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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RCEP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的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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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RCEP 为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发展带来了新动能，也为成员国经贸往来提供了新的契机。选取 2010—2021 年面板数据，

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表明，跨境电商出口交

易额与经济规模、消费差距、贸易开放度、互联网信息化水平以及人口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与地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贸易潜

力方面，14 个 RCEP 成员国中 9 个属于潜力巨大型，3 个属于潜力开拓型，2 个属于潜力再造型。应抓住东南亚人口红利，扩大

跨境电商出口规模；完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缩短贸易距离；针对不同贸易潜力国家，采取差异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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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de Potential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s to RCEP Member Countries

CHEN　Xingy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12，China）

Abstract:RCEP has brought new momentum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s and pro⁃
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mong member countries.Based on the expanded trade gravity 
model，this paper selects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21 to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de potential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s to RCEP member countries.Research shows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
port transaction volum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scale，consumption gap，trade openness，internet informati⁃
zation level and population，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ographical distance.In terms of trade potential，9 of the 14 
RCEP member countries have huge potential， 3 of them have developing potential，and 2 of them need potential recon⁃
struction.We should seiz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Southeast Asia to expand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s；improve cross-borde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shorten trade distances；and adopt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trade pot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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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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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行业

蓬勃发展，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成了我国国际

贸易发展的新引擎。根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

数据库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

14.2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占进出口总额比重持

续上升。出口跨境电商在跨境电商行业中比重达

到 77.46%，仍处于主导地位。但 2013年起，出口跨

境电商在跨境电商总规模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增长

率亦持续走低，整体发展速度放缓（见图 1）。究其

原因，我国跨境电商主要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

但由于贸易摩擦、竞争饱和等因素致使发展增速逐

渐减缓。相反，在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中国跨

境电商出口发展却迎来红利期，市场规模持续扩

大。而 RCEP14个成员国中有 10个均来自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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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的推进将进一步为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行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

RCEP 于 2012年由东盟发起，历时八年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正式签署，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陆

续在各成员国生效。RCEP 覆盖了全球近一半人

口以及近三分之一的贸易规模，它的生效意味着全

世界最大的自贸区诞生，将为传统外贸带来新动能

与新机遇。第一，降低成员国之间的关税，甚至在

未来实现零关税，极大提升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

第二，简化各成员国间通关程序，极大提升跨境物

流效率。第三，统一自贸区内规则政策，促进无纸

化贸易，大力推动贸易便利化。RCEP 的落地将削

弱贸易壁垒，降低出口难度，提高跨境电商出口利

润，刺激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发展。在 RCEP 成效背

景下，影响中国对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

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把握政策红利并最大限度地

挖掘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

力？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展开实证研究，以明确中

国对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因素与贸

易潜力。这对深化我国与 RCEP 各国的跨境电商

合作，提高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发展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跨境电商的飞速发展，关于跨境电商影响

因素的相关研究开始涌现。姜宝［1］在原有的贸易引

力模型基础上加入了人均 GDP 与人口规模这两个

变量，分析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因素，实证结

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跨境电商交易额均有正向促

进作用，并且证明贸易引力理论能够适用于跨境电

子商务。张伟年等［2］采用多元回归法进行实证研

究，验证了国家政策、互联网普及率和物流发展水

平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朱鹏羽［3］选
取省域面板数据对进口与出口跨境电商影响因素

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跨境电商的互联网发展

水平、人才规模、基础设施与政策对两者的影响存

在异质性，同时还发现这些因素对拥有两年以上跨

境电商综试区地区的跨境电商发展影响更明显。

按商品流向划分，跨境电商可以分为进口跨境

电商与出口跨境电商，而出口跨境电商是我国跨境

电商的主要模式，在我国跨境电商发展中占主要地

位。目前，针对跨境电商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

增多。沈中奇［4］选取我国前十大跨境电商出口国

2014-2018 年面板数据，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并纳入

贸易摩擦变量，分析我国出口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

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进口国的贸易开放度、IT发展

水平、出国旅游人数、双方的消费差距与市场规模

均有明显正向影响，而贸易距离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不明显。张益丰等［5］采用

2012年至 2017年八大跨境电商出口国家的面板数

据，使用拓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我国跨境电商

出口的影响因素，并进行跨境电商出口潜力测算，

研究结果表明美、韩属于潜力再造型，俄、日、巴、欧

美、印度、东盟属于潜力开拓型。郑春芳等［6］基于我

国前十大跨境电商出口国 2015-2018 年的面板数

据，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

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十国跨境电商出口贸

易潜力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加入“一带一路”有利于

促进中国对其跨境电商出口。

中国与具体区域跨境电商发展的研究当中，针

对东盟的研究相对比较受关注。徐保昌等［7］认为

RCEP的生效给中国与东盟的跨境电商发展带来了

机遇，能促进双方跨境电商规则标准统一，提升贸

易便利化，为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本地化运营提供新

                   注：数据来源于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

图1 2010—2021年中国跨境出口占跨境电商总规模百分比及跨境出口电商交易规模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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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李隽波等［8］根据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调研数

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六大维度共二十个因子

进行分析，认为信用风险和跨境物流问题是阻碍中

国对东盟跨境电商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互联网营销

和跨境人才是促进双方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

陈婷婷［9］采用了二阶段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与东

盟各国跨境电商发展潜力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

果表明“一带一路”促进了中国与东盟跨境电商发

展潜力不断提升，但与文莱、柬埔寨、越南、菲律宾

和老挝的跨境电商发展仍有待加强。向韦霖［10］则
专注于农产品跨境电商，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影响我国同东盟11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的因素。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影响因素与贸易潜力的研

究大多数都是基于贸易引力模型，说明该模型对于

分析两国跨境电商贸易具有一定理论基础。而在

区域性的跨境电商贸易中，目前针对东盟的研究较

多，还未有针对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

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除

中国以外的 14个RCEP成员国于 2010~2021年的面

板数据，根据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我国

对 RCEP 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因素，并测

算各国贸易潜力水平。

三、中国对RCEP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影响

因素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贸易引力模型是用于衡量两个经济体之间的

经济规模和距离，并预测双边贸易量的模型。Tin⁃
bergen［11］和Pöyhönen［12］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于国际

贸易研究领域，研究表明两国的经济规模与贸易量

成正比，两国的距离与贸易量成反比。经典贸易引

力模型的公式为：

F ijt = G × ( Mit × Mjt )D ijt
（1）

式中：Fijt表示 t时期两国的贸易额，G 为常数，

Mit代表 i国 t时期的经济规模，Mjt代表 j国 t时期的经

济规模，Dijt代表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对公式两边

进行对数处理，可得：

ln Fijt = α0 + α1 ln Mit + α2 ln Mjt + α3 ln Dijt + εijt（2）
式中：α0 为常数项，α1、α2、α3 为相应变量的系

数，ε ijt为随机误差项。

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中，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地

理距离是主要解释变量。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

将各种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纳入贸易引力模型中

形成扩展模型，如人均 GDP、人口、贸易开放度、贸

易政策、关税、国土接壤等，使得扩展后的引力模型

更具有说服力。同时，随着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

利用引力模型进行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增多。在参

考了相关文献并结合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因素后，

本文额外选取了消费差距、贸易开放度、互联网信

息化水平以及人口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并得到以下

扩展模型：
   ln EXijt = α0 + α1 lnGDPit × GDPjt + α2 lnDISijt +    
                      α3 lnITijt + α4 lnTOIjt + α5 lnInterjt +
                      α6 lnPopjt + εijt                                              (3)
EXijt表示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交易

额（亿美元）。GDPit为中国 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jt为 j国 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体现某国的

市场规模。由于出口存在明显的母国市场效应［13］，
这里用两国的 GDP 交互项 GDPit×GDPjt来表示两国

的市场规模对跨境贸易的共同影响［5］。DISijt表示中

国与 RCEP 成员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但由于距

离恒定不变，固定效应模型无法识别，因此根据蒋

殿春等［14］的方法，采用两国首都距离与国际原油价

格乘积来代表贸易距离。ITijt表示消费差距，由两国

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来计算，用于反映两国需求

水平的相似程度［4］。TOIjt表示 RCEP 成员国贸易开

放度，采用 RCEP 成员国的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

值来衡量［15］。贸易开放度是一国贸易壁垒高低的

体现，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贸易壁垒越低，则贸

易成本越低，更能刺激跨境电商的发展。Interjt反映

了 RCEP 成员国互联网信息化水平，采用互联网使

用人数（万人）来衡量。互联网是进行跨境购物最

基本的条件，互联网使用人数越多则体现了该国互

联网信息化水平越高，国民接受跨境购物的可能性

就越高。Popjt为 RCEP 成员国的人口数量（万人），

人口越多则跨境电商进口市场需求越大。以上变

量数据均来自于相关权威机构，各变量数据的经济

含义及具体来源详见下表。

在样本选取上，除中国以外的 14个 RCEP成员

国以 2010—2021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贸易引力模型

回归的基础，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菲律宾、韩

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日本、泰国、文

莱、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尼西亚与越南。 
（二）实证检验

研究使用Stata17.0软件对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

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检验中，针对该面板数据，

分别进行了 POLS（混合效应）回归、RE（随机效应）

回归与 FE（固定效应）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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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 3 个模型中确定最优模型，采取 F检验、LM
检验与Hausman检验进行抉择。F检验结果强烈拒

绝原假设，表明 FE效应优于 POLS效应；LM 检验结

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表明 RE 效应优于 POLS 效应；

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 0.000 0，强烈拒绝原假设，

因此模型估计采用FE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

根据 FE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6个解释

变量均通过了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模型拟合度较好，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基本能够反

映中国与RCEP14个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情

况，因此回归模型最终可确定为：

lnEXijt = -37.786 + 2.069lnGDPit × GDPjt - 0.066lnDISijt +    
                    0.141lnITijt + 0.167lnTOIjt + 0.040lnInterjt +
                    3.003lnPopjt                                                                        (4)
（三）结果分析

研究借助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与

14个 RCEP 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影响因素，实证

表2　POLS、RE、FE三种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 GDPit×GDPjt

ln DISijt

ln ITijt

ln TOIjt

ln Interjt

ln Popjt

常数项

样本量

R2

POLS

模型1

0.680***
(0.073)

-0.442***
(0.075)
0.047

(0.066)
0.622***

(0.084)
0.200**

(0.085)
0.091

(0.071)
0.943

(1.414)
154

0.896 0

RE

模型2

1.454***
(0.116)

-0.582***
(0.094)

-0.054
(0.108)
0.278*

(0.166)
0.152**

(0.076)
-0.419***
(0.141)
1.646

(2.163)
154

0.839 2

FE

模型3

2.069***
（0.132）
-0.066**
(0.065)
0.141*

(0.072)
0.167**

(0.117)
0.040*

(0.047)
3.003***

(0.887)
-37.786***

(6.404)
154

0.952 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1　模型变量数据选取与说明

变量名称

EXijt

GDPit×GDPjt

DISijt

ITijt

TOIjt

Interjt

Popjt

预期符号

+
-
+
+
+
+

经济含义

t时期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

t时期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经济规模的交互项

t时期两国的地理距离

t时期两国的消费差距

t时期RCEP成员国的贸易开放度

t时期RCEP成员国的互联网信息化水平

t时期RCEP成员国的人口数量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艾瑞咨询

世界银行数据库

CEPII官网、Statista官网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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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基本

一致。

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交互项

的系数为2.069，且显著正相关，是影响中国对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我国与 RECP 成员国经济规模乘积每

增长 1%，将会带动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上升

2.069%。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对中国跨境电商出

口额均有正向影响。中国经济规模越大将带动跨

境电商出口能力提升，RCEP 成员国经济规模越大

将提升居民进口需求。因此，在两者相互作用下将

会共同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增长。

中 国 与 RCEP 成 员 国 的 地 理 距 离 系 数 为

-0.066，显著性高，是抑制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发展的

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

RCEP成员国的运输距离每增加 1%，中国对其跨境

电商出口将降低 0.066%。这主要是因为跨境电商

交易需要通过跨国物流实现闭环，运输距离越远将

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中国与 RCEP成员国消费差距的系数为 0.141，
显著性较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差距

每增加 1%，则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将增长

0.141%。消费差距反映了两国的消费水平差距，差

距越大，产品结构差异程度越高，产业竞争越小，有

利于促进两国跨境电商贸易。

RCEP 成员国的贸易开放度系数为 0.167，且显

著性较高，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RCEP成

员国的贸易开放度每增加 1%，中国对RCEP成员国

跨境电商出口额将增加 0.167%。贸易开放度体现

了一国的贸易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越高则贸易壁垒

越低，将促使贸易成本下降，有利于两国跨境贸易

流通。

RCEP 成员国的互联网信息化水平系数为

0.040，显著性较高，代表互联网信息化水平与跨境

电商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实证结果与理论预

期相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RCEP 成员国

互联网使用人数每增加 1%，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交

易额将增加 0.040%。跨境电商的发展离不开互联

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口国使用互联网人数的增加

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人接触跨境电商购物

方式。

RCEP成员国人口规模系数为3.003，显著性高，

是影响中国跨境电商出口额的主要因素。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RCEP 成员国人口规模增长

1%，将促使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上涨 3.003%。

进口国人口规模越大则表明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越

大，市场规模的增长将会带动市场需求。

四、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贸

易潜力测算

贸易引力模型除了用于研究影响双边贸易的

影响因素之外，还被广泛运用于计算两国之间的贸

易潜力，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双边贸易关系。参

考 Nilsson［16］和 Egger［17］的研究，贸易潜力指数的测

算方式如下：

Tijt = ln EX ijt
ln EX' ijt （5）

其中，EXijt表示第 t时期中国对 j国的跨境电商出口

实际交易额，这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与艾瑞咨询，部分缺失数据采用

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EX'ijt为根据回归方程，即式

（4），测算出来的第 t 时期中国对 j 国跨境电商出口

模拟交易额；通过实际交易额与模拟交易额的比

值，可计算出第 t时期中国对 j国的跨境电商出口贸

易潜力水平，即 Tijt。最后，分别计算 2010-2021 年

中国对各RCEP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力水

平的平均值，即表 4的“均值”，就是该成员国现在的

贸易潜力水平。

刘青峰等［18］将贸易潜力水平根据大小划分为

三个层级：当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力水平≤0.8时，将

该国贸易潜力水平划分为潜力巨大型，代表中国对

该国跨境电商出口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应加大出口

力度；当 0.8＜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力水平＜1.2，该
国贸易潜力水平为潜力开拓型，代表中国对该国跨

境电商出口水平仍处于上升期，未达到顶峰，还有

一定发展空间；当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力≥1.2时，为

潜力再造型，表示中国对该国的跨境电商出口水平

上升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方式与贸易领域

来刺激跨境电商出口水平。根据表 4的贸易潜力水

平“均值”表明，中国与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

西亚、缅甸、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这 9个国

家的跨境电商出口水平属于潜力巨大型，与澳大利

表3　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

F检验

LM检验

Hausman检验

Stata检验结果

Prob>F=0.000 0
Prob>F=0.000 0
Prob>Chi2=0.000 0

结论

固定效应优于混合效应

随机效应优于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

··5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亚、韩国、日本这 3个国家的跨境电商出口属于潜力

开拓型，与新加坡、新西兰这 2个国家之间的跨境电

商出口贸易水平属于潜力再造型。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选取 2010~2021 年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

面板数据，对经典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将消费

差距、贸易开放度、互联网信息化水平与人口数量

引入模型内，对我国与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

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与

RCEP 成员国贸易距离呈负相关关系，与国内生产

总值、消费差距、贸易开放度、互联网信息化水平以

及人口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与人

口数量影响最为显著，说明目前我国与 RCEP 成员

国的跨境电商出口属于市场导向型行业，市场规模

与市场需求目前是促进两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增

长的主导因素。此外，本文通过计算实际跨境电商

出口实际贸易额与跨境电商出口模拟贸易额比值，

得出各国的跨境电商出口发展潜力水平，结果表明

9个国家属于潜力巨大型（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

来西亚、缅甸、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3个

国家属于潜力开拓型（澳大利亚、韩国、日本），2 个

国家属于潜力再造型（新加坡、新西兰）。总体来

看，我国与大部分 RCEP 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出口发

展仍处于高机遇发展期，仍有很大空间协同发展。

（二）建议

抓住东南亚人口红利，扩大跨境电商出口规

模。据世界银行数据库：RCEP 成员国中的 10个国

家位于东南亚，至 2021年总人口约达 6.7亿，互联网

使用人数约达 3.9 亿，占总人口 58.2%，仍有较大上

升空间。同时，东南亚人口整体年轻化，属于典型

的人口上升期的年轻化国家，能为跨境电商带来巨

大的消费人口红利。人口数量对跨境电商出口呈

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RCEP成员国人口基数大，

整体人口处于红利期，我国应当抓住人口上升机

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出口。同时，年轻化人口随

即带来社交媒体文化盛行，我国中小跨境电商企业

应当深入了解东南亚社交媒体文化，加大国外社交

媒体营销力度，抓住人口红利发展期。

完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缩短贸易距离。两国

间的贸易距离对跨境电商出口呈显著的负面影响，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品运输时效，能有

表4　2010—2021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力水平测算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类型

澳大利

亚

0.98
0.98
0.99
1.02
1.01
1.00
0.99
0.98
0.97
0.98
1.03
1.01
0.99

潜力开

拓型

菲律宾

0.59
0.61
0.61
0.63
0.65
0.66
0.68
0.67
0.66
0.67
0.69
0.68
0.65

潜力巨

大型

韩国

0.84
0.85
0.85
0.87
0.88
0.89
0.89
0.90
0.89
0.90
0.90
0.91
0.88

潜力开

拓型

柬埔寨

0.20
0.28
0.33
0.38
0.41
0.40
0.37
0.39
0.47
0.45
0.44
0.46
0.38

潜力巨

大型

老挝

0.33
0.34
0.35
0.35
0.36
0.38
0.37
0.41
0.39
0.40
0.41
0.40
0.37

潜力巨

大型

马来西

亚

0.72
0.74
0.74
0.75
0.75
0.76
0.77
0.77
0.77
0.77
0.78
0.78
0.76

潜力巨

大型

缅甸

0.48
0.50
0.50
0.51
0.52
0.52
0.53
0.54
0.54
0.54
0.55
0.55
0.52

潜力巨

大型

日本

0.92
0.97
0.97
0.98
1.00
1.00
0.97
0.96
0.95
0.95
0.96
0.96
0.96

潜力开

拓型

泰国

0.66
0.68
0.69
0.70
0.71
0.73
0.74
0.73
0.73
0.74
0.76
0.74
0.72

潜力巨

大型

文莱

0.24
0.33
0.40
0.46
0.48
0.50
0.44
0.48
0.58
0.52
0.50
0.52
0.45

潜力巨

大型

新加坡

2.70
2.47
2.31
2.23
2.14
2.09
2.01
1.93
1.87
1.85
1.90
1.92
2.12

潜力再

造型

新西兰

5.83
4.99
4.25
3.82
3.42
3.05
2.82
2.59
2.42
2.30
2.32
2.30
3.34

潜力再

造型

印度尼

西亚

0.44
0.46
0.47
0.48
0.49
0.49
0.50
0.50
0.50
0.51
0.51
0.52
0.49

潜力巨

大型

越南

0.69
0.71
0.71
0.75
0.77
0.77
0.77
0.77
0.77
0.77
0.79
0.79
0.75

潜力巨

大型

注：数据根据式（5）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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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贸易距离问题。我国应充分利用《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优势，结合“一带一路”发展策

略，加大对 RCEP 成员国中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基础

设施援助，提供相应技术资金支持，利用我国先进

的基建水平与优势，协助成员国建设主要港口、铁

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共建互通互联的跨境物流网

络，简化通关环节，提升跨境运输效率，降低物流运

输成本。同时，协同跨境电商出口水平较高的国家

大力推动海外仓建设，共建高效快捷的物流体系，

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改善退换货难题。

针对不同贸易潜力国家，采取差异化策略。根

据贸易潜力水平测算，RCEP成员国分别有 9个潜力

巨大型、3个潜力开拓型以及 2个潜力再造型国家，

应当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进行贸易往来。首先，我

国与潜力巨大型国家的跨境电商出口往来正如火

如荼，应当积极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作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面推动我国与各国

的跨境电商出口发展。其次，应充分挖掘我国与潜

力开拓型国家的跨境电商出口潜力，加深我国与各

国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多元化跨境电商出口

模式，同时将跨境电商出口重心向潜力较大的邻国

倾斜。最后，针对潜力再造型国家，应当借助《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消除双方跨境电商出

口贸易发展障碍，开拓新型跨境电商出口发展模

式，拓展跨境电商出口贸易领域，进一步挖掘新的

贸易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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