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赋能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世界各国纷纷立足自身优势抢先布局

数字贸易新格局。在此大背景下，我省应牢牢把握住数字赋

能和经济双循环的双重机遇，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抓紧确

立我省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国内龙头地位，在国际上占有一席

之地。 

浙江省国际数字贸易协会在省商务厅的大力支持和推

动下于 2020 年 4 月正式成立，作为全国首家在民政部门正

式注册的数字贸易行业协会，为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变

革新局势，协会积极建设数字贸易智库，探索数字贸易发展

新模式、新路径，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供思路。 

一、正确认识“双循环”重大机遇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

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 

（一）经济双循环并非我国独创，世界强国也曾经历 

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上来看，美日德三国均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经济双循环，经历了从资本密集或劳

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并通过一系列政



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完成了经济转型，实现了经济质量的提升。

直至今日，美国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居民消费占美国 GDP

的比重达 70%。我国正经历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过

程，尤其是疫情当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我国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双循环恰逢其时。 

   （二）以内循环为主体并非闭关锁国，是更大格局的开

放 

我国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双循环并非闭关锁国，

相反是更大格局的开放，打造双循环是为了更好地推行疫情

过后的新的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扩大内

需，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把中国经济发

展好，同时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更好更深刻地融合。双循

环模式将更好发挥内生动力的作用，为疫后中国经济率先复

苏提供了保障。中国经济的复苏为全球经济复苏起到稳定作

用，为我国更大格局的开放奠定基础。 

二、我省发展数字贸易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双循环的基

础保障 

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服贸会开幕致辞时强调：‚我们要

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

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习总书记指明了服务

贸易、数字贸易的发展方向。9 月 9 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

军在省委常委会上强调，浙江作为贸易大省，要把推动服务

贸易高质量作为开新机育新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发力



点。以数字贸易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服务+数字‛的服

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谋划建设数字贸易高能级平台。 

2019年以来，我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的战略部署，数字贸易促进、研究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五

个一‛工作均为全国首创，目前也都是全国唯一。 

（一）成立全国第一家数字贸易协会 

2020 年 4 月，经省民政厅发文批准，在原省服贸协会、

省国际货代物流协会基础上重组成立浙江省国际数字贸易

协会，这是全国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数字贸易行业协

会。协会设立服务贸易分会、货代物流分会、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分会的架构，充分凸显‚数字+服务‛的办会宗旨。 

（二）发布全国第一个省级数字贸易分析报告

2020 年 3月，在省商务厅指导下，省数字贸易协会凭借

在服务贸易统计有十年工作积累的基础上，发布《2019年度

浙江省数字贸易分析报告》，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数字

贸易的研究分析报告，截止目前也是唯一一个省级层面的专

题报告，在兄弟省市引起较大反响。8 月，协会发布《2020

上半年浙江省数字贸易分析报告，基本形成了常态化的月报

制度。 

（三）发布全国第一份数字贸易企业百强榜单

2020 年 9月，在北京服贸会浙江主题日活动上，省数字

贸易协会发布‚2019 度浙江省数字贸易百强&数字贸易行业

最具影响力企业‛榜单，得到业界一致好评，被认为既是浙

江智库对数字贸易边界的认识和再梳理，也是浙江数字贸易



领域龙头企业的全景展现。榜单发布还受到了省内外媒体的

广泛关注，达到了树立典型、宣传先进、扩大浙江数字贸易

影响力的目的。 

（四）筹建全国第一家数字贸易研究院 

2020 年 9月，由省数字贸易协会主导发起的浙江省钱塘

数字贸易研究院名称获批。研究院以‚开展数字贸易实践研

究，推动数字贸易创新融合,积极培育贸易发展新业态、新

模式和竞争新优势，为浙江数字贸易提供智库力量‛为宗旨，

由浙江大学在内的数十所高校的研究力量和省内数字贸易

重点企业的管理团队组成，倾力打造的‚钱塘数字贸易论坛‛

已经拉开帷幕，首场以‚数字贸易概念‛为主题的活动 10

月 14 日在海聚中心成功举办，反响不俗。 

（五）筹建全国第一个省级数字贸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数字贸易规则、标准制定事关重大，是抢占数字贸易话

语权的至胜关健。在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支持下，

省数字贸易协会联合中国计量大学就建设数字贸易省级标

技委达成一致态度，根据申报方案，省级数字贸易标计委成

立后，将围绕‚先人一步打造以数字贸易为标志的新型贸易

中心‛的目标，从数字贸易便利化、数字贸易管理与评价、

数字贸易服务规则、数字集成平台管理等方面入手，筹划建

立统一的标准体系，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

坚实保障。 

三、以数字赋能，畅通双循环的举措建议 

1．厘清概念边界，研究数字贸易标准 



随着数字化逐渐成为所有产业的底层基础，无论是货物贸

易还是服务贸易都将朝着数字贸易方向发展，经济双循环的畅

通更加应该搭上数字贸易大发展的顺风车。然而目前我国针对

数字贸易的相关研究和标准的制定仍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应

尽快研究厘清概念边界，推动关于数字贸易标准化、制度化和

深度化的研究探索，目前我省已着手筹备建设浙江省数字贸易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支持数字贸易标技委尽快落地并推动省

级标技委向国家级标技委升级，推动数字贸易评价体系、数字

贸易发展指数的构建，向全国展示数字贸易标准化的‚浙江样

板‛。 

2．深化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发挥产业引领示范 

今年 4月，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发布公告，认定 12 个园区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杭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物联网产业园榜上有名。浙江应尽

快制定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研究出台具体支持政策，并以此

为契机打造浙江省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服务出口数字化转型，

培育数字服务出口新主体，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行业扩大对外开

放，为畅通经济双循环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3．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推动新型智库建设 

数字技术是建立在 ICT基础上的，并正从之前的支撑系统

进化为生产系统和决策系统。对于从业人员而言，要求较高的

专业化程度。数字贸易在国际化专业人才、相关立法、税赋征

收、海关监管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困难。我省应充分发挥数高校

资源，着力打造数字技术人才孵化基地，坚持自身培养和高端



人才引进‚两条腿走路‛，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 

4．探索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产业发展动态 

目前，我国统计部门对数字贸易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数据统

计制度，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细分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统计，无

法形成完善的数据体系。数据统计是基础性、前瞻性工作，是

反映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指南针，应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统计，

从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关联领域中尝试整理归集并形成相关

统计制度，并根据制度制定相关发展目标及产业规划。 

5．扶持发展中介服务平台，促进政府与企业协同发展 

我省数字贸易潜力巨大，发展势头迅猛，但数字贸易涉

及面广，政府、行业和企业三者之间的方方面面都迫切需要

桥梁纽带或中介平台来传导、推动和协调，下情上达，上情

下传。应支持相关第三方研究机构，更好地为政府部门出台

数字贸易相关政策、培养人才、优化环境、完善数字贸易统

计等工作出谋划策。 

 

 

浙江省国际数字贸易协会 罗国正 

二〇二〇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