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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广西
跨境电商发展机遇与挑战

●何智娟　黄汇迪

　　

[摘要]广西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因其毗邻东南亚,使得该省的跨境电商发展迅速.本文通过梳理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来广西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发现西部陆海新通道给广西跨境电商带来了诸多发展机

遇,如营商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物流模式创新、协同发展促进等,以及一些挑战,如物流供应链亟待升

级、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有待提高、国内外竞争加剧等.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广西跨境电商应借助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契机,升级物流供应链、打造核心竞争力和提高数字化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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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部陆海新通道是西部地区连接沿海港口与沿边口

岸，联通RCEP成员国，辐射中东、欧洲等地的重

要通道。 广西跨境电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通道

化、枢纽化物流网络，将迎来较大发展机遇。 但是，随着

通道的建设，重庆、四川等电商大省市也会与广西跨境电商

形成竞争态势。

因此，研究如何充分利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契机促进

广西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将通过文献

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梳理广西跨境电商发展现

状，分析西部陆海新通道给广西跨境电商发展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并对广西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广西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带动下，广西跨境电商不断提质

增量，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一)跨境电商不断提质增量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广西跨境电商年均增速超过１２０％。

广西跨境电商产品种类从低价值商品向工业制成品转变，锂

电池、显示设备模组、小型汽车等通过跨境电商方式销往海

外。 例如，柳州通过 B２B推动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等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欧美市场。 广西跨境电商出口模式以跨

境直购为主，４种业务模式全覆盖。 贸易数字化程度不断

提高。 如提供综合外贸服务的中国—东盟“商贸通”数字

贸易平台，仅２０２３年的申报贸易额超６６００亿元，支撑广西

跨境电商出口超过４５亿元。

(二)跨境电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广西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通

关便利化措施，提升货物通关时效。 时至今日，广西已开

通多条飞往东盟国家的跨境电商空运航线。 中越班列运输

出、入境货物品类增加到３６４种、１８０种。 建成海关备案海

外仓２２个，跨境电商管理中心８个。

南宁推出“三合一”集约化管理模式，集合国际邮件、

国际快件、跨境电商在一起办理一站式通关服务。 目前通

关效率可达平均每天１００万件邮包。 通过“跨境电商＋国

际联运”的通道机制，货物经铁路运输通关实现“零等

待”。 泰国、南宁综保区和钦州保税港共同建设海陆联运跨

境电商保税进出口通道。

(三)跨境电商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截至２０２３年广西共有南宁、柳州、贺州等８个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南宁、崇左、柳州、贺州４个国家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及南宁海关关区１个跨境电商

B２B出口试点。

广西连续推出了多项政策文件，旨在促进跨境电子商务

的健康有序发展。 自２０１８年起，广西陆续发布了《广西电

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广西关于推进

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方案》以及《中国(南

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 这些文件在跨境电商企业落户、外综服企业培育、海

外仓建设以及人才引育等方面，提供了更强的政策引导和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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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广西跨境电商发展机遇

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关键环节，两者协同共生，相

辅相成。 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物流建设项

目，为广西跨境电商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一)优惠政策叠加

除了前述多项跨境电商促进政策以外，在《西部陆海新

通道总体规划》的带动下，广西提出了《广西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三年提升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合作规划广西实施方案》《广西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文件，以推动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和跨境电商的多重政策优惠，

为广西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宽松利好的政策环境。

(二)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

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还大大提高了广西跨境电

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例如，新增龙邦、爱店２条跨境电

商出口越南的陆路通道，对出口商品开设“绿色通道”，优

先申报、优先查验、快速通关，提高通关便利化和数字化水

平。 建成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航运服务中心并运营，其创新

提出的多式联运“一口价”收费模式，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

的综合物流服务，提高了广西跨境电商时效性。 沿线海关

还联合建立１３个省市和２个港口城市互联互通区域合作机

制，协同推进通关改革，提高广西跨境电商通行效率。 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出海出边铁路通道达７个、高速公路通道

达１１个，与周边的湖南、贵州、云南３省的省际铁路通道

达７个、高速公路通道达１２个。

这些由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明显带

动了广西跨境电商效率的提高，广西口岸进口、出口整体通

关时间位居全国前列。 ２０２３年广西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比２０１７年缩短了７３．２％，出口整体通关时间较２０１７年减少

了９８．０１％。

(三)创新跨境电商物流模式

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不断创新着广西跨境电商的物流模

式。 例如，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的平陆运河为西

南地区提供了距离最短、成本最低的出海通道。 中国—东

盟多式联运联盟，联合多种物流组织模式，由中越跨境班

列、北部湾港海铁联运班列、中南半岛跨境公路班车和国际

航空货运形成海陆空全方位物流。 钦州港自动化码头实施

进口集装箱货物“船边直提”方案和出口集装箱货物“抵港

直装”模式，创新进出口集装箱货物通关装运管理方式。

(四)促进跨境电商协同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协同作用还将带动广西跨境电商辐射

西部地区。 例如，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海铁联运平台企业，形成了港口、航

运、铁路等龙头企业强强联合的建设运营模式，不断提升跨

区域合作水平。 ２０２２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口

岸进出口贸易总额超５０００亿元，２０２３年沿线省份经广西口

岸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幅近５０％。 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带动

作用明显增强沿线省区市的跨境电商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广

西跨境电商取长补短，与沿线省区市跨境电商产业形成优势

互补。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广西跨境电商面临挑战

(一)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亟待升级

虽然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过程中，广西跨境电商物流

领域发展迅速，但是仍存在着航空运输附加值低，陆运容易

受通关、气候环境、地理区位影响等多方面不足。 同时，

伴随着广西通道效应的显现，广西跨境电商不仅要面向东南

亚国家，而且德国、英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的货量也会增

加。 这要求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更为强大和全面，能覆盖

不同物流运输方式，以保证在跨境电商物流运输领域的

效率。

(二)跨境电商贸易全链条数字化有待提升

跨境电商是涉及电商营销、贸易单据、港务服务、跨境

通关、支付结算、跨境物流全链条的产业，在数字经济发展

下，跨境电商贸易全链条数字化水平与跨境电商竞争力息息

相关。 而广西跨境电商对数字化的应用与浙江、广东、四川

等跨境电商大省相比，其贸易链条中的数字化水平还较低。

例如，广西跨境电商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较低，广西跨境电

商企业营销方式和手段大多仍依赖于传统模式，广西跨境电

商供应链数字化程度远低于其他先进省市。 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带来的沿海港口、沿边口岸智能化、数字化转变，跨境

电商物流模式创新，人民币跨境支付增加等改变，也将倒逼

广西跨境电商贸易全链条全面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三)国内外竞争加剧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不仅带来了沿线省市的进出口货

物量，同时也会对广西跨境电商形成一定竞争态势。 尤其

是四川、重庆、陕西等西部地区外贸较强的省市，通过通道

效应占领部分东南亚市场。 ２０２３年重庆对越南进出口额相

比２０１７年刚开始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时增长了２２２％；同

期，四 川 对 印 尼、 新 加 坡 和 越 南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超

过１００％。

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的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利

用通道缩短物流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广西跨境电商企

业的优势。 而中欧班列带来的欧洲地区商品成本的下降，

必然在广西跨境电商的传统优势市场——东盟国家形成

竞争。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广西跨境电商发展建议

(一)依托通道建设升级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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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给广西跨境电商物流在政策、基础

设施、模式等方面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借助智慧口岸

查验“一体化”模式、“三合一”集约化管理模式、中国—东

盟多式联运联盟等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果，优化广西跨境

电商物流渠道，提升广西跨境电商物流服务能力。 充分利

用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南宁国际铁路港、北部湾港等西部

陆海新通道物流枢纽的链接作用，设计优化广西跨境电商物

流流程，为广西跨境电商提供畅通的内外贸双向合作的物流

服务链条。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政策引领作用和支持下，灵活跨

境电商物流融资方式和渠道，集聚国内外优质物流企业，引

入实力雄厚的第三方甚至是第四方物流企业，构建更适合广

西跨境电商需求的物流供应链。

(二)打造广西跨境电商核心竞争力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使得广西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升级，

通关效率显著提高，物流网络加速延伸。 在此背景下，广

西跨境电商除了充分发挥邻近东盟、沿边沿海等区位优势以

外，还可以深入挖掘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通道效应和国际门户

作用，与四川、重庆、陕西等沿线电商强省市和外贸大省市

实现差异化发展，打造时效快、便利化、服务能力强的广西

跨境电商核心竞争力，减少与国内外跨境电商的同质竞争。

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纺织、电子、造纸等行业对东

盟贸易量增长迅速。 围绕“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思

路，利用通道产业集聚效应，探索服务这些聚集产业的跨境

电商模式，也可以成为广西跨境电商核心竞争力之一。 例

如，依托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建设，在南宁、崇左、钦

州等地发展水果跨境电商，打造面向东盟的水果跨境电商产

业链。

(三)提升广西跨境电商数字化水平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钦州港自动化码头、中

越友谊关智慧口岸、中国—东盟“商贸通”数字贸易平台等

智能化、数字化设施不断建成并投入运营。 广西跨境电商

企业需要加快提升数字化水平和程度。 例如，广西跨境电

商企业通过信息化平台对接友谊关智慧口岸，提高企业信息

化水平；借助中国—东盟“商贸通”数字贸易平台制定更加

精准化、个性化营销手段，加快供应链运转速度。 利用沿

线四川省区块链计算能力，研究开发跨境物流监测程序、跨

境电商产品追溯方式等。 广西跨境电商还需要加大在数字

化技术应用水平上的投入，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跨境

电商数字化升级的促进作用。

结束语

近年来，广西跨境电商不断提质增量，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物流模式推陈出新，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西部陆海新

通道给广西跨境电商带来营商环境优化、基础设施提升、物

流模式创新、协同发展促进等多方面发展机遇，但是广西跨

境电商发展目前仍存在物流供应链亟待升级、全产业链数字

化水平有待提高、国内外竞争加剧等挑战。 广西跨境电商

可以积极利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契机，通过升级物流供应

链、打造核心竞争力和提高数字化水平的方式，实现提质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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