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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过

去的8年多来，中国同合作伙伴一道，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理念，以“硬联通”为方向，以“软联通”为支撑，

以“心联通”为纽带，在世界经济衰退中寻找新机，

在与保护主义抗争中深化合作，为各国恢复增长提

供了动能，为国际合作开辟了空间，如今“一带一

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当

前，面对全球疫情和国际风云变幻，“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稳步前行，投资稳步推进，既为全球抗击疫

情、保障民生注入新动能，也为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复苏经济提供了新支撑。

2020年以来，虽然疫情给世界造成了全方位冲

击，但疫情下的“一带一路”合作并没有按下“暂停

键”，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坚毅前行，经贸合

作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1年，在全球对

外投资缩水的背景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额达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对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1384.5亿元，同比增长7.9%，占对外

投资总额的14.8%。2013—2020年，我国企业对“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1359.2亿美元，

年均增幅达5.7%。在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不断

扩大，涉及到全球诸多经济区域，跨国企业投资领

域越来越广，投资金额不断增加，经济投资安全成

为对外投资中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因素，构建中国海

外投资安全保障体系的任务刻不容缓。

二、“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经济安全的理论

基础

（一）理论基础

在对外投资理论中，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以及对

投资区位的选择至关重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

择以阿隆·戈登（Aaron Gordon）的直接投资区位选

择理论最为著名，并在约翰·邓宁（John Harry Dun-

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李

天德等（2007）认为在我国构建“大开放、大安全”的

战略背景下，应该树立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

运用主动性的防御战略，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充分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作战，搭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国家经济安全网络，并从国家经济安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8 周年，国际投资合作稳步推进，后疫情时代下我国的对外投资安全十分重

要。本文通过计算“一带一路”120 个共建国家 2010—2020 年的 9 个经济指数进行量化建模，测度其投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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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角度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战略选择做出新的诠

释。赵蓓文（2015）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

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

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

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环境，在经济全

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要考虑

规模，还要考虑效率和质量，因此必须慎重考虑可

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因素，预先防范以避免海外利益

受损。吴哲能（2018）认为在新形势下研究中国对

外投资需要明确“投资国”意识，需要确立海外资产

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认知，重点关注东道国如何看

待来自中国的对外投资，保护包括我国海外直接投

资在内的整体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

（二）影响因素

自经济安全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

其进行了研究，综合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本文

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归为经济发展现状、经

济活力、经济稳定性、经济开放度以及经济结构五

个方面。

（1）经济发展现状，指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程度，

主要包括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与东道国的战略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水平。毕学成等（2020）在衡量区

域风险时将经济基础作为衡量体系的一个维度，并

以GDP增长率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同时，本文

基于毕学成人均GDP增长率指标，创新应用就业人

口人均GDP来衡量国家的经济活力。

（2）经济活力，指东道国呈现出的在未来一定

时间内的发展潜力，主要包括东道国的生产能力、

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市场规模等方面。日本公司债

务研究所在对国家风险研究时将经济发展潜力纳

入评价体系之中。

（3）经济稳定性，指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

调发展的能力，具体包括货币稳定和经济增长率变

动稳定两个方面。顾海兵等（2016、2017）在衡量国

家经济安全能力时，认为通胀率和GDP增长率是衡

量宏观稳定的重要指标。赵英设计的国家经济安

全监测指标体系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

膨胀率等衡量国内经济状况的指标。

（4）经济开放度，指一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和

对国际经济的依存程度，主要包括贸易开放度和投

资开放度两个方面。顾海兵、张敏（2017）认为衡量

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依存度。美

国银行家梅耶根据对国际上18家银行、跨国公司的

国际风险监测指标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将经济安全

指标体系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反映国家宏观经济

状况的指标体系，包括投资和外贸占GDP的份额等

指标。

（5）经济结构，指在比较优势下有效发挥对外

投资的跨国资源配置能力，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杜

旭宇（1999）认为衡量国家经济安全与否的指标之

一是该国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以及产业之间发展是

否均衡，导致一国经济非安全的因素之一是该国的

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

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安全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基本情况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基于齐银山（2011）等学者

的研究选取各个国家的GDP作为经济发展现状指

标。基于周纲等（1999）、冯伟等（2011）、顾海兵等

（2017）学者的研究选取GDP增长率并创新应用就业

人口人均GDP作为经济活力的衡量指标。在衡量市

场规模时，选取各个国家的人均 GDP 作为衡量指

标。在衡量经济稳定性时，除了选取通货膨胀率指

标来衡量，本文通过计算东道国5年GDP增长率标

准差来测度该国经济增长变动情况。基于欧阳碧

媛等（2016）、顾海兵等（2017）等学者的研究选取对

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外投资依存度两个指标来衡量

经济开放度。应用产业经济学衡量产业结构差异

的经典方法泰尔指数作为本文衡量经济结构的指

标，计算公式如式（1）。

TL =∑
i = 1

n (Yi

Y
)ln(Yi

Li

/Y
L
)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投资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变量数据包括2010—2020

年“一带一路”120个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指数、生产

能力指数、经济增长速度指数、市场规模指数、货币

稳定指数、经济增长率变动指数、贸易开放度指数、

投资开放度指数、经济结构指数9个指数。对于部

分缺失国家的年份数据，利用趋势函数、均值以及

份额补齐等方法进行计算填充，所用各国数据来源

于世界银行（WD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EPS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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