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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不仅提高了区域开放水平，也为
各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新途径。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２７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

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国内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东部地区产

业结构合理化及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且对“一带”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一路”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合

理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对设立自贸区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设施联通

和资金融通两种机制推动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通过贸易畅通机制促进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

产业结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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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展阶段，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
合作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

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

涵。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

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推动我国经济体系优

化升级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至今７０余年，我
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界

奇迹，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也持续优化。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如何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为重要。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

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①，并提出

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以沿线各国资源互补为基础，以

“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为内容。经过沿线各国十年的共

同努力，共建国家一起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愿景，取得了系列重大成果。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
底，中国已与１５１个国家、３２个国际组织签署２００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科技、贸易、

投资和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②。十年的共建事实

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省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助推各地产业转

移、结构优化、水平升级的重要因素。

一　文献回顾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其相关问题便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部分学者主要从投

资贸易合作、产能合作等角度，探讨“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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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带来的经济效应，包括经济与环境发展①、价

值链攀升②③等。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研究其与产

业结构关系的文献按照不同空间尺度分类主要包

括三个层面：（１）宏观层面，通常以“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为背景，探究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往

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既阐明了“一带一

路”建设通过互联互通影响本国贸易结构调整从

而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④，又检验了中国

ＯＦＤ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存在显著
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⑤；（２）中观层面，近年来有关
城市层面的研究不断涌现，学者们主要针对“一

带一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

讨⑥⑦⑧；（３）微观层面，现有研究大多以企业为对
象，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企业转型

升级⑨。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方面：（１）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已有文献主要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来衡

量。前者主要指各要素资源与产业之间的匹配

度，它是资源要素有效利用程度的一种体现瑏瑠；后

者指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其

表现为一国产业体系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和产品

附加值提升瑏瑡。（２）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具

体可分为需求、供给、环境和宏观政策等层面。需

求层面，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

口需求）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导向瑏瑢；供给层

面，自然资源瑏瑣、资金瑏瑤、人力资本瑏瑥和科学技术瑏瑦

等供给均被认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环

境层面，产业结构升级状况与一国基础设施条件

息息相关，对外开放程度等环境软约束会对产业

结构升级带来影响瑏瑧；宏观政策层面，考察了西部

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瑏瑨，以及

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瑏瑩。

综上，虽然学术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较

多，但鲜有文献从中国沿线节点城市视角探讨

“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且，

已有的少量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升

级作用机制的文献中，主要分析了研发创新、产业

转移、产业发展等路径，鲜有文献基于“五通”视

角展开研究。因此，为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

是否促进了我国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效应表现为

怎样的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根据是否为“一带一

路”沿线节点城市，将中国 ２７８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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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准自然实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双重

差分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节点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路径。本文的边

际贡献主要有：一是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一带一

路”国内沿线节点城市，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一

带一路”倡议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测算了“一带

一路”倡议对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效果；二是基于“五通”的视角，选取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三个维度构建了“一带一路”倡

议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了

实证检验；三是从区域分布、各城市在“一带一

路”倡议中的定位和是否位于内陆自贸区三方面

进行异质性检验，为各城市因地制宜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增进与沿线各国经贸合作提供政策

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就强调以“五通”

为重要合作内容，逐步形成区域合作新格局。其

中政策沟通为“五通”建设从顶层提供保障，设施

联通和贸易畅通为“五通”建设提供支撑，资金融

通为合作的顺利推进提供资金支持，民心相通为

其提供社会基础。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基于

“五通”的视角，选取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三个维度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作用路径。

（一）基于设施联通的促进作用

设施联通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

作发展的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

通过搭建基础设施网络实现与沿线国家互联互

通，构建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框架，涵

盖“海、陆、空、网”四位一体的立体化联通网络，

助力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从国内看，交通基础

设施改善提高了区域资源要素流通的便利性与可

达性，从而吸引大量要素向该区域聚集，为产业结

构升级带来机遇①。从国际看，中国与沿线国家

存在较大资源禀赋差异，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如中欧班列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

家的项目推进与要素资源流通，从而实现要素合

理配置，促进产业协调发展②。此外，发达的基础

设施网络也有利于消除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地理

障碍，缩短地理空间距离，降低交流成本，促进国

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从而通过技术提升推动国

内产业结构升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Ｈ１：
Ｈ１：“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作用促进城市产业结构

升级。

（二）基于贸易畅通的促进作用

贸易畅通作为“五通”的重要内容，为“一带

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自 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２２
年６月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
额累计约１２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超过１４００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
成为中国贸易往来的重要伙伴。一方面，通过共

建自由贸易区、降低非关税壁垒等一系列促进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减少运输成本，促进进

出口贸易往来③。从出口看，出口贸易可以通过

贸易自由化竞争效应、贸易结构先导效应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④；从进口看，进口贸易有利于地区产

业结构协调化、高级化⑤。另一方面，相比大多数

沿线国家，中国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更具比较

优势，贸易增长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会促使中国

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加速资本积累，从而推

动产业结构升级⑥。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Ｈ２：
Ｈ２：“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畅通

作用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三）基于资金融通的促进作用

资金融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

融资支持。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已成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融资平台。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初，
亚投行成员达１０５个，批准项目共１８１个，融资额
达３５７亿美元，惠及３３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黎绍凯，朱卫平，刘东：《高铁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南方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李佳，闵悦，王晓：《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产业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王国平，胡景祯：《基于共同富裕的“一带一路”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理论探讨》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马骥，马相东：《“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出口贸易的视角》，《亚太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周茂，陆毅，符大海：《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产业升级：事实与机制》，《世界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盛斌，陈帅：《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第２６卷 仇怡，等：“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此外，我国设立的多个对外投融资基金，如中国—

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均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缓解产业升级面临

的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①。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两

种模式：一是“顺梯度”投资，将国内沿线节点城市

部分成熟产业的富余产能转移到沿线发展中国家，

从而优化本国产业结构中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配置；二是“逆梯度”投资，通过创新资源共享、

人才培育等逆向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并加以模仿

学习，最终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有助

于在供给端提高产品附加值，被认为是产业结构升

级的根本动力②。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Ｈ３：
Ｈ３：“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资金融通

作用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选取和模型设定

对于沿线节点城市的选取，依据国家发改委、

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本文按照以下思路选

择：（１）选取《愿景与行动》中多次提及的沿线节
点城市，包括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丝）的上
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

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共１６
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陆丝）的

西安、兰州、西宁、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

昌、合肥共１０个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２）考虑
到沿线省会城市作为一个省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

心，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具有核心地位，故

以《愿景与行动》中圈定的 １８个省、市、区为基
础，去掉与沿线节点城市重复选择的城市，选取呼

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南宁、昆明、银川、拉

萨、乌鲁木齐、杭州共１０个省会城市；（３）由于北
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被定位为建设向东北亚

开放的重要窗口，故将其纳入研究范围；（４）国家
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

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到，要以中国沿海经济带

为支撑，密切与沿线国合作，为体现我国沿海港口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参考卢盛峰等的

做法，补充连云港、南京、苏州３个沿海港口城市
为研究对象③。此外，因拉萨数据大量缺失，本文

暂不讨论。综上，本文共选取３９个城市作为研究
的沿线节点城市。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以中国 ２７８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将３９个沿线节点城市作为处
理组，其余 ２３９个非沿线节点城市作为控制组。
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目前公布至 ２０２０年，
故本研究选取的时间范围定为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
此外，本文政策冲击时间设定为 ２０１４年，主要是
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在 ２０１３年 ９月份提出，倡
议提出时间为２０１３年下半年且从提出到实施再
到发挥作用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设定为倡议实施前，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设定为倡议
实施后。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ｔ＝α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ｔ×ｔｉｍｅｉ，ｔ＋β２Ｘｉ，ｔ＋

γｉ＋δｔ＋εｉ，ｔ （１）
其中，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ｔ表示ｉ城市在ｔ年的产业结构水
平，ｔｒｅａｔ表示地区虚拟变量，若城市为“一带一
路”倡议沿线节点城市，则 ｔｒｅａｔ＝１，否则 ｔｒｅａｔ＝
０；ｔｉｍｅ代表时间虚拟变量，由于倡议发生影响时
间设定为 ２０１４年，则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ｔｉｍｅ＝０，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ｔｉｍｅ＝１；Ｘｉ，ｔ代表一组控制变量；
γｉ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δ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１．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水平。目前，学术界通常用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

水平。借鉴干春晖等④和Ｃｈｅｎｇ等⑤的做法，本文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吕越，娄承蓉，吕云龙，等：《金融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地投资———基于母国和目标市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世界经

济文汇》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渠海雷，邓琪：《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卢盛峰，董如玉，叶初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高质量出口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ＣｈｅｎｇＺ，ＬｉＬ，Ｌｉｕ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

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７（２）：２９３５－２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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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代理变量，

并将其取倒数后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 ｌｎ（１／ＴＬ），
处理后得到的指标数值越大，代表产业结构合理

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高级化 （ＴＳ）选取第三产
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变量。根据是否为沿

线节点城市、时间是否为倡议实施后，本文分别从

城市、年份两个维度设置虚拟变量，并以两个虚拟

变量的乘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３．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１）

地区研发水平（ｒｄ）：科技活动的开展能有效提升
当地创新水平，而创新又能推动企业产品转型升

级，拉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由此采用对数化后的

专利申请数表示。（２）政府支出 （ｇｏｖ）：政府可
以通过政策引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等方式影响

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采用地方一般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示。（３）人力资本水平（ｈｃ）：人力
资本作为产业升级的人才输入端，人力资本水平

越高越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①，故采

用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城市年末总人口比重表

示。（４）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可以
通过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提升东道国产业技术水

平，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按当年美元

对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示。
（５）信息化水平（ｉｎｆ）：信息技术的提升，有利于
智能升级，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变迁，采用各城市邮

电业务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衡量。（６）经济发
展水平（ｌｎｐｇｄｐ）：采用对数化后的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表示。

４．数据说明
文中基础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部分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对于
少量缺失数据，借鉴 Ｄｉａｍｏｎｄ的做法②，采用平均
插值法进行补充。同时，以 ２０００年为基期，使用
当年ＧＤＰ平减指数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
减后取对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ｌｎ（１／ＴＬ） 产业结构合理化 ３８９２ １．６８７ １．１１４ －０．５４２ １．４５４ １１．２

ＴＳ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３８９２ ０．９６１ ０．５５２ ０．０４４ ０．８３９ ５．９５

ｒｄ 地区研发水平 ３８９２ ７．３０４ １．７６８ ２．３０２ ７．２１６ １２．５

ｇｏｖ 政府支出 ３８９２ ０．１８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１ １．５８

ｈｃ 人力资本水平 ３８９２ １．８９１ ２．３９８ ０．００２ ０．９９０ １６．５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 ３８９２ １．８０８ １．８１７ ０．００１ １．２４７ １３．２

ｉｎｆ 信息化水平 ３８９２ ２．６０１ ２．０５４ ０．２０２ ２．１１５ ２５．１

ｌｎｐ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３８９２ １０．０１３ ０．６２２ ７．８４３ ９．９９０ １３．０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所得。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一带一路”倡议与沿

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２所示。模型（１）和（３）显示，“一带
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结构高级化

的影响均为正；模型（２）和（４）表明，“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显著提高了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

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比较模型（２）和（４）的回归
系数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

平的促进作用更大。原因可能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间基于比较优势进行跨境合作，通过产业转

移有利于解决国内因需求不足产生的产能过剩问

题，从而使释放的资金与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得到更

６６

①

②

陈晋玲，张靖：《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统计测度》，《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Ｄｉａｍｏｎｄ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ｎ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ＵＳＷｏｒｋｅｒｓ’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ｓｂｙＳｋｉｌｌ：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３）：４７９－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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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配置，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步伐①。

此外，由于我国比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且更多的是输

出本国技术到沿线国家，而从沿线国家获得的逆向

技术提升效应相对有限。因此，“一带一路”倡议

更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表２　“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ＤＩＤ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１） （２）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１６１ ０．２１１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４

（３．３６７） （４．４０１） （６．７４１） （６．２７３）

ｒｄ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１

（２．５２８） （－１．１２１）

ｇｏｖ
０．１３６ ０．５７７

（０．８４１） （７．９６２）

ｈｃ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８５６） （４．０６６）

ｆｄｉ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

（３．５５７） （１．３６４）

ｉｎｆ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１．２６３） （－０．６８８）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３７８ －０．４３５

（６．４８９） （－１６．７３８）

＿ｃｏｎｓ
１．８２２ －２．１５９ ０．７７２ ４．８５８４

（５８．８１４） （－４．００６） （５３．１２３） （２０．２２１）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３ ０．５１７ ０．５７５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ｔ值为统计量。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②

１．平行趋势检验
（１）时间趋势图。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水平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在 ２０１４年及以后的
年份，产业结构合理化变化趋势图中，处理组与控

制组之间不再是平行变动的关系，两者之间差距

逐渐扩大，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化趋势图中也具有

同样趋势。因此可判断两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变动

趋势基本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而政策冲击后的差

异是由“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造成的。

（２）动态效应检验。因时间变化趋势得到的
结论并不稳健，需进一步检验两组间的动态效应，

参考罗知等的做法③，设立动态效应检验方程

如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ｔ＝∑
２０２０

ｔ＝２００７
βｔｔｒｅａｔｉ，ｔ×ｔｉｍｅｉ，ｔ＋β２Ｘｉ，ｔ＋

γｉ＋δｔ＋εｉ，ｔ （２）

其中，βｔ表示模型在ｔ年时的估计系数，其系数变

化和显著与否是该模型重点考察的内容，其余变

量含义与双重差分基准回归模型相同。结果显

示，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

之间无显著差别，通过平行趋势假设；在倡议开始

实施的第一年交乘项系数仍不显著，而在２０１４年

及以后交乘项系数呈上升趋势，表明倡议实施后，

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效

应开始逐渐显现。这可能是因为２０１４年３月“一

７６

①

②

③

王晖，仲鑫：《中国ＯＦＤＩ、空间溢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经纬》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因篇幅所限，此部分略去相关图表。

罗知，赵奇伟，严兵：《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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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才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倡

议实施之初相关政策及体系都尚不成熟，因而倡

议带来的产业结构红利效应存在滞后性。

２．安慰剂检验
（１）改变政策冲击时间。为确保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研究构

建虚假政策冲击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参考已有

文献①，样本考察期设为未受到政策冲击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并将样本区间压缩至 ６年，分别
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相应地，将虚假政策冲击时间分别设为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２年。作为对照，本文将具有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开通年份的样本区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设置为对照组，并将 ２０１４年作
为倡议开始实施年份。检验结果表明，除“一带

一路”倡议真正开始实施的年份估计系数显著

外，其余年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虚假实施时间

所得到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排除了某些潜在因

素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２）随机抽取处理组。为进一步排除其他政
策或随机性因素造成的影响，本文借鉴 Ｆｅｒｒａｒａ
等②的做法，随机抽取城市作为处理组进行进一

步的安慰剂检验。首先，在２７８个城市中随机抽
取３９个城市作为“伪”处理组，其余 ２３９个城市
作为“伪”控制组，将所抽取到的“伪”处理组中的

城市赋值为 １，其余城市赋值为“０”，从而构造
“伪”处理变量“ｆａｌｓｅ＿ｔｒｅａｔ”代替基准回归模型中
的“ｔｒｅａｔ”；其次，构造“伪”交乘项“ｆａｌｓｅ＿ｔｒｅａｔ
ｔｉｍｅ”代替原基准回归模型中的“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并使
用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伪”交乘项

系数“βｆａｌｓｅ”。从随机抽取５００次处理组后的回归
结果表明，对随机抽取到的处理组进行双重差分

不能得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一结论。此外，产业结构合理

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真实回归系数均远离系数

主要分布区间，属于异常值，说明上文中的基准回

归结果不太可能是偶然得到。

３．ＰＳＭ－ＤＩＤ检验
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沿线节点城市并非

完全随机选取，通常情况下是综合考虑城市发展

水平、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下选择的结果，因此需

要避免非随机选择下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基

于此，本文采取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重新对模型进行
回归。首先，选取地区研发水平、政府支出、人力

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信息

化水平作为协变量；其次，建立 Ｌｏｇｉｔ模型并分别
使用１∶２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及核匹配的方式对
城市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最后，基于以上三种匹配

方式匹配后得到的处理组与控制组，采用双重差

分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

议对沿线节点城市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均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得到的回
归系数大小、显著性和正负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４．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本研究进一步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

线节点城市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受

到同期其他政策的影响。２０１４年国务院首次发
布了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相关文件，２０１６年印
发了《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

由于长江经济带所覆盖的 １１个省、市、区与“一
带一路”沿线区域存在交叉，故重点讨论长江经

济带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的

影响。考虑到长江经济带所包含的１０６个城市并
非同等分布于处理组与控制组，无法通过双重差

分法排除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由此，剔除属于长

江经济带的１０６个城市并对处理后的样本进行双
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在剔除掉长江经济带建设

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后，估计结果与基准回

归结果一致。

（三）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鉴于文中选取的３９个沿线节点城市并非随
机选取，政策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可能受到内生性干
扰，由此借鉴陈胜蓝和刘晓玲的做法③，选取古代

８６

①

②

③

吕越，陆毅，吴嵩博，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ＦｅｒｒａｒａＥＬ，ＤｕｒｙｅａＳ，ＣｈｏｎｇＡ．“ＳｏａｐＯｐｅｒａ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Ｂｒａｚｉ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４）：１－３１．

陈胜蓝，刘晓玲：《公司投资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财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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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途经区域作为处理组的工具变量①。

这主要是考虑，“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古代“丝

绸之路”提出的，“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与古

代“丝绸之路”途经区域存在较高相关性；同时，

古代“丝绸之路”途经城市只包括部分处理组城

市，并未涵盖３９个处理组城市的情况，且距今时
间久远，不会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节

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满足外生性条件。

此处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结果如表３所示，其
中ＩＶ为工具变量（若城市属于古代“丝绸之路”
途经城市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模型（１）为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ＩＶ×ｔｉｍｅ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与古

代“丝绸之路”途径区域高度相关。此外，第一阶

段Ｆ统计量、Ｋｌｅｉｂｇ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以及
Ｋｌｅｉｂｇ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量结果排除了不
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问题，证明了本文工具变量

选取的合理性。模型（２）和（３）中，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在

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一带一路”倡议依旧推动了

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表３　内生性检验

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１）

第二阶段回归

ｌｎ（１／ＴＬ）

（２）

ＴＳ

（３）

ＩＶ×ｔｉｍｅ
０．３０４

（１３．９８）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４６３ ０．４０１

（２．３７７） （４．６７１）

第一阶段Ｆ统计量 １９５．５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 １５２．０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１９５．５７

［１６．３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Ｒ２ ０．５２６ ０．０４６ ０．５５７

　　（四）异质性检验
１．分区域检验
根据城市所在省份的区位差异，本文将 ２７８

个城市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进行基准回

归，回归结果见表４。模型（１）、（３）、（５）为“一带
一路”倡议对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

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只对东部地区

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正向影

响，对中部地区未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

区虽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东部地区的沿线节点城市大部分为沿海港口城

市，发达的交通贸易条件为要素流通、国际产能合

作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国内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

协调发展。而中、西部地区本身产业结构水平较

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冲击，使得短期内产

业结构无法与要素结构相协调。模型（２）、（４）、
（６）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

著促进了东部、西部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

化。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更容易与发达国家进行产能合作，从而获得技

术溢出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西部地区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陆上丝绸之路对接亚欧

的重要桥梁，有利于与沿线地区形成产业互补互

９６

①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对古代“丝绸之路”路线记载，本文选取的城市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海南省所辖城市以及广州市、宁波市、泉州市、杭州市、扬州市、南京市、福州市、漳州市、连云港市、湛江市、北海市、烟台市、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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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新格局，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此外，政府近

年来不断加大西部地区振兴发展的支持力度，为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了人力、资源和资

金方面的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部沿线节

点城市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

省份中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省份较少，参与力

度较小，因此无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产业

结构高级化。

表４　分区域检验

变量

东部地区

ｌｎ（１／ＴＬ）

（１）

ＴＳ

（２）

中部地区

ｌｎ（１／ＴＬ）

（３）

ＴＳ

（４）

西部地区

ｌｎ（１／ＴＬ）

（５）

ＴＳ

（６）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４４３ ０．１８６ －０．１１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６ ０．１７８

（７．３５２） （７．７４０） （－０．９３２） （０．９０１） （０．４２９） （３．５９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１．９９９ ４．１０４ －３．２７５ ５．５３２ －０．９２５ ３．５５１

（－２．２６３） （１１．６２４） （－２．５５２） （１１．６４１） （－１．０６７） （７．０３２）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３７２ １３７２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Ｒ２ ０．１３２ ０．６５４ ０．０６２ ０．６５１ ０．０５９ ０．５１４

　　２．分“一带”和“一路”沿线城市检验
“一带一路”主要由“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一路”即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线组
成。“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可能会由于路线、

开放方向和作用的不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具有差异性。因此，参考卢盛峰等的做法①，根据

《愿景与行动》中对各沿线节点城市的定位，将３９
个沿线节点城市划分为１９个“一带”沿线城市和
２０个“一路”沿线城市，并以其余２３９个城市作为
对照组，分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分
别比较“一带”与“一路”沿线城市对产业结构合

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发现，“一带一

路”倡议对“一带”沿线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

“一路”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更

为明显。原因可能是，“一带”沿线城市大部分为

内陆城市，相较于“一路”沿线城市，自身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与欧洲等发达国家进

行经贸合作的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更多地促

进了“一带”沿线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路”沿

线城市被定位为从海上连接欧亚非大陆的纽带，

其优越的区位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其与沿线各国要

素资源的流通，提升了其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因

此，“一带一路”倡议更能促进“一路”沿线城市产

业结构合理化。

表５　分“一带”和“一路”沿线城市检验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带”沿线城市

（１）

“一路”沿线城市

（２）

产业结构高级化

“一带”沿线城市

（３）

“一路”沿线城市

（４）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１０８ ０．３０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５

（１．７０４） （４．９０１） （５．５３８） （３．９６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２．４９５ －２．２７６ ４．８６７ ５．０２７

（－４．７５４） （－４．１３６） （２０．０３６） （１９．９２３）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６１２ ３６２６ ３６１２ ３６２６

Ｒ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９ ０．５７６ ０．５６４

０７

①卢盛峰，董如玉，叶初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高质量出口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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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分是否位于内陆自贸区检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加快对外开放的平台之

一，其通过制度创新可以突破“一带一路”倡议的

制度障碍、贸易壁垒和文化隔膜，增进“一带一

路”国际经贸合作①。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因是否依托内陆

自贸区产生差异。本文将国务院在 ２０１９年前批
复成立的包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

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河南在内的１２个内
陆自贸区所包含的城市归为内陆自贸区，其余城

市为非内陆自贸区，分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

表６。其中模型（１）和（２）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在内陆自贸区内，

“一带一路”倡议更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而在非内陆自贸区，虽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促进

作用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一带一路”倡议依

托于内陆自贸区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条件

可以实现资源和资金的快速流动，从而推动产业

结构合理化。模型（３）和（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但模型（３）的回归系数大于模型（４），说明
“一带一路”倡议对属于内陆自贸区城市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非内陆自贸区

城市。

表６　分是否位于内陆自贸区检验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内陆自贸区

（１）

非内陆自贸区

（２）

产业结构高级化

内陆自贸区

（３）

非内陆自贸区

（４）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３７１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９ ０．１２４

（６．４２５） （０．８３１） （７．０１２） （３．７６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２．５１５ －２．３９１ ５．２４１ ４．１０３

（－３．４４７） （－３．０８１） （１７．１０７） （１１．７１２）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５９６ ２２９６ １５９６ ２２９６

Ｒ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３ ０．６２３ ０．５７４

　　（五）机制检验
借鉴王桂军和卢潇潇的做法②，本文将调节

变量置于基准回归模型中以检验“一带一路”倡

议对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机

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ｔ＝α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ｔ×ｔｉｍｅｉ，ｔ×
ｉｎｆｒａｉ，ｔ（ｔｒａｄｅｉ，ｔ，ｆｉｎｉ，ｔ）＋β２ｔｒｅａｔｉ，ｔ×ｔｉｍｅｉ，ｔ＋
β３ｉｎｆｒａｉ，ｔ（ｔｒａｄｅｉ，ｔ，ｆｉｎｉ，ｔ）＋β４Ｘｉ，ｔ＋γｉ＋δｔ＋εｉ，ｔ

（３）
其中，设施联通（ｉｎｆｒａ）由市政建设投资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③，贸易畅通（ｔｒａｄｅ）用对数化后的进
出口贸易总额衡量，资金融通（ｆｉｎ）选用年末金融
机构存贷款余额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衡量④，其余

变量参考基准模型（１）。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表７为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列（１）、
（４）为设施联通路径检验结果，表明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

结构高级化的调节作用均显著为正，且产业结构

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说明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了

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产业结构合

理化。列（２）、（５）为贸易畅通这一渠道的检验结
果，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时，“一带一

路”倡议未能通过贸易畅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

１７

①

②

③

④

冯宗宪：《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人民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２７期。
王桂军，卢潇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第３期。
王亦虹，田平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节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 ２８４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软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５

期。

卢峰，姚洋：《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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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时，“一带一

路”倡议通过贸易畅通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但效果较小。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原因可能是我

国相对于大多数沿线国家而言，在高附加值产品

生产上更具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沿线国家进行

贸易往来，能够促使中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上加速资本积累，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但这

种变化是一个间接、长期的过程，因此短期之内的

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列（３）、（６）为资金融通这一
路径的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资金

融通促进了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

产业结构合理化。这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的正确

性，表明资金融通的确是“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

内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

表７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机制检验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１） （２） （３）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ｉｎｆｒａ
３．００８ ２．３８３

（１．８６６） （３．３２１）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１．３１４） （３．２３９）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ｆｉｎ
０．１３６ ０．１０５

（４．８３３） （８．５２６）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１０９ ０．７２２ －０．３５６ ０．０５４ －０．４２３ －０．３０７

（１．５１６） （１．８３１） （－２．８１１） （１．６７５） （－２．１４４） （－５．５２６）

ｉｎｆｒａ
－０．０２６ －０．１６２

（－０．０４１） （－０．５６３）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２．５０８） （－５．０５７）

ｆｉｎ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９

（－０．３４９） （５．１９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２．１３２ －２．３５６ －２．１６２ ４．８７２９ １．６３２ ４．２９４

（－３．９４７） （－４．３１６） （－３．７３２） （２０．２６７３） （７．２５９） （１６．８７２）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３８９２

Ｒ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５７６ ０．４５９ ０．５９１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 ２７８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国内

沿线节点城市视角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

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路径。主要结

论如下：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国内

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

ＰＳＭ－ＤＩＤ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
理后依然稳健。第二，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一

带一路”倡议仅促进了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

化以及东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其对

“一带”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一路”

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更强的促进作

用，同时，内陆自贸区城市比非内陆自贸区城市获

得了更多的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第三，机制检验

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

设施联通、资金融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未能

通过贸易畅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深入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政府部门可以通过

加大财政投入、减税等方式，积极鼓励各城市和企

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倡

２７



第２６卷 仇怡，等：“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议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①。国内各城市应向

“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学习，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的号召，最大化“一带一路”倡议带来

的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第二，根据中国各地区资

源禀赋的差异，因地制宜地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西部地区应利用先天区位优势，加强与亚欧

各国的贸易往来，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注重要

素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协调度；中部地区应以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为着力点，将中部节点城市打造为

内外联通的交通枢纽，加快要素流通。“一带”与

“一路”沿线城市应按各自定位发挥作用，加速打

通海、陆交通运输线路，减少运输成本，促进要素

流通，联通亚欧非三大陆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

环。此外，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对内应借

鉴各大内陆自贸区成功经验，在国内多区域设立

自贸区，对外应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共建

高标准自贸区。第三，以“五通”为精准着力点，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在设施联通方面，要加强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速建立与沿线国

家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在贸易畅通方面，围绕互惠

共赢原则积极同沿线各国签订降低贸易壁垒协

议，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资金融

通方面，应注重与沿线国家积极开展融资合作，持

续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

系建设，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长期、稳定的资

金支持。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ｎ
ｔｈｅ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ＮｏｄｅＣｉｔｉｅｓ

ＱＩＵＹｉ１，ＷＡＮＧＹｉｈｅｎｇ２＆ＷＵＪｉａｎｊｕｎ２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ａｓ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ｄａ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ｂｕｔ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２７８ｃｉｔ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ａｂｏｖ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２０，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ｏｄｅ
ｃｉｔ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ｎｉｍｐｅｄｅｄ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ｎｏｄｅｃｉｔ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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