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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莉１，２， 田　 媛３

（１. 武汉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２.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摘　 要： 随着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 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移民也越来越多。 文章分析

了近 ２０ 年的 ２０ 个 “一带一路” 国家和中国移民的数据， 考查了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结果

显示： “一带一路” 国家的华人移民投资活动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东道国非居民的专利申请、 专有技术的

知识积累、 技术创新对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华人移民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了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２０ 个 “一带一路” 国家中， 华人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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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中国对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有了快速的增长。
与此同时， 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额显著增长趋

势。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９ 年我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的 ５６ 个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 １５０. ４ 亿

美元， 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 １３. ６％。 伴随

着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资企业数量的增加、 沿线

各国移民政策程序的简化以及相关投资优惠政策的出

台， 我国向东道国的国际移民输出也呈现出增长趋势，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末， 我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华

人华侨数量达到了 ４０００ 多万 （贾益民等， ２０１９）。 中

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海外并购和技术投资的

规模不断增长，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移民迎来了一

个快速增长的时代， 根据 《中国国际移民报 告

（２０２０）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内地移民的前 ２０ 个目的国中有

７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新加坡 （３８. ０１ 万人）、
孟加拉国 （１６. ４９ 万人）、 印度 （１０. ８３）、 泰国 （７. ７６
万人）、 印度尼西亚 （７. ５５ 万人）、 俄罗斯 （５. ６２ 万

人）、 菲律宾 （３. ７ 万人）。
关于 “一带一路” 国家的范围， 有广义上的

“一带一路” 倡议国家， 也有中观意义上的 “一带一

路” 倡议国家， 具体的范围划分参见第三部分的样

本选择。 根据官方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中

国已经同 １４０ 个国家和 ３２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２０６ 份共

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①。 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

性， 文章的研究范围主要为中观意义上的 “一带一

路” 国家， 主要包括中亚五国、 西亚、 南亚和俄罗

斯、 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国。 这个是基于中观意义上

的 “一带一路” 范围。 当 “一带一路” 刚被提出之

时胡鞍钢 （２０１４） 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分为三大

层段： 中亚经济带 （包括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

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环

中亚经济带 （涵盖中亚、 俄罗斯、 南亚和西亚）； 亚

欧经济带 （包括环中亚地区、 欧洲和北非）。 刘政

（２０１９） 在环中亚经济带的基础上划分了中观意义上

的 ２０ 个 “一带一路” 国家， 包括中亚五国 （即哈萨

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 土库曼斯坦）、 南亚四国 （阿富汗、 印度、 巴基

斯坦、 孟加拉）、 西亚八国 （伊朗、 以色列、 阿塞拜

疆、 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土耳其、 约旦、 沙特阿拉

伯） 和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三国。 考虑到这

２０ 个中观意义上的国家与我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

方面的交流， 且较早参与到 “一带一路” 合作共建

中， 因此文章采用这 ２０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目前大部分有关海外华人移民的研究文献， 聚焦

移民对于我国对外投资以及两国的双边贸易的影响，
把我国作为研究主体， 缺乏对移民目的国的考察。 在

对外投资方面， 有文献研究了海外华人网络通过降低

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间接促进中国对外投

资， 且这种正向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文化差异

大和制度质量低的东道国更明显 （袁海东、 朱敏，
２０１７）。 还有文献在双边贸易方面进行了研究：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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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
中国一带一路网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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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网络主要通过直接通道效应促进对外贸易

（王云飞、 杨希燕， ２０１５）， 对双边进、 出口额有正向

影响， 且与华人移民在东道国所占人口比例无关

（刘政等， ２０１９）。 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在中国的国际

贸易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促进作

用具有地域性的差异， 张晓毅 （２０１９） 认为中国海

外移民网络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集约边际

具有显著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促进作用， 但在扩展

边际方面具有负向作用； 赵永亮 （２０１２） 认为华人

移民网络在拉丁美洲、 非洲这类新兴经济体中成本克

服效应更为显著， 而在亚洲及北美地区移民消费偏好

效应更突出等。 近年来， 也有很多文献研究了关于移

民和东道国的发展问题。 移民不仅通过自主研发为自

己的生产领域做出了贡献， 还通过外部性提高了东道

国发明者的生产率， 在其他领域做出了贡献 （Ｕｆｕｋ
Ａｋｃｉｇｉｔ， ２０１７）。 那么， 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的人力资

本结构有没有影响？ 这种影响有没有影响到东道国的

经济增长？ 部分文献中仅提到了人力资本结构对于经

济增长的影响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Ｆａｓｓｉｏ， ２０１９）， 更多的学者

认为华人移民是提升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以及两

国双边贸易的关键因素， 而忽视了华人移民对于东道

国人力资本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此， 文章

选取胡鞍钢 （２０１４） 和刘政 （２０１９） 划分的中义上

的 ２０ 个 “一带一路” 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在对跨国

移民、 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文献梳理的

基础上， 利用 ＣＳＭＡＲ 国泰安数据库、 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 中经网等数据库的数据， 以人力资本作

为中介变量， 研究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相较于现有文献， 文章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探究华人移民与这 ２０ 个移民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构、
经济增长的关系， 剖析移民影响东道国经济的作用路

径， 研究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针对东

道国异质性， 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 与

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中， 华人移民有什么不同程

度的影响。 文章其余部分结构为： 第二部分对中国与

中观意义上的 “一带一路” 国家合作现状进行梳理；
第三部分为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

果与分析；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对策建议。

２　 中国与中观意义上的 “一带一路” 国家合作

现状

２.１　 中观意义层面 “一带一路” 国家华人华侨概况

随着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不断增多和两国贸易往

来的不断密切， 在俄罗斯从商和工作的华人越来越

多， ２０１８ 年年末， 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人达到了 ９９. ８

万人， 尽管大多数华人从事商业贸易， 并未在俄罗斯

定居， 但庞大的华人网络有助于消除两国之间无形的

贸易障碍， 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 在乌克兰和白俄罗

斯的华人主要是中资企业的员工和留学生， 目前这两

个国家的华人分别为 ８０００ 人和 ５０００ 人。 中国向中亚

国家的移民主要集中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 这三个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分别

为 １ 万人和 ８０００ 人， 这些华人主要开展油气、 工业、
农业、 能源类、 交通、 化工、 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项目合作。 在南亚： 中国向南亚的移民主要流向孟加

拉国 和 巴 基 斯 坦， 据 《 中 国 国 际 移 民 报 告

（２０１８） 》， 中国每年有 １７. ８７ 万人移民孟加拉国，
其原因在于中国与孟加拉国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孟

加拉国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工程承包市场， 在孟

华人主要从事纺织、 铁路、 通信和城市建设等项目。
在西亚： 西亚的华人华侨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 目

前沙特阿拉伯的华人华侨约有 ３ 万， 以从事小商业、
旅店等服务业为主， 少数人在沙特政府部门、 商工

会、 学校、 企业等任职。
２.２　 中国对中观意义层面 “一带一路” 国家投资

现状

　 　 当前， 中国对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

投资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 电力和生

产供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 其中， 制造

业是最大产业， ２０１８ 年投资流量达 ５８. ８ 亿美元， 增

长速度最快， 同比增长 ４２. ６％， 占比接近对 “一带

一路” 相关国家总投资的 １ ／ ３， 达 ３２. ９％。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额不断增

大， ２０１８ 年 投 资 额 达 ３７. １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３７. ７％， 占比 ３０. ３％。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

来， 中国加快了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步伐， 积极推动国

内企业 “走出去”， 我国的投资数量和投资质量均有

所提高。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对南亚的

投资一直呈现总体增长， 局面波动增长的趋势， 投资

额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达到局部区域的峰值 １. ３８
亿美元和 １. 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９３％ 和 １７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我国对西亚八国的对外投资基本维持

增长态势， 在 ２０１７ 年骤然减少， 但在之后的两年又

恢复增长趋势。 我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波动比较大，
２０１２ 年我国对中亚地区投资额突破了 ３. ３７ 亿美元，
是当年对 “一带一路” 国家中投资量最大的地区， 但

随后投资开始下降， 直到 ２０１５ 年下降到谷底后触底

反弹， 此后的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投资额增幅较大，
２０１７ 年同比增长了 １１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我国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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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流量也呈现出平缓的增长趋势， 在 ２０１４ 年稍

有下降， 但在 ２０１５ 年又马上恢复增长， 总投资流量

突破 ３ 亿美元， 但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我国对欧洲的投

资逐年下降， 在 ２０１９ 年变为负数， 说明此时已转化

为欧洲对我国进行投资。

图 １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ｈｔ⁃

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我国对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也逐年攀升， “一带

一路” 国家的经济也逐年增长。 这种经济增长的背

后是否有华人移民的推动， 华人移民是否对东道国

的人力资本结构具有改善作用， 或者说， 华人移民

能否对东道国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从

而进一步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 这需要通过定量研

究来加以分析说明， 于是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

型来分析 ２０ 个中义上的 “一带一路” 国家的华人

移民、 人力资本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

３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３.１　 样本选择

近年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数量在不断

增加， 文章在官方发布的信息与胡鞍钢 （２０１４） 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内涵意义分析的基础上， 并借

鉴了刘政 （２０１９）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华人

移民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分

类， 将 “一带一路” 覆盖的国家与地区划分为狭

义、 中义与广义三个层面。 狭义包括中亚五国 （即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中义是在狭义基础之上又

包括南亚四国 （阿富汗、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

拉）、 西亚八国 （伊朗、 以色列、 阿塞拜疆、 亚美

尼亚、 格鲁吉亚、 土耳其、 约旦、 沙特阿拉伯） 和

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广义是指现阶段与我

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所有国家。 由

于中义层面的 “一带一路” 国家与我国有着密切的

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因此选择这 ２０ 个国家作

为研究对象更具代表性。

表 １　 样本国家

哈萨克斯坦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吉尔吉斯斯坦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塔吉克斯坦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乌兹别克斯坦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土库曼斯坦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阿富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印度

（Ｉｎｄｉａ）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孟加拉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伊朗

（Ｉｒａｎ）

以色列

（Ｉｓｒａｅｌ）

阿塞拜疆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亚美尼亚

（Ａｒｍｅｎｉａ）

格鲁吉亚

（Ｇｅｏｒｇｉａ）

土耳其

（Ｔｕｒｋｅｙ）

约旦

（Ｊｏｒｄａｎ）

沙特阿拉伯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乌克兰

（Ｕｋｒａｉｎｅ）

白俄罗斯

（Ｂｅｌａｒｕｓ）

３.２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３.２. １　 主要变量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水平用该国的人均 ＧＤＰ 衡量，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中国海外移民 ｍｉｇ ｉ， ｔ ： 刘政等

（２０１９） 使用东道国的移民存量作为华人移民的指标

来分析华人移民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基于移民

数据的可获得性， 文章选取了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 ２０ 个中义层面

“一带一路” 国家的移民数据， ｔ 期数据分别对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每隔 ５ 年的数据。 人力资本 ｐａｔ ｉ， ｔ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２０１５） 使用专利引用作为欧洲移民到美国

创造知识的代理变量，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 文章参考

这篇研究将 “非居民专利申请、 专有技术” 数作为

移民影响知识积累成果的代理变量。
３.２.２　 控制变量

“一带一路” 国家人口增长率 ｐｏｐ ｉ， ｔ ： 胡鞍钢等

（２０１２） 将人口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了经济增长

的原因， 并得到了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

响的结论； 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ｉ， ｔ ： 陈继勇和陈大波

（２０１７） 研究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

开放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得到了贸易自由度

对经 济 增 长 有 促 进 作 用 的 结 论； 政 府 消 费

ｇｏｖ＿ ｃｏｓｔ ｉ， ｔ ： 陈建宝等 （２０１７） 基于 ＭＳ－ＶＥＣＭ 模

型研究了我国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证明了政

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存在着互相制约的稳定均

刁莉， 等： “一带一路” 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前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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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关系； 人均收入情况 ｐｉｎｃｏｍｅｉ， ｔ ： 马进 （２０１８） 研

究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

的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 ２。

表 ２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简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ｇｄｐｉ， ｔ 人均 ＧＤＰ
东道国 ｉ 在 ｔ 期的人

均 ＧＤＰ
世界银行

ｍｉｇｉ， ｔ 华人移民
中国在第 ｔ 期 （年） 对

东道国 ｉ 的移民存量

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

ｐａｔｉ， ｔ 人力资本
东道国 ｉ 在 ｔ 期 （年）

的非居民专利申请数
ＣＳＭＡＲ

ｐｏｐｉ， ｔ 人口增长率
东道国 ｉ 在 ｔ 期的人口

增长率
中经网

ｏｐｅｎｉ， ｔ 贸易开放度

东道国 ｉ 在 ｔ 期 （年）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世界银行

ｇｏｖ＿ ｃｏｓｔｉ， ｔ 政府消费
东道国 ｉ 在 ｔ 期 （年）

的政府消费
中经网

ｐｉｎｃｏｍｅｉ， ｔ 人均收入
东道国 ｉ 在 ｔ 期 （年）

的人均收入水平
ＣＳＭＡＲ

３.３　 模型设定

３.３. １　 基本回归模型

基于增长模型， 引入移民影响知识积累成果的代

理变量来扩展增长模型并建立文章的基础计量模型：
ｌｎｇｄｐ ｉ， ｔ ＝ α ＋ β１ ｌｎｍｉｇ ｉ， ｔ ＋ β２ ｌｎｐａｔ ｉ， ｔ ＋ β３Ｚ ｉ， ｔ ＋ ε ｉ， ｔ

（１）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ｇｄｐ ｉ， ｔ 表示 “一带一路” 国家

ｉ 在 ｔ 期的人均 ＧＤＰ； ｍｉｇ ｉ， ｔ 表示中国在第 ｉ 期 （年）
对 “一带一路” 国家 ｉ的移民存量； ｐａｔ ｉ， ｔ 为 “一带一

路” 国家 ｉ在 ｔ期 （年） 的非居民专利申请数； Ｚ ｉ， ｔ 为

控制变量， 代表其他可能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因

素， 包括 “一带一路” 国家人口增长率、 贸易开放

度、 政府消费以及人均收入情况； ε ｉ， ｔ 是随机扰动项。
α 代表常数项， β１ 表示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

影响系数， β２ 表示中介变量 （人力资本） 对东道国经

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β３ 表示控制变量对东道国经济增

长的影响效应。
３.３.２　 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华人移民可以通过激励东道国的模仿性知

识积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在此采用中介效应模型

来检验。 探究自变量 Ｘ对因变量 Ｙ的影响时， 若 Ｘ通

过影响变量 Ｍ 来影响 Ｙ， 则称 Ｍ 为中介变量。
Ｙ ＝ αＸ ＋ ε （２）

Ｍ ＝ βＸ ＋ ε （３）
Ｙ ＝ ｃ１Ｘ ＋ ｃ２Ｍ ＋ ε （４）
前文的分析表明华人移民通过推动东道国人力资

本增长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为验证该假设， 文章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的中介效应模型建立

了如式 （５） 至式 （８） 所示的中介效应模型。
ｌｎｇｄｐ ｉ， ｔ ＝ α０ ＋ ａｌｎｍｉｇ ｉ， ｔ ＋ ε ｉ， ｔ （５）
ｌｎｐａｔ ｉ， ｔ ＝ α０ ＋ ｂｌｎｍｉｇ ｉ， ｔ ＋ ε ｉ， ｔ （６）
ｌｎｇｄｐ ｉ， ｔ ＝ α０ ＋ ｃ１ ｌｎｐａｔ ｉ， ｔ ＋ ｃ２ ｌｎｍｉｇ ｉ， ｔ ＋ ε ｉ， ｔ （７）
将式 （６） 代入式 （７） 中可得：
ｌｎｇｄｐ ｉ， ｔ ＝ α０ ＋ （ｂｃ１ ＋ ｃ２）ｌｎｍｉｇ ｉ， ｔ ＋ ε ｉ， ｔ （８）
式 （５） 中， 以东道国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

华人移民为解释变量， 研究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

影响的总效应 ａ ； 式 （６） 中以东道国知识积累模

仿和技术进步所代表的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 以

华人移民为解释变量， 研究华人移民对人力资本的

影响 ｂ ； 式 （７） 在式 （５） 的基础上加入了中介变

量人力资本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华人移民对东

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ｃ１ 表示人力资本对于经

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ｃ２ 表示华人移民对于经济增长

的直接效应； 式 （８） 是对式 （６） 和式 （７） 的整

合， 其中 ｂｃ１ 表示移民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如果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则需证明

式 （５） 中的系数 ａ 是显著的， 同时， 式 （６） 中的

系数 ｂ 和式 （７） 中的系数 ｃ１、 ｃ２ 也必须是显著的。
若 ｂ 和 ｃ１ 乘积的符号与 ｃ２ 的符号一致， 则证明华人

移民既可以直接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 也可以通过

影响东道国人力资本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 若式

（１） 中 ａ 显著， 但式 （５） 中系数 ｂ 和式 （６） 中系

数 ｃ１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 则需要进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

验， 检验结果显著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陈晓等，
２０２０）。

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４.１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３ 为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可

看出变量之间没有很强的相关性。 为检验稳健性做了

ＶＩＦ 检验， 膨胀因子最大为 ４. ８， 平均值为 ２. ６８， 远

小于 １０， 表示无严重共线性，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

归分析。
４.２　 基本回归分析

首先对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总体效应进

行检验，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发现不能拒绝 “不存在

个体固定效应” 的原假设， 故选择 “随机效应” 进

行检验， 并采用稳健的标准误进行估计， 为检验结果

中国市场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４ 期 （总第 １１５９ 期）前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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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健性， 加入 “混合回归” 做对比参照。 在表 ４
的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中没有加入华人移民这个

核心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 移民促进东道国模仿性知

识积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表 ４ 的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中加入华人移民的解释变量，
两个模型的实证结果都表明华人移民对 “一带一路”
区域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 ３　 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ｐｉｎｃｏｍｅ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ｍｉｇ ｌｎｐｏｐ ｌｎｇｏｖ＿ ｃｏｓｔ ｏｐｅｎ
ｌｎｇｄｐ １

ｌｎｐ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９６５∗∗∗ １
ｌｎｐａｔ ０. ３７２∗∗∗ ０. ３６１∗∗∗ １
ｌｎｍｉｇ ０. １０６ ０. １２８ ０. ５１２∗∗∗ １
ｌｎｐｏｐ － ０. ０６４０ － ０. ０４３０ ０. ６５２∗∗∗ ０. ５４９∗∗∗ １

ｌｎｇｏｖ＿ ｃｏｓｔ ０. ２４５∗ ０. １９１ ０. ２９５∗ ０. ４４７∗∗ ０. １５４ １
ｏｐｅｎ ０. ０４６０ ０. ０６２０ －０. ３４４∗∗∗ －０. ２５２∗ －０. ５７４∗∗∗ ０. ３２９∗∗ １

平均值 ７. ５０７１ ８. ６６６９ ５. ６９９４ ７. ７４３６６１ １０. ０３６８ １１. １３１３ ４５. ３５１２
标准差 １. ３０１６ ０. ９８５３ ２. ４１２６ ２. ２７７７ １. ５３９５ ３. ０１７８ １３. ０６０６

表 ４　 总体回归结果

变量 ＰＯＬＳ 模型 ＲＥ 模型 ＰＯＬＳ 模型 ＲＥ 模型

ｌｎｐｉｎｃｏｍｅ
１. ２７４∗∗∗

（１７. ４０）

０. １６３∗∗∗

（１９. ２５）

１. ３２９∗∗∗

（１１. ７３）

０. １７７∗∗∗

（１９. ８５）

ｌｎｐａｔ
０. ０７３∗

（１. ８０）

０. ０７∗∗

（２. ３９）

０. ０６９∗

（１. ８１）

０. ０７∗∗

（２. １９）

ｌｎｇｏｖ＿ ｃｏｓｔ
０. ０４４∗∗

（２. １５）

０. ００４∗

（１. ６９）

０. ０３５

（１. ２０）

－ ０. ０３∗

（１. ８５）

ｌｎｐｏｐ
－ ０. １８６∗∗∗

（４. ３８）

－ ０. ０２１∗∗∗

（４. ４４）

－ ０. ０９５∗

（１. ７８）

－ ０. ０７

（１. ５４）

ｏｐｅｎ
－ ０. ００７∗∗∗

（３. ４４）

－ ０. ００１∗∗∗

（３. ５０）

－ ０. ００５

（１. ００）

－ ０. ００１∗∗

（２. ５６）

ｌｎｍｉｇ
０. ６５∗∗

（２. ３８）

０. １３∗

（１. ８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２. １８４∗∗

（２. ６８）

０. ７５５∗∗∗

（７. ４６）

－ ２. ４２３

（１. ６３）
０. ６２５∗∗∗

（５. ３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５ ８５ ６０ ６０

　 　 注：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

水平上显著。

４.３　 稳健性检验

由于 “一带一路” 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较大差距， 各国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不同。 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进行知识积累和创新活动的类型也

不相同， 华人移民在促进东道国知识积累和促进经济

增长上的影响也有差异。 而在文章选取的 ２０ 个中义

层面 “一带一路” 国家中，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

克兰、 少数南亚国家相对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较好， 而

中亚、 西亚与部分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为落

后， 故在此以区域作为划分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组

检验。

由表 ５ 检验结果看， 不同地区华人移民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是不同的。 从实证结果来看， 中亚国家非居

民专利申请数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而移民与经济增

长的影响系数为负， 出现这样的结果， 可能的原因

有： ①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中亚国家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

移民潮， 例如 １９９２ 年的斯拉夫人移民潮、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６ 年的迁移高峰， 以及 ２００７ 年俄罗斯实施 “侨胞

自愿迁居俄罗斯计划” 后中亚国家中大量受过高等

教育的专家和熟练技术人员移民俄罗斯， 这几次大规

模的移民潮造成了数百万的劳务移民流向俄罗斯等

国， 本地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中亚国家的经济造成冲

击， 导致实证检验结果与预期产生偏差。 ②可能由于

中亚国家存在腐败现象导致利润少报、 不按实际上报

的情况， 从而影响实际的经济增长。 《腐败指数报

告》 （透明国际） 表明， 近几年在大约 １７５ 个被考察

的国家中中亚五国的腐败情况一直在倒数 １ ／ ３ 的位

置。 刘俊霞 （２０１８） 关于中亚投资条约仲裁案件的

实证研究表明，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已完成仲裁程序

的案件中涉及中亚五国腐败问题的约有 １１ 起， 占比

达 ５７. ９％。 腐败程度高会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 从而

影响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并阻碍外国资本的流入，
这严重影响了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 从而可能导致实

证结果与预期不符。
从表 ５ 中还可以看出， 华人移民的专利知识产权

对南亚国家和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的经济发展

有明显影响， 但经济增长不明显， 南亚国家人口众多

且工业基础薄弱， 对劳动力的吸收有限， 无论是进行

模仿性技术活动还是创新性技术活动， 对人力的需求

都较少， 因此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仅仅为小部

分的推波助澜。 而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三国回

刁莉， 等： “一带一路” 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前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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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不显著， 推测是由于自己有部分领域技术发展

水平较高， 华人移民对其模仿性活动和技术进步无法

产生显著影响。 而华人移民对于西亚各国的经济增长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是由于西亚以石油产业和石油加

工产业为主， 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 所以外来劳

动力的流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表 ５　 不同地区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中亚 南亚 西亚 俄、 白、 乌

ｌｎｐｉｎｃｏｍｅ
２. １６４∗∗∗

（１６. ２７）

１. １６９∗∗∗

（１６. ９５）

１. ３６１∗∗∗

（１３. ５２）

１. ５２３∗

（２. ５３）

ｌｎｐａｔ
０. ２９５∗∗∗

（４. ０４）

－ ０. ０３６∗

（２. ４６）

０. １３９∗∗

（２. ５４）

－ ０. ３９４

（０. ４７）

ｌｎｐｏｐ
－ ２. １５８∗∗∗

（６. ９４）

０. ０５２

（０. ３８）

０. ０１２

（０. ２１）

－ ３. ４２３

（０. ５８）

ｌｎｍｉｇ
－ ０. ３７９∗∗∗

（６. ００）

０. ０４１∗

（２. ０９）

０. ０６４∗∗

（２. ２０）

２. １１５

（１. ６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９９２∗∗∗

（５. ０６）

－３. ４６２∗∗

（２. ５６）

－４. ５６４∗∗∗

（６. ０１）

１５. ３２４

（０. ４４）

４.４　 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参考国内外期刊中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 采

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 ６ 可

知， 人力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３３４， 且偏差校

正的置信区间未包含 ０，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此外，
解释变量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为

０. １３９， 也是显著的。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华人移民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呈显著正效应， 华人移民有效促进

了 “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结构在

华人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这

是由于华人移民的先进技术鼓励了东道国进行模仿性

知识积累和创新活动， 激励了东道国技术进步， 从而

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

表 ６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
ＢＣ ９５％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中介效应
０. ３３４∗∗∗

（３. ８８）
０. ０８８１ ０. １６１４ ０. ５０６８

直接效应
０. １３９∗∗

（２. ４３）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２３６ ０. ２５４７

５　 结论与对策建议

５.１　 主要结论

文章运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每隔 ５ 年的统计数据，

实证检验了华人移民对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经

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以及通过影响东道国人力资本结

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 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 华人移民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济增

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明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的经济建设中， 华人华侨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二， 东道国非居民的模仿性知识积累、 专有技

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东道国非居民

专利申请数越多， 表明通过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越多，
即人力资本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 人力资本在华人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

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华人移民对 “一带一路” 国家

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改善了东道国

的人力资本结构， 进而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第四， “一带一路” 国家中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东道国异质性，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

为落后的国家， 如中亚和部分西亚国家， 劳动力人口

缺乏， 且低端劳动力较多， 人均 ＧＤＰ 也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 华人移民通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结构影

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发挥的正向作用比俄罗斯等国

家的作用更大。
５.２　 对策建议

通过前文的分析以及对结论的思考， 文章提出了

以下四点对策建议， 希望能更好地发挥华人华侨在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独特优势， 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第一， 发挥侨智侨商的桥梁作用， 既要 “走出

去”， 又要 “引进来”。 一方面， 中国加大对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支持和帮助的力度， 比如增加在道

路、 体育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提高这些国家对

中国以及华人华侨的友好度。 同时， 利用侨商在住在

国良好的人脉关系以及对当地政治法律、 文化环境的

较好把握， 中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对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中的先进和优质企业进行收购， 通过收购不仅

可以使国内的相关产业的短板得到补足， 也有助于国

内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 发挥好华人华侨的

桥梁作用， 以侨引侨， 以商招商， 吸引更多优质的国

外企业抓住机遇来华投资， 开展多渠道和多层次的经

济合作， 推动国内企业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发

展更全面、 更广泛、 更深入的合作关系。
第二， 充分利用侨智侨商等资源， 推动我国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 在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侨界中， 大部分华人是具有高学历

和专业知识技能的高层次人才， 相较于东道国的大部

分劳动力， 他们在国际视野、 创新理念方面具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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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因此， 要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作用， 促进当地创

新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通过技术和人才的

输出， 不仅促进当地的发展， 也有助于我国和沿线国

家更好的分工合作。 在经济发展初期， 一些在我国已

经发展成熟的技术在 “一带一路” 国家还比较新颖，
因此可以通过华人华侨促进当地模仿性知识的积累和

进步。 同时， 我国可以生产对技术要求更高的产品，
为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机会。

第三， 发挥华人华侨的纽带作用， 推动形成国内

外合作共赢的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 这要求我国

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参

加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 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我国和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不同规模、 不同技术水平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

可以加入价值链， 这既能帮助它们扫除各种障碍， 也

提高了价值链的完整性、 协调性和包容性， 构建完整

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促进物流、 信息流、 资金流的畅

通。 最重要的是， 促进华人华侨在两国劳动力市场的

跨区域流动， 通过交换彼此所需要的资金、 人力资本

和产品， 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
第四， 加强华人华侨的信息媒介功能， 降低由基

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风险。 我国目前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面临低收

益、 高风险、 中国政府出资比重过高、 经济贸易政治

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失衡等风险的威胁。 因此， 可以

通过引入国际金融机构等第三方来参与投融资， 从而

形成多边合作参与机制， 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降

低中国外汇储备的消耗， 转移中国优质富余产能的同

时要保留国内优势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
通过在各国的华人华侨来了解东道国的基本情况， 增

加对当地经济、 文化、 政治等方面的了解， 选择经济

发展程度更低、 制造业初具规模、 政治生态良好的国

家开展产能合作， 以此来防范风险的发生， 提升东道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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