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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数字贸易是加快“数字龙江”建设的重要一环。从数字环境、物流环境、人才储备、企

业、外部因素5个维度,建立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并使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

重。运用建立的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视角评价黑龙江省数字贸易

发展竞争力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分析数字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

这些问题产生原因,从人才储备、物流效率等方面提出提升黑龙江省的数字贸易竞争力对策。 

[关键词] 数字贸易；竞争力；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Yuqi Cheng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Dragon River".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vincial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is established from five dimensions, namely, digital environment, logistics environment, talent 

reserve, enterprises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The established provincial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is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level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erspectives.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re analyzed, 

and according to 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trad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alent reserve and logistics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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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贸易逐渐兴起并成

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东南部沿海省份作为发展数字贸易

的先行者和领头军,而鲜有学者对东北省域的数字贸易发展竞

争力进行研究。目前,黑龙江省正处于全面推进“数字龙江”建

设的关键期,如何准确测评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竞争力水平,客观

分析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借鉴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了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

力综合评价体系,根据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中反

馈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政

策建议。 

1 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依托毗邻俄罗斯的区位优势,不断升级优化产业

数字体系,形成了以俄罗斯为核心成员的数字贸易生态系统,开

创独特的发展模式。据哈尔滨海关统计,2023年全年,黑龙江省

对俄罗斯进出口总值210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5%。统计

显示,去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进出口总值2103.9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13.5%。其中,对俄出口288.8亿元,增长67.1%。黑龙江省

的数字货物贸易发展也呈现出地域特点,哈尔滨市的数字贸易

交易规模占据全省六成以上,范围涵盖粮食、工业制成品等；大

庆市主要搭建市县级的电商与数字贸易平台；黑河市重点发展

跨境能源与资源的综合加工利用,同时涵盖绿色食品、商贸物流

等产业；牡丹江市重点发展木材、粮食、清洁能源等进出口加

工业和面向国际陆海通道的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打

造；齐齐哈尔市则利用农产品资源优势,推动企业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飞鹤乳业、北大仓酒、克东苏打水、龙江和牛等优质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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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通过数字平台在海外十分畅销；佳木斯市依托农业资源以及

对俄贸易的优势,大力促进农产品上行及对俄贸易,积极完善服

务,推动内外贸协同发展。 

2 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构建科学的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是准确测评

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的关键。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科学

性既取决于评价指标选取,也与各指标权重值的设定有关。 

2.1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根据数字贸易的内涵、特征、前期学者相关研究成果,

以及数字贸易发展基本条件,构建了从数字环境、物流环境、人

才储备、企业、外部因素五个维度综合评价省域数字贸易发展

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 

 

2.2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熵值法先根据测定的数据离散程度,确定各个评价指标所

对应的权重。 

构造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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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B 代表第i个省域的第j项评价指标数值。 

3 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为客观评价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一方面以同一

时间阶段的指标数据,评价黑龙江省与其他省域数字贸易发展

的差距；另一方面选取黑龙江省在数字贸易发展的近五年数据,

从纵向观察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各指标的变化,进行动态评价。 

3.1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的横向对比 

为确定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竞争力与其他省域的差距,采用

本文第三部分构建的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选取了8个

数字贸易不同发展梯度的省域指标数据,得到如表2所示的8个

省市数字贸易各维度指标数据报表。 

表2 数字贸易各维度指标数据报表 

 

对表2的数据正向化处理后的矩阵数据,获得上述8个省市数字

贸易综合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各指标权重为{0.086,0.102, 

0.051,0.160,0.100,0.056,0.150,0.109,0.103,0.083}。评价

综合得分的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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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综合评价排名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8个省域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综合排名 

 

3.2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的纵向对比 

选取黑龙江2018年到2022年的数字贸易评价各指标数据,获

得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综合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各指标权重为： 

jW ={0.064,0.084,0.109,0.116,0.091,0.077,0.177,0.1

50,0.065,0.067} 

本文通过第四部分第一小节所述综合加权法和评价综合得

分的函数,得到黑龙江省近五年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综合评价

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18-2022年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评价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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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根据本节对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情况的横向与纵

向评价,目前黑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黑龙江省人才外流现象日益严重。黑龙江省缺乏有效

的数字人才引进政策,使黑龙江省的数字人才储备明显不足。另

外,地处严寒且城市缺乏城市竞争力,数字化人才不断流出,多

年来存在的“人才候鸟”现象。 

二是发展数字贸易会涉及到跨境物流运输,中小企业的对

俄跨境贸易作为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的主要支柱,存在供应链管

理不完善,对跨境产品供应、物流配送、资金流流通、信息流掌

握等因素控制能力较弱等问题。 

三是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数字贸易链路长,国际局势不稳定

导致企业回款速度变慢,且疫情期间所产生的包括货仓费用、厂

房租金在内的各项额外费用仍需补充,缺乏资金让参与数字贸

易的企业岌岌可危,严重打击了中小企业由传统贸易模式向数

字贸易转型的信心。 

4 提升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具体对策 

为提高黑龙江省数字贸易的竞争力,从人才、物流、通关结

汇三个方面给出解决对策。 

4.1提升数字人才吸引力,以高质量人才驱动数字贸易发展 

作为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数字贸易的发展与研

发创新能力、人才投入等关键的生产要素密不可分,丰富的研发

资源能够保障技术的创新和数字平台的稳定运行,而人力资本

能够为黑龙江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智力支撑。黑龙江省应充分

借鉴人才聚集省域的发展经验,在人才培训、人才落户等方面实

施高效务实的引领措施,运用开放多元的专业人才引进政策,构

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体系,以此吸引优秀的高质量人才到

龙江发展,为黑龙江省的数字贸易注入新鲜力量。 

4.2完善物流供应系统,解决供应链受阻问题 

从2023年末开始,新冠疫情的影响逐渐退却,但过往经历却

为地区和企业敲响了应对“X”类未知事件的警钟。为解决类似

突发事件后通关困难,可以与俄罗斯合作构建物流体系,加快边

境仓的建设、优化海外仓选址,降低运输成本,大大提高货物运

输的速度。同时有效利用物联网的技术,并结合大数据的分析,

形成智能化网络管理平台,增强对物流的信息化安全管理,实现

物流与仓储无缝对接。 

4.3推进跨境通关数字化,提高企业结汇效率 

在突发事件面前,除了保障物流供应链的流畅运行外,还要

保证企业得到稳定、持续的现金流。黑龙江省政府应完善结汇

流程,推进跨境通关数字化,提高汇款至企业的效率,为参与数

字贸易企业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保驾护航。在跨境通关数字化

系统搭建的同时,黑龙江省还应做好数字贸易企业的培训工作,

倡导企业自主使用数字化系统,在数字平台上实现自助备案、报

关、报税、通关、结汇、退税等操作,突破快速通关与规范结汇

的难题,真正达成政企同步便利。 

5 结束语 

黑龙江省作为数字贸易建设的行动派,要整合最优资源,创

造最佳数字贸易发展环境、提供最完善服务,让数字企业驻扎龙

江、投资龙江,和龙江企业和政府共同解析龙江数字经济的密码,

共育产业,共谋发展,共同描绘龙江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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