即为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 

(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基于静态视角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采用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来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在截面数据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实

证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影响因素的静态分析结果 

观测指标 

Malmquist 指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数修正模型 

宏观经济环境 

0.028
**
 0.029 0.032 

4.4 3.82 4.06 

产业竞争环境 

0.004 0.006 0.006 

0.58 0.48
**
 0.52 

制度支撑环境 

0.005 0.005 0.006 

0.18 0.18 0.18 

 

0.036 0.044 0.034 
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 

产业中的权重 0.58 0.62 0.58 

 

0.018 0.016
**
 0.038 

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 

产业中的权重 2.26 2.05 0.58
**
 

 

-0.022 -0.009 -0.015 
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 

产业中的权重 -2.25 -2.0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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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 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由表 7 可知： 

(1)宏观经济环境的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实证结果为 0.028,其在 0.1 水平上显著，且其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实证分析

结果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将对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2)产业竞争环境的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实证结果为 0.004,其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且其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实证分

析结果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虽然从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产业竞争环境略低于宏观经济环境，但其对长三角地区跨

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将产生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3)制度支撑环境的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实证结果为 0.005,其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且其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实证分

析结果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虽然该指标的截面数据实证结果均低于其他两项外部因素测度指标，但其实证结果的系数值均为

正，这意味着制度支撑环境将对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显著影响。 

(4)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产业中权重的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实证结果为 0.036,其在 0.1 水平上显著，且其固定效应与随

机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资本存量水平的持续提高，将会对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极为显

著的影响。 

(5)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产业中权重的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实证结果为 0.018,且在 0.1 水平上显著，其固定效应与随机

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该项指标的统计量数值均高于内部因素中的其他指标，这意味着从业人员规模将直

接决定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6)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权重的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实证结果为-0.022,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实证结果均为负

值。这表明能耗水平越高，则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质量越差。 

综上可知，从静态分析来看，除“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因素外，其他因素均对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

量发展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2.基于动态视角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采用 Malmquist 指数修正模型来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在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情况下的具

体表现。实证结果如表 8 所示。 

从表 8 可知，除“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因素外，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其余影响因素对于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程度将逐渐提高。从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的绝对值差距来看，差距最大的因素为“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产

业中的权重”,其次为“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再次为“产业竞争环境”。这意味着从远期来看，从业人员规模、

资本存量水平与产业竞争环境这三类因素将会对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决定性影响。 

表 8 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结果 

观测指标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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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环境 

0.025
***
 0.048

***
 

-4.6 -5.8 

产业竞争环境 

0.012
*
 0.038

*
 

-2.4 -3.6 

制度支撑环境 

0.008
*
 0.006

*
 

-3.2 -4.2 

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 

0.026
***
 0.055

***
 

-1.8 -2.5 

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 

0.022
***
 0.062

**
 

-2.2 -3.2 

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 

-0.042
***
 -0.002

***
 

(-3.8) (-1.2)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以我国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在 2012—2021 年的运行数据为支撑，采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量化评估了长三角地区跨境

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据此深入挖掘核心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量化分析结果来看，上海市在跨境电商产业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方

面位居长三角地区首位。合肥市的跨境电商产业单位能耗水平均高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从总体评价结果来看，上海市、苏州

市、南京市、杭州市的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效率位于长三角地区前四位。另外，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呈现出极为典型的阶

段性与非均衡特征。即以 2014年为时间节点，之后该区域内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质量、水平增幅较为显著。 

第二，从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来看，除“能源消耗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因素外，宏

观经济环境、产业竞争环境、制度支撑环境、资本存量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从业人员在跨境电商产业中的权重均对该地区

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结合静态与动态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从业人员规模、资本存量水平、产业竞争环境这三

类因素，对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显著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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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策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标准化发展。 

结合前述研究结果，建议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应进一步增加资本投入、固定资产投入、基础设施投入，改善优化长三角地区

跨境电商产业保障环境。邱洋冬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创新，推动产业提升
[14]

。另外，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还应加大跨

境电商产业园、物流配送、物流仓储与物流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硬件条件建设力度，为区域内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第二，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专业化发展。 

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存量占比因素对于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长三角地区应依托具有高知识与

高技能特征的人才资源的流量红利，支撑跨境电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如尝试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人力资源培训手

段，面向跨境电商产业内的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并大力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协作，循序渐进地提升长三角地区

跨境电商产业从业人员的理论素养与实践素养。 

第三，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低碳化发展。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能耗占比对于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将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因此长三角地区应积极践行“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采用绿色、低碳、低能耗的运输手段或通过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15]

促进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另外，

具备条件的城市还可强化废弃物回收、智能化垃圾分类、物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以着力降低跨境电商产业事故率与损耗率。 

第四，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集群化发展。 

实证结果发现，产业竞争环境将对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长三角地区应注重推进跨境电商产业

集约化、集群化发展，以延伸跨境电商产业的价值链与产业链。另外，长三角地区还应发挥区域内制造业、服务业与对外贸易的

先天优势，促进此类优势产业与跨境电商产业间的协同联动，据此培育长三角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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