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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为深入探究“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和贡

献,本文以近十年“科学网”(WebofScience,WOS)核心合集中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
CitationIndex,SSCI)数据库以及引文信息作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文献数据集,综合运用定量与

定性分析,先按照研究方法、学科类别、年度成果动态、来源国家等方面进行划分,对“一带一路”倡

议相关国际文献数据集进行翔实地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十年来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洞

悉与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热点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研究发展方向,为深入理解和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思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科学网 定量与定性分析

一、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时,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随后,《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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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发布,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同年11月,“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决策

部署,历史性地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随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对接,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

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已在深化各国政策沟通、强化全球互联互通网络、重构经贸人文交流合作桥梁、助力

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改革、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提升了我国对外开放的

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深

入研究。本文尝试基于“科学网”(WebofScience,WOS)数据库,通过收集和系统梳理“一带一路”倡议

相关的经济学英文研究文献,为全面了解该倡议的影响、挑战、机遇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提供新的

视角,以期为进一步理解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思索。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价值与时代内涵

现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二战结束以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主要依托联合国(UN)、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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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分别对政治、发展、金融、贸易等领域进行

协调治理的体系。这个体系被深深打上了发达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烙印,包容性不足,也无法体

现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发展的理念。当全球化的增长效应远大于分配效应时,福利水平的快速

提升会掩盖潜在的诸多矛盾。然而,一旦全球化的收益下降,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就日益凸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一直努力呼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
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并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

而生,成为建立新型的、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模式的积极探索。
“一带一路”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实践。大航海时代以来,由于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分

工和技术扩散,全球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两百多年来,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体

系虽然带来了总体福利的大幅提高,但由于分工的差异,即使在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有着完全

不同的市场力量,失衡问题由此产生。随着原有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增长潜力不断被挖掘殆尽,全
球经济不同维度的失衡问题则日益严重,包括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份额的失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失衡、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失衡、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的失衡等。如果没有合适的应对

策略,随着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

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改变中亚地区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交流过道的现

状,实现共同发展(DeSoyresetal,2020)。这也改变了现有由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持续造成的贫富

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能够推动建立和平、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Luoetal,2022)。由此,
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同维度的失衡,共建“一带一路”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探索,也是中国和

“一带一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
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沿线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分享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

现均衡共享的发展意义重大。“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虽然一直处于东西方贸

易的主要通道上,但由于市场规模较小、创新能力不强、市场力量薄弱,是典型的发展“洼地”,主要是

依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化中获得一定收益。当全球化面临大变局,技术的进步使得资

本加速替代劳动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面临

前所未有的困局,亟待探索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作为一个维持了四十年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发展经验,也积累了很多的教训,这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

意义。同时,中国可以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

势,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共同分享,可以不断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

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Huang,2016)。由此可见,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于沿线国家

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快速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缓解结构性矛盾意义也十分重大。过去四十年,资本、劳

动、出口共同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到来,人口红利将逐渐消

失,资本形成比例达到50%,我国出口在全世界的占比已经达到15%,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
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共建“一带一路”能够有力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实现区域平衡,这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缓
解供需结构性矛盾、缩小区域差距。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科学网”(WebofScience,WOS)核心合集中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CitationIndex,SSCI)数据库。通过以“科学网”(WebofScience,WOS)作为检索源,同时以

“一带一路”(TheBeltandRoad)为主题检索条件,将时间跨度设定为:2013年10月至2023年7月,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将文献类型限定为“论文”(ARTICLE),筛选出共计1597条文献记录作为

本部分统计分析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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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主要运用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以及文献梳理等研究方法探讨“一带一路”倡
议的作用。

理论分析类。理论分析可以通过主观性的理解或者构建理论模型的方式揭示“一带一路”倡议

背后的意图、行动和影响。如Ferdinand(2016)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之间

的密不可分性。Lo(2018)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改善能够大幅缩短

运输时间,进而扩大市场需求。此外,也有文献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文件、演讲、访谈等

进行内容分析和质性研究,从中提取出关键的主题、观点和模式。如Alves&Lee(2022)通过对一系

列“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政策文件和演讲等不断演变的论述内容进行分析,试图揭示该倡议的目

标、治理机制、规范基础和官方话语的目标领域。
实证分析类。在“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中,实证分析可以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贸易流量、投资规

模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一类研究占据主流地位。绝大部分学者们利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思

路,运用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实证方法,通过收集和处理企业、区域或跨国层级等数据来验

证和量化“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C.Lietal,2019;Dengetal,2020;Görg& Mao,2022)、投资(Yu
etal,2019;Luetal,2021;C.Zhangetal,2022;)以及经济(Birdetal,2020;Zhaoetal,2022;Ma,

2022)等方面的影响。
案例研究类。案例研究可以用于分析特定国家或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者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利用深入访谈、文件分析和观察等方式,了解各国的政策实

施、合作项目和发展成果,从而提取出实践中的成功要素和问题。如 Alkonetal(2019)将中巴经

济走廊进行的能源融资作为典型案例,定量评估了燃煤电厂对冷却水的需求所引致的水资源短缺

的影响,并且该框架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能源部门未来的可持续规划提

供理论基础。
文献综述类。部分学者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归纳和比较,发现部分研究

领域中存在的争议(Leeetal,2018;Wangetal,2021),但这一类研究较少。
(二)学科类别

“一带一路”倡议激发了跨越多个学科的文献流(Alves&Lee,2022)。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

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各学科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角度和重点。这有助于形成

对于该倡议跨学科的综合认识,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合作的可能性。图1展示了近十年各

学科发表的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文章数量,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文献主要集

中在经济学、环境科学、环境研究、国际关系和区域研究等学科领域。其中,经济学是最主要的学

科,共发表了331篇文献,这表明国际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和金融等

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分析和政策评估。环境科学和环境研究领域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分
别发表了317篇和249篇的文献,反映了国际学者十分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影响、可持续发

展和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

和环境的影响。
(三)年度成果动态

发文量年度增长趋势直观体现了现有学者对该研究的关注度。图2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相

关国际文献的历年分布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在2014年和2015年仅发表了4篇“一带一路”倡议

相关文献。这很可能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刚实施,还未产生大规模的实践和经验,因此研究基础

较少,主要以理论阐述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和案例不断积累,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从2016
年开始,这一数量几乎成倍增加,2021年发文量更是接近400篇,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和

领域越来越广泛,吸引了更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2022年发文量有所下降,这可能与研究热

度饱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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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学科发表“一带一路”相关文献数量分布

图2 “一带一路”相关文献年度发文量增长趋势

四、不同国别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研究方向的异质性

通过对不同国家学者发表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全面了解不同区域的学者

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程度、研究热点以及研究视角的差异。表1和表2分别为部分国家发表

的“一带一路”相关文献数量以及文献关键词中高频词占比。

表1 部分国家发表“一带一路”相关文献数量分布

国家 发文量(篇) 国家 发文量(篇)

中国 1069 荷兰 40

美国 196 加拿大 39

英国 141 日本 33

澳大利亚 120 马来西亚 30

新加坡 88 波兰 25

巴基斯坦 77 比利时 25

德国 46 意大利 20

韩国 42 印度 10

  注:包含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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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国家发表“一带一路”相关文献关键词词频分布

国家 关键词词频

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16.8%);中国(China,4.3%);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3.9%);影响
(impact,3.8%);外商直接投资(FDI,3.7%);碳排放(CO2emissions,3%);贸易(trade,2.4%);国家(country,
2.3%);增长(growth,2.2%);绩效(performance,2.1%);模型(model,2%);决定因素(determinants,2%);能源消

耗(energyconsumption,2%);消耗(consumption,2%)

美国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30.2%);中国(China,4.8%);影响(impact,3.1%);贸易(trade,3.1%);
政治(politics,2.8%);地缘政治(geopolitics,2.8%);外商直接投资(FDI,2.8%);政策(policy,2.5%)

英国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39.2%);外商直接投资(FDI,4.8%);中国(China,4.4%);政治(politics,
3.9%);碳排放(CO2emissions,2.6%);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2.6%);增长(growth,2.2%);权力(power,2.2%)

德国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38.5%);政策(policy,3.6%);国家(country,2.4%);基础设施(infra-
structure,2.4%);企业(firms,2.4%);影响(impact,2.4%);绩效(performance,2.4%);运输设施(transportinfra-
structure,2.4%);印度(India,2.4%);全球化(globalization,2.4%);生产力(productivity,2.4%);障碍(barriers,
2.4%);世界(world,2.4%);机遇(opportunity,2.4%)

荷兰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24.6%);中国(China,11.1%);策略(strategy,3.3%);能源(energy,
3.3%);投资(investment,2.2%);增长(growth,2.2%);非洲(Africa,2.2%);选择(selection,2.2%);模型选择
(modechoice,2.2%);运输(transport,2.2%);挑战(challenges,2.2%);碳排放(CO2emissions,2.2%);经济增长

(economicgrowth,2.2%);治理(governance,2.2%);发展金融(developmentfinance,2.2%)

澳大利亚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34.4%);中国(China,6.6%);政策(policy,3.6%);绩效(performance,
2%);治理(governance,2%)

新加坡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42.6%);中国(China,5.5%);东南亚(SoutheastAsia,3.4%);城市(city,
3.4%);亚洲(Asia,2.7%);国家(country,2%)

巴基斯坦

碳排放(CO2emissions,14.1%);“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8.6%);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
8.6%);金融发展(financialdevelopment,7.4%);能源消耗(energyconsumption,6.7%);外商直接投 资(FDI,
5.2%);可再生能源(renewableenergy,4.9%);面板数据(paneldata,3.7%);中国(China,2.6%);耗电量(electrici-
tyconsumption,2.6%);消耗(consumption,2.6%);影响(impact,2.2%)

韩国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26.7%);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4.7%);能源消耗(energyconsump-
tion,2.3%);影响(impact,2.3%);区位选择(locationchoice,2.3%);经济(economy,2.3%);外商直接投资(FDI,
2.3%);投资(investment,2.3%);增长(growth,2.3%);亚洲(Asia,2.3%);中国(China,2.3%);演变(evolution,
2.3%);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trade,2.3%);南非(SouthAfrica,2.3%);模型(model,2.3%);溢出效应(spillo-
vers,2.3%)

日本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29.4%);中亚(CentralAsia,4.4%);中国(China,4.4%);能源(energy,
4.4%);碳排放(CO2emissions,4.4%);国家(country,2.9%);可再生能源(renewableenergy,2.9%);权力(power,
2.9%);政 策 (policy,2.9%);影 响 (impact,2.9%);援 助 (aid,2.9%);经 济 (economy,2.9%);消 耗
(consumption,2.9%)

印度
“一带一路”倡议(BeltandRoadInitiative,9.44%);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3.17%);金融发展(finan-
cialdevelopment,3.17%);中国(China,3.17%)

  注:表中列举了词频超过2%的关键词;括号内百分比为主要关键词占比。

从文献不同来源地上看,中国学者在“一带一路”相关国际文献发表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共发表

了1069篇文献,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见表1)。中国学者发表相关文献的关键词中经济增长

(economicgrowth)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共130余次,这表明国内学者对该倡议在经济领域的效应和

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进行了广泛研究。表2显示,在中国学者发表相关文献的关键词中,外商直接

投资(FDI)、碳排放(CO2emissions)、贸易(trade)以及能源消耗(energyconsumption)等关键词同样

多次出现,占比分别为3.7%、3%、2.4%和2%。这表明学者们对该倡议在投资、贸易、环境以及能

源等方面的影响也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此外,中国学者对于该倡议的发展和影响评估等相关研究

成果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Huang(2016)一文据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统计,引用

频次高达1000余次,该文主要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维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意义、“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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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经济架构做出的贡献、“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政策对话、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金融

支持和人文交流)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新经济支柱和政策思维,为增进国际学者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动机、框架和国际意义等方面的了解做出了贡献。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要角色对“一带一路”十分关注。美国学者发表的“一带一路”相

关论文共有196篇。与中国学者一样,美国学者同样非常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投资和贸易等方面

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贸易(trade)等关键词占比分别为2.8%和3.1%。值得注意的一点

是,美国学者还密切关注政治方面,政治(politics)、地缘政治(geopolitics)和治理(governance)等关

键词出现频率占比位于前列,这反映他们对该倡议涉及的政治问题和地缘政治影响感兴趣。传统的

国际关系框架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对全球政治的新野心(Narins& Agnew,2020),在影响力最为

广泛的Flint&Zhu(2019)一文中,美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包含经济意义,其引发的地缘

政治后果是中国在亚洲影响力日益增强导致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过程的一部分,进而不可避免地发生

中美之间的冲突。
处于欧洲地区的英国、德国和荷兰的学者分别发表了141篇、46篇和40篇“一带一路”相关文

献。与大多数学者一致,欧洲学者也十分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投资和贸易等经济领域所起的作

用。除了经济方面,英国学者还特别关注政治和政策方面。这反映他们重视该倡议涉及的政治问题

和政策影响等方面。德国学者更关注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荷兰学者则更多聚焦“一带一路”
倡议的策略和能源方面。相比于美国学者,欧洲学者的相关研究似乎更着重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

经济属性。这类似于Sarsenbayev&Véron(2020)所提出的观点,即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虽尚未完全统一,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崛起及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方面,与美国有着

截然不同的视角。对欧洲地区来说,“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带来了挑战,但也带来了各种潜在的好处。
例如 Mau&Seuren(2023)研究了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专门从事与“铁路产业”相关的经济活动,
发现这些活动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下市场准入范围的扩大和出口机会的增加中获益良多。

同澳大利亚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密切关注一样,澳大利亚学者在这一领域内发表了大量相

关文献,高达120篇,其中文献关键词中政策(policy)占比达3.6%,位于高频词前列。2021年4月

21日,澳大利亚外长宣布,该国撕毁中国同该国维多利亚州政府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

议,这一举动对中澳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触情绪也引发其澳洲国

内学者的兴趣,Jiang(2021)通过对澳大利亚著名的纪实制片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澳大利亚政

府对该倡议的消极态度引致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叙述基调从大部分正面转变为高度

批评。Hewes& Hundt(2022)研究认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推行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意图是

为了降低“一带一路”对该地区的吸引力。除了对澳大利亚自身态度关注之外,该国内学者如He(2021)
同样好奇澳大利亚与日本、印度、美国等国家会采取何种战略以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Nanwani
(2019)则详细阐述了印度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

益及关切,研究发现二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立场已经从最开始的不积极逐渐呈现出好转的迹

象,这一过程中,日本转变的似乎更为明显。
亚洲地区的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缘政治地位和

经济合作角色同样值得关注,这些国家的学者分别发表了88篇、77篇、42篇、33篇和10篇相关文

献。新加坡学者和韩国学者除了看重该倡议对经济影响的关注外,研究视角显得较为宽泛,包括运

输、制度、城市、食品、法律、旅游等。巴基斯坦学者的关注点则十分集中,尤其是他们对“一带一路”
倡议在绿色环境、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影响的关注甚至不亚于对经济增长机遇的关注。例如,在“一带

一路”计划中,约65%的能源生产投资用于燃煤发电厂,只有1%的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生产,以燃

煤电厂为主要的投资模式,可能造成污染,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Raufetal,2020),因此,常被诟病

为输出污染模式。但也有巴基斯坦学者指出在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耗费自然资源维持经济增

长,污染和经济增长通常是成正比的(Kamaletal,2023)。日本虽至今尚未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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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合作文件,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最初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并逐步

寻求有限合作。日本学者相关文献关键词中的高频词,包括中亚(CentralAsia)、碳排放(CO2emis-
sions)、可再生能源(renewableenergy)、援助(aid)等词汇,总体上研究方向覆盖面较广。同日本一

样,印度当前仍未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印度学者对“一带一路”关注度也较低。尽

管印度学者发表相关文献量较少(10篇),但已发表的文献中却格外集中,大多数在讨论印度政府如

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像巴基斯坦、韩国、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度造

成的潜在影响。

五、“一带一路”倡议热点研究领域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世界包含经济发展潜力国家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经济合作带和连接全球

发展的新引擎,不但重现了昔日亚欧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流的场景,还进一步连接了非洲、拉丁

美洲等新的区域,建立起“一带一路”基本支撑框架的“六大经济走廊”,即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
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共建“一带一路”是21
世纪以来全球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对共建国家发展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Gabusi,2017)。为了深入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所释放的经济红利,学术界进行了大量

的相关讨论与研究,其中,绝大多数文献的关注点集中于设施互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

等领域。
(一)共建“一带一路”与设施联通

“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交通、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开展的超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是史无

前例的。过去十年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迅速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的最大趋势

(Bennon&Fukuyama,2022)。“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和核心要义就是要打造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促进国内、国际市场和要素联通互动,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Chen&Lin(2020)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近代史上最雄心壮志的运输倡议,将不断通

过扩展的运输网络,重塑跨境投资的空间组织和距离弹性。鉴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的重

要作用,现有国际文献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互联互通、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和区

域合作与稳定。
首先,就推动区域互联互通而言,“一带一路”通过建设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

桥梁、铁路、港口、机场、跨境通道等,促进区域间的互联互通(Shariatinia& Azizi,2017)。互联互通

将有助于降低跨国贸易成本(DeSoyresetal,2020;Jackson&Shepotylo,2021;Gaoetal,2023)、缩
短运输时间(Lo,2018)、提高跨境物流效率(Leeetal,2018)等,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工业和经济发

展(C.Wangetal,2020;G.Yangetal,2020)。
其次,就加强能源合作而言,基础设施建设为能源合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能源合作通常包

括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炼油厂、发电厂、太阳能电池板、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输电走廊等能源项

目。拥有丰富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地区对能源基础设施都有巨大需求

(Yu,2018)。建立能源基础设施网络,有助于实现能源安全性,重塑现有的能源秩序以及能源的地

缘政治,并推动多方面的能源合作(Haoetal,2020)。
再次,就增强可持续发展而言。发展滞后的物流基础设施不仅严重制约贸易潜力和经济进步,

而且还带来了一些社会和环境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在成本、时
间、跟踪和国际运输的可靠性方面显著提高绿色物流业务的质量和数量,并且随着与运输相关的基

础设施质量、清关效率和物流服务能力的提高,产生供应链节能效应,能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Anet
al,2021)。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鼓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绿色技

术和环保标准,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加可持续的条件,实
现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双赢(Rodenbike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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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助推区域合作与稳定而言。一方面,从国际层面上看。通过共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有助于增强区域稳定与和平(Sanders,2021)。
另一方面,从居民层面上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居民的收入

水平(Tian&Li,2019),进而减少沿线国家社会不稳定因素(Amanetal,2022)。
(二)共建“一带一路”与资金融通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巨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潜力(Fanetal,2016)。伴随“一带一路”
倡议扩大中国企业的全球足迹,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呈显著上升趋势(Leutert& Haver,

2020),中国企业角色已经逐步由全球制造商历史性的转变为全球投资者(Du&Zhang,2018)。

202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高达1410.5亿元人民币,较上年

增长7.7%(折合209.7亿美元,增长3.3%),①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
巴基斯坦等国家。经过十年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最大亮点,国际

上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理论成果也日益丰富。
从学者们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总效应上看,基本都得出了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的结论(Sun&Liu,2019;X.Liuetal,2020;Z.Yangetal,2020;Chen&Lin,2020)。“一
带一路”倡议深刻改变了中国国内推动因素对其海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影响(Yuetal,2019)。“一带

一路”倡议所提倡的政治互信、经济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构建高效率、高质量的双边伙

伴关系,改善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Sun&Liu,2019),降低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Timofeevetal,

2017),尤其是减少东道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刺激了中国对外投资,且对于那些欢迎中国参

与其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激励效应更大(Shao,2020;Yuetal,2019)。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同时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当前,人民币

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远远低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Gao&Li,2020)。贸易可以提高人民币在

全球的使用强度,直接投资可以增加人民币用户数量(Liuetal,2019)。“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贸易和

投资双重渠道效应(Dengetal,2020),该倡议将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更为紧密地连接

在一起,为人民币提供了更大的需求、更高的流通度、更丰富的使用场景、更广阔的市场规模和更稳

定的国际发展环境(Heetal,2023)。同时,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也将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海外话

语权和议价能力,提升人民币计价单位职能(Goldberg&Tille,2016)。上述因素叠加下将催生人民

币国际化的巨大动力和历史性机遇(Eichengreen&Lombardi,2017;Zhangetal,2017)。人民币作

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锚定货币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Cai,2022)。Wangetal(2022)使用DCC-
GARCH模型分析了2009年至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和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

印度尼西亚)汇率联系的影响发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红利逐渐扩散到东盟四国,使联系

达到顶峰,人民币国际化在东盟已经形成,汇率联系的稳定性大大提高。
但也有学者对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Liu& Manzoor

(2020)指出,在资源寻求动机的驱使下会促使资源丰富的国家处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网络的核

心,呈现出投资的集聚趋势,这可能会阻碍其空间相关网络的进一步发展(Ma&Liu,2020)。相应

地,投资的集聚也会使得跨国供应链风险徒增,企业的风险管理者或决策者需要制定合适的风险控

制策略,才能降低跨国供应链中断风险(Leietal,2021)。同时,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也可能会对中国吸引外商投资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冲击。Luo
etal(2019)考察了“一带一路”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在短期内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发现“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与非“一带一路”省份相比,“一带一路”省份的外资利用显著下降。从短期来看,该倡议

对利用外资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其在资源竞争和信号传递方面的作用。前者是指“走出去”与“引
进来”之间存在资源竞争,而后者是指这一举措很可能被外资视作一种信号,即国内“走出去”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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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优先考虑事项。
(三)共建“一带一路”与贸易畅通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使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逐渐成为中

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J.Lietal,2019)。2013年至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

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023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计进出口总额达到6.89万亿元,同比增长9.8%,总体进出口总额的占34.3%,同比提升

2.4个百分点。①

“一带一路”倡议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发展,学术界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尤
其对于那些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具有更大的贸易收益(Baniyaetal,2020)。C.Lietal(2019)
以“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6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后,双边贸易活动发生得更为频繁,此类双边贸易机制能够成为加速沿线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稳定

力量。Gaoetal(2023)基于结构引力模型模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一般均衡贸易和福利效应后发

现,“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中国和“一带一路”成员国的贸易和福利。但同时部分国家也会受到中国

贸易供需冲击的影响。Bastos(2020)的研究采用按详细产品类别划分的贸易流量数据,以捕捉“一
带一路”经济体在每个部门内遭受中国贸易供需冲击风险的暴露敞口差异,发现“一带一路”所推动

下的经济一体化会给参与经济体内部带来调整成本。那些更容易受到中国贸易竞争冲击的国家如

贫穷或者地理上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可能面临着更高的调整成本。
学者们主要从运输时间、贸易互补性、基础设施、贸易条件便利度等方面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

提升双边贸易额的机制,而其中对于运输时间的讨论较多。Lo(2018)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结论认为

“一带一路”效果得到充分实现,会使得常使用海上运输的时间敏感型公司转向地面运输,从而缩短

运输时间扩大市场需求,因此在同等情况下,“一带一路”可能会使得中欧之间的贸易增加8%~
32%。Baniyaetal(2020)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与计量分析方法对减少的运输时间予以量化,发现“一
带一路”倡议能促使沿线国家的贸易运输时间缩短2.8%~4.4%,将基础设施的改善与降低边境延

误相结合时,运输时间将进一步减少7.4%~10.9%,进而带动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1.2%~12.9%。
同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同样兼具全球性影响,DeSoyresetal(2019)的研究表明通过运行全

新或升级后的港口、高铁等基础设施,会使得途经新运输网络的所有路线的贸易运输时间减少。因

此,从世界范围上看,总体贸易运输时间平均将减少1.2%~2.5%,促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
2.2%,那么即使是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将从此之中获益。

Chenetal(2020)则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可能是贸

易结构互补性。无独有偶,Damoahetal(2023)利用2013年至2020年期间完成的“一带一路”倡议

项目的地理分布,发现预先存在的贸易模式与签订“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可能性有关,项目更有可

能发生在与中国有密集中间贸易的国家中,并且这些国家出口结构的部门专业化与中国存在重叠,
与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关系(Huetal,2022)。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共建国家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释放的降成本效应同样不

容忽视(DeSoyresetal,2020),因为运输基础设施对贸易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Zhaoetal,2022)。

Jackson&Shepotylo(2021)预计跨境基础设施的改善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将使得欧盟从“一
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实质性贸易收益。但是由于地理区域的差异,距离中国更近的亚洲沿线国家可

能在此之中会受益更多(Herrero&Xu,2017)。
尽管有形的基础设施对贸易非常重要,但上述研究似乎忽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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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阐述的“一带一路”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中亚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运输时间其实很大一部分花费在边境通关上(Bird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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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Ramasamy&Yeung(2019)发现大量的证据表明,边境管理的改善对“一带一路”经济走廊

国家的出口影响最大,边境效率的提高不仅单方面改善出口,而且也有助于放大“硬”基础设施的

作用。这与Pomfret(2019)所提出的观点相类似,他在研究2011年至2017年间铁路服务的演变

过程中指出,从中国到欧洲的新铁路服务使用的是之前存在的轨道和机车车辆。也就是说,贸易

增加的催化剂在于“软”基础设施的变化。“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增强“硬”基础设施的吸引力。
因此,通过积极改善贸易便利化,确保贸易路线在各经济走廊之间无缝运行,对贸易出口同样具有

巨大的提振作用。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下中国国内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变,已有研究同样进行了诸多有益讨

论。Yuetal(2020)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出口潜力的影响,发现主

要带动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Jiangetal(2023)利用2007年至2018年中国海关数据证明

了“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优化出口结构,促进中间品出口,提高出口的上游性。与此同时,受益于

“一带一路”倡议下传统产业的放缓或衰退,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以及产业间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也将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G.Yangetal,2020)。
(四)共建“一带一路”与民心相通

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
裕的生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学者们关于中国对外援助、沿线国家就业、科教文卫事业发展、
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的研究也证实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

在对外援助上,“一带一路”倡议从多方面重塑了中国的对外援助,通过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越来越多地转向关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全球卫生合作、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援助

(Min,2021),对外援助国家分布上会更多帮助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较差的非洲国家(R.Wangetal,

2020),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赞誉(Qietal,2023),在整个非洲的发展援助中发挥了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在推动沿线国家就业上,大量文献都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下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

资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Tian&Li,2019;R.Lietal,2022;Zhaoetal,2022;Zhouetal,2023),这
有助于沿线国家降低贫困、收入不均等(Amanetal,2022;Luoetal,2022;Gaoetal,2023)。但值得

一提的是,国际劳动力市场与国内就业环境的巨大差异可能出现劳动纠纷,导致部分企业出现劳动

用工风险(Xuetal,2021)。此外,沿线国家内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可能使得偏远地区的人们难以分

享到发展红利,进而抑制整体福利提升(Lall&Lebrand,2020)。
在科教文卫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沿线国家的发展。教育作为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软”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与沿线国家建立高水平的教育伙伴关系(Cheng&
Koh,2022)。Leeetal(2021)采用以半结构化访谈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为哈萨

克斯坦人们提供了优质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机会,并且为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经验。Caoetal(2022)基于2010年至2018年涉及171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发现,“一带一路”倡
议通过社会援助的机制提高了沿线国家公共卫生支出水平。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清洁能源和减

缓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同样改善了沿线国家公共卫生情况(Luetal,2020),提高沿线国家居

民的健康水平(Gaoetal,2022)。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国际平台(Tian,2023)。Wuet

al(2021)使用2002年至2017年涉及17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降低

了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强度,该结果表明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将改善环境、提高沿线各国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Jiangetal(2021)的研究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节能效果为34.5%,减排效果为

36.4%,其中技术溢出在降低能源消费和减少碳排放水平方面发挥了最显著的作用,后续部分研究

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W.Zhangetal,2022)。Liu&Li(2019)利用国内省级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

“一带一路”倡议对省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发现,以技术进步为主要驱动力,“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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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对中国也具有绿色促进效应。但也有学者提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绿色化成果,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结于政策效应的驱使(H.Liuetal,2020),而
非自主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有部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企业容易忽视其行动所引致的社会

和环境层面潜在危害,而倾向于更直接的经济考虑(Fogginetal,2021),由此在经济走廊建设中,需
要严格强调落实生态修护和保护措施。

六、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打造一个非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合作

国际网络,有潜力将欠发达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变为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并通过吸收

中国的成功经验,为该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Huang,2016)。但学者们也指出,该倡议仍然面临着一

些障碍,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缺乏协调机制、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潜在冲击以及跨境项目的财务可

持续性等在内的诸多挑战。
(一)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经贸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伙伴国的经济联系,从而强化了双边政治关系(Lu
etal,2021)。“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其经济意义,还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Beeson,2018)。其

倡导通过共建与合作尽可能地消除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缘冲突,“一带一路”倡议十年的发展历程和

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世界各国之间完全可以用互利共赢和互联互通来代替对抗和竞争。尽管绝大多

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提高经济一体化和竞争力的一种方

式(Carrai,2021),但在零和博弈思维的驱动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中

国以经济利益为诱饵进行意识形态扩张与地缘政治争夺,并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试图遏

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Li,2020)。同时,印度正在形成的共识似乎是“一带一路”倡议远非仅仅

是一项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而是一项长期战略建设,旨在将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

影响力(Jacob,2017)。而同处亚洲的日本同样担忧“一带一路”倡议削弱了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Nanwani,2019)。在重塑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一过程中,各国出于

自身利益积极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区域地缘政治风险溢出(Blanchard&Flint,2017),如中东国

家恐怖袭击频发、阿富汗民族宗教冲突、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威胁和阻碍了

多个“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推进(Huetal,2023)。
(二)缺乏协调机制

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性、阶段性和机制性协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的各方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全局统筹规划。首先,就国内层面而言,尚未建立

有效的中央领导机构来统筹协调“一带一路”相关活动,政府各部门也未能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的统一战略(Yu,2017)。例如,商务部主要关注双边贸易和投资,而国家发改委主要关注与沿线区

域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地方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真正成果的落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
由于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性,可能会对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竞争性手段(Li,2014),导致出

现“重复建设”“行政区划式”的“各自为战”型发展趋势。Görg& Mao(2022)结合国内经验证据,对
区域异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旨在促进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缓解地域不平等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短

期内似乎并不奏效,反而沿海和中部等省份受益更多。此外,不同国家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

迥异的看法,并且可能产生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母国与东道国在政治观点和冲突方面的巨大差异

往往意味着相互矛盾的期望和压力,从而给跨国企业带来合法性困境。即满足母国政府的要求可能

会增加公司在该政府眼中的合法性或缩小其合法性差距,但同时也会降低其在另一竞争国家政府眼

中的合法性。因此,部分国内的跨国企业会权衡遵循政治合法性所引致的收益以及损失,采取某些

特定的象征性行动如言辞回避等微妙方式试图驾驭此类合法性困境(J.Lietal,2022)。其次,就国

际层面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话和交流的机制严重依赖于双边协调,容易牺牲一致性,难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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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沿线国家采用相类似的程序、效率和安全标准(Huang,2016)。
(三)跨境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

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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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
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我国的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投资者

(Görg& Mao,2022;Fuestetal,2022),“一带一路”倡议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基本也是由国

内大型政策性金融机构牵头融资(Bennon&Fukuyama,2022)。C.Zhangetal(2022)从企业对外并

购的研究角度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明显增加了对目标国家并购交易的概率和交易金额,但这

种影响由国有企业主导,因为国有企业可能对政府计划最具敏感性,且国有企业通常更容易获得政

府补贴或者从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手中取得更低价的信贷资源。Huetal(2020)进一步对国有企

业进行细分发现,对于部分中央政府下属的公司,在选择目标国家采取并购计划时可能更倾向于服

务国家战略。在考虑企业所有权差异时,Du&Zhang(2018)对投资东道国行业做了更为细致的划

分,其研究发现中国国有控股的收购方在基础设施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

是在新兴市场总体债务水平和风险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实施的。虽然“一带一路”倡议通常意味着更

多的投资和机会,能够促使大多数经济体的债务下降(VanTwillert& Vega,2023),中国政府也一

直强调债务的可持续性,并试图通过谈判和债务重组等方式帮助债务国家缓解压力。但是,一些沿

线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前就已经陷入了较高的债务困境风险,巨额债务融资特别是外币和

非减让性债务融资,可能导致本已加剧的债务脆弱性的低收入国家在项目周期内迅速恶化,长期债

务偿还能力非常有限(Bandiera& Tsiropoulos,2020)。因此,如何在保障各类项目实施的同时,实
现经济利益和资金安全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一大挑战。

(四)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潜在冲击

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底蕴承载着相异的激励效应、交易成本和政府效能,从而导致国与国之

间的摩擦(Dang&Zhao,2020)。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可能会严重制约“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一体化

建设(J.Lietal,2019;Geetal,2020)。A.Liuetal(2020)利用2002—2016年中国与其99个贸易伙

伴(其中38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产品层面的双边贸易数据,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发现文化

距离和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该文进一步比较文化距离和制度

距离的贝塔系数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对文化距离的变化比对制度距离的变

化更敏感。因此,持续加大对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入交流与互动力度,是夯实“一带一

路”倡议和推进双边关系改善的核心之一(Xie,2018;M.Liuetal,2020)。

七、总结与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一)总结

本文基于“科学网”(WOS)数据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在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翔实的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一带一

路”倡议带来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他们关注了“一带一路”倡议

对参与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人民币国际化、贸易流动、民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同

时,一些研究还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地缘政治风险、协调机制欠缺、项目财务问题、制度与文化

等方面的潜在挑战。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理解,揭示了其潜力和挑战,
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新思路。

(二)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在世界各国和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世界经济增长

开辟了新空间,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搭建了新平台,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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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交通走廊发展机遇与风险》报告分析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实施将使相关国家760万

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9.7%、全球贸易增长1.7%~
6.2%、全球收入增加0.7%~2.9%。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未
来的研究还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与加强:

第一,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背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内生驱动力进行更加深

入的理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面临重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最终将形成

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新的国际循环体系,可以说是对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挑战。同时,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只有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凝聚和团结有共同理念的国家,形成真正的利益共

同体。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背景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内生

驱动力进行理论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从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

强合作、实现共赢。
第二,虽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很多,但是目前仍然缺乏一个更为系统化的、一般均衡的

理论框架。这一框架需要能够完整回答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于沿线国家和中国等各

方参与者的益处和必要性。现有的全球分工模式是以效率为导向,但是由此带来了国家之间、国家

内部的诸多失衡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则一直秉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现有的全球分工模式

的效率导向转变到效率与公平双导向,这对国际分工模式和政策体系都有深远影响,需要有一个系

统化的、一般均衡的框架对这种创新的分工模式进行分析和讨论。
第三,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福利效应进行整体评估。目前大部分经济学文献都集中于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对某一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局部均衡的分析无法展现“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全

貌。近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态势更加显现,发展模式和道路交织碰撞,中美博弈

向多领域蔓延,“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下,不
同于现有全球分工体系的“一带一路”倡议难免会遭到有一些非议的声音。英文学术期刊正好为中

外学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对话平台,也就尤其需要学者们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福利效应进行整体评估,全面考察“一带一路”倡议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的贡献和为

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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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Years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BRI):CurrentStatus
ofInternationalResearchandProspectsforFutureResearch

LUOZhi LIQihui
(WuhanUniversity,Wuhan,China)

  Abstract: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BRI),originatingfromChina,hasyieldedglobalbenefits.Todelve
deeperintothesignificanceandcontributionsoftheBRI,thispapertakesthepastdecadesWEBOFSCIENCE
(WOS)CoreCollectionSSCIdatabaseandcitationinformationasthedatasetforstudyingliteraturerelatedtothe
BRI.Acomprehensiveapproachofboth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analysisisemployed.Initially,thedatasetiscat-
egorizedbasedonresearchmethodologies,disciplinarycategories,annualprogresstrends,andsourcecountries.This
facilitatesathoroughstatisticalanalysisofinternationalliteraturerelatedtotheBRI.Buildinguponthisanalysis,the
studysystematicallyreviewsrelevantliteratureoverthepastdecade,providinginsightsintothekeyresearchdomains,

challenges,andprospectiveresearchdirectionsoftheBRI.Thiscomprehensiveexplorationservestocontributevalua-
bleinsightstotheacademicresearch,policyformula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realmofunderstanding
andadvancingtheBRI.

Keywords:BRI;WOS;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Analysis

(责任编辑:刘新波)
(校对:刘洪愧)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