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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活力的机遇、挑战

与对策建议 
 

【编者按】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

展的新蓝海。近日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东盟信息

港之夜活动中，东盟国家数字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国际组织

专家等纷纷表示寻求在数字链接、数字贸易、电子政务的实

施、数字应用公共服务的发展、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合作。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前沿窗口和合作高地，应

当承担起率先探索壮大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的使命，运用中

国—东盟自有贸易区建设政策红利、发挥平台与技术的支撑

作用，激活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活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3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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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活面向东盟数字贸易活力的机遇 

（一）跨境电商已成为广西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业态。

近年来我区实行“跨境电商+国际联运”新模式，促进产业

电商进出口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已形成近 200 个千万级跨境

电商产业。2018 年—2022 年，我区跨境电商年均增长

272.8%。2022 年，全区跨境电商平台进出口 179.6 亿元，同

比增长 89.8%。2023 年 1—9 月，我区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111

亿元1。截至目前，全区共获批南宁、崇左、柳州、贺州四个

跨境电商综试区，正加速以跨境电商引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

发展。 

（二）离岸服务外包已成为广西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推

力。自 2016 年南宁市获批成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来，

广西服务外包快速增长。2017—2022 年广西服务外包离岸执

行金额分别为 0.23 亿美元、0.80 亿美元、1.67 亿美元、2.86

亿美元、3.76 亿美元、4.70 亿美元，分别增长 8.9 倍、2.5 倍、

1.1 倍、0.71 倍、0.32 倍、0.25 倍，增速位居全国 31 个示范

城市前列2，对我区数字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 

（三）跨境数字金融发展已成为广西数字贸易增长的有

效保障。随着 RCEP 签署，区域内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

日趋频繁，2022 年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2211.65 亿元，同

比增长 20.2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75 个百分点3。南宁市、

                                                              
1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实地调研数据和网站数据。 
2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实地调研数据和网站数据。 
3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实地调研数据和网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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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数字人民币试点获批通过，成为全国 26 个试点地

区之一。目前，已在中国—东盟合作、中国—东盟博览会等

8 类特色场景围绕“自由贸易和边境贸易”开展跨境支付场

景的数字人民币先行示范探索。 

（四）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数字贸易增

长的优势潜能。近年来，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开展

面向东盟的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应用场

景建设，拓展了中国—东盟跨境电商、智慧城市协同创新、

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双创等双边需求度高、敏感度低

的领域交流合作，与东盟国家企业、产业园区在科技研发、

企业生产、供应链等环节展开深入合作，加快了中国—东盟

数字产业链融合进程，为打造数字贸易提供有力条件。 

二、激活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活力的新挑战 

（一）跨境电商规模偏小，贡献率有待提升。2022 年，

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广西仅

为 2.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3 个百分点。与发达省市相比，

广西跨境电商规模差距明显，2022 年，广东、浙江、山东、

福建等省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均超过千亿元，明显高于广

西。从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看，山东、浙江、

福建该比例分别为 9.4%、9%和 6.9%，西部省市中，贵州为

10.1%，四川为 9.4%，高于广西4。 

                                                              
4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实地调研数据和网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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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岸服务外包规模不大，增长带动待增强。纵向

来看，近年来广西离岸服务外包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但横

向比较，规模依然偏小，与自身经济发展体量匹配程度不足。

2022 年，广西离岸服务外包占全国的比重仅为 0.34%，远低

于四川、重庆、陕西、云南等西部省市5。 

（三）电商市场主体集聚不强，国际合作待强化。广西

电商企业主体数量少且规模小，尚未形成龙头企业和中小微

企业梯次分布的良性结构。网络销售产品“品牌弱、价值低”、

电商产业发展还存在“要素不全、基础薄弱”等发展短板。

从广西全口径数字贸易的统计来看，除离岸服务外包之外，

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个人文化娱乐服务等出

现逆差现象。此外，东盟各国数字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而

广西企业数字化程度偏低，国际运营能力不足，跨境控链能

力仍然相对薄弱。 

三、对策建议 

（一）铸牢数字贸易发展之本，打造跨境数字产业链。

依托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培育跨境电子信息产业

链、智能汽车跨境产业链。探索推进跨境跨区域数字经济园

区建设，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经贸合作区建

设，支持建设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区域性总部基地，推动中

国—东盟信息港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中国—东盟

数字贸易中心、数字经贸服务中心建设。推进国家数字服务

                                                              
5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实地调研数据和网站数据。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大
数
据
发
展
研
究
院



— 5 — 

出口基地创建工程，支持广西龙头企业发展面向东盟的数字

化流程外包、行业数字化服务、新零售运营服务等。 

（二）强化数字贸易政策之劲，打造数字丝路跨境电商

生态。创新政策支持建设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直播基地与主

播培养基地，向东盟国家推广“跨境电商＋网红直播”等新

业态新模式。支持建设“中国—东盟丝路电商”特色产业带，

探索共建中国—东盟区域特色贸易品牌。支持跨境电商企业

在南宁建设物流中心仓，鼓励国内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企业

走出去。创新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监管模式，提升电子商务通

关、退缴税、结付汇等业务申报、处理、监管的效率。 

（三）发挥数字贸易特色之长，建设中国—东盟数字内

容贸易枢纽。发挥“东盟小语种人才＋数字科技”赋能优势，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上下游共建的中国—东

盟数字内容贸易枢纽港。推动东盟小语种与人工智能融合发

展，持续推进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建设，搭建网络

文化产品译制等服务平台，推动更多东盟小语种译制产业园

落地。推动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版权服务中心，制定东盟小

语种译制服务标准，培育版权代理、贸易、法律、信息、咨

询等数字内容贸易服务新业态，积极创建国家数字文化出口

基地。 

（四）锚定数字贸易产业之力，推进传统特色商贸数字

化转型。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中国—东盟一般贸易、大

宗贸易、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数字化升级。以“互联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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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为核心，升级打造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外贸

企业在拓客、履约、融资、供应链管控、智能生产等环节创

新发展能力，积极培育外贸数字化发展新模式。推动边境贸

易、加工贸易、互市加工智慧化升级，建设线上线下融合的

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二级市场，探索实施数字贸易“百企入边”

计划，形成中国—东盟智慧边贸集聚区。 

（五）夯实数字贸易金融之基，健全跨境数字金融服务

生态体系。依托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数字赋能中国—

东盟金融城，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信息服务、中后台智

慧服务、数字消费金融、碳金融等标志性业态群。推动建设

中国—东盟大宗商品期现结合服务基地，开展跨境金融、离

岸贸易、期现联动等新业务。开展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数字

化创新，推动建设跨境金融联合创新实验室，建设面向东盟

的跨境金融创新中心、中国—东盟跨境数字金融科技合作平

台，探索建设面向东盟的离岸金融大数据中心。 

（六）筑牢数字贸易安全之墙，加强跨境数据安全与合

作。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数字治理体系，探索区内

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管理机制，推动跨境网络安全保障合作机

制建设。建设中国—东盟数据安全港，推动网络安全产品和

服务进入东盟市场。探索推动与东盟国家在数据安全监管等

方面规制互认，探索建设中国—东盟数据跨境流动试点。探

索建立跨境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和全流程监管机制。培育数据

清洗标注关联产业，发展大数据采集、清洗加工、分析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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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咨询服务等大数据服务业，支持骨干企业在东盟

国家开展海外云计算中心和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合作布局，

打造中国—东盟“智能计算”国际服务走廊。 

 

（执笔人：蔡耀君、邬思怡6、金辉7） 
 

 

 

 

 

 

 

 

 

 

 

 

 

 

 

 

 

                                                              
6 邬思怡，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7 金  辉，广西区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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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联系电话：0771-6113592 

电子邮箱：dsjyjs@gxi.gov.cn 

网    址：http：//gxxxzx.gxzf.gov.cn/ 
扫描二维码获取

更多决策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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