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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对全球经济的重新审视，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整合，更是对全球不同国家和

地区相互交往与认知、相互开放与包容、共同发展与多赢的积极探索。实证检验表明，全球化中国版的“一带一路”

倡议对中国产业链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内在机制是通过开辟海外新市场，提升中国产业链全球市场

地位；开发新资源，促进中国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寻求技术创新，提升中国产业链和技术链融合能力；搭建合作

平台，助推中国产业链整体发展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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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开放与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以来，中国以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为指引，搭

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促进了沿线国家政府加强合作交流，推动产业分工

协作，企业寻求利益契合，依托各国资源禀赋，在政

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个方面互联互通，取得

突出成绩。“一带一路”成为造福世界的“发展带”和

惠及人类的“幸福路”。内循环方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及商务部于

2015年3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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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带一路”沿

线城市共包括 39个国内城市。外循环方面，中国

已与 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②。“一带一路”倡议开拓世界

贸易新格局，促进全球经济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积

极应对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条件，重构

了全球产业链体系，形成全球产业新格局。本文对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产业链水平的提升作用进

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促进产业链优化的内

在机制，这对于新时代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与中国产业链的相关研究

产业链的研究过程经历了从亚当·斯密的分工

理论，马歇尔的分工协作，赫希曼定义产业链内涵，

再到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价值

链，以及到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由于贸易自由

化、信息通信技术、物流成本的降低等因素影响，推

动全球产业链变革。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

起国，立足全球化发展，促进了沿线国家产业链效

用水平不断攀升。

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影响研究来看，王

巧等（2020）、傅京燕（2021）、方慧（2021）、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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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2022）等学者以国内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一般将产业结构升级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

级化，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城市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

大多采用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但测

算公式多有不同。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大多

数学者采用干春晖（2011）的方法，即采用泰尔指数

表示。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有些学者选取第

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有些学者选取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表征。被解释变量是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城市虚拟变量和实施时间的虚拟变量

交互项，一般以2014年作为政策干预实施时间。控

制变量根据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选取差异较大。

以上学者从国内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角度展开研究，

刘佳骏（2021）则在梳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五

种模式，进而提出以深化实施兼并收购、内外联动、

技术合作和数字化战略，实现依托制造业对外直接

投资推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发展路径。

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外影响研究来看，丁

阳（2016）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中国与沿线

国家产业合作展开系统研究，包括沿线国家产业竞

争力分析、国家产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沿线国

家产业合作红利分析和产业合作规划分析，进而在

“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框架内，提出新型国家分工理

论。王怒立（2018）通过对比中国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探讨了沿线14国的产业互

补性和竞争性，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产业链

的中高端化和产业升级，推动了区域性分工地位的

跃升。刘珊珊（2022）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分析全

球152个国家2009—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

分模型对“一带一路”倡议何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经验证据，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

国家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

和环境可持续性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化的中国版本，在构

建全球分工体系，实现资源的规模和范围效应方面

发挥出重要作用。相关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对国内沿线城市、国际沿线国家的影响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大多采用计量方法，实证结果存在分歧，

且理论分析不够丰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

作现状分析需要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促进

中国产业链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二、“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产业合作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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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以后，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紧密联系，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等多个渠

道，推动了一大批产业合作项目，主要涉及通信交

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能源经济、文化

交流、经济贸易等领域。

1.中巴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情况

巴基斯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发展中

国家。除农业外，巴基斯坦的皮革业、制造业、纺织

业和服务业也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等

原因，巴基斯坦的产业发展较为缓慢。随着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的启动，特别是瓜达尔自由区和中巴经

济走廊项下经济特区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走进巴基斯坦开展相关领域的产业合作。2015年4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把中巴关系由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

定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交通

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四大重点的“1+4”合作布

局。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

唯一一个与单个国家合作的经济走廊。2017年，《中

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发布，中巴经济走廊以瓜达尔

港、产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为重点。

中巴经济走廊聚焦不同产业领域，根据当地资源要

素优势，将在走廊沿线建设27个产业园区，并在自主

知识产权和较高技术水平的核电、工程机械、汽车制

造、电子信息、通信以及轻工、仓储加工、钢铁、水泥、

农业、农机等领域进行多元化合作。

2.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情况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接了世界两大发展中国

家中国和印度，涵盖了世界两个欠发达地区——缅

甸和孟加拉国，辐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连通太平

洋和印度洋。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出访印度

期间，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2013年
12月，孟中印缅四国在云南昆明举行了经济走廊联

合工作组首次会议，标志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政府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产业链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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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合作正式开始。2015年1月，在孟加拉国库克斯

巴扎召开了第二次会议。2017年4月，在印度加尔

各答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并针对能源、投融资、人文

交流、货物与服务贸易便利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展开联合研究。近年来，中孟两国积极推进能源电

力、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同

时，在基础设施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农业、水利、电

力、产能、经贸、金融领域内的合作。

3.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情况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合作重点聚焦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促进全球经济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东盟在经贸、金融、人

员、基础设施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推进东盟和中

国进一步互联互通。2017年6月，云南中泰经济走

廊和滇老泰合作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2017
年 12月，中柬双方就旅游培训、改善民生、渔业保

护、减贫与城市化、互联互通等领域签约。2018年1
月，中老开展首批“澜湄合作”，双方就水文监测、工

业制造、信息通信、人才培训等多个领域进行签

约。东盟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地区，

中国在东盟7个国家建立了40多对临港友好城市、

28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同时，产业园区成为中企投

资东盟国际产能的重要平台。比如，中马钦州产业

园重点发展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装备制

造、现代服务业、材料及新材料六大产业。马中关

丹产业园区以钢铁、铝材深加工、石化、橡胶、棕榈

油加工、汽车装配、清真食品加工等产业为重点，加

快发展电气电子、环保产业、信息通信等新兴产业，

以及物流业、研发展示、金融保险业等现代服务业。

4.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中亚—西

亚主要在交通、电力、港口、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

相关领域取得突破，一批合作意愿强烈、国内市场

环境稳定的国家，已经成为优先合作发展的对

象。产能与技术合作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

廊的亮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从 2014
年开始日渐增多，中国企业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

“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于 2016年 6月正式通

车，投资的吉尔吉斯斯坦炼油厂和矿业项目建设

顺利。

5.中蒙俄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情况

中蒙俄三国相互毗邻，具有历史悠久的睦邻友

好关系，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全

面深化与俄罗斯、蒙古国合作的重要通道，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三国在资源、市场、

资金、技术等方面各有优势，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

力巨大。中蒙俄经济走廊重点加强三国在铁路、公

路、通信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旨在降低通关

成本，提高运输便利程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以及能源、制造业、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进

而实现中蒙俄三国共同发展。

6.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情况

横跨亚欧两大洲、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贯通

海陆空运输的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极大地缩短

了陆上运输距离，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有效扩

大了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往来。2017年，中国与新亚

欧大陆桥沿线各国共建区域合作机制，推进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并以产业园建设为平台，在新能源、钢

铁、汽车、航空、信息通信等方面加强产业合作，取

得一系列重要项目成果。另外，以中白工业园等为

代表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一带

一路”产业合作的重要抓手和平台③。

综上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日渐形

成利益多元、文化多元、制度多元的相互依存共同

体，中国与六大经济走廊进行了深度的产业合作，

建立了稳固的多边关系，搭建了畅通的国际平台，

为中国产业链水平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为中国产业结

构调整创造了良好条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一

带一路”建设合作，进一步开拓了海外新市场，增加

了国外需求的驱动力，并且开发了海外新资源，扩

展了国内资源要素来源与种类；另一方面，通过寻

求技术创新，推进技术合作，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产

业发展的基础能力。

三、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实证检验

“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了重

大影响，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重构了全

球产业链体系，有效促进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该

部分将通过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水平两个角度进行具体验证。

1.指标选择

本研究主要聚焦中国国际产业合作，因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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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是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国际上认可度

较高、应用比较普遍的指标主要有净出口显示性比

较优势（NRCA）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NRCA）反映了进口对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以 i国 j类产业的出口比重与进

口比重进行测算。该指数考虑进口和出口两方面

因素。

公式表示为：NRCAij=（Xij/Xi）/（Mij/Mi）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是将 i国 j类产业的净

出口额与进出口总额进行比较，反映了该产业在国

际上的直接竞争优势。

公式表示为：TCij =（Xij-Mij）/（Xij+Mij）

2.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评测

本研究采用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法《国际贸易

标准分类》（SITC）进行测算。SITC标准按照原材料、

半成品、制成品进行产业分类并反映商品的产业部

门来源和加工程度。该标准经过多次修订，本研究

采用的是2006年第四次修订后的SITC（Rev.4）。另

外，为了保证数据权威性、一致性和及时性，数据来

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和表2。

由表1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产

业国际竞争力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逐年升高，从

2015年的0.86上升到2019年的0.92，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2020年延续平稳态势。从 SITC（Rev.4）产

业分类来看，中国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强的产

业分布在6-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7-机械及运

输设备、8-杂项制品。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弱

的产业分布在 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4-
动植物油、脂和腊，9-其他商品和交易。由表 2可

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

优势指数保持稳定，其中6-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

表1 2015—2020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NRCA）

0-食品和活动物

1-饮料及烟草

2-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

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4-动植物油、脂和腊

5-未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6-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7-机械及运输设备

8-杂项制品

9-其他商品和交易

产业国际竞争力：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NRCA）

2015
0.85
0.42
0.05
0.10
0.06
0.56
2.16
1.15
3.25
0.02
0.86

2016
0.94
0.44
0.05
0.12
0.06
0.56
2.17
1.13
3.20
0.06
0.87

2017
0.95
0.40
0.05
0.12
0.09
0.59
2.21
1.20
3.35
0.07
0.90

2018
0.87
0.41
0.05
0.11
0.12
0.64
2.29
1.23
3.40
0.07
0.92

2019
0.67
0.38
0.05
0.11
0.10
0.61
2.40
1.26
3.37
0.20
0.92

2020
0.52
0.32
0.04
0.10
0.10
0.63
2.05
1.21
3.18
1.01
0.92

NRCA
0.84
0.40
0.05
0.11
0.09
0.60
2.17
1.20
3.36
0.21
0.90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0-食品和活动物

1-饮料及烟草

2-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

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4-动植物油、脂和腊

5-未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6-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7-机械及运输设备

8-杂项制品

9-其他商品和交易

产业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2015
0.07
-0.27
-0.88
-0.75
-0.84
-0.14
0.49
0.22
0.63
-0.95
-0.24

2016
0.11
-0.27
-0.88
-0.74
-0.85
-0.15
0.48
0.20
0.62
-0.86
-0.23

2017
0.08
-0.34
-0.89
-0.75
-0.81
-0.16
0.46
0.19
0.61
-0.84
-0.25

2018
0.01
-0.35
-0.88
-0.76
-0.76
-0.14
0.46
0.18
0.60
-0.85
-0.25

2019
-0.10
-0.37
-0.89
-0.76
-0.78
-0.15
0.49
0.21
0.61
-0.62
-0.24

2020
-0.21
-0.43
-0.90
-0.79
-0.77
-0.12
0.44
0.21
0.60
0.12
-0.18

表2 2015—2020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SITC（Rev.4）产业分类
年份

年份SITC（Rev.4）产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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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7-机械及运输设备、8-杂项制品的TC指数均为

正值，中国在这些产业分类常年保持国际竞争优

势。由此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中国产

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3.“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测定

根据产业发展的规律，在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

转型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

将较快地向第三产业转移（郭克莎，2019），进而导

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发生结构性

变化。本文选取国内 37个“一带一路”沿线城市⑤，

利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

业结构升级水平，并进一步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城

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平均水平（见表3），以此检验“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现实价值。

由表3可知，中国37个“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产

业结构升级水平从 2009年到 2019年呈现逐年提

升，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平均水平均高于全国产业结构升级

平均水平。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

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具有促进作用。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产业
结构升级的平均水平

全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平均
水平

2009年
1.14
0.82

2010年
1.11
0.77

2011年
1.09
0.74

2012年
1.14
0.76

2013年
1.18
0.78

2014年
1.27
0.86

2015年
1.38
0.96

2016年
1.46
1.05

2017年
1.52
1.11

2018年
1.58
1.19

2019年
1.84
1.41

表3 2009—2019年“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平均水平与全国产业结构升级平均水平比较

指标
年份

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产业链水平

提升的内在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

链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内在机制具体表现为从海外

市场的开拓，产业链上游新资源的开发，到技术创

新引进以及合作平台的打造。

1.开辟海外新市场，提升中国产业链全球市场

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重要的“外循环”

市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以平衡中国供需矛

盾，扩大市场需求总量，调整产业结构，进而促进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在延长中国跨国企业

上游链条的同时也延伸了下游链条，主要表现在以

国际市场为依托，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协同。从商流来看，“一带一路”合作可以有效发

挥中国贸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与沿线

国家地区共建自由贸易区，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消

除贸易壁垒，推动贸易便利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促进产品、服务、信息和知识流通。从物

流来看，协同运作全球供应链体系，通过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区加强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

等运输方式，港口、码头、仓库等交通枢纽，以及流

通加工、装卸搬运、仓储、运输、包装等运作体系和

物流信息系统之间的协同，有效促进现代化国际贸

易体系的充分发展。从资金流来看，资金融通是实

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目标的重要支撑，可以有效

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

系过程中的资金约束问题，是增强金融机构合作、

金融产品合作、金融市场合作和金融基础设施合作

的重要途径，促进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

资本的双向与自由流动。从信息流来看，随着信息

通信技术带来的信息通畅，物流技术带来的成本节

约，全球供应链系统成为各国重要的全球性资产。

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供应链系统从物理空间向虚拟

空间的飞跃。

2.开发新资源，促进中国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

贝蒂·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表明，资源禀赋是

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从要素禀赋角度

去挖掘一国的比较优势，需要创造贸易畅通条件，

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要素的重组和

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差异大，各国

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通过加强贸易往

来，推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对国家间可流动资源

要素的转移和不可流动资源要素的整合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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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进而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带一

路”倡议致力于实现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包括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设施和通信、电力、

管道等公共设施，形成跨区域的交通、能源和通信

等基础设施，为开发新的产业链上游资源提供条

件，为中国上游资源供给提供保障。“一带一路”倡

议为中国企业串并联到全球供应链提供了重要机

遇，一方面促使外国企业“引进来”，为沿线国家搭

建合作平台，促进海外上游要素市场与中国国内要

素市场有效链接，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重

新配置。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建立稳

定的海外供应链系统，为中国企业供应链上游带来

稳定的初级产品供应。

3.寻求技术创新，提升中国产业链和技术链融

合能力

2017年 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

讲，提出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概念，强调要顺

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④。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

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方面可以

激励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

新能力以抢占市场先机，获取参与市场竞争的有

利地位，冲破产业结构桎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另一方面通过对外贸易进口国外先进设备，

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实现技术溢出效应

最大化，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实力，促进中国技术进

步，进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与全球

产业链深度融合。

4.搭建合作平台，提升中国产业链整体发展质量

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

中提出，在生产或销售环节利用规模经济可以实

现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合作

平台的搭建可以产生规模和范围经济。过去垂直

的组织结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国际化发

展，数字化时代，平台型企业构成的平台经济成为

发展新趋势。“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进对外开

放的新型合作平台，与境外产业园区、自由贸易

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共同构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一带一路”带来的企业规模范围效应主要

体现在供应链横向拓展，具体表现为企业多元化

发展和并购等活动，实现全球经济中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一带一路”倡议

搭建的互联互通平台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信用等

级，有利于加强双边政治互信和国家文化交融，进

而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确定性，促进中国企

业并购进程，整体提升中国产业链发展质量。

注释

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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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03/20150300928878。
shtml。②中国一带一路网：《展望下一个十年：“一带一路”

将打开新的机遇之窗》，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
jsp?cat_id=10002&info_id=302210&tm_id=126。③国家工业

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发展报告

（2017-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④《齐心开创共建“一带

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http://www.gov.cn/xinwen/2019-04/
26/content_5386544.htm。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及商务部于2015年3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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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文件，可以大致确定“一带一路”沿线39个核心城

市包括：乌鲁木齐、西宁、呼和浩特、兰州、银川、西安、哈尔

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昆明、南

宁、拉萨 18个沿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大连、天津、烟

台、青岛、连云港、南京、苏州、上海、宁波、舟山、福州、泉州、

厦门、汕头、广州、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深圳、湛江、海口、三

亚21个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由于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数据缺失，测量城市共计3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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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Level

Duan Pengfei Li Xihui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a deeper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and an active exploration of mutual exchanges and cognition，mutual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common development and win-wi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 empirical test shows that，a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level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s to enhance the global market posi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by opening up new overseas
markets，develop new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in the upstream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seek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abil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and technology chain; and to build the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boos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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