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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子商务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仍鲜有文献专门考察内

部要素如何影响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力$利用%&5#!%&54年广东省电子商务企业调查数据"文章考

察了平台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平台资源显著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不同计量

方法均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并且"从影响维度来看"平台资源主要提升了企业利润率和销

售增长率&同时"平台资源扶持作用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非珠三角城市群企业提升效应更强$进一

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有效客户资源和交易效率是平台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渠道$研究

结论对于如何发挥平台资源在提升电商企业竞争力中的关键作用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关键词! 平台资源&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力&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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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J言

在当前阶段)发展壮大电子商务产业既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关键渠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推动电子商务

产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发挥电子商务产业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扶持效应成为高质量发展题

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供给侧改革为支撑点)通过新业态&新消费模式等培育推动形成新动

能*总体而言)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并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5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而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则达到5*"万亿美元)

蝉联全球第一*

!

%&5!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已经达到"#*6万亿人民币的规模)是%&5#年的"*4倍(电子商

务产业也已经成为中国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核心内容*这种高成长和全球高排名的双高格局反映了电子商

务产业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有充足潜力助推中国经济转型*但同时)电子商务

产业依然存在高竞争力企业数量少&企业总体年龄轻但退出率高&注重规模扩张但管理水平较低&依赖行

业共享平台但自身资源利用率低&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但产业集聚水平不高等多方面的不足)直接制约了

电商产业服务经济转型&推动供给和需求深度融合的能力*因此)如何提升电商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推动电商产业做大做强已经成为加快形成经济新发展格局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研究的电子商务产业主要遵循国家统计局的电子商务行业所定义范围+即指通过互联网签署订

单后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活动流程中所涉及的行业*电子商务交易需要有电商平台&网络以及用户等几

个必备的基本要素发挥支撑性作用*一般来说)电商平台被使用的频率越高&网速越快&用户越多)电子商

务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但就平台服务对象来说)有两种服务平台*一种是针对消费者直接用户的服务平

台)这种平台体系在中国表现为众多分散的个体平台!企业独立自主运营"和高度集中的大型集成平台

!阿里巴巴&京东等"共存的结构(另一种则是与工业企业和应用电子商务企业用户密切联系的媒介平台*

这种平台主要体现为专用型平台)主要为工业企业提供供应链&客户链&物流链乃至应用电子商务企业的

平台开发&数据管理及分析相关业务*在本文的样本企业中)相当比例企业都属于能够独立建立自主平台

的电子商务企业)特别是为工业企业和应用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产品供应&销售推广&数据管理及分析&信息

咨询等方面的业务*

电子商务平台作为电商企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如何发挥平台作用对于电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一方面)随着中国电商产业的快速发展)平台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电商企业的重要架构)甚至大

量制造业企业纷纷引入电商平台或者加入公共电商平台)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成长*这一点在电商平

台或者互联网化对企业发展影响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53"/

(另一方面)作为电商企业本身)既有

文献主要集中在引入电商平台对企业的总体影响
.#34/

)对于电商平台的具体要素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影

响)以及电商平台资源如何提高企业竞争力则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这无疑难以揭示发展电商产业推动高质

量增长的微观机制*

利用广东省电商企业调查数据和平台资源的细分维度指标)本文考察了平台资源对于电商企业竞争

力的综合影响*相比既有研究)本文具有如下创新点+首先)本文利用电商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首次直接

考察了平台资源对电商企业自身竞争能力和成长性的影响*既有文献对电商企业成长和竞争能力的研究

基本局限于定性或者基于调查问卷的模糊化指标!是否有增长&增长幅度等类型指标"来考察电子商务企

业的行为决策)或者仅仅考察电子商务产业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为深入理解电商企业

的发展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典型事实)帮助进一步理解电商企业发展的内涵*其次)本文利用详细

的平台资源系列性指标!平台访问信息&交易额&订单数&用户情况等多个维度系列性指标"深入考察了平

台资源禀赋对企业竞争力的综合影响*既有文献在考察平台资源的影响时基本局限于是否存在平台以及

平台属性!区域性或全国性&通用性或专门性等视角"等产生的影响)鲜有文献尝试开展透过平台内部具

体探究平台如何改变电商企业竞争力乃至企业成长的机理研究*最后)本文基于广东省代表性企业的研究

为电商产业走向提高精准率的内涵式发展模型转型&实施区域差异化的产业扶持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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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观机理*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讨论了计量方法和数据)第四部分展示了实

证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 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主要考察了电子商务对于制造业以及实体经济的影响*因为从传统研究视角)电子商务是附

属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的研究方向就是电子商务对于企业销售模式的改变)主要考察电子商务带

来的在线销售模式对企业市场拓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再分配产生的影响
.;3$/

*另一部分学者考察了电

子商务对于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当前转型的背景下)互联网与工业融合成为制造业转型的重要

工作*茹玉骢和李燕!%&5#"考察了电子商务活动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
.6/

)发现电子商务提高了企业参

与出口的可能性和出口密集度*鞠雪楠等!%&%&"结合跨境电商平台#敦煌网'和宏观数据发现跨境电商对

于生产的固定成本具有节约效应
.5/

(岳云嵩和李兵!%&56"则利用阿里巴巴会员案例进一步拓展分析了电

子商务平台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具体机制
.%/

+电子商务平台主要通过生产率&交易匹配效率

和出口门槛成本三个渠道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朱礼才和龙如银!%&56"发现互联网&大数据等搭建的体

育消费信息服务平台)促进了体育产业发展)更好地满足了居民体育消费升级
.!/

*基于这些电商平台的分

析)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作为电商平台的关键特征111互联网化111对相关实体企业的影响*如鞠雪楠等

!%&%&"发现互联网发展水平对跨境电商的规模和结构占比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5/

)而沈国兵和袁征宇

!%&%&"则进一步从一般意义上验证了互联网化对实体企业多个维度的促进效应
."/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以

及人工智能的迅速推广)电子商务使得贸易中介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得到颠覆性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新贸易理论的相关典型事实(同时)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给原有发展模式带来了新的变革*程贵孙

!%&5$"从并购视角考察了电商平台对旅游产品定价策略的影响
.5&/

(张铎和曹武军!%&5!"考查了对外贸

易中跨境电商物流的模式和风险
.55/

*

同时)电子商务对企业影响的异质性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如企业规模&贸易方式及企业

所有制等维度的差异
.%)")6/

*并且)平台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构成部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研究范围)一

些学者通过比较平台的差异化以及平台商业模式的异质性考察其对实体企业的影响
.5%35"/

*吴昊和杨济时

!%&54"从融资视角探讨了电商平台对于银行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功能所产生的信息识别功能
.5#/

(于辉等

!%&5$"的理论分析则发现电商平台的融资促进效应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
.54/

*

直接考察电子商务企业自身发展的相关文献依然不够充分*一部分文献考察了外部因素对电商企业

发展的影响)如来有为和王开前!%&5#"认为通关服务&市场监管体系&结汇方式等外部制度要素建设不完

善制约了电商企业的发展
.5;/

*另一部分文献则考察了电商平台对企业发展的具体维度的影响*刘晋飞

!%&56"利用珠三角制造业跨境电商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了电子商务采纳对企业成长的

影响
.#/

(高恺和盛宇华!%&56"考察了第三方公共平台存在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平台的使用意向影响因素)

其视角主要是提高用户感知度&加强客户体验度
.4/

(宋华!%&56"则从产业供应链视角考察了在产业互联

网系统下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凸显电子商务的关键环节对产业供应链的关键性作用
.5$/

*和本文研

究更为接近的是)1/K-K和 >)P-O)-!%&&4"从电商企业内部组成要素出发)探讨了电商企业的多维度资源组

织能力对电商企业绩效的影响
.56/

*

总体来看)上述文献忽略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两个典型事实+第一)电子商务产业与实体经济的融

合发展不仅取决于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的匹配程度)还取决于电子商务产业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化*已有文

献侧重分析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却忽略了电子商务企业自身发展的具体影响)深入考察电子商务企业内

部发展机制对于其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既有文献针对电子商务平台资源的影响以及其结构的

影响相对欠缺)但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如何提升电商企业竞争力具有关键意义*由于电子商务企业运营数

据的缺失或平台资源的精细化数据缺失)较少有学者关注电子商务企业的平台资源禀赋对企业竞争力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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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影响*如果能够通过微观证据揭示平台资源的作用机理)对于如何推动电子商务产业高质量发展&促

进电子商务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理论研究将扮演重要角色*

三" 计量方法和数据

#一$ 计量方法

本文主要考察电子商务平台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参考茹玉骢和李燕!%&5#"等文献的识别策略

设计如下评估模型
.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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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5"

其中)8

/.

代表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力)本文选取企业利润率&销售额和负债率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被大

量文献用于衡量企业成长程度
.5!3%%/

*利润率和销售额越高的企业)往往也是成长潜力大&竞争力越强的企

业*针对本文研究的电商企业而言)多数企业属于年轻企业!平均年龄约为4年)中位数小于#年")利润率

的提升和销售规模的扩张意味着企业死亡率的下降
.%"3%#/

*对于负债率而言)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存在不

同的结果)但对于年轻&中小规模&民营所有制的企业而言)负债率的提升往往意味着风险的增加)并不利

于企业成长
.%43%;/

*

Q'-.

/.

代表电子商务企业的平台资源)本文采用平台访问量!'*6/7."&平台销售额!'*Q7-'2"&平台订单数

!'*3/*13-*"&平台交易费用!'*B/-&8/(2/"四个指标来表示*T包含企业层面的特征指标)主要是企业规模

!'*')本文采用企业人员"&企业年龄!'*-12"&税收负担!.-La+-./&)税收总额与营业收入比例"*第一)大量

企业层面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企业竞争力存在正向关系)规模越大的企业往往能够凭借规模效应获得更

多的市场份额(但也有文献指出企业规模增加会出现管理成本上升而减弱市场竞争力
.%$/

*第二)企业年龄

也被大量文献证实显著影响企业成长&市场竞争力
.%6/

*第三)企业税收负担通过企业成本增加和运营资金

流短缺来减弱企业竞争力)这一影响在非上市企业和上市企业中的实证检验均表现出高度显著性
.%!3"&/

*

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企业所有制固定效应
$

&

&城市固定效应
$

C

和年份固定效应
$

.

*考虑到本文数据的特殊

性)即面板和截面混合存在的数据构成)我们在基准模型中选用双向混合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多重固定效

应的纳入减少非观测变量可能产生的估计偏误*

#二$ 数据

为了考察平台资源禀赋对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本文需要获得企业层面的财务信息和平台建

设信息)只有通过这两个方面数据的结合才能得到准确的影响估计)然而既有文献中尚没有此类数据库的

应用案例)也没有微观层面平台指标体系的考察*为此)本文主要借助以下两个数据来源+第一个是广东省

电子商务企业直报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企业层面的登记注册信息&就业人数和工资信息&资产负债状

况&经营绩效!营业收入&费用及利润等"&税收信息等财务信息*第二个则是广东省经信委开展的电子商

务企业经营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详细调查了电子商务企业的平台经营信息)包含平台访问量&平台成交

订单数&平台交易额&平台交易服务费用等指标*由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只考察了%&5#年和%&54年调查企

业的经营活动*此外)该调查数据也调查了部分企业的平台用户信息)主要包含平台活跃用户&活跃卖方

!买方"用户&产品搜索次数&产品信息页浏览次数等信息)这部分企业占到了总体调查企业样本的$&`*

同时)电商产业发展在中国各省份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就不同区域比较来看)广东省一直处于全国第

一的地位)并且这一现象正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5#年广东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到%*;"万亿元)占全国

总量接近%&`)到了%&56年这一数字就已经增长为超过%5`(就近年来强劲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来

说)%&5#年广东省交易额为%;&亿美元)%&5!年则已经超过%&5#年总额;&`以上*

!广东省的这一突出地位

使得本文集中考察广东省电子商务企业的案例性研究依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并且可以为相关省份的电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数据来源+,%&5$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和广东省统计局*



商产业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范例*

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需要将这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本文用企业名称进行匹配)并利用部分企

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进行匹配检验)最终得到%#"家电子商务企业样本且同时包含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由

于经营调查数据属于抽样调查性质)样本企业中有"#家企业存在两年调查样本)其他的$4家和5&&家企业

分别属于%&5#年和%&54年调研企业*基于该数据结构的特征)本文在实际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面板

数据和截面数据构成的混合样本进行相应处理)以保证本文结论的准确性和稳健性*

基于这些数据)我们首先对电子商务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第一)从地理分布来看)广东

图5'广东省电子商务企业城市层面分布

省电子商务企业呈现出地理上的不平衡和相对集聚

现象)仅珠三角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

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等!城市"的电子商务企

业占比已经达到;;*%;`!图5"*第二)从规模分布来

看)企业雇员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样本企业平均雇佣

人数约为%%人)但有将近4&`的企业雇员人数在;人

以下*第三)从成立时间来看)广东省电子商务企业

主要是;年以内成立的新企业)这部分企业占比达到

;$*#!`*这种分布间接证明了广东省电子商务产业

是从%&5&年才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趋势*第四)从企

业所有制分布来看)民营企业是电子商务行业的主

要力量*6&*%4`的企业属于私人控股企业)国有和

集体控股企业仅占比"*$`*除此以外)我们对调查

样本企业进行了基本统计特征描述)具体见表5*

表5'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LK8a./8K) 利润率 %%4 3&*"$4 %*&$$ 35;*5$; 5

0-O/0, 销售增长率 %#" 4*4%5 %*;%! & 5%*$4!

U,:8./8K) 负债率 %"; &*##$ &*65" & 6*;$6

20/8aUNYYZ 是否有平台 %#" &*6#& &*";6 & 5

0-XKO8 平台访问量 %#" "*;"6 "*5&; & 5;*&5"

0-2O/0, 平台销售额 %#" 4*&%6 "*4!4 & 5$*&&4

0-UK-QU/- 平台订单数 %#" 4*"56 "*;4" & 5"*"&4

0-HK/)ZKL,K 平台交易费用 %#" "*&64 %*;;! & 55*!56

0-0 企业规模 %#% %*&55 5*5"6 & ;*!&6

0-/Q, 企业年龄 %#" 5*"#! &*$44 & %*!##

8/̂a./8K) 税收负担 %%6 &*&#! &*554 & 5

''注'本文在数据处理中已经对变量进行了首尾5`缩尾处理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分析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评估平台资源对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分析部分从平台资源存

在性!是否有平台资源)Q'-.a 3A,,8" 和平台资源密集度 !主要从平台访问量 !'*6/7."&平台销售额

!'*Q7-'2"&平台订单数!'*3/*13-*"&平台交易费用!'*B/-&8/(2/"四个维度来考察"两个方面具体考察平台资

源对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力的可能影响*表%报告了平台资源的竞争力溢价效应)无论是否控制企业特征)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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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可以观察到平台企业的利润率和销售增长高于非平台企业)而负债率低于非平台企业)但仅有销售增

长的影响效应是显著的*就企业特征变量而言)企业规模与销售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5`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但与利润率和负债率是负相关关系(企业年龄与企业利润率&销售增长和负债率都呈正相关

关系*这反映了一方面年龄增长可能从市场熟悉度&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给企业扩张带来了比较优势)另一

方面考虑到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迅猛特征)年龄增长会带来路径依赖和转型成本提升)从而产生比较劣势*

进一步地)本文从利润率&销售增长和负债率三个维度考察平台资源禀赋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表"的

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平台访问量&平台销售额和平台订单数的增加均显著提升了企业

利润率)而交易费用的增加对企业利润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表#的结果则表明)无论是否控制企业特征变

量)平台访问量&平台销售额&平台订单数和交易费用都能够发挥促进销售额增长)进而夯实平台竞争力的

作用*表4的结果反映了企业平台资源的增强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负债率上升的负面影响)并且只有平台销

售额和平台订单数的影响效应显著)边际影响略超过#`*以上这些结果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典型事实+一是

当前电子商务产业依然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依靠大规模投入&增加平台网络接受度等方式实现企业扩

张&提升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销售增长的推动因素方面(二是核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显

著)借助平台销售额和订单的增长对于提升利润率&降低负债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如果这两方面不能取

得显著业绩)企业依然面临竞争加剧带来的死亡风险*

表%'平台资源与企业竞争力!是否存在平台资源

#5% #%% #"% ##% #4% #;%

被解释变量' 利润率 销售增长 负债率 利润率 销售增长 负债率

20/8aUNYYZ 5*54&4

5*6;$5

###

3&*&"6" 5*5#!5

5*&&;6

###

3&*&&4!

#5*;&% ##*%#% # 3&*"$% #5*4%% #%*65% # 3&*&4%

0-0 3&*55$!

&*$;54

###

3&*&!"!

# 3&*6;% #4*#%% # 35*;"%

0-/Q, &*%!&;

&*64$5

###

&*5!%;

##

#5*4;% ##*"&% #%*54%

8/̂a./8K)

5*#5&"

#

3%*&#%!

##

3&*4!##

##

#5*!&% # 3%*%6% # 3%*%!%

<)-O8/-8

3%*%45#

#

#*4$;"

###

&*;5#4

###

3%*"$%5

#

%*;666

###

&*4#&%

###

# 35*$!% #$*!4% ##*&4% # 35*6"% ##*#!% #%*6!%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4 %#" %"; %%# %%$ %%"

W?OdN/.,U &*5### &*%54% &*%&!5 &*54$$ &*#"&4 &*%##$

''注'括号内为 .值"

#

&

##

&

###分别代表4`&5`和&*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固定效应包含所有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平台资源与企业竞争力!利润率视角

#5% #%% #"% ##% #4% #;% #$% #6%

被解释变量' 利润率

0-XKO8

&*5&5&

##

&*5&;5

##

#%*&4% #%*5%%

0-2O/0,

&*5&;6

#

&*5%54

#

#5*!%% #5*!"%

0-UK-QU/-

&*5%66

##

&*5""!

##

#%*"&% #%*"5%

0-HK/)ZKL,K &*&4"" &*&4%%

#&*!&% #&*65%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续表"$

#5% #%% #"% ##% #4% #;% #$% #6%

被解释变量' 利润率

0-0 3&*5#$# 3&*565! 3&*5##! 3&*&$!!

# 35*5!% # 35*""% # 35*%%% # 3&*;!%

0-/Q, &*%#&" &*%5&# &*"%55 &*%;;%

#5*"!% #5*%5% #5*;#% #5*"4%

8/̂a./8K)

5*#"6!

#

5*;5"&

##

5*#%&5

#

5*$;$%

##

#5*6#% #%*5$% #5*!4% #%*";%

<)-O8/-8

35*46%5

#

35*$$!6

#

3%*&&&!

#

35*4&$% 35*4!;"

35*$#&"

#

3%*5"45

#

35*;;!6

#

# 35*;$% # 35*$6% # 35*!"% # 35*;"% # 35*;#% # 35*$$% # 35*!4% # 35*;$%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4 %%4 %%4 %%4 %%# %%# %%# %%#

W?OdN/.,U &*5"%" &*5"!$ &*54#4 &*55#6 &*5#4$ &*54;4 &*5$&# &*5%!5

''注'同上

表#'平台资源与企业竞争力!销售增长视角

#5% #%% #"% ##% #4% #;% #$% #6%

被解释变量' 销售增长

0-XKO8

&*"#5#

###

&*5$5!

###

#4*6$% #"*46%

0-2O/0,

&*#&5#

###

&*%$5"

###

#6*%$% #4*$%%

0-UK-QU/-

&*%;!$

###

&*56!;

###

#4*;#% #4*4$%

0-HK/)ZKL,K

&*4##$

###

&*"55%

###

#$*44% ##*#&%

0-0

&*;;""

###

&*4%4;

###

&*;!&$

###

&*;&4%

###

##*6;% ##*&6% #4*4$% ##*""%

0-/Q,

&*$;%"

###

&*;4#6

###

&*66;$

###

&*;"$$

###

#"*6"% #"*"4% ##*4"% #"*"&%

8/̂a./8K)

3%*%!"#

###

3%*&6"4

##

3%*%%;!

##

35*65!!

##

# 3"*&5% # 3%*56% # 3%*#&% # 3%*#;%

<)-O8/-8

4*&!$"

###

#*%"$;

###

#*4665

###

"*6!%5

###

"*"5#%

###

%*!64"

###

%*4$!#

###

%*65%!

###

#5&*!%% #!*;;% #6*#!% #6*&!% #4*6$% #;*%4% ##*#"% #4*"4%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 %#" %#" %#" %%$ %%$ %%$ %%$

W?OdN/.,U &*"&"; &*#5;6 &*%6"4 &*#5"; &*#4"& &*4"!% &*#64; &*4&"#

''注'同上

表4'平台资源与企业竞争力!负债率视角

#5% #%% #"% ##% #4% #;% #$% #6%

被解释变量' 负债率

0-XKO8 3&*&5$$ 3&*&56"

# 35*%!% # 35*#5%

0-2O/0,

3&*&"!6

#

3&*&#$4

#

# 35*;6% # 35*$;%

0-UK-QU/-

3&*&##$

##

3&*&#;"

#

# 35*!!% # 3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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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5% #%% #"% ##% #4% #;% #$% #6%

被解释变量' 负债率

0-HK/)ZKL,K 3&*&5$6 3&*&%!5

# 3&*$!% # 35*"#%

0-0 3&*&$;6 3&*&#%# 3&*&;5$ 3&*&$#&

# 35*4&% # 3&*!4% # 35*";% # 35*44%

0-/Q,

&*%&#%

##

&*%"%6

##

&*5!55

##

&*%5#6

##

#%*%6% #%*""% #%*%"% #%*"%%

8/̂a./8K)

3&*4""&

##

3&*465#

##

3&*4%&!

#

3&*4!"6

##

# 3%*&!% # 3%*%5% # 35*!"% # 3%*"6%

<)-O8/-8

&*;"#;

###

&*$;#%

###

&*6%$5

###

&*;444

###

&*4"!%

###

&*4!44

###

&*$5!#

###

&*464$

###

##*#"% #"*6%% #"*!5% #"*6"% #%*!&% #"*&$% #"*5#% #%*6!%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 %"; %"; %"; %%" %%" %%" %%"

W?OdN/.,U &*%5"5 &*%"4$ &*%##; &*%556 &*%#64 &*%$4% &*%$!4 &*%45&

''注'同上

#二$ 稳健性检验

表;'平台资源与企业利润率!增加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5% #%% #"% ##%

被解释变量' 利润率

0-XKO8

&*5&;%

##

#%*#"%

0-2O/0,

&*5%!;

##

#5*!6%

0-UK-QU/-

&*5"$4

##

#%*"$%

0-HK/)ZKL,K &*&4%;

#&*6&%

0-0 3&*5$;! 3&*%%$6 3&*564% 3&*55#"

# 35*#&% # 35*;&% # 35*45% # 3&*!;%

0-/Q,

&*%!66

#

&*%$!;

#

&*"66!

##

&*"5#!

#

#5*$;% #5*;$% #%*&6% #5*$%%

8/̂a./8K)

5*;#$&

#

5*6%!;

##

5*;&4%

##

5*!446

##

#5*!"% #%*";% #%*&;% #%*#5%

0-+FD &*!"&" &*4566 &*5%4$ &*;64"

#5*5$% #&*#4% #&*55% #&*6"%

0-U,-OK8Z 5*!"4# "*$6;4 5*$$66 3%*&!$!

#&*&6% #&*5;% #&*&6% # 3&*&!%

0-PO8NU,-8 36*;!"4

35&*45#5

#

35&*5&5"

#

3!*&%;$

# 35*#$% # 35*$%% # 35*;;% # 35*4#%

<)-O8/-8 5;*&#!" 54*&4;6 "&*45&& #6*5&#4

#&*5&% #&*&!% #&*56% #&*%$%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 %%# %%# %%#

W?OdN/.,U &*54;5 &*5$&# &*56%$ &*5#&5

''注'同上

''K*潜在遗漏变量风险%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的影响因素不但有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也受

到地区层面的宏观因素影响*近年来江苏和浙

江等地利用优惠政策大力扶持电商企业发展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低廉土

地租金&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吸引电商企

业集聚性发展)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中心城市有

南京&苏州&杭州等*本文样本企业呈现的珠三

角城市群集聚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宏观因

素的作用)珠三角城市群在电商发展的市场潜

力&政府扶持以及人力资本市场支持上存在一

定比较优势*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通过增

加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以控制地区层面不可观

测因素对电商企业的影响(但同时我们认为一

些可观测宏观因素也可能对电商企业竞争力存

在显著影响*为此)我们增加了城市层面的典型

特征变量)以期减少遗漏城市层面宏观变量带

来的估计偏误*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我们选取

了城市 +FD&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在校大学生

数分别代表城市经济潜力&消费市场潜力和人

力资本程度*表;&表$和表6的结果反映了基准

回归部分平台资源对企业利润率&销售增长和

负债率的影响是稳健的*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表$'平台资源与企业销售增长!增加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5% #%% #"% ##%

被解释变量' 销售增长

0-XKO8

&*5$5#

###

#"*#!%

0-2O/0,

&*%;!#

###

#4*#6%

0-UK-QU/-

&*5644

###

#4*"4%

0-HK/)ZKL,K

&*"&;#

###

##*%;%

0-0

&*;66;

###

&*4#&%

###

&*$&44

###

&*;%#$

###

#4*5%% ##*5&% #4*$%% ##*#6%

0-/Q,

&*$54%

###

&*;#4%

###

&*6#46

###

&*;&&$

###

#"*#%% #"*5&% ##*&6% #%*6$%

8/̂a./8K)

3%*"&!"

###

3%*&4!6

##

3%*%;5!

##

35*64;5

##

# 3%*$4% # 3%*&;% # 3%*"&% # 3%*%!%

0-+FD

5*!;#!

##

5*5#%4 &*65!$ 5*55&6

#%*54% #&*$&% #&*$;% #5*5#%

0-U,-OK8Z 3"*!6!# &*!&#4 3;*5"54 3#*6&#5

# 3&*%#% #&*&4% # 3&*"$% # 3&*%6%

0-PO8NU,-8 4*!"64 %*5#&" "*!"45 #*4%4%

#5*5#% #&*##% #&*$;% #&*!%%

<)-O8/-8 35#*5&!$ 3%"*$$&$ %&*&%55 4*45$5

# 3&*5%% # 3&*%&% #&*5$% #&*&4%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 %%$ %%$ %%$

W?OdN/.,U &*#46$ &*4#&# &*#6$! &*4&;"

''注'同上

''

'表6'平台资源与企业负债率!增加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5% #%% #"% ##%

被解释变量' 负债率

0-XKO8 3&*&5!"

# 35*"5%

0-2O/0,

3&*&45;

#

# 35*$&%

0-UK-QU/-

3&*&#66

#

# 35*!5%

0-HK/)ZKL,K 3&*&"5#

# 35*#5%

0-0 3&*&;;; 3&*&%$5 3&*&#6; 3&*&;%5

# 35*""% # 3&*;4% # 35*5%% # 35*%!%

0-/Q,

&*5$$;

##

&*%&&6

##

&*54!;

##

&*56!&

##

#%*54% #%*%6% #%*&4% #%*%"%

8/̂a./8K)

3&*#!%!

#

3&*4"##

##

3&*#;"5

#

3&*44&%

##

# 35*!%% # 3%*&!% # 35*;6% # 3%*%;%

0-+FD &*"$;! &*45&$ &*;#&4 &*#;4"

#5*%5% #5*%4% #5*4$% #5*44%

0-U,-OK8Z 3"*%6#% 3#*$$44 3"*$!%& 3"*5&""

# 3&*""% # 3&*#;% # 3&*"!% # 3&*"5%

0-PO8NU,-8 %*$544 "*"%&# "*5&4$ %*6#4;

#5*%#% #5*#6% #5*#5% #5*%$%

<)-O8/-8 $*;;%" 5#*564" $*56$6 4*&%;#

#&*5&% #&*5!% #&*5&% #&*&$%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 %%" %%" %%"

W?OdN/.,U &*%44# &*%6;" &*%6!4 &*%46;

''注'同上

L*自我选择偏差%如何更为有效地评估平台资源是否促进了企业竞争力)是准确判断平台资源的影响

之关键所在*采用传统的 @A1 方法进行估计的时候)均值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有无平台企业样本组中)我

们应当注意到)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有无平台特征进行比较)可能会因为样本

有偏造成估计偏误!_O8KY/8K)- TK/O"*因此)我们采用倾向性匹配方法!D.)2,-OK8Z1I).,c/8IPK-Qc)U,0"修

正这一偏误*如前所述)样本选择偏差对培训效应的估计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采用样本筛选和特征集

匹配结合的方法来尽可能修正这一偏差*该方法的具体思路是+假定某个企业存在)8

/.

表示企业 /在时期 .

的竞争力)那么)企业 /在初次选择平台与假定其在一开始不选择平台所产生的竞争力差异可以表示为

%

5

/.

3

%

&

/.

*这里)上标表示企业是否存在平台的状态)5表示存在)&表示不存在*如果能够发现
%

5

/.

3

%

&

/.

l&

或者
!

%

5

/.

M

%

&

/.

U&)就能够较稳健地确认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来自平台资源的获得*基于 j,IJY/- 等

!5!!$"的逻辑和方法
."5/

)我们定义存在平台的企业 /)由于选择平台而获得竞争力的平均增加效应 C]]

可写为+

C]]e_3

%

5

/.

3

%

&

/.

mQ'-.e54 e_3

%

5

/.

mQ'-.e54 !%"

其中)Q'-.e5表示存在平台的企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

&

/.

是不可观测到的*那么如何识别 43

%

&

/.

m

Q'-.e54就成为估算 C]]的关键环节*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反事实'方法)其基本逻辑是+选择平台的企

业必定经历过没有平台的阶段)我们可以从没有平台的样本企业中寻找与选择平台的企业的基本特征相

匹配的样本!控制组")以替代那些实际上选择平台但假定其没有选择平台时的对比组企业*假定处理组

和控制组的差异)可以由包含企业在选择平台之前的一系列相关变量所反映*为此)就可以采用由 W)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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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和 WN:K-!5!6""所构造的 D1c方法来对之进行估算
."%/

*该方法中必须测算选择平台的企业的决策

概率)可采用如下基本的 D.):K8模型+

D.3Q'-.e54 e

%

3%!7/V2

/.

)-12

/.

).-La+-./&

/.

)&W*2+7%/Q

/.

)$/.8

/.

"4 !""

表!'内生性检验!倾向性匹配结果

b/.K/:0, 1/Y20, ].,/8,U <)-8.)0O FKLL,.,-I, 1*_* ]?O8/8

第一组'

销售增长 M-Y/8IP,U ;*5#" 4*44& &*4!% &*"5$ 5*6$

C]] ;*5#" #*65& 5*""% &*4%5 %*4;

第二组'

利润率 M-Y/8IP,U 3&*5$# 3&*$#" &*4;6 &*%!4 5*!"

C]] 3&*5$# 34*$;; 4*4!% 5*#;6 "*65

第三组'

负债率 M-Y/8IP,U &*#!; &*"6$ &*55& &*55$% &*!"

C]] &*#!; &*;5! 3&*5%" &*%$4 3&*#4

''注'本文选用近邻匹配#((Y/8IP%方法

这里)

%

!2"表示正态累积分布

函数*为了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

之间匹配处理的有效性)必须比较精

确地估算企业选择平台的决策概率*

因此在上式中)有必要针对性地采取

一些反映企业自身特征与属性的相

关变量来挑选适宜的对照组企业)以

优化匹配效率*!""式中)我们加入

的相关变量包括+企业规模!7/V2"&企

业年龄 ! -12"&企业税收负担 !.-La

+-./&"&企业所有制 !&W*2+7%/Q"和城

市!$/.8"固定效应*本文情景下)选

择变量是企业是否有电子商务平台)评估变量是企业竞争力相关指标)即销售增长&利润率和负债率*表!

的结果显示平台资源对销售增长!C]]的 .值为%*4;"和利润率!C]]的 .值为"*65"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

应)而对负债率则无显著影响!方向为负)但 .值为 3&*#4"*

表5&'平台是否促进企业竞争力!内生性检验

#5% #%% #"% ##% #4% #;%

利润率 销售增长率 负债率 利润率 销售增长率 负债率

20/8aUNYYZaP/8

&*!4$!

#

5*5"5$

###

3&*&#$5

#5*6$% #"*4$% # 3&*#;%

20/8aUNYYZa20/I,:) 3&*45#& 3&*"5%% &*5#4$

# 35*4%% # 35*&4% #5*##%

企业控制变量 Z,O Z,O Z,O Z,O Z,O Z,O

固定效应 Z,O Z,O Z,O Z,O Z,O Z,O

观测值 %%# %%$ %%" %%# %%$ %%"

W?OdN/.,U &*54;6 &*#"&% &*%###

''注'同上

M*逆向因果关系%考虑到

是否拥有平台与企业竞争力

之间潜在的逆向因果关系)本

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方法

进行稳健性回归)以期考察本

文前面部分结论的稳健性*受

制于企业调查数据的典型特

征!仅有两年短面板&企业财

务和其他特征变量较少")借

鉴王向楠和边文龙 !%&5$"的

思路
.""/

)本文采用同一城市

其他同行企业的平台使用率

作为该企业是否采用平台的工具变量*很明显)处于同一城市的同行业竞争企业之间是否采用平台存在竞

争性)所以其他企业是否选择平台对该企业的决策也会产生显著影响(但同时)其他企业是否采用平台对

该企业的财务竞争力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表5&列!5" i!""汇报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结果*我们发现平

台显著促进了企业利润率和销售率的增长)但对负债率无明显影响*这一点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

也就验证了我们结论的稳健性*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依然面临潜在的弱工具变量威胁)为此本文采用

平台决策开展安慰剂检验!表5&列!#" i!;"")即通过随机抽样企业是否采用平台决策5&&次)得到平台对

企业竞争力的安慰剂结果*我们发现这一效应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证明了逆向因果关系并不是

平台对企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的主要原因*

#三$ 影响机制

前面章节我们考察了平台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程度)但我们对于平台资

源的禀赋组合如何影响企业竞争力尚缺乏机制渠道的检验*借助于本文独特的调查数据)我们清晰地掌握

了平台资源的具体组成内容)其核心是平台的搜索维度!平台搜索次数&网页浏览次数"&客户维度!活跃

6%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客户数&活跃买方数&活跃卖方数"&交易维度!交易金额&交易费用!

"三个方面*为此)我们利用这一系列

指标来进一步具体考察平台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综合影响*

通过表55 D/-,0C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平台资源内容对企业利润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仅有平台

活跃用户和平台交易效率两个变量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电商企业来说)平台内容的丰富虽然可以吸引

大量潜在消费者)形成规模更大的用户网络)但相对于企业利润来说)搜索维度和客户维度的增加实际上

主要造成企业成本的上升)交易维度没有实现同比例的上升)造成的结果就是交易效率和单位成本利润创

造比的下降)进而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这其实反映了平台资源中活跃客户才是企业价值创造的真

正源泉)而用户搜索和浏览等信息无法高效率地转化为利润来源(另一方面)平台交易效率对企业利润率

的强力支撑也体现了内涵式增长模式是电商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加快提升平台交易效率可以更充分地

发挥平台的支撑效应*

表55 D/-,0T展示了电子商务企业平台资源对企业销售增长存在不同的影响程度*首先)平台搜索量

和浏览次数对销售增长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并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次)客户资源也是平台对电商

企业促进效应的关键依托)而这种依托效应更多地通过平台中活跃的买方用户来实现)卖方用户没有体现

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再次)平台交易效率表现出了最高的促进效应*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

企业销售增长需要依赖的是客户资源和广告效应*对比传统产业)广告体现为广而告之的硬广告)而电商

产业则更多体现为依赖网络效应的软广告*对于电商企业来说)活跃用户的购买行为才是销售额的关键所

在)而交易效率的改善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平台资源的优化和客户忠诚度和活跃

度的上升*这反映了在不断加剧的电商市场竞争中)流量式的增长模式对企业扩张的支持效应正逐渐向效

率增长的内涵增长模式过渡*

表55 D/-,0<则从另一个维度刻画了平台资源的竞争力影响效应*具体来看可以发现平台资源的各

个方面对企业负债率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负债率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力指标)既有平台因素

实际经营引致)也有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更有地区&行业&宏观周期等诸多外部因素

所带来的系统性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平台资源的变化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平台资源无法为企业降低生存风险提供庇护效应)同时也说明了电商企业应当进一步深思

如何改变经营模式&提升平台质量)充分发挥平台资源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支撑作用*

表55'平台资源与企业利润率!影响机制

#5% #%% #"% ##% #4% #;%

D/-,0C

被解释变量' 利润率

关键解释变量 0-O,/.IP 0-OI/- 0-INO8)Y,. 0-O,00,. 0-:NZ,. 0-,LLKIK,-IZ

系数 &*5&54 &*5&;#

&*5%"4

#

&*&;;6 &*&644

&*564#

##

#5*4&% #5*;4% #5*6;% #5*5&% #5*#%% #%*&%%

企业特征和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5;& 5;5 54! 546 546 5$;

W?OdN/.,U &*5;4! &*54#! &*5;$; &*54!# &*5;4; &*5646

D/-,0T

被解释变量' 销售增长

关键解释变量 0-O,/.IP 0-OI/- 0-INO8)Y,. 0-O,00,. 0-:NZ,. 0-,LLKIK,-IZ

系数
&*5!%%

###

&*%"65

###

&*5%5!

##

&*&!;&

&*5%$;

##

&*##%5

###

#%*;$% #"*#%% #%*%4% #5*"4% #%*"#% ##*%%%

企业特征和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5;" 5;# 5;% 5;5 5;5 5$$

W?OdN/.,U &*#44" &*#6&& &*#"#" &*#5!% &*#"4"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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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们已经考察了这两个维度的影响效应)这里我们重点考察交易效率因素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定义平台

交易效率为单位交易费用实现的交易额*



#续表55$

#5% #%% #"% ##% #4% #;%

D/-,0<

被解释变量' 负债率

关键解释变量 0-O,/.IP 0-OI/- 0-INO8)Y,. 0-O,00,. 0-:NZ,. 0-,LLKIK,-IZ

系数 &*&&46 3&*&&#5 3&*&54$ 3&*&&"4 3&*&&5& 3&*&#";

#&*%6% # 3&*%&% # 3&*64% # 3&*56% # 3&*&;% # 3&*44%

企业特征和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

观测值 5;& 5;5 54! 546 546 5$$

W?OdN/.,U &*"%$% &*%!#! &*"&4" &*""#& &*"""! &*%6"$

''注'同上(本表中控制了企业层面特征变量但未汇报结果"读者如需可向作者索要

#四$ 异质性影响!珠三角城市群是否存在溢价效应'

在统计描述阶段)我们就发现了珠三角城市群存在更高的电子商务企业密集度*为此)在这一部分本

文专门针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电子商务企业进行考察*表5% D/-,0C的结果显示珠三角城市群企业主要靠

平台订单增加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非珠三角城市群主要依靠平台访问量提升企业利润率*这两个结果反映

了两个区域内电商企业发展模式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表5% D/-,0T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平台资源各维度指标均显著促进了电商企业的销售

增长)无论是珠三角城市群还是非珠三角城市群*从边际影响来看)平台资源禀赋对非珠三角城市群企业

的促进效应更大*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珠三角城市群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推动该区域内电商企业成长更

快)加快向内涵式&注重增值率的增长模式转型(而非珠三角城市群企业发展相对落后)目前仍处于粗放

式&依靠流量的增长模式*

比较表5% D/-,0<的结果可以发现)对于珠三角城市群的电子商务企业而言)平台销售额的增加和订

单数量的增加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负债率&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一边际影响效应约为#`i4`之间)而对非珠

三角城市群的电子商务企业来说这一影响效应均不显著*这反映了平台资源禀赋无法为电商企业的经营

风险提供庇护效应)这需要引起电商企业的高度重视*

表5%'平台资源与企业竞争力!珠三角城市群比较

#5% #%% #"% ##% #4% #;% #$% #6%

珠三角城市群 非珠三角城市群

D/-,0C

被解释变量' 利润率

0-XKO8 0-2O/0, 0-UK-QU/- 0-HK/)ZKL,K 0-XKO8 0-2O/0, 0-UK-QU/- 0-HK/)ZKL,K

&*5&%% &*5##&

&*5$"5

##

&*&#""

&*&4;6

###

&*&&!% 3&*&&!! &*&%&4

#5*46% #5*46% #%*%"% #&*#;% #%*;!% #&*#4% # 3&*#$% #&*!!%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5#6 5#6 5#6 5#6 $; $; $; $;

W?OdN/.,U &*5"4; &*54%% &*5$65 &*5%"; &*"""6 &*%;#" &*%;4& &*%;66

D/-,0T

被解释变量' 销售增长率

&*5#"#

##

&*%44&

###

&*54!6

###

&*%!"!

###

&*%5&4

###

&*"&#"

###

&*%#56

###

&*""&4

###

#%*"5% ##*&;% #"*6!% #"*&%% #%*6%% #"*4!% #"*44% #"*;6%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54& 54& 54& 54& $$ $$ $$ $$

W?OdN/.,U &*#$4% &*4#"5 &*#!;$ &*45!% &*"$%; &*45;" &*#4%; &*##"$

D/-,0<

被解释变量 负债率

3&*&5$4

3&*&##4

#

3&*&4$4

##

3&*&"&" 3&*&&65 3&*&5%5 &*&5&! 3&*&564

# 35*5!% # 35*$#% # 3%*%6% # 3&*!;% # 3&*"!% # 3&*6$% #&*64% # 3&*!;%

固定效应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观测值 5#6 5#6 5#6 5#6 $4 $4 $4 $4

W?OdN/.,U &*";%6 &*"6&% &*#&"" &*";4" &*"#4# &*"#!$ &*"#!% &*"4%#

''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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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电子商务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

性)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创造新经济动能等方面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经济刺激政策之一*本文利用电子商

务企业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匹配数据)重点考察了平台资源对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力的影响*首先)本文验

证了平台资源确实增强了电子商务企业的竞争力)这一结论无论是在混合固定效应模型&增加宏观层面控

制变量)还是倾向性匹配方法下均是显著的*其次)平台资源禀赋对利润率&负债率和销售增长等不同维度

指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当前阶段)平台资源主要体现的是规模促进效应)对电商企业的成长风险尚缺

乏有效的庇护效应*电商产业的发展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平台资源无法发挥基础性作用将直接制约电商

产业对平台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和评估*再次)平台资源对电商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非珠三角

城市群的企业对于平台资源的扶持作用有更多的依赖性)仍处于粗放式发展模式*最后)平台资源中)有效

的客户资源和交易效率体现了对电商企业竞争力最强的支撑效应)而流量式的平台资源仅对市场扩张存

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性建议归纳如下+第一)加快营商环境建设和制度性改革)通过多种市场化

引导政策推动电商企业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平台资源对企业成长&竞争力强化的推动作用*在实际工作中)

可以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分门别类&以业务为导向的平台样板)以政策引导搭建合作示范平台加快推进

中小电商企业的转型升级)打造整个电商体系的立体化发展模式*第二)制定合理的电子商务行业市场法

规)鼓励和引导电子商务企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引导建设和完善平台资源与企业市

场竞争的密切联系)真正实现平台资源对电商企业发展的支撑性作用*一方面加快从粗放型注重流量发展

模式转型为注重效率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加快客户管理&交易效率等关键要素对电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

支撑效应)夯实平台关键要素对企业经营风险的调控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提升平台资源综合管理能

力)通过平台内容管理建设&客户管理建设&交易效率机制建设提升电商企业的内容转化率&供需匹配效率

以及成本优化等核心竞争力)以平台资源优化&要素重构突出电商产业发展的规范化方向)为培育国际知

名电商企业提供示范效应*第三)充分重视地区差异)既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客观条件发展因地制宜的电子

商务产业)推动其与本地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挥稳定地区经济&推动就业的关键作用(也要高度重视电

子商务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溢出影响)合理引导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协调性&培育城市经济群等方面的促

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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