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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的建议

2024 年，宁波外贸依然保持稳健快速发展。据宁波海关数

据，2024年前 11 个月，宁波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1.29 万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10.1%，已超过 2023年全年进出口总额，继

续保持全国城市外贸排名第五位（其中，出口排名全国第四位）。

这些优异的成绩得益于宁波深厚的开放底蕴，也离不开良好营商

环境的支持。作为外贸的主力军，中小微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包

括跨境电商业态）中表现出了积极活力。但中小微企业在“跨境

出海”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是中小微企业跨境品牌打造难题突显。许多中小微企业对

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不足，品牌意识薄弱，看重低价竞争，缺少

长期规划，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其次，跨境电商市场竞争激烈，

中小微企业在品牌推广方面资金有限、渠道单一。为此，尽管宁

波外贸企业多，但跨境电商出口实绩企业相对较少，品牌化程度

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跨境电商服务保障还有欠缺。首先，高端服务的供给存

在缺口，企业在其跨境业务全链条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合规的

税务、金融、海外品牌拓展及营销策划等服务支持（现阶段，跨

境服务提供商大多专注于物流等领域）。其次，中小微企业在跨

境运营中也面临着数据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它们难以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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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市场和行业数据，并且在整合这些数据方面也存在一定困

难。

三是贸易风险挑战日益俱增。一方面，国际经贸格局呈现复

杂多变态势，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摩擦此起彼伏。海外市场

加征关税及增设贸易壁垒也致使企业出口成本攀升，利润空间遭

受挤压。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法律法规、税收政策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小微企业在跨境业务

开展进程中面临颇高的合规风险，一旦触犯当地法规，极有可能

遭遇巨额罚款、法律诉讼乃至被市场禁入等严重后果。

四是跨境人才缺乏，人才培养成本高但成效不显著。跨境电

商需要涉及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外语、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

多方面知识，综合要求相对较高。高校课程设置与实际业务需求

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导致学生难以快速适应企业岗位要求，人

才培养周期长、成本高。中小微企业也受限于规模和资源，难以

吸引和留住人才。

现阶段，浙江省正在努力打造“高能级跨境电商国际枢纽省”，

而背靠大港、外向度高的宁波必将是我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重

要阵地。为更好地促进宁波中小微企业跨境业务的高质量发展，

特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府引领与政策支持。深入调研

企业出海需求，并构建动态信息库。例如，详情记录并掌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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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出海意向、经营困难等信息，可定期发布行业报告，涵盖

市场、政策、风险等方面，助企业科学决策。其次，优化贸易环

境与应对摩擦，可设专项基金补贴受摩擦成本增加企业，推动市

场多元化，组织更多展销会、洽谈会等助力开拓国际市场。此外，

联合专业机构定期举办培训活动，解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

规、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并构建跨境电商风险预警

体系，实时监测国际市场动态、贸易政策变化与汇率波动等风险

因素，及时向企业发布预警信息助其提前应对。

第二，完善服务链与资源整合，并强化数据共享。引进、培

育高端服务机构，涵盖品牌营销等多领域，完善服务链，同时建

评价机制，奖优汰劣。此外，整合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电商

平台等多部门及机构的数据资源，构建跨境电商大数据共享服务

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市场分析、消费者画像、竞品监测等数

据服务，帮助企业精准定位市场和优化产品结构。积极鼓励行业

协会、商会等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包括发挥好外贸综合服务

平台的集群服务优势，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对接、

经验交流等服务。

第三，强化企业品牌意识，推动品牌建设与创新发展。组织

举办培训会、研讨会，邀专家、成功企业分享，提升中小微企业

品牌认知，引导规划长期战略，设专项资金给予创建、推广品牌

者以资金、税收扶持。鼓励数字营销，支持数字人直播等；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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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应用，优化算法以提升曝光度、助力知名度。

第四，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人才引进与激励。引导在甬

高校根据跨境电商行业需求优化课程设置，设立综合学科，尤其

加强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外语、物流、法律、设计等多学科融

合，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在人

才引进与激励方面，可设立人才奖励基金，对为跨境电商企业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奖励，提高人才的归属感和从业积极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