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产业战略研究 

成 果 简 报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6 期 

 

 
 

本 期 要 闻 

 

 
 

◆ 学术交流持续增加 

◆ 咨询成果质量提升 

◆ 科研积累进展可喜 

 

 

 

 
 

2021年   6 月 



1 

 

【学术交流】 

1.全球发展治理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 

2021年3月20日，为继续深化团队研究并完善团队建设，团队在广东国际战

略研究院举办了题为“全球发展治理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线下专题学术

交流会议。全球发展治理是当前学界业界和政界都极其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在新

冠疫情冲击后的全球经济恢复期，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经济

发展压力，其脆弱的社会经济体系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发展治理当中，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

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团队成员就当前对相关主题的探索、研究进行了深入讨论

和交流，探讨了全球发展治理的基本模式、动态变换、政府应对的工具以及治理

面临的困难等等。 

2.全球发展治理和新型产业政策设计的逻辑； 

2021年4月13日，因创新团队发展及建设需要，团队成员在广东国际战略研

究院举办了题为“全球发展治理和产业政策设计”的线上内部专题学术交流。全

面认识和分析不同全球发展治理模式下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政策模式，对

比分析了其异同之处，梳理、分析了如何以产业政策推动全球发展治理的逻辑脉

络，提出了全球发展治理模式下的新型产业政策建议。团队成员就当前对相关主

题的探索、研究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3.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治理合作的产业政策设计 

2021年5月23日，因创新团队发展及建设需要，团队成员在广东国际战略研

究院会议室进行了题为“如何以产业政策设计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治理合作”

的内部专题学术交流。团队成员就当前对相关主题的探索、研究进行了深入讨论

和交流，如“一带一路”各国发展治理合作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对接

机会；如何才能为“一带一路”发展治理合作提供合适的产业政策；“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之间又该如何推动产业投资合作实现发展治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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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活动】 

多篇咨询报告获得上级领导批示 

——2021年2月7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教授提交的报告“全球经济治理

系列报告之九 RCEP背景下的广东农业：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获得广东省委

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批示，广东省委常委叶贞琴批示； 

——2020年6月4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提交的报告“华为遭美封

锁：建议广东尽早做好应对中美半导体‘冷战’的预案”获省委省政府采纳，广

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批示。 

【科研进展】 

论文和著作进展 

2021年上半年，创新团队成员发表共发SSCI期刊的论文1篇，CSSCI期刊的论

文3篇。文章如下所示： 

— — 韩 永 辉 教 授 的 论 文 《 Does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e 

eco-efficiency? ─A panel space estimation based on Chinese evidence》

在《Energy Policy》（一类A）上发表； 

——韩永辉教授的论文《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自准自然

实验的证据》在《财经研究》（二类A）上发表； 

——韩永辉教授的论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耦合效应

研究》在《国际贸易问题》（二类A）上发表； 

——徐丽鹤副教授的论文《房价与出口：不可贸易部门对可贸易部门的挤出

效应》在《经济研究》（一类A）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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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20年上半年创新团队成员论著摘要 

1.韩永辉（第一作者），《Energy Policy》，一类A 

成果名称：Does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e eco-efficiency? ─A panel 

space estimation based on Chinese evidence 

摘要内容：Industrial upgrad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efficiency, but existing studies ignore this aspect. Using improved 

and comprehensive measures of eco-efficiency, we assess how industrial 

upgrading influences the eco-efficiency of a certain province with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1998–2017. We find that 

industrial upgrad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efficiency and yield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ur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sh forward industrial 

upgrading decisively,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inter-regional and 

central-provincial collaboration in promoting eco-efficiency. 

 

2. 韩永辉（第一作者），《财经研究》，二类A 

成果名称：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摘要内容：双边投资协定旨在为企业跨境投资活动提供制度性保障作用,在

双边国际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与实施作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采用2004-2018年140个国家的国别面板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模

型,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双边投

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意愿并购,并提升了并购成功数量。（2）在动态效

应上,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且促进幅度逐步提升。（3）双边投

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在亚洲和非洲地区

更为显著,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对非国有企业的促

进作用更强。（4）拓展性检验发现,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质量对中国海外并购具

有显著促进效应。（5）内在机制检验发现,通过对投资协定具体条款进行分解和

量化后,"投资定义与范畴""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影响双边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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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海外并购的关键性条款。文章丰富了双边投资协定与海外并购关系领域

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及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实践提供了政策启示,

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3. 韩永辉（通讯作者），《国际贸易问题》，二类A 

成果名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耦合效应研究 

摘要内容：本文通过系统构建1995—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

合作的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

考察中国与其产能互补竞争演进状况,验证产能贸易与投资的双向耦合关系,并

通过双重差分法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竞争与合作耦合效应的政策性影响。实证

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贸易和产能投资存在双向耦合作用效

应,即滞后期的"一带一路"产能贸易和投资显著促进当期的产能贸易和投资;产

能贸易和产能投资互补竞争性在短期内耦合影响较大,长期内耦合作用较弱。异

质性检验发现,沿线发展中国家存在竞争性和互补性耦合效应,沿线发达国家存

在竞争性耦合效应,而且东亚及东盟国家呈现正向的竞争互补耦合效应,西亚及

中亚国家呈现负向竞争和正向互补耦合效应,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呈现正向的竞

争耦合效应。另外,"一带一路"倡议对产能贸易和投资互补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且随着产能贸易和投资竞合联系加深,"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作用更大。 

 

4. 徐丽鹤（第三作者），《经济研究》，一类A 

成果名称：房价与出口：不可贸易部门对可贸易部门的挤出效应 

摘要内容：本文基于2005—2013年城市层面数据,利用2010年颁布的限购政

策作为房价负向冲击的自然实验,将其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探讨房价对出口的

影响。研究发现,限购城市相对于没有实施限购的城市,限购政策实施之后出口相

对增长。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地,在排除了物价总体上

涨带来的影响后,本文肯定了"荷兰病"原理中不可贸易部门繁荣对可贸易部门发

展的挤出效应,即高房价导致劳动力和资金向房地产相关部门流动,这带来了制

造业部门用工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上升,进而阻碍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因此,稳房

价,降成本,是稳外贸的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