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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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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运用ＶＡＲ模型

对中国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

推动下，中国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并不能推动中

国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通过ＯＬＳ回归进一步发现，中国在该区域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１％，将

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增加０．００９％；分三次产业来看，直接投资存量增加１％，将使第一二产业占

比分别降低０．０７３％和０．０２％，使第三产业占比增加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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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总体需求不足，产

业间的供求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如钢

铁、电解铝等高排放、高消耗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

剩问题。为了缓解当前的经济形势，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东盟，提出了建设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倡议，该倡议通过互联互通项目，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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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的消费与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过

剩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

接与耦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空间。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创

造了便利条件，对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

影响。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这一问题，学界早已进行了前瞻性探讨。

就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而言，

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呈现

出一定差异。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

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如贾妮莎、

申晨［１］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对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

接投资行为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进

而推动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肖黎明、赵

刚［２］、王静［３］等学者从技术创新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部分学者在“一带一路”倡

议背景下进行研究，发现中国通过不断改变投资增

量的空间流向，实现了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布局，从而

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丁志帆、孙根紧［４］、

金芳［５］）。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通过分析得出，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明

显，甚至会起阻碍作用。如杨英、刘彩霞［６］运用

ＶＡＲ模型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

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该区域的直接投资对产业

结构升级影响不显著。范欢欢、王相宁［７］利用自回

归分布滞后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并将中国与日、韩、美在对外投资规模

和产业结构上进行比较，最终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不

能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结论。姜甘伟［８］利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

为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

原因，但是目前作用有限。

虽然学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鲜少有学者结合当前热

点，对直接投资与三次产业的具体关系进行分析。

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已有４

年，对于该倡议是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是否需要国家继续推行该项倡议，需要以学

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依据。本文将在“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背景下，运用 ＶＡＲ模型，研究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回归

方程，分析中国对该区域沿线国家的投资如何影响

中国三次产业的发展。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得出相关

结论，以期为中国政府进行决策提供参考。

１　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投资概况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吸引了沿线诸多国家参

与，根据中国高层在该区域外交所涉及的国家，同时

参考中国与该区域沿线国家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

将研究范围分为四类，即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海湾

国家和非洲沿海国家。剔除数据缺失的国家，最终

将研究对象定为东盟十国，南亚七国（斯里兰卡、马

尔代夫、孟加拉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

尔），海湾六国（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和非洲沿海五国（埃及、肯尼亚、塔桑尼

亚、莫桑比克、南非）。

数据来源：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１　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

自“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迅

速（见图１）。２００４年，中国在该区域的投资存量为

１２．３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并进行相关运算），投资流量为２．４亿美元，

分别占存量总额和流量总额的２．７５％、４．３９％。

２０１５年，中国在该区域的投资规模大幅度增长，其

中投资存量达８８７．８２亿美元，较２００４年翻了７２倍

有余，占存 量总 额的 １６．６９％，年 均 增 长 率 为

４７．５％，投资流量创历史新高，为１８６．１５亿美元，较

２００４年翻了７７．５６倍，占流量总额的１２．７８％，年均

增长率为４８．４５％。

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

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近年来，中国在该区域的投

资半数以上集中在东盟国家。２００４年，中国在东盟

的投资存量为９．５６亿美元，投资流量为１．９６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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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别占当年中国在该区域投资的７７．６５％、

８１．２３％。２０１５年，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规模持

续上升，投资存量和流量占比依旧居高，分别为

７０．６％和７８．５％。可见，东盟在“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区域占据重要地位。南亚国家、海湾国家及非洲

沿海国家在沿线总投资规模中占比较小，但在“走出

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上述区域的经

济地位日益上升，投资占比逐渐增加。

上述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

企业指明了投资方向，开拓了投资空间，实实在在地

推动了中国在该沿线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

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亟需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中

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东

道国的经济发展，还缓解了中国现今面临的众多经

济难题，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一定的影响。

故本文将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

资列为分析对象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２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概况

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动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图２

所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由图２可知，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我国的产业结构

由传统的“二三一”产业型逐渐转变为“三二一”产业

型，说明中国产业结构正朝合理化方向发展。这期

间，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呈下

降趋势，且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最低，基本维持在９％

左右。２００４年，第一产业产值为２０９０４．３亿元（数

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并进行相关

运算），占国民经济总量的１２．９％，就业人数占比为

４６．９％。２０１５年，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到６０８６２．１亿

元，较２００４年翻了近３倍，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仅为８．８％；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的年均增长率为

３．４２％，同期就业人数比重降至２８．３％，同２００４年

相比下降了１８．６％。

第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

现出先升后降、再升再降的波动态势。２０１３年之

前，该产业产值占比一直保持在４５％以上，在三次

产业中位居首位。２０１３年，该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跌

至４４％，首次低于第三产业，位列第二。２０１５年，我

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为２８２０４０．３亿元，较２００４年

（７４２８６．９亿元）翻了近３．８倍，但占国民经济总量

的比重仅为４０．９％。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第二产业产值

占比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４％，该产业就业人口的比

重也增长至２９．３％，较２００４年增长了６．８％。

第三，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处

于持续上升态势。２００４年，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

为４１．２％，２０１３年达到４６．７％，首次超过第二产

业，位居第一，这意味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２０１５年，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达到国内生产总产值半

数以上，为３４６１４９．７亿元，较２００４年翻了５倍有

余，占比达到５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第三产业产

值占比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２％，就业人口比例由

２００４年的３０．６％上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４２．４％，增长了

１１．８％。

除了上述三次产业的调整外，中国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还包括各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尤以第二

三产业最为典型。

第二产业中，轻工业所占比重下降，重工业所占

比重上升。２００４年，登记在册的轻工业（规模以上）

企业数目占总体比重的４４．７％，重工业企业占比为

５５．３％，２０１５年，轻工业企业数目所占比重降为

４０．９％，而重工业企业数目所占比重则升为５９．１％。

目前，工业中一般加工制造业（纺织业、煤矿采选业

等）的比重有所下降，而以电子及通信制造业为代表

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工业结构正逐

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带

动了第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中，在传统服务业持续发展的同时，金

融保险、房地产、文化、教育等行业也得到了迅速发

展。其中，金融业增加值由２００４年的４．１％增长至

２０１５年的８．５％，年均增长率为６．７４％；房地产行业

发展迅速，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２０１５年占

比为６．１％，较２００４年上升了１．７％。传统服务业

中，住宿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

则呈现下降趋势，２０１５年增加值占比为１．８％、

４．４％，与２００４年相比各下降了０．５和１．４个百分

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２．２％和２．４８％。新兴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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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发展，推动了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升级。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往优

化方向发展，即便如此，我国的产业发展依旧面临着

工业产能过剩，劳动力资源短缺，空间发展不平衡等

问题。在中国步入２１世纪初始阶段，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提出，无疑是带动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

展，推动产业结构循序渐进转型的重要力量。

３　模型的构建

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

系，没有较强的经济理论作为支撑，而ＶＡＲ模型中

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是一种非

结构化的模型，故本文选用 ＶＡＲ模型进行分析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

３．１　模型说明

ＶＡＲ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最初由

Ｓｉｍｓ于１９８０年提出。ＶＡＲ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

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

统的动态影响，该方法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

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

模型，从而回避了结构化模型的需要。本文将运用

ＶＡＲ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ＶＡＲ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狔狋＝犃１狔狋－１＋…＋犃狆狔狋－狆＋犅狓狋＋ζ狋

上式中，狔狋 为犽维内生变量，狓狋 为犱 维外生变

量，犃犻，…，犃狆 和犅 为待估计参数，ζ狋 是随机扰

动项。

３．２　变量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涉及两类分析变量，分

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与对外直接投资指标。本文

基于经济意义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适当的衡量

指标进行分析。

在变量的选择中，首先确定产业结构升级的衡

量指标，产业结构升级实质上体现出产业朝着优化

方向发展的基本态势。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

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或趋势，产业结

构升级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和比较优势的变化。

技术水平低、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

家，其产业结构必然处于较低层次。但是，随着技术

进步和经济发展，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并在条

件成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学者

通常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狓２）、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狓３）来刻画产业结构的

高度化。本文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犚）选用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狓２）、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狓３）之和来衡量，即犚＝狓１＋狓２。犚数

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往优化方向发展。

衡量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包含两个，分别是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

资流量指境内投资主体对外直接投资额中扣除反向

投资额后的净额，当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简称流量，

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流量简称存量。对于直接投资变

量的选取，考虑到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对外直接投资长

期累积的结果，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并不一定能够

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故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狅犳犱犻）作为ＶＡＲ模型中的分析变量。

４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ＥＶＩＥＷＳ８．０作为分析工具。此外，

在对变量进行计量分析时，采用它们的对数形式来

考察，因为采用它们的对数形式可以消除可能存在

的异方差。本文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产业结构升级

指标（犚）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狅犳犱犻）指标的自然对

数形式（ｌｎ犚、ｌｎ狅犳犱犻）进行分析。

４．１　单位根检验

数据之间序列平稳是构建ＶＡＲ模型的基本要

求，严格地说，在一个犽个变量的 ＶＡＲ模型中，所

有的犽个变量都应该是联合平稳的，否则就要适当

变换数据，故需要对ｌｎ犚 与ｌｎ狅犳犱犻进行平稳性

（ＡＤＦ）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

ｌｎ狅犳犱犻与ｌｎ犚变量的犘 值均小于０．０１，通过１％的

统计水平检验，故拒绝原假设，说明两个指标皆为时

间平稳序列，可以直接构建无约束的ＶＡＲ模型。

表１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ＡＤＦ检验值 犘值 检验类型（犆，犜，犘）是否平稳

Ｌｎｏｆｄｉ ７．３０２８５９ ０．００１８ （Ｃ，０，２） 平稳

ＬｎＲ ３．４４７２６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 平稳

　注：检验形式（犆，犜，犘）分别代表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

４．２　确定最优滞后期

选择系统内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期是ＶＡＲ模

型的关键。选择了不恰当的滞后期会对分析结果造

成不利影响，如果滞后阶数过小，残差可能存在自相

关，并导致参数的不一致估计；如果所选滞后阶数

过大，待估参数过多，会大大降低模型的自由度，直

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由表１可知，两个指标皆为平稳数列，符合构建

ＶＡＲ模型的基本要求。进一步，为了确定模型的具

体形式，需找出该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这里使用

ＡＩＣ信息准则、ＳＣ信息准则及ＬＲ统计量来确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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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滞后期。在分析中，能够使得上述信息准则最小

的滞后期数即为最优滞后期。如果ＡＩＣ与ＳＣ准则

并非同时取得最小数值，则根据似然比ＬＲ统计量

进行取舍。结果如表２所示，当滞后期为３时，ＡＩＣ

与ＳＣ均达到最小值，故本文选择滞后阶数为３的

ＶＡＲ模型。

表２　犞犃犚模型最优滞后阶数检验值

Ｌａｇ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０ ３５．２８４０３ ＮＡ ２．１１Ｅ０６ ７．３９６４５ ７．３５２６２３ ７．４９１０３

１ ５５．２９６２ ２６．６８２９ ６．３２Ｅ０８ １０．９５４７１ １０．８２３２３ １１．２３８４５

２ ７１．４３３０６ １４．３４３８７ ５．３６Ｅ０９ １３．６５１７９ １３．４３２６５ １４．１２４６９

３ ７９．８２３０７ ３．７２８８９６ ４．３４ｅ０９ １４．６２７３５ １４．３２０５６ １５．２８９４１

在确定最优滞后期后，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８．０进行分析，估计出的ＶＡＲ模型如下：

ｌｎ犚

ｌｎ狅犳
［ ］犱犻 ＝

－０．１５４４６４［ ］－４．７７４０３０
＋
０．４３８２８３　　 ０．００４４９１

－１０．７３８４０　
［ ］０．９８５００７

ｌｎ犚狋－１

ｌｎ狅犳犱犻狋
［ ］

－１

＋
－０．０．４４９６７４　　０．００７２９８

－３２．５３９９４　　
［ ］－０．３０５５８６

＋
０．４３８２８３　　 ０．００４４９１

－１０．７３８４０　
［ ］０．９８５００７

ｌｎ犚狋－２

ｌｎ狅犳犱犻狋
［ ］

－２

＋
－０．１０４２７９　　－０．００４３２５

－２．９１７３３８　　　
［ ］０．４２０３３２

ｌｎ犚狋－３

ｌｎ狅犳犱犻狋
［ ］

－３

＋
ζ１狋

ζ２
［ ］

狋

４．３　稳定性检验

估计出的 ＶＡＲ模型需要进行稳定性检验，如

果模型不稳定，则估计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的。本文

首先用ＡＲ根图进行检验，结果如图３所示。ＡＲ

根图的判断标准为，如果被估计的 ＶＡＲ模型所有

根模的倒数小于１，即位于单位圆内，则其是稳定

的，反之，若ＶＡＲ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大于１，即

都在单位圆外，则该模型是不稳定的，如果模型不稳

定，某些结果将是无效的。

图３　ＶＡＲ模型的ＡＲ根

根据图３可知，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处于单位圆

内，表明选取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

以进一步进行分析。可见本文估计选择的ＶＡＲ模

型是稳定的，模型估计结果是有效的。在模型稳定

有效的基础上，可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产业结构

与对外直接投资指标相互间的冲击响应，刻画出各

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４．４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变量影

响关系的一种思路，是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

播到各变量的，描绘了在一个扰动项上加上一个一

次性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

影响。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８．０对ｌｎ犚和ｌｎ狅犳犱犻的脉冲响

应关系进行分析，为了较为直观地展示两者之间的

长期关系，本文选取的是滞后期数为４０期的脉冲响

应模型，模型结果如图４与图５所示。

图４　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

图５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脉冲响应

从图４可以看出，当在初期给对外直接投资一

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冲击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并未

发生变化。之后，在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对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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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产生正响应，并在第３期达到最大值，这表明

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滞后效

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明

显的带动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对

外直接投资的响应呈波动形式，在第３期达到最大

正响应，在第６期达到最大负响应，之后波幅逐渐变

小，响应越来越弱。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

冲击对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影响较大，呈现一定的

波动性。总体来说，正响应要大于负响应。可见，中

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产业结

构的升级具有正向带动作用。

从图５可以看出，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响应大致相反。短

期看来，当在本期给产业结构升级一个标准差单位

的正冲击后，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响应，且在第４期

达到最大负响应，这表明在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对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滞后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动

会给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明显的抑制作用。长期看

来，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响应呈现一定

的波动，且波幅逐渐变小直至收敛。总体来说，负响

应要大于正响应。可见，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不能

促进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４．５　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ＶＡＲ模型中对外直接投

资冲击给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影响，而要分析对

外直接投资冲击对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贡献度，并

评价对外直接投资冲击的重要性，则需建立方差分

解模型。方差分解是把内生变量中的变化分解为对

ＶＡＲ的分量冲击。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ＶＡＲ中

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

息。基于上文估计出的 ＶＡＲ模型进行方差分解，

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

不考虑产业结构自身的贡献率，对外直接投资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率初期为０，之后逐渐增加，

并在第３期达到最大贡献率９．３９％，短期有所波

动，但长期趋于稳定，最终稳定在７．３％左右。这表

明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

国产业结构升级虽有作用，但效果较为微弱。

５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

影响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的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产业结

构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对三次产业所占比

重的影响程度如何，需要建立回归方程做进一步的

分析。

选取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

资规模为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第一二三产

业比例为被解释变量，各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由于

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

之和为１，变量间存在共线性，故分别进行三次一元

线性回归分析。犡犻（犻＝１，２，３）分别表示第犻产业

所占ＧＤＰ的比重。

由上述分析可知，ｌｎ犚 与ｌｎ狅犳犱犻均为平稳序

列，可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下面对ｌｎ狓１、ｌｎ狓２、ｌｎ狓３

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发现ｌｎ狓１、ｌｎ狓２、ｌｎ狓３ 均

为非平稳序列，ｌｎ狓１ 取一阶差分（犱ｌｎ狓１）为平稳序

列，服从一阶单整，ｌｎ狓２、ｌｎ狓３ 取二阶差分（犱２ｌｎ狓２、

犱２ｌｎ狓３）为平稳序列，服从二阶单整，ｌｎ狅犳犱犻通过差

分降阶处理，其一阶差分 （ｄｌｎ狅犳犱犻）、二阶差分

（犱２ｌｎ狅犳犱犻）均为平稳序列，分别服从一阶单整、二阶

单整。对存在单位根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

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如下：

犱ｌｎ狓１＝β０＋β１犱ｌｎ狅犳犱犻＋犲１

犱ｌｎ狓２＝β２＋β３犱２ｌｎ狅犳犱犻＋犲２

犱ｌｎ狓３＝β４＋β５犱２ｌｎ狅犳犱犻＋犲３

表３　三次产业占比与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检验 犘值 是否平稳

犲１ ４．２９０４５７ ０．０１１９ 是

犲２ ４．３３４４５５ ０．０１１２ 是

犲３ ５．１５４２９５ ０．０１５１ 是

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如表３所示。检验

结果表明各变量残差项的犘值均小于０．０５，故残差

项平稳，满足协整关系，表明原序列（ｌｎ狓１、ｌｎ狓２、ｌｎ狓３

与ｌｎ狅犳犱犻）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基于上述研究，

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产业

结构调整的相关关系估计如下：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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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犚＝－０．１４９＋０．００９ｌｎ狅犳犱犻

（－２７．４１）（８．１１）调整后的犚２＝０．８５５

ｌｎ狓１＝－１．９３８－０．０７３ｌｎ狅犳犱犻

（－５０．８３）（－９．８５）调整后的犚２＝０．８９７

ｌｎ狓２＝－１．９３８－０．０７３ｌｎ狅犳犱犻

（－１９．１）（－３．１０）调整后的犚２＝０．４３９

ｌｎ狓３＝－１．００５＋０．０３８ｌｎ狅犳犱犻

（－３５．６２）（７．０３）调整后的犚２＝０．８１５

注：（）内的值均为狋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的水平上显著。各个变量狋检验的相伴随

概率均小于５％，说明各个方程中变量都通过了狋检

验。因此，变量是显著的。除了第二个方程拟合度

偏低外，其他方程拟合度较好。

由回归结果可知，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１％，产业结构升

级指标增加０．００９％。分三次产业来看，中国对“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对第一产业

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次之，对第二产业影响最小。第

一二产业占比与中国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存量负相

关，直接投资存量增加１％，将使第一二产业占比分

别降低０．０７３％和０．０２％，第三产业占比与直接投

资正相关，中国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存量增加１％，

将带动第三产业占比增加０．０３８％。

６　结论

本文通过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中国对“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及中国三次产业增加

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基础数据，构建相应指标，运

用ＶＡＲ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在“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定性分析，同时

运用ＯＬＳ回归对其相关关系展开定量研究，得出如

下结论：

①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

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稳定的相互影响关系，且

前者对后者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较弱，仅为

７．３％；反之，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不能促进中国

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

②通过回归结果可知，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每增加１％，可带动产业结构

升级指标增加０．００９％。分三次产业来看，中国在

该区域的直接投资存量会抑制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

１％，将使第一二产业占比分别降低０．０７３％和

０．０２％，使第三产业占比增加０．０３８％。

③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促进中国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２０１３年底，习总书记提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该区域沿线国家的巨

大发展潜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中国投资者的

目光聚焦在该区域，进一步发掘了该区域沿线国家

的投资潜力，这对当今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

言，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可见，在未来，中国政府

坚持“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不动摇具有积极正面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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