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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2013年提出并倡导的多边区域经贸合作平台，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09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取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带一路”倡

议能否助推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角度探讨“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本文在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为“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和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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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multilateral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latform 
proposed and advocated by China in 2013, which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9 as sample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using a differentially differential model. The researc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103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1037
https://www.hanspub.org/


邓雯卉，丁莹 
 

 

DOI: 10.12677/ecl.2024.131037 305 电子商务评论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
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it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rough policy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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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 10 周年。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主

旨演讲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伟大战

略构想。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该

倡议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被认为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

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一开始就将政策互通、设施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作为合作的核心内容，把“五通发展”作为合作的核心内容。我们希望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一个开放

包容、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力求与世界各国实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在 2023 年 3 月 5 号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惯例为导向，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实施一批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项目，对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年

均增长 13.4%，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立足于新的发展起点，整体而言，“一带一路”是外循环的一个关键环

节，它能够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一个良性的外循环，从而与国内循环相互促进。因此，在“双循

环”背景下，研究“一带一路”能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生积极影响，以及探讨二者内在联系，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目的。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着互联互通、经济增长、经

贸合作等内容上进行研究。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核心要素，是“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降低国

与国的边界屏蔽效应[2]，此外，还能显著提升我国 FDI 的效率[3]。国内外学者也很关注“一带一路”与

经济增长的研究。曹翔和李慎婷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得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推动了沿线

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且该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时间逐渐增强[4]。王亦虹和田平

野研究对象聚焦国内，通过研究我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提出“一带一路”对我国国内

节点城市经济具有愈益增强的促进作用，尤其对内陆和欠发达城市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这种正向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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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三条路径实现[5]。对经贸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影响上。宋勇超、张佳讯[6]等人运用二重差分分

析方法，提出了“以‘一带一路’为依托，以促进我国企业 OFDI 发展”的思路，从而加强国际经贸合

作关系。DASKC 认为，“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不仅可以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

且还可以为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互补的机遇，进而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7]。 
经济高质量发展相比于“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侧重于从“质”的角度来反映经济局成效，对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涵义、影响因素和测度评价等方面来分析。许多学者是从新

发展理念角度出发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涵义。王永昌和尹江燕(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创新、

协商、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8]。影响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申雅琛和吴睿教授提出数字经济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9]。Jahanger (2021) 
[10]指出，FDI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外资企业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产生了直接

影响。景国文教授提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1]。也有学者对绿色

金融对经济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创新能力对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程琳和陈韵涵[12]提出，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要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降低对高碳产业的投入。Wang
等(2020) [13]指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经济的弱项。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评价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出发，构建了一系列不同的指标体系。有学者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

基础，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建立了经济发展的评估体系，进而对中国的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量[14] (王利军和陈梦冬，2023)。也有学者从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

生活、社会和谐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李金昌、史龙梅和徐蔼婷，2019) [15]。还有学者从美好生活、

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和绿色发展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方法，探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格局及其成因(张扬、解柠羽和韩青艳，2022) [16]。 
因此，本文将在已有“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发展质量研究相关成果基础之上，以“一带一路”沿线

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运用双重查分模型评估“一带一路”倡

议对我国沿线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终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快速发展。 

3. 理论机制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角度。那么探

究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也可从“五通”这五个视角开展研究[17]。政策沟通方面，“一

带一路”倡议政策支持下，我国沿线省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合作，构建友好的合作关系，提高

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性，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设施联通方面，我国在基础设施、通信设施、能

源设施等方面，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推动国

内技术的进步，并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其中标志性项目如中欧班列、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建成的兰新

铁路、兰渝铁路等，都充分体现了对我国沿线省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促进作用。在贸易畅通方面，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同共建国家在自由贸易协定、海关环境和贸易新业态等方面进行

了更加深入的贸易合作，促进我国的贸易的畅通性，降低了贸易成本，从而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

量发展，也让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得到了提升。资金融通方面，“一带一路”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大力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得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18]。此外，我国与沿线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有了很大

进展，涉及银行贷款、投资基金和债权融资等多种方式，通过加大对金融的支持，促进了我国生产要素

有效配置，促进企业创新，从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从而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在民心相通上，“一

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我国和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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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推动了文明互学互鉴和文化融合创新，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

共建国家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真正实现通民心、达民意、惠民生。“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各

国人民进行了解和交流的机会，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质与量双重发展[19]。总而言之，在“一带一路”的

背景下，“五通”制度能够从多个渠道和多种途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优化，从而实现“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助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一带一路”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4.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4.1. 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果，将政策实施作为

一次自然实验或准实验，构建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 

0 1 2it i t it i t itY treat post Xβ β β λ υ ε= + × + + + +                         (1)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时期；β为变量系数；Yit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treati × postt表示“一带一

路”政策 Xi表示控制变量；λi表示个体效应；υt表示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 

4.2. 变量说明 

4.2.1.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Yit)。本文借鉴孙豪，桂河清[20]等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设

计 18 个指标，对评价对象的每个指标进行标准化，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19]。经济高质

量发展指标体系如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表 1.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创新发展 

GDP 增长率 地区 GDP 增长率 + 

研发投入强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GDP + 

投资效率 投资率/GDP 增长率 − 

技术交易活跃度 技术交易成交额/GDP + 

协调发展 

需求结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 

城乡结构 城镇化率 +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GDP + 

政府债务负担 政府债务余额/GDP − 

绿色发展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能源消费增长率/GDP 增长率 − 

单位产出的废水 废水排放量/GDP − 

单位产生的废气 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 

开放发展 

对外贸易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GDP + 

外商投资比重 外商投资总额/GDP + 

市场化程度 地区市场化指数 + 

共享发展 

劳动者报酬比重 劳动者报酬/GDP + 

居民收入增长弹性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GDP 增长率 +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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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共享发展 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 
+ 

4.2.2. 核心解释变量 
“一带一路”政策(treati × postt)。treati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政策虚拟变量，“一带一路”沿线省份

为实验组，treati 取值为 1，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为对照组，treati 取值为 0；postt 为时间虚拟变量，

以 2014 年作为政策冲击年份，2009~2019 年取值为 0，2014~2019 年取值为 1。 

4.2.3. 控制变量 
(1) 政府干预水平 gov，本文用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2)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infra，以公路里程数取对数来衡量； 
(3) 信息化水平 info，用邮电业务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4) 人力资本水平 hum，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4) 金融发展水平 fin，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 GDP 来衡量。 

4.3.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09~2019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EPS 数据库等，少量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各个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高质量发展 y 496 0.287 0.131 0.119 0.786 

“一带一路”政策 did 496 0.290 0.454 0 1 

政府干预水平 gov 496 0.261 0.193 0.0837 1.334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496 11.61 0.849 9.249 12.90 

信息化水平 info 496 0.0656 0.0476 0.0143 0.290 

人力资本水平 hum 496 8.843 1.204 4.161 12.78 

金融发展水平 fin 496 3.209 1.133 1.445 7.578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基准回归 

通过双重差分法，本文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影响，表 3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从

表 3 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政策可以显

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从本文的控制变量来看，政府干预的回归系数为负，在 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政府干预抑制了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是因为地区各地政府干预会趋向保护本地企业的发展，使得要素流动和市场化水

平下降，对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等有抑制作用，进而不利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水平和信

息化水平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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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说明了教育能增加高素质人才，提高创新水平，助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VARIABLES zhzs 

did 
0.043** 

(2.25) 

gov 
−0.250* 

(−1.72) 

infra 
0.006 

(0.34) 

info 
0.17 

(0.71) 

hum 
0.046** 

(1.41) 

fin 
0.039*** 

(3.02) 

Constant 
−0.435** 

(2.31) 

Observations 341 

Number of ID 31 

R-squared 0.474 

注：***p < 0.01, **p < 0.05, *p < 0.1。 

5.2. 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results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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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

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差异，在政策实施之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差异。由图 1 可知在倡议提出之前，

系数估计值在 0 以下，而倡议提出以后，前三年系数虽与 0 无明显差异，但开始出现上升趋势，在政策

实施后的第五年，系数与 0 有明显差异。该情况也符合国家级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

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五大发展理念，即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角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测度和评价我国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评估“一带一路”倡议

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推动了我国沿线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

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6.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我国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需

求扩张与供给不能有效匹配的“供需错位”状态，其重要表现就是中国的供需关系在发生着结构性失衡，

已经成为当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新基建推动工业互联网高速发展，既有效帮助企业去产能、

去库存、甩掉过剩产能的“包袱”，又有效带来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新思路、新产品。根据新基

建，企业可以在生产等各个环节实现更为科学有效的资源配置，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能够降低生产

成本和交易成本[21]。新基建能够为企业带来更为优化的物流链，同时依据大数据分析，能更为了解消费

者需求变动从而做出生产销售调整，降低边际成本。显然，成本降低将有利于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推

动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也必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贸易开展。积极推进扩大内需战略，

以其为抓手，夯实国内经济增长，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从而带动国外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阶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6.2. 重视创新，提升人力资本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首先要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加强企业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的合作交流，加强对复合型人才培养，培养有技术的人才，增加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效率。此外注重改

革和创新高等基础教育体制，提高本地区的教育水平，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来留住和吸引高素质的人

才，同时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22]。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创

新驱动，加强培养培养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创业，助力实现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加快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促使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化。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从

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推动我国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6.3. 夯实金融发展 

首先国家要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基金。通过此基金鼓励和支持相关项目的发展，扶持高科技产业

项目，促进科学技术的涌入和实践。其次，扩大金融支持来源。应保障能够通过多方渠道获取金融支持，

提升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聚集更多力量支持“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最后，增强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视

程度，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数字经济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支撑，应通过持续不断的科研探索保障金融体系

的稳步运营管理。通过“一带一路”大数据分析加强风险防范，破解金融难题。在当前深化金融改革的

过程中，提高金融发展效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不仅可以通过更多地运用市场的手段，对金融资源

进行有效的配置，而且可以将金融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充分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金融改革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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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高效合理地配置金融资源，使金融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 

6.4.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所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国各地的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

不仅包括城市经济发展，而且包括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各地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区域发展上，对南北区域的产业禀赋优势进行综合协调，对产业结构进行

合理规划，合理布局南北区域，促进南北地区在产业上进行优势互补，以改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情况，最终构建形成一个稳定有序、优势互补整体协调的高质量发展区域产业发展体系和区域经

济布局[23]。 

6.5.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为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而努力，为人类建设一个美丽的生存之地而努力。

应该积极地采取有利于减少排放的有效措施，以达到“双碳”目标。中国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减少污染，

减少碳排放，提高环境质量，修复生态，推动绿色发展，并将与更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成功经验。“一带一路”新型基础设施可通过知识共享和绿色金融两大模块促进产

业绿色化转型升级，推动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远程交流也可以激发更多活力，有助于创新萌芽的产生和

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注重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格局，通过建设绿色

健康丝绸之路，赋能“一带一路”，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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