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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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

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

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

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

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

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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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 2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为中国的技术和发明传播提供了扩散之路，这对世界经济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Fung等，2018）。如今，数字技术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Pradhan等，

2020）。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数字技术加速向各经济部门渗透，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发

展带来突破性力量。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提出数字“一带一路”（亦称数字丝

绸之路或数字丝路）。数字“一带一路”的概念源自2017 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在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为推动共建数字“一

带一路”指明了方向。数字“一带一路”旨在通过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带动沿线国家数

字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技术加速

传播和外溢到沿线国家，与古丝绸之路精神遥相呼应。

数字“一带一路”正在从愿景变为现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在沿线多个国家快速发

展（Gu和Carey，2019），这引发国际社会对数字“一带一路”促进全球高质量发展的期盼，认为数

字“一带一路”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形成联系和对接。中国多次回应国际社会的期盼，推

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和沿线国家发展目标之间形成协同效应。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将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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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进与沿线国家数

字经济合作，促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需要的思

考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数字“一带一路”的推进能否带来预期的效果？其作用机制是什

么？对于不同类别的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效应又有何种差异？本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对

数字“一带一路”的推进效果进行准确评估，进而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道路、港口、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少关注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影

响（Shen，2018）。伴随数字“一带一路”的推进，部分研究开始分别从中国视角和沿线国家视角

观察其实践效果。立足中国视角，学者探讨了数字“一带一路”的进展、挑战与实施路径（张耀

军和宋佳芸，2017；王文等，2019；姜志达和王睿，2020，a，b；姜峰和蓝庆新，2021），认为数字“一

带一路”建设显著推动了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姜峰和段云鹏，2021）；立足沿线国家视角，研究

显示数字“一带一路”通过促进增长和创新、加强连接、缩小数字差距和不平等、增强数字技术

用户能力、保护环境、推动制度建设、创建智慧城市等机制促进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Gong和Li，2019；Hernandez，2019）。由于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数字基础设施数据统计的缺

失，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感性认知，缺乏严格的实证检验和经验数据对理论分析和政府精准

施策给予实证支撑。有学者担心数字“一带一路”缺乏具体内容（Kozłowski，2020），认为数字经

济是在描绘一幅没有实际证据但最终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画面（Friederici等，2017）；也有学者担

心数字技术让强者更强，从而扩大各国的发展差距（Fang等，2019），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背道

而驰（Unwin，2017）。

基于此，本文探索数字“一带一路”推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机理，同时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构建评价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

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数字“一带一路”的推进和政策制定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证支撑。本文

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分析了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评估“一带一

路”倡议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文献较为丰富，但是已有文献并没有从

高质量发展角度，对数字“一带一路”的实施效果进行政策评估。（2）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综合、准确

地反映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撑。（3）本文

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作用，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效果主要针对于高收入组国家，

而非低收入组国家。无论是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高质量发展效应，为优化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方案提供了有益洞察。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强调经济增长、创新、社会、民生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层次和内容，“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增长效应。“一带一路”倡议以道路、港口、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和网

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为主要抓手，有助于引导要素有序流动、改善资源配置、优

化区域合作（吕越等，2019）。“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基础设施、资本、贸易输出构成沿线国家的

三大经济增长动能（姬超，2019）。中国基础设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等显著优势，满足了沿线国

家的投资需求，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积极的资本形成、就业创造以及增长效应，成为推动沿线

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为导向，倡导构建更为包容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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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体系，有效地将发展基础薄弱的内陆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与全球经济连接起来，与沿线

国家利益共享，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第二，创新发展效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自主研发难以满足其创新发展需求。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引进和

技术外溢成为沿线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

资隐含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转移，促使沿线国家在获得投资的同时能够有效吸收内含的技

术（贾妮莎和雷宏振，2019）。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企业尤其是高技术部门从事复杂的产业链

和价值链活动，构建日益紧密的生产网络，成为沿线国家产业链集群上的中心和枢纽，从而沿

着生产网络对沿线国家产生重要的技术溢出，帮助沿线国家在吸收外溢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向

所在生产网络技术创新的更高点攀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但不进行技术封锁，还大力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企业向沿线国家实行技术转让，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加突

出（戴翔和宋婕，2021）。第三，健康水平提升效应。长期以来，全球卫生治理存在制度碎片化、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导致全球公共卫生体系运转困难。逆全球化下

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推卸国际责任等行为，加剧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在此背景下，

中国提出“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与沿线国家深化卫生政策协调，同时在医学研发、人才培养、

健康医药产业发展、疾病防控等多方面健全卫生交流与合作机制。这既有助于构建更为完善的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又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动能。第四，绿色发展效应。“一

带一路”倡议影响绿色发展的机制包括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增长效应三部分。首

先，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企业提供的环境友好型新技术可

以提升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始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外直接

投资集中在低污染、低耗能的第三产业，为沿线国家向绿色产业结构转变、实现产业跃进式发

展和升级提供支撑。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增长效应有助于催生沿线国家产生更高的绿

色发展需求与能力，引导经济进行绿色转型。第五，教育发展效应。受中国传统思想文教天下

的熏陶，中国历来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将教育视为关系民族生存、国家安定的基础。近年来，

中国教育加速“走出去”，既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又有利于缓解沿线国家人力资

本缺失而导致的发展性难题。中国与沿线国家共享教育发展的理念、实践与智慧，为沿线国家

提供了可借鉴的教育模式与经验。中国积极与沿线国家构建多渠道、多层次、具有弹性的教育

合作机制，如积极签署教育合作规划，建设教育交流磋商机制等，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提供

了人才支撑。此外，中国在沿线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入，给受援国带去丰富的教育资源以

及先进的教育理念、方法和技术，促进教育的共同发展，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高

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1：“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促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

（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数字“一带一路”

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沿线国家移动通信、海底光缆、陆地电缆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引导信贷资源流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

下，中国企业产生“走出去”共建共享数字经济的强烈愿望并付诸实践，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

技术等领域进行海外投资或运营，为建设数字“一带一路”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完善数字制度环

境，为数字经济发展拓宽空间。作为理性经济人，政府遵循成本收益原则进行决策。在“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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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引领下，沿线国家政府通过发展数字经济能够获得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提升等收益，因而产生优化制度环境的内在需求，主动建立适配性制度，健全数字制度环境，

从而形成更高效率的数字服务体系。另外，受政府行为惯性、利益集团等多重因素的约束，制

度变迁进程会出现放缓甚至出现反复，且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而跨国投资与合作为沿线国

家制度环境优化提供了外部动力和方向。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政府签署共建数字“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为数字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共同推动高标准规则的设立。同

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倒逼沿线国家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实现法律政策环境

的跃进式优化。三是健全数字商业生态，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一方面，高频创新是数字商业

生态的典型特征，科研投入和产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是

进行数字经济研发活动，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立研发中心，为当地客户和企业提供协作和创

新平台。此外，提升数字技能水平是弥合数字鸿沟的根本途径（United Nations，2018）。中国秉持

“授人以渔”理念，为当地人员提供广泛的数字技术培训计划，提升从业人员数字技能，以培训

服务优化为抓手弥合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中国正致力于在沿线国家推广数字商业模式，将更

多企业整合融入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支持沿线国家企业与全球市场互联互通。据此提出如下

假说：

H2：“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促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三）“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随着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断发展，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直接效应和

溢出效应两方面的影响。数字经济包括三类：一是传统的数据密集型行业，即以数字技术和信

息服务为主的电信等信息和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行业；二

是因数字技术应用催生的新的商业模式、经营业态，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三是数字技术对

其他行业赋能（Bukht和Heeks，2018）。由此，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一

是创新效应。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人类先后经历五次“技术-经济”范式，每一次“技术-经

济”范式的产生都伴随经济形态的调整和创新能力的跃进（Perez，2010）。在数字“技术-经济”范

式下，创新最为活跃。数字经济中的 ICT企业具有知识密度集中、创新资源丰富等特征（张森

等，2020），该行业的投资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同时，数字经济商业模式鼓

励各方混合搭配，以商业模式应用和创新带动开放式创新水平提升。二是经济增长效应。数字

经济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性，且 ICT行业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也将提升传统行业的生产力，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三是健康水平提升效应。医疗健康行业是数字技术主要的应用和创新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数字医疗应用和解决方案迅速增长，许多国家开始推行“数字健康”战略，通过手机、电脑

等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善医疗健康和公共卫生质量（Hall等，2015），并通过创新

性的数字健康解决方案，显著提升健康结果（Hong等，2017）。四是环境改善效应。ICT行业属于

环境友好型行业，ICT投资可以提升ICT行业在整个经济体的比重，降低污染排放。同时，数字

技术融合发展使得生产过程逐步实现生产控制、监控和决策、流程和信息流集成，推动其他行

业实现环境改善，并产生积极的环境效果（May等，2017）。五是教育水平提升效应。数字经济发

展对教育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ICT投资允许学生和教师之间实现实时沟通和协作，促使大规

模开放在线课程得以进行（Sife等，2007），提高了教学和学习的效率，进而推动了高质量发展。

除了直接效应，数字经济还会通过溢出效应推动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渠道：

一是跨行业生态网络渠道。数字经济的影响沿着数字生态网络进行传递和渗透，使得数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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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成本降低、技术创新等收益惠及整个数字生态网络。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将改变知识传

播、配置的流程，生态网络的模块化、开放性特征促使隐形知识以更加多样化的渠道以及更加

迅捷的速度在合作伙伴间传播、使用、整合（柴宇曦等，2021）。基于此，企业生态网络的合作伙

伴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数字化协同研发平台进行联合决策，共享资源、共担风险，

共同促进创新想法的转化，共同开拓新的经营领域、新的市场（许芳等，2020）。此外，数字投资

能 够 提 高 供 应 链 效 率 ， 降 低 匹 配 成 本 、 信 息 共 享 成 本 、 管 理 成 本 等 经 营 成 本 （Thompson等 ，

2013），并且允许降低的成本在企业生态网络间延伸，显著提升数字投资者之外的整个企业生

态网络的创新水平和业绩水平。二是用户网络渠道。数字经济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生

产与创新互动，促使技术创新获得更加多元化的传播路径（Coviello和Joseph，2012）。规模日益

扩大的用户群体和其他创新主体汇聚到创新网络，形成知识的跨时间、跨空间关联。更多的企

业享受到数字经济溢出效应，创新和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同时，用户在参与创新互动的过程中

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行业内水平溢出。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突破了“信息孤岛”的约束，加快了水平溢出的速度，扩大了水平溢出的范围。当某一企业获得

数字投资的积极效应后，对整个行业形成示范，吸引行业内的其他企业模仿此企业的投资和创

新，从而将数字经济产生的经济影响溢出到整个行业。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3：“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1.“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否有助于

提升沿线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本质上是对政策效应进行识别和评估。为准确评估“一带一

路”倡议的影响，需要确定政策实施时间以及受政策作用的处理组、对照组的样本。2014年3月，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提出转为实质性推行，

因此本文将2014年作为政策冲击时间的起点。“一带一路”倡议覆盖陆上丝绸之路的40个沿线

国家和海上丝绸之路的25个沿线国家，东接太平洋，西连波罗的海，涉及东盟11国、西亚18国、

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以及中东欧16国。参照已有文献的通用做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DID），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处理组、非沿线国家作为对照组进行研究（吕越等，

2019；秦国庆和朱玉春，2020；吕炜和李晓伟，2021）。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最理想的情况是沿线国家的选择近乎外生。这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

时间上的外生性。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旨在与沿线国家构建国

际合作新体系。沿线国家难以预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日期，因此时间上的外生性得到满

足。二是空间上的外生性。沿线国家无法左右中国政府决策，因此样本自选择问题较小。总之，

沿线国家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和随机性。但是，沿线国家的选择也存在非随机的可能性。

一方面，沿线国家的选择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一带一路”采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在

古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一定的重合。另一方面，沿线国

家的选择还考虑国家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等因素（宋弘等，2021）。基于此，参考宋弘

等（2021），本文采用一系列方法证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合理性：一是在稳健性分析部分，结

合沿线国家的选择标准，控制了国家间原有差异的影响。二是进行了其他一系列的稳健性检

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等。另外，作为重要的

国际合作平台，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这些国家与沿线国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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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一致。因此，另一种确定处理组的方法是：将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的国家作

为处理组。这样选择处理组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的时间，均

晚于倡议提出时间，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签订时间集中在2018年和2019年。在协议或备忘录签

署前，实际上“一带一路”合作已然开展。如果以协议或备忘录签署作为标准，会导致“一带一

路”的效应难以被完全发现。二是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的国家，很可能已经从“一

带一路”倡议中获益，处理组随机性的要求可能难以得到满足。

基于此，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吕炜和李晓伟（2021），也将签署“一带一路”合

作协议或备忘录的国家作为处理组，其他国家作为对照组。此时，由于每个国家加入的时间不

一，采用渐进DID模型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全球各国发展水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将全

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作为对照组，可能会导致对照性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参照吕

炜和李晓伟（2021），剔除“一带一路”倡议最初目标区域之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以此作为对照组。本文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HDIit = β0 + β1 (treatit × postit)+βXit +µi+λt +εit (1)

µi λt

treatit × postit β1

式 （1） 是 考 虑 了 双 向 固 定 效 应 的 双 重 差 分 模 型 。 其 中 ，HDI代 表 沿 线 国 家 高 质 量 发 展 ；

treat表示“一带一路”分组虚拟变量，处理组赋值为1，对照组赋值为0；pos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2014年及其以后年份赋值为1，以前年份赋值为0；X表示控制变量组。 为国家固定效应， 为年

度固定效应。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交乘项 ，如果 显著为正，则证明“一带一路”倡议

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

同时，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也将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的国家作为处理

组，其他国家作为对照组，构建渐进DID模型：
HDIit = σ0 + σ1DIDit +σXit +µi+λt +εit (2)

如果i国在第t年已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签署备忘录，DID取值为1，否则为0。

2.数字经济如何发挥作用。考虑到中介效应模型存在内生性偏误、渠道识别不清等问题

（江艇，2022），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刘斌和甄洋，2022；江艇，2022）的思路，通过观测核心解释变

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digitalit = δ0 + δ1 (treatit × postit)+δXit +µi+λt +εit (3)

δ1其中，digital代表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如果 显著为正，则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

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得到证实（赵涛等，2020；

杨文溥，2022）。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二）变量定义与测算

1. 数字经济发展（digital）。为测度数字经济发展，首先需要厘清数字经济的概念和测度原

则。目前广泛使用和认可的数字经济的概念，来自于2016年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

议》，即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根据

数字经济的概念，数字经济展现出以下特征：首先，现代信息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工业经济时期，经济活动主要依托道路、港口、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

数字技术普及，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基础设施，它既涵盖专用型数字基础设施，也涵盖对传统

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升级。其次，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是

数字时代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与自然资源、气候等先天的基本生产要素禀赋不同，数据

是通过投资和创新而创造的先进生产要素。而且，数据增速遵循“摩尔定律”，18−24个月可以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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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这导致数据量能够实现指数型爆发式增长，日益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竞争力。

最后，ICT的使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以ICT为关键支撑对行业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渗透和补

充，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拥有数字技术释放其潜力所必需的驱动因

素，以及数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参考万晓榆和罗焱卿（2022），本文通过三大因素测度数

字经济：第一，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决定了数字经济开展的成本和效率，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前提。同时，它实现了数据的搜集、处理、存储、传输、应用、维护，带来了数据的海量聚

集与爆发式增长。具体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可以用互联网用户渗透率、宽带渗透率、移动电话

渗透率来衡量。第二，数字制度环境。高质量的制度环境，将提升经济体的信心，降低数字经济

的实施成本，对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产生正向影响非常关键。具体来看，数字制度

环境包括合同执行、产权保护、风险投资可用性，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在多大

程度上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第三，数字商业生态。数字商业生态具有高频创新、竞争激烈等特

征，强调创新、竞争、共赢。数字商业生态侧重于衡量微观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这是数

字商业生态参与者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数字技术应用并产生经济影响的重要表现。具体来

看，数字商业生态可以用ICT专利数、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高科技产品出口三个指标衡

量。具体的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量化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网用户渗透率 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量 WIND

宽带渗透率 每百人中的宽带用户数量 WIND

移动电话渗透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使用量 WIND

数字制度环境

合同执行 制度保障 世界银行

产权保护 制度保障 世界经济论坛

风险投资可用性 创新环境适宜度 世界经济论坛

数字商业生态

ICT专利数 测量企业提出新技术的能力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
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占商业服务出口比重，

反映数字技术竞争力和影响
WIND

高科技产品出口
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比重，

反映科技竞争力和影响
世界银行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测度的关键是如何对分项指标进行赋权。考虑到各项指标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首先，KMO检验显示，KMO=0.77，大于

0.7，说明变量的相关性强，有必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赋权。其次，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提取三

个主成分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前三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基本反映全部数据信息。再

次，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构建主成分分析法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值。最后，对数字经济

发展综合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最终得到数字经济发展：

digitalit =
xit − xmin

xmax− xmin
×100 (4)

digitalit xit

xmin xmax

其中， 是第i个国家或地区在第t年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值， 是第i个国家或地区在第t年

主成分分析法下的计算值， 和 分别代表所有国家或地区数值中的最小取值和最大取

值。通过归一化处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评价值介于0到100之间，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各个国

家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

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测算结果（备索），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征：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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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而且，从2015年和2019年数据看，低收入组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更快，展现出较大发

展空间和潜力。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

收入组国家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数字经济排名靠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2019年，高、低收入组国家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值差距高达29.107，不均衡现

象突出。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格局，掌握数字经济先发竞争优势

的国家或地区，试图在新一轮竞争中继续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高收入组国家或地区仍然

保持领先水平，低收入组国家或地区被固化在数字经济中低端位置。第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的 潜 力 需 要 进 一 步 激 发 。 样 本 期 内 沿 线 国 家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均 值 是

47.010，显著低于非沿线国家的均值(69.183)。第五，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经济实现了突破性

发展，为其他国家或地区跨越“数字鸿沟”提供了重要借鉴。以中国为例，虽然中国数字经济起

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向世界展示了数字经济弯道超车的典型路径。尤其是，中国在数字

商业生态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探索出一条以数字商业生态带动数字经济全方面发展的超越

之路。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数字“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提供重要支撑。

2. 高质量发展（HDI）。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发展维度。高质量发展关注

经济、社会、民生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高

质量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包括创新能力、生态文明、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等多方

面的改善和提升，是一个多维度融合的有机整体。二是价值判断维度，即强调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关于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已有研究并没有形成

统一意见。在研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时，衡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选取高质量发展相关

报 告 里 面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指 数 ； 另 一 种 是 选 取 相 关 指 标 构 建 综 合 指 标 体 系 （ 胡 雪 萍 和 许 佩 ，

2020）。但是，一方面，各国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关

注重点不尽相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长时间且艰巨的系统工程，尚未有针对全球各国或

地 区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报 告 ； 另 一 方 面 ， 某 些 国 家 相 关 数 据 缺 失 严 重 ， 综 合 指 标 构 建 面 临 较 大

难题。

基于此，本文选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刻画了收入、健康、教育等各方面的综合表现，全

方位反映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是衡量各国或地区发展水平的最有代表性的指标。

此外，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具有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和时效性，能够推动发展水平指标的

衡量迈进较成熟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体现为民生发展和

人的综合发展。人类发展指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有效地、客观地衡量民生发展与进

步。总之，人类发展指数既能体现发展维度，又能体现价值维度，是较为理想的衡量高质量发

展的综合指标。为了方便观察经济影响，本文将人类发展指数乘以100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指标。

3. 控制变量。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为：资本形成（capr），使用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表

示。劳动生产率（ lntlp），使用就业人口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的自然对数表示。产学研水平

（research），使用企业和大学研发合作程度表示。人力资本（enrollment），使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表示。利用外资（FDI），使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三）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9—2019年作为样本的时间区间。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

有五个来源：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和劳动生产率数据来自于万德（WIND）数据库，ICT专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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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方网站，产权保护、风险投资可用性、产学研数据来自于世界经济

论坛，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其他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由于某些国家

个别年份数据缺失，本文最大有效样本为552个
①

。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检验

1.“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检验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是 否 有 助 于 实

现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表2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表2第（1）列

考察了加入关键解释变量 treat×post

以 及 国 家 固 定 效 应 、 年 度 固 定 效 应 ，

但是尚未加入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

结 果 ， 交 乘 项 t r ea t×pos t的 系 数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2第（2）列

考察了进一步加入国家层面控制变

量 后 的 结 果 ， 随 着 控 制 变 量 的 加 入 ，

回归结果更加精确，交乘项treat×post

的 系 数 在5%的 水 平 上 显 著 为 正 。 根

据表2第（2）列，“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后，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了

0.385，即“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这与假设H1相符。为保证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参考吕炜和李晓伟（2021），也将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的国家作为处理

组，将其他国家作为对照组，利用渐进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如表2第（3）列所示。结果显示，

构建不同处理组和对照组之后，实证结果仍然保持一致。从控制变量结果看，资本形成显著促

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劳动生产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度相关，

并决定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能；产学研跨界协同为创新提供重要保障，但整体来看，沿线国

家产学研合作的水平不高，深度不足，导致产学研合作的正向效应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越

高，代表着劳动力素养越高，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外资

带来的技术溢出是沿线国家技术能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外资可能存在

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等问题，给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最终使得外资对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不显著。

2.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模型有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处理组

与对其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发展趋势是平行的。本文通过式（5）对平行趋势进行验证：

HDIit = α+βk

∑5

k⩾−5
(treatit × year2014+k)+γXit +µi+λt +εit (5)

其中，year是时间虚拟变量，如果是当年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其他变量如公式（1）所示。

本文检验了整个样本期，即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5年到提出后5年的趋势变化。参考已有文

表 2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高质量发展的
双重差分模型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treat×post 0.684***(0.251) 0.385**(0.177)
DID 0.214**(0.107)

capr 0.053***(0.015) 0.050***(0.015)

lntlp 4.190***(0.982) 4.677***(0.959)
research −0.081(0.089) −0.078(0.091)

enrollment 0.020**(0.009) 0.018**(0.009)
FDI 0.001(0.002) 0.000(0.002)

常数项 82.739***(0.170) 34.434***(10.621) 29.310***(10.359)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789 0.876 0.872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0%、5%、
1%的程度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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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做法（吕越等，2019；吕炜和李晓伟，2021），本文对样本最开始的一期进行剔除，以2009年

作为基准年。结果显示（备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

当期、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处理组和对照组发展趋势出现了显著不同，表明“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即时性，即政策实施当期就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同

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第5期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经过一

定年份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趋于弱化。

（2）安慰剂检验。为检验不可观测特征的影响，本文随机抽取国家作为处理组，进行安慰剂

检验。随机抽取500次生成的虚假实验的回归结果显示（备索），虚假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集中

分布在零附近，较为符合正态分布，p值大部分都大于0.1，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随机处理组

的效应并不显著，核心结论稳健。

（3）缓解沿线国家名单非随机选择的影响。由于沿线国家的选择存在非随机的可能性，与

各国地理位置、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宋弘等，2021）。因此，本文参

考宋弘等（2021），在回归中加入上述因素与时间线性趋势的交叉项，从而控制这些因素对结果

的影响。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HDIit = β0 + β1 (treatit × postit)+βXit +Zi× trendt +µi+λt +εit (6)

Zi

trendt Zi× trendt

其中， 代表与沿线国家名单选择有关的因素，包括沿线国家地理区域、2010年就业人口人均

GDP、开放程度， 代表时间线性趋势， 从线性角度控制了沿线国家名单非随机选

择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3第（1）列所示，结果依然稳健。
 
 

表 3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缓解选择的影响 考虑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1) (2) (3) (4) (5)

treat×post 0.326**(0.137) 0.387**(0.183) 0.403**(0.184) 0.385**(0.177) 0.520***(0.1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903 0.870 0.873 0.876 0.890
 

（4）考虑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2010年中国正式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2013年

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开启国际合作新篇章。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与

“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大的交叉性，同样可能会影响沿线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参考卢盛

峰等（2021）的研究，进一步控制了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如表3第（2）列所示，结果依然稳健。

（5）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理想前提是处理

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同质性较强。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情况存在复杂性、多样性，个

体特征可能存在异质性，这导致很难解释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异是来自于自我选择效应，还是

来自于政策效应，从而影响结果的评价。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基

于“反事实”推断，选择与处理组同质性强的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构建处理组未被政策冲击时

的情形，以确保政策效应来自于“一带一路”倡议。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三种方法进行了匹配，

PSM-DID的具体结果分别如表3第（3）、（4）、（5）列所示。与个体特征相匹配的国家相比，“一带

一路”倡议仍然显著促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这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基本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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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特征差异对结论的干扰。

（二）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检验

从前文实证结果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显

著促进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不断推进与沿线国家数字互联互通，共建数字

“一带一路”，致力于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实现

高质量发展。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利于

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带

一路”倡议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发挥何种

作用？这一部分将检验数字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表4第（1）列展示

了尚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表4第（2）列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根据表4第（2）列，“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2.344，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都显著。这表明，

“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得到证实（赵涛等，2020；杨文溥，2022）。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

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三）差异性分析

1.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差异化作用：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的影

响具有差异性（杨文溥，2021）。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数字经济发展，都存在发展不均衡、不

充分的基本格局。数字“一带一路”的推进，为低收入组国家进行赶超提供了契机；但与此同

时，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均存在“飞轮效应”，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前，受发展基础薄弱、

能力鸿沟等因素的限制，低收入组国家需要长时间的突破性拓展和积累才能实现质的提升，因

此在一定时间内难以观察到显著正向效应。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前期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

发展的积累会转化为后期发展的基础和强大动能，体现为高收入组国家具有先发优势，并率先

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

基于国民总收入水平的高低，世界银行将全球所有国家分类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

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考虑到数字“一带一路”对不同收入国家的差异化作用，本文

将样本分为高收入组国家和低收入组国家，高收入组国家包括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低收入

组国家包括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表5第（1）、（2）列分别针对高收入组、低收入组国家样本

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高收入组国家高质量发展，但是对低收入组国

家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组国家的发展基础薄弱，缺乏高质量发展

必要的物质条件、劳动力能力和技能，吸收能力不足，因此难以从日益改善的机会中获取显著

正向效应。这也从侧面说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沿线

国家需要立足长远，才能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实现发展上的赶超与突破。

2.对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差异化作用。“一带一路”分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中国至东南亚航线、南亚及波斯湾航线、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三段，覆

盖25个沿线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包括中蒙俄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覆盖40个沿线国家（吕越

等，2019）。无论是倡议本身的侧重点，还是沿线国家的特征，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

区分考察。表5第（3）列针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回归，对照组不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表5第（4）列针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回归，对照组不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表 4    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检验

变量 (1) (2)

treat×post 3.176***(0.825) 2.344**(0.95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635 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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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根据表5第（3）、（4）列，无论是对于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

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表 5    差异化分析

变量
收入差异 海上与陆上差异 邻近与非邻近差异

(1) (2) (3) (4) (5) (6)

treat×post 0.399**(0.190) −0.172(0.157) 0.430*(0.251) 0.309*(0.178) 1.189**(0.506) 0.392**(0.1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871 0.972 0.862 0.882 0.886 0.873
 

3.对邻近沿线国家与非邻近沿线国家的差异化作用。根据经典引力模型，地理距离是影响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按照地理距离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进行区分考

察。表5第（5）、（6）列分别针对邻近、非邻近沿线国家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邻近沿

线国家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五、  结论与启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目标，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而共建数字“一带一路”则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即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促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正向作用于高

质量发展。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

度测算了全球各国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首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了数字“一带一

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不均衡发展的

状况仍然存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现象突出；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非沿线

国家；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经济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沿线

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且结果较为稳健。再次，“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

用于高质量发展。最后，差异化分析发现，数字“一带一路”的促进效应主要在高收入组国家显

现，即数字“一带一路”需要沿线国家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最大化发挥有益作用。同时，无

论是对于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

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为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建议：（1）推进数字“一带

一路”建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目

标。为进一步推进数字“一带一路”，首先，要立足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采取切实

举措深化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内涵与效应的认识，使其跳出传统基础设施的认识范畴，综合

考虑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全方位互联互通新格局与赋能效应，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其

次，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驱动

下，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更好地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在此基础上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进行战略

对接，构建跨国数字合作机制，以推动产业数字化、贸易数字化，形成数字“一带一路”的建设

合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2）注重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的协同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起到机制作用，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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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效果。一方面，要将企业走出去与数字化转型结合起来。企业走出去不应

简单地复制国内已有建设项目，而是要对这些项目进行数字化转型改造，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另一方面，要实现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在基础设施推进中，遵循“一次到

位”原则，将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既有效降低成本，又推进基础设施实

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3）优化数字“一带一路”差异化合作方

案。对于不同收入国家，数字“一带一路”产生差异化影响，这要求数字“一带一路”推进既要有

全局性的发展规划，又要根据沿线国家的发展阶段理清重点任务，并基于发展形势的变化进行

动态优化和调整。对于高收入组国家，主要着重推进数字技术合作，实现数字技术领域的共赢

发展，同时要探索与高收入组国家在经济发展薄弱地区开展第三方合作，发挥双重优势。对于

低收入组国家，当前合作的重点任务是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消弭数字鸿沟，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此外，要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的应用，推广沿线国家优势和特色产品，有效

连接沿线国家与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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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ong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Lun Xiaobo1,  Liu Yan2

( 1.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209, China;

2. Marxism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82, China )

Summar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following  tim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link  in  dual  circulation.

Deepening digital economy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how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digital  business  ecology,  and  measures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irst,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but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ill  exists;  the

phenomenon of “the strong are always strong and the weak are always weak” is  prominen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other  countries;  some  countries  have  achieved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eco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i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ourth,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significantly  exists  in  high-income

group countries,  but  not  in  low-income group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quires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o  have  a  certain  economic  foundation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beneficial role. No matter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Overland Silk Road or Maritime Silk Road, and

for countries adjacent to China or not, the policy effect is significant.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has  turned  into  a  fruitful  reality  from  a

beautiful vision, and deliver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smooth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form the synergy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differentiated  cooperation  plans  for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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