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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促进多元共建、利益共享。基于 2010 年-2016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经贸数据，分别从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三个方面对

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要素进行了分解，通过面板回归检验了中国要素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

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明显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但前提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协

同，如果要素之间相互挤出，要素投入的作用就会大幅降低甚至被抵消。当前，促进沿线国家经

济增长的中国要素主要是对中贸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当地承建工程的增长效应尚不显著。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市场环境，提高了当地市场效率，而这恰是“一带

一路”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更好的平衡沿线国家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市场秩序扩展的难题，

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时就要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引领作用，特别是通过出口平台型等投资方

式来带动东道国产业链的综合发展，从而优化其对外贸易结构。同时也应注重中国在外承建工程

的产业发展效应，构建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机制，完善沿线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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