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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地区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获得了发展

外向型经济的机会。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中部、东部区域存在较

大发展差距，且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差距明显，日益趋紧的生态约束对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产业的外向型发展是提高经济水平、缩

小区域差距、打造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途径之一。 

西部地区省份众多，因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各省份的优势行

业也各不相同，而优势行业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年来西部

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量不断提高，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商品贸易

结构，出口商品中以机电类产品、轻纺工业类产品为主，进口商品以机电设备、

矿物燃料为主，立足商品进出口现状推动产业的外向型发展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之一。同时西部各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不同的经济关系，根据它们

之间存在的竞争或互补性关系，采取不同合作的方式和策略，从而提高对外开放

效率。本文首先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西部地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市场的进出口总额、合作方式、商品附加值、设施联通度等方面分析了西部

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现状，从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对动力因素进

行分析。其次利用区位熵分析了西部各省份三次产业下的优势行业；再次通过对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商品现状判断外向型发展的产业，通过

对不同行业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现状明确西部地区产业外向

型发展合作的国家；另外利用欧式距离判别西部各省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

明确西部地区与这些国家存在的竞争性或者互补性；最后提出推动西部地区产业

外向型发展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西部地区 产业外向型发展 区位熵 欧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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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has obtained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t 

pres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re is a large development gap with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provin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obvious. 

The increasingly tight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Promoting 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level, narrow the regional gap 

and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provinces in western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 technology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the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of each province are also differen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have certai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local area. In recent years, the total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forming a relatively stable commodity trade 

structure. The export commodities are mainly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and light textile industrial products, while the import commodities 

are mainly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mineral fuel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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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ort and export of commodities to promote 

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s one of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is study. At the same time,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different economic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on or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m, different cooper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r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pening 

up.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cooperation methods, added value of goods, and facility connectivity of the 

western region to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from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narrow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Secondly, this article uses location entropy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under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Once again, this article judges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es through the 

status quo of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clarifies 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rough the 

status of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China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uses Euclidean distance 

to distinguish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匹配性研究 

these countries, and clarifies the competitiveness or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se countrie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Western region； Industrial export-

oriented development；location entropy；Euclidean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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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是我国一项宏伟的开放战略，自提出以来得到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目前已在经贸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取得了瞩目

的成绩。从 2013 年—2019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从 1283 亿美元增长至 3917

亿美元，大量西部地区获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抓住“一带一路”这一机遇

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第三个十年

之际，《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知道意见》提出要通过加强通道经

济建设、平台建设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十四五”规划也提出要实行更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区域间合作方式多样，

产业合作是不断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国际分

工协作不断优化的大背景下，推进产业外向型发展是融入世界产业链、提高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基于此，本文在“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基于西部地区产

业外向型发展现状、动力因素、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优势产业及三次产业下的优势

行业、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匹配性、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关系测度等分析，提出推动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产业的外向型发展是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形成发展新格局、

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从发展战略、影响因素、竞

争力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立足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

论、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本文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和西部地区产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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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型发展的匹配性进行了研究，从而对相关区域经济理论内涵、应用研究的拓展

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2.1.2 现实意义 

从全国范围来看，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也存

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同时西部地区面临着生态保护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在

“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下，通过产业的外向型发展在拉动经济增长

的同时，对打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该发展思路通过对不同区域产业的匹配性进行分析进而推动

产业的外向型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发展思路对其他不发达区域的经济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梳理 

国外学者对产业外向型发展的研究，多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关于外向型经济的研究。Bela Balasa[1]采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划分了外向型

和内向型经济的概念。IBRAHIM[2]（2002）通过分析亚洲 6 个国家的出口额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出口额、产品附加值、加工程度和政策导向

对一个国家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产生影响。 

在产业开放政策上，贸易保护政策会损害贸易双方的利益，Baughn 和 Mark[3]

（2001）从文化贸易保护政策上进行了研究。 

在产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测度上。Hoekman[4]（1995）利用频度分析法对一个

国家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进行了测度，Hardin 和 Holmes[5]（1997）则通过在

该分析方法中加入资本因素，构造出 FDI 指数。 

在产业合作问题的研究上。弗农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有三个阶段，分别为新产

品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在发达国家的产业完全转移过后会出现产业和产品创

新。刘易斯则认为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

从而导致该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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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内文献梳理 

1.2.2.1 产业对外开放现状、开放战略 

汤鹏飞[6]（2016）通过分析湖北与“一带一路”的贸易情况，发现湖北省在

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合作投资和平台建设上具有优势，认为湖北省在优势产业

上存在以下问题:开放能力不足、缺乏骨干企业、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低、设施建

设滞后、环境政策不健全，最后提出优化贸易结构、增强平台通道功能、完善空

间开放格局、创新企业“走出去”模式、提高政策保障等建议。王双正[7]（2011）

在总结“十二五”时期农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对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基于我国实际

情况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农业对外开放的对策建议：政府、企业、产业、农户。

耿蕊[8](2020)基于中国动画产业的对外贸易现状，通过分析动画产业对外贸易依

存度的影响因素，认为“中国元素，国际包装”“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中国创

作，国际合作”“中国动画，国际营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是中国动画产业

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刘翠霞[9]（2019）等认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产

业发展上风险巨大，合作的重点领域应为文化旅游业、新型数字内容产业、高端

文化服务业和新型数字内容产业。钟晓君[10]（2019）等认为面对贸易与投资保护

主义势力抬头、服务业跨国并购比重低、全球国家风险整体水平上升等挑战，我

国服务业企业应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投资保险制度来应对。李京宇[11]（2019）等

基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走出去”的优势、发展机遇、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数字出版产业“走出去”:搭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整合优质数字出版资源；

参与国际合作与并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张建刚
[12]
（2018）对我国金融业融入

“一带一路”提出以下建议: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体系；完善多元

互补的金融体系；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加强金融监管合作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加

强与“一带一路”金融基础设施的联通。 

1.2.2.2 产业合作 

周均旭[13]（2018）认为越南与广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合作空间并且产业

重合度大，针对两地间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整合多重优势、承接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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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贸易纵深、创新产业发展环境等。刘爽
[14]
（2016）通过分析黑龙江省产业合

作、发展基础，提出中俄可以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技术、生物制药等

领域进行合作，并提出要发展跨境物流产业，加强劳务合作。王海英[15]（2017）

认为黑龙江省应紧抓“一带一路”发展契机，在矿产、油气、煤炭、水产、化工、

林业、电力资源等方面强化国际合作，拓展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张江驰[16]（2020）

在对中国—东盟旅游产业的背景、结构体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合作可

从旅游市场合作、旅游企业合作、旅游产品线路合作构建合作体系，从合作观念、

协作平台、协作网络、协作机制和利益共享等维度探索旅游合作路径。刘佳骏[17]

（2016）分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产能合作现状，认为

我国与沿线国家未来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电子信息和资源能源等领域有广阔

合作前景，并提出了相关合作路径。刘保奎[18]（2013）通过对我国次区域的总体

进展和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资源输入与就地加工相结合、加工贸易与对外投

资相结合、单项合作与组合合作相结合、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相结合的基本思路，

并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对内开放相融合、培育经济增长极、建设国际

大通道等对策建议。王娟娟[19]（2018）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我国 18个“一

带一路”重点省份的三大产业和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各区域之间能进行合

作的产业，并分别在三大产业上提出了区域之间合作的方案，要区域内部的竞争

合作、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合作等。卢山[20]（2013）分析了陇海-兰新沿线六省一

市的产业合作基础及潜力，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产业上六县一市存在一般互补性；

第二产业上六县一市产业互补关系较强，合作空间较大；第三产业上六县一市有

较强竞争性，六县一市进行产业合作时要加强优势互补，形成错位发展。 

1.2.2.3 市场选择 

朱瑞庭[21][22]（2016、2017）以分析零售业海外市场选择、进入模式选择、投

资管理三个关键问题为基础，认为东南亚国家是零售行业首要的目标市场，需要

开拓中亚市场，规避进入欧洲和蒙俄市场的风险，并将南亚和西亚作为中远期需

要拓展的市场。在文化产业上，王敏[23]（2020）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文化、

中国对外投资区位的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投资地区进行判断，认为

东南亚和中国香港是优选地区，其次是中亚及中东欧地区。刘翠霞[24]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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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国际合作的地理区位特征和未来“一带一路”文化合作的区

位重点的基础上，认为国际合作重点领域为文化旅游业、新型数字产业和高端文

化服务业。陶睿[25]等（2019）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钢铁市场数据为基础，

认为我国出口钢铁应关注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的 15 个重点国家，钢铁产业

应倾向于向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部分国家转移。张晓涛[26]（2019）通过计

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能力指数，并以该产业发展要

素的约束机制为基础，选择出了具有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力的国家。王鑫静[27]

等（2019）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承接力与吸引力的时空

分异特征以及中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并以中国和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相似度和

投资分布为基础，提出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选择的区位选择

的建议。曹湘洪[28]等（2019）在分析各项环境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选出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炼化投资、技术贸易、工程服务及装备出口的重

点合作对象及重点任务。 

部分学者也探讨了相关因素对市场开拓的影响。许珂等（2021）[29]
 通过分

析与“一带一路”相关的 60个国家近 10 年的样本数据，得出贸易密度对与出口

拓展的相关关系，认为贸易密度总体的不断提高推动出口市场的拓展，同时贸易

密度受产品种类和区域的影响。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受贸易密度的影响最为明

显，技术密集型受到的影响尚未显现。 

1.2.2.4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思路 

江昼[30] (2012) 从西部地区省份在我国特殊生态功能的角度出发，以贵州省

的息烽县为例，从其经济发展薄弱现状和所处的生态屏障的地位入手，明确息烽

县县域经济与产业规划发展的基本思路为强化生态功能，大力发展农林产业，严

控区域经济梯度推进中的污染转移。丁琳琳[31]（2019）分析了“一带一路”区域

的畜产品生产现状和特点以及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畜产品上的贸易现状和变化，从

多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进行畜牧业合作的建议。王娟娟[32]

（2013）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的区位环境、政策环境、经济环

境分析，从聚焦战略和特色战略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现代商贸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进行探讨。杜文忠[33]（2010）等在对西部地区县域特色产业的内涵、特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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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西部地区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应抓定位、抓龙头、

抓园区、抓项目、抓招商、抓规模、抓合作、抓人才。 

1.2.3 文献述评 

从国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包括外向型经济、产业开放

政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测度、产业合作等；国内的研究涉及到欠发达地区产业

发展思路、产业合作和产业开放政策、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市场选择等方面。研究

地区主要为省份和国家、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对西部地区

的研究主要为产业现状的评价和西部地区内部的联动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研究较少；同时从研究对象来看，研究主要为某一具

体的产业或行业。由此可见，对西部地区从整个产业层面上的外向型发展研究较

少。 

故本文研究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部地区不同产业的外向型发展，

并充分考虑当前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是对上述研究领域

的一个补充。本文在对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现状和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利用区位熵分析西部地区各省份优势产业，通过分析西部地区、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数据判定外向型发展的产业和合作国家，并对西部地

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进行测度，最后提出深化西部地区产业外向

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1.3.1 研究思路 

本文在对相关理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介绍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

现状和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动力因素。其次利用区位熵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优势产

业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商品进出口情况、中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确定西部地区外向型发展的产业和合作的国家，再

次利用欧式距离对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行测度，最后

根据上文得到的结果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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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本文结合文章写作内容的需要，并从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实际现状出

发，在分析过程当中主要采用以下具体研究方法： 

1.3.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的系统的梳理和总结。阅读产业外向型

发展的相关文献，总结出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阅读优势产业

和地缘经济关系测度等文献学习区位熵、欧式距离研究方法，通过开展这一项工

作为文章的后续写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3.2.2 比较分析法 

将目前存在的两个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比较，在进行对比的过程进一步加强

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利于我们得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1.3.2.3 实证分析法 

利用区位熵分析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优势产业，利用欧式距离对西部地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行测度，进而探讨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

的先关思路。 

1.3.2.4 规范分析法 

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在不同产业视角下深化西部地区产业对外

开放的相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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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技术框架图 

 

图 1.1 技术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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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理论基础 

2.1 绝对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是国家间存在贸易的基础，各国因在某些商品上具有不同的生产成

本，故在国际贸易时某个国家会选择出口在本国具有绝对优势并且进口具有绝对

劣势的商品。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绝对优势，导致在商品上具有不同的成本。基

于该理论开展的国际贸易可以使不同国家间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促进双方经济

的发展。该经济理论也适用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双方

因一二三产业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在生产技术上也存在差异，故在商品的生产上

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各省份可以以绝对优势的不同开展国际贸易。 

2.2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间在商品贸易时出口比较成本低、进口比较成本高的商

品，即一个国家出口该商品的原因在于具有该商品的比较优势，即生产该商品的

机会成本较小，该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

相应的存在绝对劣势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在某种商品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

合作中来。如今日渐深化、联系日渐密切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参

与国际合作的结果。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也是以不发达国家为主，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

比较优势，加强合作。 

2.3 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假设生产要素在区域间不能自由的流动，认为国际分工和国际

贸易的开展是由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的，因为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上存在差

异，相对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会存在不同，进而会影响商品的相对成本和相对的

价格。正是由于相对成本和相对价格的存在，不同国家可以开展国际贸易。所以

一个国家通常要出口使用本地丰裕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相对其他产品来说，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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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要素成本低，而获得经济利润更大。 

2.4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认为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的增长可以通过一个或者几个

“增长中心”来带动，就是所谓的增长极，通过该增长中心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

部门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增长极理论首先由佩鲁提出，弗里德曼、缪尔达尔

等经济学家都为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增长极理论重视辐射带动的作

用，该理论重视关联效应强的企业，鼓励开展技术创新，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

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缓慢，各省份又在不同行业下具有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促进产

业的外向型发展，打造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2.5 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源有限，不应该将有限的资源同时分配到

所有部门，而是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某些部门，通过这些部门的外部经济带

动其他经济的发展，该理论由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与战略》

一书中提到，包括“联系效应”、“进口替代工业”、“引致最大化”三部分内容。 

同时他认为对社会基础设施部门和生产部门的投资作用不同，社会基础部门的投

资为生产部门的投资创造了外部的经济条件。政府部门应该主动对金额较大、建

设周期长、对私人部门吸引力弱的部门投资，通过这类投资给其他部门带来外部

经济，促进其他部门的发展，如钢铁行业等，私人资本也应该投入具有带动作用

的部门，如制造业部门等。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较差，

政府应该加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设施联通，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提

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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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现状和必

要性分析 

3.1 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现状 

3.1.1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上升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呈上升趋势，2020年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已达 93696 亿元，已达到外贸总额的 3 成左

右。“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西部地区各省份获得外向型发展的机会，对西部地区

进出口总额提升作用明显（见图 3.1），2014 年西部地区对国际市场进出口总额

较 2013 年增长了 20%，仅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由于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进

出口总额下降，2019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为 39176149 万美元，较 2013 增长

了 4成左右。西部地区各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也呈现上升

趋势，如陕西和云南近 5 年来贸易总额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见图 3.2）。综上说

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与西部地区已经形成稳定的商品需求，合作风险

较小。 

 

 

图 3.1 2010 年-2019年西部地区商品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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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6 年—2020年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亿

元） 

3.1.2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方式较多元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贸易合作方式日益丰

富，存在着金融合作、工程合作等多种合作方式。 

金融合作上，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部地区各省份非金融类对外

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大幅度的增长（见表 3.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部门省份如重庆、广西、四川、

西藏增幅较大。在年末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的投资额上，2019 年宁夏外商投资企

登记投资额较 2013 年增长了 6.5 倍左右，贵州、四川、甘肃、新疆分别增长了

3.1 倍、2.98 倍、2.93 倍和 2.73 倍，广西、重庆、陕西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数和项目金额上也增长较快。 

工程合作上，2013 年后，广西、重庆、陕西、西藏等省份的对外承包工程数

和合同金额均有较大的增长，其中 2016 年重庆市对外承包项目数达到 448 项，

当年项目承包数量超过了 2010 到 2015 年 5 年的项目数总和。 

各省份举办的产品推介会和交流论坛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贵州 2016 年举办的妥乐论坛是该省对外开放合作的平台；广西南宁举办

中越跨境经济合作论坛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宁夏等省份也通过建立综合实验室联

合培养学生加强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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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西部地区各省份 2010-2019 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万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8042 12825 51845 40880 110969 40447 175210 54879 88314 46469 

广西 18682 16714 27240 8134 22864 45091 143087 63666 127281 27958 

重庆 36109 40125 52960 34655 76676 149638 181496 502827 133028 151369 

四川 69097 56341 59509 58447 138223 118730 141201 176569 217737 156998 

贵州 289 2033 2025 20815 8764 6539 7467 3658 8158 1434 

云南 51339 24845 104046 83036 126195 94648 156211 147382 120127 89462 

西藏   - - - - - 29681 2314 22777 46569 21769 

陕西 26055 44816 60784 30789 41411 62408 79687 126055 65714 55475 

甘肃 10176 64917 138209 43182 27321 12293 77049 48403 59084 24798 

青海 138 173 1280 3596 1601 7826 8164 1133 2286 5031 

宁夏 711 1295 6421 8626 33883 108959 57750 9723 44870 54688 

新疆 4776 31474 43123 31579 54832 61077 117150 78481 82097 137144 

资料来源：2011 年—2020年西部地区各省份统计年鉴 

3.1.3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西部地区各省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中欧班列线路，推进设施联通。“十

三五”时期广西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水路运输合作，新开通 41 条至东盟国家港口

的班轮航线，并发出首趟重型机械中欧班列，开辟了“南宁—西安(新筑)—努尔

苏丹”的新线路。重庆“渝新欧”班列截止 2019 年已累计开行 14691 列，共连

接中外 110 多个城市，铺行线路 68 条，基本实现双向运输平衡。陕西高标准建

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施西安港扩能优化行动，建设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提高

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水平。贵州省开展一体化报关出口，缩短运输时间，节

省物流时间 30%以上。甘肃加快构对外开放力度，在哈萨克斯坦、泰国等地建设、

租赁海外仓 31 个。四川以成都为枢纽，开通国际铁路、国际陆海联运通道，增

强与境内境外城市的互联互通度。 

3.1.4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品附加值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西部地区的重要对外开放市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但是从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来看，贸易的商品附加值总

体上偏低。从贸易品的种类来看，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

主要以电机电器类为主，进口的商品以能源资源类为主。部分省份如新疆、西藏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匹配性研究 

14 

 

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综上可以看出贸易品的附加值整体偏低。西部地区部分

省份的主要进口商品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西部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主要进口商品 主要出口商品 

陕西 大宗商品 农产品 

甘肃 能源资源类、机电产品 机电产类、农产品 

内蒙古 资源类产品 钢材、农产品、机电产品 

西藏 高新技术产品、医药材及药品、机电产品 轻纺工业产品 

青海 机电产品、能源资源类 贱金属类 

宁夏 资源型产品、机电产品 机电类、化学产品、药品 

新疆 资源能源型商品、农产品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 

云南 资源能源类 农产品、化肥、劳动密集型产品 

四川 机电产品、农产品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 

广西 原油、机电产品 机电产品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整理所得 

3.2 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必要性 

3.2.1 带动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小，发展基础薄弱，在全国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西部地

区包括 12个省份，占全国省份的 4成，但 201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总仅占全国

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20.5%。将 31 个省份的生产总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其中

有 6 个省份处于末 10 位。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外国资本在

西部地区经济作用也越来越强。按不同登记注册类型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西部地

区部分省份外商投资增速远超国内投资，如陕西省在引进外资增长 9.2%，引进

内资增长 2%；青海外资增长 10.6%，而内资增长仅为 2.8%。外资对经济的作用

日益增强。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的外向型发展通过产业合作，吸引外资，将有利于

实现资金互通，延续资金对产业和经济的支持力度。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匹配性研究 

15 

 

3.2.2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要求 

西部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差距较大，同时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也存在着发

展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表 3.3可知，西部

地区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 2019 年贵州、西藏、云

南人居可支配收入未超过 1800元，位于 31个省份的后 3位。西部地区提供的公

共服务水平也较低。2019 年西部地区数各省份公共交通营运数为 11.38 万辆，

在我国四个地区中排在第三位，占全国城市公共交通营运数总量的 19.5%左右。

在公共文化生活上，东中部地区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基本上在 99%以上，部

分省份如北京、天津、江苏已经实现全覆盖，而西部地区普遍处于 99%以下，甘

肃、新疆、四川、西藏、广西、贵州处于全国末 5位。在医疗资源上，西部地区

各省份医疗卫生机构数在全国总体中等偏下水平，部分省份如四川省医疗水平较

高；但部分地区医疗资源紧张，以每百万人拥有的三甲医院数量来衡量，西藏、

贵州、四川、内蒙古、甘肃排在全国末 5 位。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也存在着较大

的差距。从生产总值上看（见图 3.3），四川、陕西、重庆、广西是西部地区生产

总值较高的省份，四川省份生产总值为 46615.8亿元，占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22.7%,是排名第二位陕西省的 1.8 倍，是青海、宁夏的十几倍。2019 年西

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大的省份内蒙古比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小的省份多

11416元。另外对于西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四川省，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教育水平以及生活水平都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 

综上，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存在发展差距，且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发展差

距较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要求西部地区要拓宽发展方式，而促进产业的外向型

发展是发展经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 

 

表 3.3 2019 年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月均收入 

地区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元) 月均收入（元） 排名 

内蒙古 30555 2546 10 

重庆 28920 2410 11 

四川 24703 2059 18 

陕西 24666 205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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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23328 1944 25 

新疆 23103 1925 26 

青海 22618 1885 27 

云南 22082 1840 28 

贵州 20397 1700 29 

西藏 19501 1625 30 

甘肃 19139 1595 31 

资料来源：西部地区各省份 2020 年《统计年鉴》 

 

 

图 3.3 2019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生产总值（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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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部地区各省份优势产业分析 

4.1 评价方法介绍和指标处理 

4.1.1 方法介绍 

本部分用区位熵方法对西部各省份的优势产业进行分析，区位熵通常用来测

度一个区域产业部门的专门化或者集聚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区域产业

部门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影响。在测度指标上通常选择产值、增加值、就业人

数等指标来衡量，具体来看，某个区域某一行业的产值（就业人数、增加值）占

该地区产业部门总产值（就业人数、增加值）的比值占全国该行业的产值（就业

人数、增加值）占全国该产业部门总产值（就业人数、增加值）比值的百分比， 

具体公式为：  

                 𝐿𝑄𝑖𝑗 =
𝐿𝑖𝑗/∑ 𝐿𝑖𝑗𝑗

∑ 𝐿𝑖𝑗𝑖 /∑ ∑ 𝐿𝑖𝑗𝑗𝑖
                       （4.1）                  

公式中的字母含义分别为：𝑖代表第𝑖个地区，𝑗代表某个区域内的第𝑗个行业，

𝐿𝑄𝑖𝑗代表𝑗行业部门在𝑖地区的区位熵，𝐿𝑖𝑗为𝑖区域内𝑗行业的相关经济指标。 

通常根据区位熵𝐿𝑄𝑖𝑗值的大小来判断𝑖地区𝑗行业的专门化、集中程度以及该

行业部门相对于上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区位熵𝐿𝑄𝑖𝑗的值越大，说明𝑗行业在𝑖

地区的比较优势越大。当𝐿𝑄𝑖𝑗大于 2 时，即𝑗行业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在𝑖地区比

较优势显著；当𝐿𝑄𝑖𝑗大于 1 时，即𝑗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𝐿𝑄𝑖𝑗等于 1 时，

即𝑗行业比较优势不明显；当𝐿𝑄𝑖𝑗小于 1 时，表明𝑗行业在该区域中集聚度低，较

𝑖地区其他行业处于劣势地位。 

区位熵𝐿𝑄𝑖𝑗值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地区特定行业的产品供给

能力。以 1 为临界点，𝐿𝑄𝑖𝑗等于 1 意味着𝑖地区𝑗行业生产的产品恰好满足该地区

的需求，𝐿𝑄𝑖𝑗大于 1 意味着𝑗行业的产品在满足本地区的需求后能够对外提供富

裕产品，𝐿𝑄𝑖𝑗小于 1 意味着𝑗行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够满足本地区的需求，需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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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外地的产品满足本地市场的需要。 

4.1.2 指标选取及计算过程 

本文拟对西部地区 12 个省份的不同产业下的优势行业进行分析，故指标的

选取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展开，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文章的需要。 

首先以西部地区不同省份产业增加值为研究对象，相对宏观的分析西部地区

两个节点时间上的区位熵。其次根据上文的介绍的方法计算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下不同行业的区位熵，具体来看，第一产业下研究的行业部门为农业、林业、

畜牧业、渔业；第二产业下研究的行业部门为采矿业、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工业、

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燃气、水的供应和生产业；第三产业下研究的行

业部门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不同产业下行业部门的数据均来自各省份的 2013-2020 年的统计年鉴中的

行业部门增加值，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往年数据推测得出。选取近 8年数据

的目的在于排除个别年份外在因素对行业部门区位熵值的影响，若一个行业部门

的区位熵值在这段时间段内均大于或者基本大于 1，我们则认为该行业部门为该

产业下的优势行业部门。 

.4.2 相关结果分析 

4.2.1 西部地区各省份区位熵结果 

西部地区各省份区位熵结果反映了三次产业下西部地区产业的专业化程度

和比较优势，区位熵值越大说明了西部省份产业专业化和集中度越高，反之则较

小，在全国范围内不具备比较优势。根据区位熵的计算公式计算三次产业的区位

熵。西部地区 12 个省份 2019年三次产业区位熵结果如下表 4.1 所示。从表 4.1

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区位熵值较高，除重庆之外的 11 个省份的区位熵

值均大于 1，其中广西的比较优势显著，贵州、云南、新疆、甘肃具有一定的比

较优势。在第二产业上重庆、陕西、青海、内蒙古、宁夏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其他省份的区位熵值均在 0.8至 0.9左右。在第三产业上，甘肃和西藏具有一定

的比较优势。综合以上分析，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区位熵较高，在全国范围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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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较强。 

同时将西部地区 12 个省份 2019 年三次产业区位熵结果与 2012 年的区位熵

结果（见下表 4.2）进行纵向时间上的对比，从而明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

后三次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比较表 4.1 和表 4.2 可以发现，内蒙古、陕

西、青海、宁夏比较优势开始显现，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各省份的区位

熵值均呈现一定数值的增长。2019 西部地区在第一产业上比较优势较强，只有

重庆市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劣势地位。第二产业上西部地区省份的劣势程度加深，

广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由 2012年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比较劣势，内蒙古、

重庆、宁夏的优势地位般弱，仅贵州、西藏的比较优势得到了一定的强化。第三

产业上贵州由比较优势转变为比较劣势，甘肃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其他

省份的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值总体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西部地

区在第三产业上仍处于劣势的地位。总体上看，西部地区总体上呈现出第一产业

比较优势显著强化，第二产业弱势程度加深，第三产业优势略微增强的总趋势。 

 

表 4.1 2019 年西部地区分省份三次产业区位熵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内蒙古 1.52 1.02 0.92 

广西 2.24 0.86 0.94 

重庆 0.92 1.03 0.99 

四川 1.45 0.96 0.97 

贵州 1.91 0.93 0.93 

云南 1.84 0.88 0.98 

西藏 1.14 0.96 1.01 

陕西 1.09 1.19 0.85 

甘肃 1.69 0.84 1.02 

青海 1.43 1.00 0.94 

宁夏 1.05 1.08 0.93 

新疆 1.84 0.90 0.96 

 

表 4.2 2012年西部地区分省份三次产业区位熵值 
 

一产 二产 三产 

内蒙古 0.90  1.22  0.80  

广西 1.65  1.06  0.79  

重庆 0.82  1.16  0.88  

四川 1.37  1.14  0.77  

贵州 1.29  0.8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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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1.59  0.95  0.92  

西藏 1.14  0.76  1.21  

陕西 0.94  1.23  0.78  

甘肃 1.37  1.02  0.90  

青海 0.93  1.27  0.74  

宁夏 0.84  1.09  0.94  

新疆 1.74  1.02  0.81  

4.2.2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下不同行业省份区位熵 

根据区位熵的公式计算三次产业下不同行业的区位熵值，了解不同省份在

2012年至 2019年三次产业不同行业下的专业化程度和相对集中度，从而为西部

地区产业的外向型发展提供发展思路。 

4.2.2.1 第一产业 

2012 年至 2019 年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四个行业的区位熵结果见下表

4.3、表 4.4、表 4.5和表 4.6，不同省份在第一产业下各个行业部门的优势差距

较大。 

农业部门上，整体上农业部门的区位熵均值逐年变低，说明西部地区在行业

的优势地位在逐渐减弱。2012年至 2019 年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

疆的区位熵值始终大于 1，始终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同时高于西部地区

的平均水平。青海、内蒙古、西藏等地受自然降水量、耕地数量、区域海拔的影

响，区位熵较低且近年来有降低的趋势。四川、广西等省份区位熵值总体上呈增

大趋势，但是仍然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林业部门上区位熵值的大小受到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大，西北地区地处内陆，

以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为主，地貌上以草原和荒漠为主，不利于林业经济的发

展。而西南地区自然条件适宜树木、牧草的生长。从表 4.4可以看出，西南地区

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的区位熵值始终较大，始终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重

庆、四川、青海等省份的林业区位熵值呈增长的趋势，自 2017 年开始高于西部

地区平均水平。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的林业区位熵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内蒙古、四川、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在畜牧业的区位熵值在该区域的平

均水平之上，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内蒙古、西藏、宁夏是我国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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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畜牧区，发展历史悠久，发展基础良好，2019年内蒙古、西藏、青海的畜牧

业区位熵值分别高达 1.5、1.86 和 1.99，表明这三个省份在全国范围有绝对的

优势，竞争力较强。 

渔业的发展天然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临河、临海的省份在开展渔业养殖、

时具有天然的优势。而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处于内陆，在渔业经济的发展上处于

天然的劣势。从 2012 年到 2019年的区位熵结果来看，西部地区各省份在全国范

围内都处于劣势的地位。广西省是西部地区渔业竞争力最强的省份，在 2004 年

和 2015 年的区位熵值略大于 1，其余年份维持在 0.97左右。渔业是广西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广西省水产品渔业总产值、水产品加工总量、水产品总产

量、加工总产值均位于全国前 10 位。内蒙古、新疆、陕西、甘肃、青海渔业区

位熵值较低，其本地市场对水产品的市场往往依赖国内其他省份和国家市场的供

给。 

 

表 4.3 2012 年-2019年西部省份第一产业下农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0.90  0.91  0.93  0.94  0.94  0.93  0.90  0.91  

广西 0.95  0.94  0.95  0.96  0.97  1.01  1.02  1.05  

重庆 1.13  1.11  1.11  1.09  1.09  1.12  1.12  1.08  

四川 0.96  0.96  0.96  0.96  1.01  1.06  1.04  1.02  

贵州 1.17  1.15  1.17  1.21  1.17  1.14  1.17  1.22  

云南 1.00  1.01  1.03  1.01  1.01  0.95  0.99  1.00  

西藏 0.86  0.85  0.85  0.84  0.57  0.81  0.81  0.81  

陕西 1.29  1.28  1.30  1.29  1.31  1.29  1.28  1.30  

甘肃 1.47  1.46  1.45  1.44  1.45  1.36  1.34  1.33  

青海 0.84  0.83  0.81  0.83  0.85  0.81  0.74  0.72  

宁夏 1.21  1.20  1.17  1.21  1.21  1.12  1.10  1.06  

新疆 1.40  1.34  1.32  1.32  1.37  1.32  1.30  1.28  

均值 1.10 1.09 1.09 1.09 1.08 1.08 1.07 1.07 

 

表 4.4 2012 年-2019年西部省份第一产业下林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0.99  0.84  0.79  0.82  0.79  0.75  0.68  0.66  

广西 1.77  1.85  1.79  1.74  1.61  1.61  1.61  1.59  

重庆 0.77  0.75  0.76  0.79  0.83  0.95  1.00  1.00  

四川 0.69  0.76  0.76  0.74  0.72  1.07  1.02  0.99  

贵州 0.97  1.02  1.10  1.17  1.45  1.47  1.4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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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2.12  2.30  2.15  2.17  2.06  2.13  1.98  1.68  

西藏 0.54  0.49  0.43  0.32  0.31  0.35  0.33  0.35  

陕西 0.65  0.64  0.63  0.63  0.66  0.69  0.68  0.65  

甘肃 0.40  0.38  0.39  0.41  0.42  0.47  0.43  0.44  

青海 0.43  0.43  0.46  0.53  0.55  0.53  0.52  0.51  

宁夏 0.65  0.56  0.53  0.56  0.47  0.41  0.33  0.41  

新疆 0.47  0.45  0.41  0.44  0.38  0.36  0.36  0.37  

均值 0.87 0.87 0.85 0.86 0.85 0.90 0.87 0.85 

 

表 4.5 2012 年-2019年西部省份第一产业下畜牧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1.45 1.48 1.48 1.46 1.46 1.54 1.65 1.58 

广西 1.00 0.99 0.96 0.96 0.96 0.89 0.86 0.81 

重庆 1.03 1.05 1.04 1.08 1.08 0.99 0.97 1.05 

四川 1.33 1.33 1.35 1.37 1.27 1.15 1.20 1.23 

贵州 0.97 0.99 0.94 0.86 0.90 0.96 0.92 0.80 

云南 1.10 1.05 1.04 1.07 1.09 1.22 1.17 1.19 

西藏 1.61 1.67 1.72 1.76 2.25 1.88 1.94 1.86 

陕西 0.85 0.86 0.83 0.85 0.82 0.84 0.84 0.81 

甘肃 0.59 0.60 0.61 0.61 0.62 0.78 0.79 0.81 

青海 1.66 1.70 1.76 1.72 1.66 1.81 2.03 1.99 

宁夏 0.90 0.95 1.00 0.91 0.93 1.12 1.20 1.26 

新疆 0.69 0.79 0.82 0.81 0.75 0.84 0.87 0.90 

均值 1.10 1.12 1.13 1.12 1.15 1.17 1.20 1.19 

 

表 4.6 2012 年-2019年西部省份第一产业下畜牧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0.11 0.11 0.10 0.11 0.11 0.10 0.09 0.08 

广西 0.97 0.98 1.03 1.01 0.98 0.94 0.96 0.96 

重庆 0.32 0.35 0.39 0.41 0.41 0.46 0.44 0.43 

四川 0.30 0.31 0.32 0.32 0.31 0.31 0.31 0.32 

贵州 0.20 0.23 0.22 0.20 0.22 0.17 0.14 0.15 

云南 0.24 0.23 0.23 0.24 0.25 0.21 0.22 0.21 

西藏 0.02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陕西 0.07 0.07 0.07 0.08 0.09 0.08 0.09 0.09 

甘肃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青海 0.02 0.04 0.06 0.08 0.09 0.09 0.08 0.08 

宁夏 0.36 0.31 0.33 0.32 0.34 0.34 0.32 0.29 

新疆 0.07 0.07 0.07 0.08 0.07 0.07 0.07 0.07 

均值 0.22 0.23 0.24 0.24 0.24 0.23 0.2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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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第二产业 

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支持该区域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工业的发展，如采

矿业发达，该地区丰富的资源也保障了国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点工

程的顺利开展。近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承接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促进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本部分对西部地区各省份 2012 年—

2019 年的第二产业下 5 个行业部门的区位熵进行测度，测度结果如表 4.7、表

4.8、表 4.9、表 4.10、表 4.11所示。 

通过对 2012 年-2019 年来不同行业区位熵的测度，可以发现可以各省份在

不同行业的差异较大，具体分析从不同行业部门展开。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除广西、重庆以外西部地区其他 10 个省份的区位

熵值均在 1以上，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从西部地区内部来看内蒙古、青

海、贵州、陕西、西藏、新疆的采矿业区位熵值均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故在

采矿业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为甘肃、贵州、内蒙古、青海、陕西、西藏、新疆、

云南、宁夏、四川。 

在轻纺工业部门，近年来西部地区利用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承接西部

地区轻工业的转移，表现为表 4.8 中贵州、陕西、新疆等省份区位熵值的提高，

但是整体上西部地区在轻纺工业部门上仍然偏低，在全国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贵

州从 2016 年开始区位熵值高于平均水平，故在轻纺工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省

份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 

在资源加工工业部门，贵州的区位熵值整体增高，陕西在 2016 年区位熵值

逐年变低，广西的在全国的比较优势也逐年提升，但是始终没有超过西部地区的

平均水平。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在 2012年至 2019年在全国范围始终具有比

较优势，也在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之上，故在资源加工工业行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

的省份为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 

在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部门，西部地区整体水平偏低。从表 4.10 中可以看

出，2012 年—2019 年西部地区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部门的区位熵均值在 0.5 左

右，在全国竞争力较弱。位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以下的省份有甘肃、内蒙古、青

海、西藏、新疆、云南。陕西、重庆、四川、广西这 4个省份高于西部地区平均

水平，但是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只有重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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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煤炭、天然气、水能等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电力、燃气、水的供应

和生产的先天优势。在电力、燃气、水的供应和生产部门，西部地区整体水平偏

高。2012年至 2019 年西部地区在该部门的区位熵值均在 1.5以上，在全国范围

内具有比较优势。从西部地区内部来看，陕西、重庆等省份的区位熵值总体上呈

下降趋势，但区位熵值仍在 0.7以上，甘肃、贵州、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

宁夏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其区位熵值均大于 1。 

 

表 4.7 2012 年—2019年西部各省份采矿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甘肃 1.93 1.99 2.2 2.55 3.07 2.12 2.17 2.28 

贵州 3.04 3.37 2.97 3.87 4.11 3.91 3.06 2.88 

内蒙古 4.41 4.56 4.8 5.74 6.62 6.31 5.17 5.42 

青海 3.25 3.46 2.88 2.46 2.22 2.34 2.34 3.33 

陕西 3.59 3.71 4.17 4.72 4.88 5.3 5.12 5.24 

西藏 4.72 4.33 4.04 5.02 5.57 6.43 6.98 6.31 

新疆 3.47 3.4 3.86 3.94 3.62 3.85 4.31 4.31 

云南 1.49 1.69 1.41 1.72 1.98 1.67 1.58 1.67 

重庆 0.49 0.48 0.47 0.57 0.53 0.45 0.38 0.42 

宁夏 4.09 4.52 3.75 4.33 4.95 2.3 1.94 2.22 

四川 1.4 1.14 1.37 0.65 1.54 1.36 1.21 1.36 

广西 0.56 0.66 0.67 0.85 0.85 0.82 0.54 0.73 

均值 2.7 2.78 2.72 3.03 3.33 3.07 2.9 3.01 

 

表 4.8 2012 年—2019年西部各省份轻纺工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甘肃 0.5 0.5 0.53 0.56 0.61 0.48 0.44 0.51 

贵州 0.7 0.57 0.78 0.91 0.95 1.03 1.24 1.29 

内蒙古 0.83 0.85 0.83 0.87 0.84 0.92 0.51 0.49 

青海 0.33 0.37 0.55 0.57 0.59 0.43 0.52 0.2 

陕西 0.56 0.59 0.65 0.7 0.71 0.73 0.8 0.82 

西藏 0.98 1.08 1.35 1.29 1.29 1.09 0.78 0.59 

新疆 0.5 0.51 0.53 0.64 0.73 0.69 0.64 0.73 

云南 1.24 1.22 1.3 1.38 1.4 1.38 1.42 1.42 

重庆 0.63 0.62 0.6 0.57 0.56 0.58 0.64 0.68 

宁夏 0.58 0.6 0.64 0.7 0.75 0.62 0.48 0.59 

四川 1.2 1.18 1.19 2.96 1.1 1.16 1.22 1.28 

广西 1.26 1.28 1.19 1.13 1.11 1.21 1.37 1.42 

均值 0.77 0.78 0.84 1.02 0.89 0.86 0.84 0.8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匹配性研究 

25 

 

 

表 4.9 2012 年—2019年西部各省份资源加工工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甘肃 1.56 1.55 1.58 1.61 1.55 1.72 1.71 1.68 

贵州 1.02 1.09 0.89 1.03 1.04 0.98 0.99 0.96 

蒙古 0.98 0.99 1.01 1 1.02 1 1.27 1.3 

青海 1.45 1.43 1.28 1.62 1.6 1.58 1.25 1.49 

陕西 0.97 0.97 0.99 1.02 1.03 0.94 0.92 0.88 

西藏 0.93 0.93 0.94 0.97 0.93 0.9 1.05 1.23 

新疆 1.41 1.4 1.34 1.32 1.36 1.44 1.39 1.38 

云南 1.27 1.22 1.21 1.15 1.11 1.21 1.29 1.27 

重庆 0.72 0.7 0.68 0.69 0.67 0.63 0.66 0.69 

宁夏 0.9 0.84 1.06 1.04 1.08 1.47 1.52 1.5 

四川 0.89 0.87 0.84 0.39 0.9 0.89 0.92 0.94 

广西 1.08 0.98 1.07 1.03 1.05 1.06 1.02 1.02 

均值 1.1 1.08 1.07 1.07 1.11 1.15 1.17 1.19 

 

表 4.10 2012 年—2019年西部各省份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甘肃 0.27 0.29 0.27 0.24 0.25 0.21 0.16 0.18 

贵州 0.88 0.28 0.69 0.37 0.42 0.5 0.4 0.45 

内蒙古 0.18 0.18 0.18 0.19 0.17 0.17 0.1 0.1 

青海 0.1 0.11 0.17 0.14 0.18 0.18 0.27 0.22 

陕西 0.66 0.68 0.6 0.6 0.64 0.66 0.66 0.72 

西藏 0 0.02 0.02 0.02 0.02 0.01 0 0.01 

新疆 0.15 0.19 0.18 0.24 0.22 0.16 0.14 0.15 

云南 0.17 0.18 0.19 0.19 0.23 0.24 0.24 0.25 

重庆 1.76 1.79 1.81 1.76 1.76 1.76 1.7 1.65 

宁夏 0.18 0.17 0.15 0.8 0.17 0.14 0.18 0.13 

四川 0.89 0.98 1.02 0.43 0.94 0.96 0.94 0.88 

广西 0.78 0.85 0.82 0.88 0.88 0.86 0.83 0.84 

均值 0.5 0.48 0.51 0.49 0.49 0.49 0.47 0.46 

 

表 4.11 2012 年—2019年西部各省份电力、燃气、水的供应和生产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甘肃 1.78 1.82 1.73 1.87 1.98 2.26 2.12 1.85 

贵州 0.1 2.98 2.16 2.27 2.09 1.8 2 1.93 

内蒙古 1.65 1.75 2.04 2.06 2.2 2.21 2.72 2.42 

青海 2.3 2.31 3.35 2.37 2.79 3.27 3.74 2.79 

陕西 1.32 1.25 1.24 1.22 1.23 1.23 1.0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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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1.95 2.37 2.17 2.15 2.65 3.07 2.42 2.44 

新疆 1.47 1.73 2.03 2.22 2.45 2.26 2.04 1.84 

云南 2 2.19 2.44 2.42 2.47 2.16 1.64 1.67 

重庆 0.87 0.88 0.8 0.77 0.77 0.81 0.76 0.72 

宁夏 3.39 3.78 3.64 0.27 3.42 3.49 3.06 2.8 

四川 1.07 1.11 0.84 0.54 1.14 1.03 0.96 0.94 

广西 1.21 1.24 1.12 1.08 1 0.83 1.03 0.77 

均值 1.59 1.95 1.97 1.6 2.01 2.03 1.96 1.76 

4.2.2.3 第三产业 

西部地区各省份第三产业下不同行业的区位熵结果如下表 4.12、表 4.13、

表 4.14、表 4.15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云南省是西部地区在批发零售行业具

有比较优势的省份，该省位于边境地区，对外贸易便利。2016年后四川省在该行

业的优势也逐步显现，这是因为四川省交通网络体系的日益完善，成都市作为国

际物流中心的地位也愈发凸显。同时西北地区交通通达度低，西北各省份的区位

熵值均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甘肃青海、宁夏的区位熵值仍呈现下降趋势。 

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内蒙

古和新疆的分别是西向开放和北向开放的重要节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2019年

的区位熵值分别达到 1.7 和 1.51，广西、宁夏也是西部地区位于该行业平均水

平的省份。而青海和甘肃的区位熵值则在逐年下降。 

在金融业行业西部地区近年来的区位熵值呈现扩大的趋势，除内蒙古和云南

区位熵值较低，其他省份均维持在 1左右，说明近年来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活

跃，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逐渐增强。重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在

该行业的区位熵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在住宿和餐饮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这得益与旅游产

业对这些省份经济的发展，其中如四川等省份餐饮行业的发展也使得住宿和餐饮

业的区位熵值较大。其余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甘肃、新疆的区位熵

值逐年降低。 

 

表 4.12 2012 年—2019年西部省份批发零售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0.88 0.90 0.91 0.94 0.92 0.91 0.91 0.90 

广西 1.01 0.99 0.96 0.96 0.94 0.94 0.94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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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0.84 0.88 0.88 0.92 0.93 0.97 0.94 0.92 

四川 0.97 0.94 0.94 0.98 0.96 1.01 1.01 1.03 

贵州 0.90 0.87 0.88 0.91 0.90 0.90 0.90 0.89 

云南 1.13 1.08 1.05 1.07 1.05 1.04 1.05 1.06 

西藏 0.85 0.94 0.89 0.89 0.82 0.79 0.77 0.80 

陕西 1.00 0.98 0.92 0.92 0.90 0.90 0.89 0.90 

甘肃 0.85 0.85 0.81 0.80 0.77 0.74 0.75 0.75 

青海 0.80 0.80 0.77 0.68 0.66 0.62 0.63 0.65 

宁夏 0.62 0.61 0.61 0.61 0.60 0.63 0.67 0.66 

新疆 0.82 0.85 0.75 0.71 0.74 0.76 0.69 0.69 

均值 0.89 0.89 0.86 0.86 0.85 0.85 0.85 0.85 

 

 

 

表 4.13 2012 年—2019 年西部省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1.73 1.72 1.71 1.71 1.65 1.64 1.65 1.69 

广西 1.13 1.09 1.12 1.17 1.15 1.11 1.11 1.09 

重庆 1.09 1.04 1.01 1.01 0.95 0.89 0.92 0.93 

四川 0.74 0.69 0.86 0.86 0.87 0.78 0.82 0.81 

贵州 1.08 1.12 1.12 1.16 1.13 1.09 1.10 1.12 

云南 0.91 0.92 0.93 0.98 1.00 1.04 1.10 1.10 

西藏 1.13 1.05 0.99 0.97 0.85 0.82 0.85 0.83 

陕西 1.28 1.17 1.17 1.19 1.20 1.17 1.17 1.19 

甘肃 1.52 1.44 1.30 1.24 1.14 1.14 1.14 1.14 

青海 1.41 1.38 1.36 1.14 1.12 1.11 1.14 1.13 

宁夏 1.84 1.75 1.70 1.71 1.64 1.46 1.31 1.31 

新疆 1.19 1.05 1.20 1.32 1.30 1.30 1.50 1.51 

均值 1.25 1.20 1.21 1.20 1.17 1.13 1.15 1.17 

 

表 4.14 2012 年—2019年西部省份住宿和餐饮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1.21 1.26 1.26 1.28 1.24 1.20 1.18 1.21 

广西 1.43 1.36 1.30 1.22 1.14 1.10 1.07 1.08 

重庆 1.08 1.20 1.22 1.23 1.16 1.13 1.14 1.13 

四川 1.83 1.83 1.79 1.77 1.60 1.48 1.48 1.53 

贵州 1.71 1.68 1.65 1.66 1.60 1.57 1.55 1.57 

云南 1.53 1.53 1.54 1.49 1.43 1.40 1.39 1.40 

西藏 2.20 1.99 1.99 2.01 1.78 1.68 1.72 1.72 

陕西 1.23 1.22 1.14 1.22 1.15 1.11 1.09 1.09 

甘肃 1.16 1.18 1.14 1.13 1.08 1.03 0.98 0.98 

青海 0.84 1.07 1.06 1.13 1.10 1.05 1.0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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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0.89 0.88 0.91 0.94 0.91 0.90 0.93 0.94 

新疆 1.00 1.00 0.99 1.04 0.97 0.92 0.85 0.86 

均值 1.34 1.35 1.33 1.34 1.26 1.21 1.2 1.22 

 

表 4.15 2012 年—2019年西部省份金融业区位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内蒙古 0.62 0.62 0.63 0.62 0.68 0.71 0.71 0.69 

广西 0.78 0.87 0.91 0.91 0.95 0.98 1.00 0.99 

重庆 1.15 1.09 1.10 1.05 1.07 1.07 1.09 1.10 

四川 0.99 1.07 0.98 0.93 0.99 1.00 0.97 0.95 

贵州 0.89 0.93 0.93 0.88 0.91 0.95 0.95 0.93 

云南 0.74 0.81 0.85 0.82 0.84 0.83 0.79 0.78 

西藏 0.80 0.80 0.91 0.93 1.13 1.21 1.21 1.17 

陕西 0.75 0.87 0.97 0.94 0.98 1.00 1.02 1.00 

甘肃 0.81 0.89 1.03 1.09 1.19 1.24 1.24 1.25 

青海 1.06 1.02 1.07 1.28 1.33 1.39 1.37 1.34 

宁夏 1.00 1.08 1.12 1.10 1.16 1.22 1.26 1.26 

新疆 1.13 1.17 1.22 1.16 1.16 1.15 1.14 1.14 

均值 0.89 0.93 0.98 0.98 1.03 1.06 1.0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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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匹配性分析 

“匹配”通常是搭配或者配合的意思，本文中的“匹配”的是基于西部地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经济贸易往来现状形成的供给需求关系，

具体来看，指的是将西部省份外向型发展的行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匹

配，即确定西部省份“走出去”和“引进来”产业，以及在这些产业下能够合作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关

系也将影响西部地区省份外向型发展的战略，故对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关系进行测度（相关行业和国家由贸易现状确定）。 

5.1 西部地区外向型发展行业的确定 

近年来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保持贸易总量总体增长的同时，

贸易合作方式也日渐多样，如金融领域和工程领域的合作。中国各区域在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需求结构（表 5.1）。

从表中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以制造业产品和轻

纺工业为主，具体来看出口的商品集中在第 85 章和第 84 章电机、电气设备为

主，两类商品占总出口额的四成以上，其次为 64 章鞋靴、护腿和 62 章服饰和衣

着附件。进口商品以资源类产品、制造业产品和特殊交易品为主，主要集中在第

85 章机电产品、第 27 章矿物燃料、第 98 章特殊交易及未分类商品。 

基于目前的进出口现状（第 98 章特殊交易及未分类商品不予考虑），对应上

文分析的不同省份在三次产业下的优势行业，本文确定“走出去”的行业为第二

产业下的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和轻纺工业，在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重庆具

有比较优势，在轻纺工业上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具有比较优势。 

“引进来”的行业为机械、电子设备制造行业和采矿业，在机械、电子设备

制造行业具有比较劣势的省份为内蒙古、甘肃、青海、贵州、云南、新疆、宁夏、

西藏，在采矿业下具有比较劣势的省份为广西和重庆。 

表 5.1 中国各区域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对沿线国家出

口的商品类别 

制造业产品 制造业产品、

少量农产品 

制造业产品、

针织品、鞋

制造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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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皮革制品

和特殊交易品 

自沿线国家进

口的商品类别 

制造业产品和

特殊交易品 

资源类产品、

电机类产品和

特殊交易品 

资源类产品、

制造业产品和

特殊交易品 

资源能源类产

品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2018》 

5.2 西部地区外向型发展行业合作国家的确定 

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合作国家的确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供给和

需求为基础，一个国家对某个行业的产品需求越大，则在该产业下西部地区能够

与之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越高。在上部分确定了走出去的产业为机械、电子设备制

造业，“引进来”的行业为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采矿业。本部分根据近年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业进出口数据，判断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

合作的国家，相关数据根据中国行业贸易数据整理所得，相关国家见表 5.2、表

5.3、表 5.4 和表 5.5，并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的大小进行排序。从表中

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较大的国

家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西亚、欧洲，采矿业下进口的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

和西亚国家，轻纺工业下出口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南亚、欧洲、东南亚、西亚。 

 

表 5.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下出口额大的前 20位国

家 

印度 1 土耳其 11 

越南 2 波兰 12 

新加坡 3 巴基斯坦 13 

俄罗斯联邦 4 捷克 14 

马来西亚 5 沙特阿拉伯 15 

泰国 6 孟加拉国 16 

印度尼西亚 7 匈牙利 17 

阿联酋 8 缅甸 18 

菲律宾 9 埃及 19 

伊朗 10 哈萨克斯坦 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行业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表 5.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下进口额大的前 20位国

家 

马来西亚 1 印度 11 

越南 2 波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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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3 罗马尼亚 13 

菲律宾 4 俄罗斯联邦 14 

新加坡 5 土耳其 15 

匈牙利 6 斯洛文尼亚 16 

以色列 7 保加利亚 17 

捷克 8 沙特阿拉伯 18 

斯洛伐克 9 阿联酋 19 

印度尼西亚 10 爱沙尼亚 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行业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表 5.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矿业下进口额大的前 20位国家 

俄罗斯联邦 1 卡塔尔 11 

沙特阿拉伯 2 蒙古 12 

伊朗 3 缅甸 13 

伊拉克 4 哈萨克斯坦 14 

阿曼 5 菲律宾 15 

印度尼西亚 6 土耳其 16 

阿联酋 7 越南 17 

科威特 8 埃及 18 

马来西亚 9 乌克兰 19 

印度 10 乌兹别克斯坦 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行业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表 5.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轻纺工业下出口总额前 20位的国家 

越南 1 泰国 11 

俄罗斯联邦 2 哈萨克斯坦 12 

菲律宾 3 吉尔吉斯斯坦 13 

阿联酋 4 波兰 14 

马来西亚 5 巴基斯坦 15 

印度 6 伊拉克 16 

沙特阿拉伯 7 伊朗 17 

印度尼西亚 8 柬埔寨 18 

孟加拉国 9 以色列 19 

新加坡 10 土耳其 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行业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5.3 西部各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测度 

西部地区各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因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

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或互补关系，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经济关系及不同区域间存在的竞争性或者

互补性关系，能为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加强分工合作，促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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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发展战略依据，从而提高合作双方的综合实力，对存在互

补性关系的国家要主动积极寻求合作，对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要注意合作方式，

探索合作空间。 

5.3.1 方法介绍和指标处理 

欧式距离是测度经济距离、评价经济关系时常用的方法之一。从理论上看欧

式距离是测量多维空间中两个点之间的真实距离，将此方法用到经济关系的评价

时则需要经济指标的介入。本部分研究的范围为包括西部地区重庆、内蒙古、甘

肃、青海、贵州、云南、新疆、宁夏、西藏、广西、四川、陕西 12 个省份和上

文表 5.2、表 5.3、表 5.4 和表 5.5 产业走出“走出去”和“引进来”涉及到的

国家。 

为了反映区域间存在的区域间存在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已有学者选取了相关

指标对区域间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评价。何琪[34]（2013）选取投资效率（X）、劳动

效率（Y）、产品资源向外地的流动能力（Z）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关

系进行了分析，其中 Z 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刘荣增
[35]
选取第一

产业发展水平（Y）、第三产业发展水平（Z）、对外贸易联系程度（W）对河南省

省际地缘关系及匹配性进行了研究，其中 Y 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Z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W为公路货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 

本部分在参考以上学者指标选取的基础上，鉴于本文是对西部地区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在第二产业下的轻纺工业、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采矿业的经

济关系进行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 3个综合性指标 C、S、T评价

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上存在的竞争性或者互补性，其中： 

C为某国（地区）工业增加值/该国（地区）生产总值， 

S为某国（地区）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某国（地区）生产总值， 

T为某国（地区）农业增加值/某国（地区）工业增加值。 

C 反映了映该国或省份的工业化水平，C 越大，则工业化水平越高，反之则

越低。S 反映了该国（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S 越大，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越

高，西部省份则越可能与之开展合作。T 反映了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向外地的流

动能力，T越大说明本地农业产品越丰富，相对的工业产品数量较少，农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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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外地流动，而工业产品需要依靠本区域外市场的供给，反之则工业产品可

以向外地流动，农业产品则需要本区域外市场的供给。 

在选取了 3个综合性指标后，在进行欧式距离计算之前，首先要对数据（C、

S、T）进行标准化处理，相关处理公式如下： 

𝑌𝑖′ =
𝑌𝑖−𝑌𝑖

𝑆𝑌𝑖
                         （5.1） 

𝑆𝑌𝑖 =
√∑(𝑌𝑖 − 𝑌𝑖)

2
𝑛⁄                      （5.2） 

其中𝑖表示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国家，𝑌𝑖是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𝑌𝑖为数

据的均值，𝑆𝑌𝑖为数据的方差，𝑌𝑖′则是经过标准化后处理后各项指标的数值。评

价西部地区各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欧式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 

𝐸𝐷 = √(𝑋1 − 𝑌1)2 + (𝑋2 − 𝑌2)2 +⋯(𝑋𝑁 − 𝑌𝑁)2            （5.3） 

将三个综合性指标（C、S、T）代入到上述公式中，则可以转化为 

𝐸𝐷𝑖𝑗 = √(𝐶𝑖′− 𝐶𝑗′)
2
+ (𝑆𝑖′− 𝑆𝑗′)

2
+ (𝑇𝑖′− 𝑇𝑗′)     （5.4） 

其中𝑖，𝑗代表着评价的𝑖地区和𝑗地区，𝐶𝑖
′、𝐶𝑗

′、𝑆𝑖
′、𝑆𝑗′、𝑇𝑖′、𝑇𝑖′是上部分

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在对欧式距离进行计算过后，需要再次对欧式距离的结果进行标准化，从而

方便我们的分析和比较，标准化公式和上文类似。 

     经过标准化后的欧式距离𝐸𝐷ij′的大小可以来描述西部地区各省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当𝐸𝐷ij′为正时，表明两区域间存在着互补

性的关系，且𝐸𝐷ij′越大表明两区域间互补性越强，相反，当𝐸𝐷ij′为负时，表

明两区域间存在着竞争性关系，且负值越大表明两区域间竞争关系越强。但是需

要考虑到的是，上文计算的欧式距离的值并没有将区域间的地理位置考虑在内，

通常情况下地理位置距离较近的区域发生经济关系的可能性较大，跨区域的经济

贸易交易费用也更高，所以我们引进地理位置权重 W来对欧式距离的结果进行调

整，其公式为𝐸𝐷𝑤𝑖𝑗=𝐸𝐷ij
′ ∗w。在 w 权重大小的确定上，张鹏岩[36]（2015）等学

者根据不同区域间省会城市公路之间的距离的远近，赋权重 w为 2和 1.5。考虑

到本文研究对象为西部地区各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故本文根据“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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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国家和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距离，将 w 设为 2、1.5 和 1，省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距离越近，w的取值越大。  

根据西部地区各省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欧式距离结果𝐸𝐷𝑤𝑖𝑗的大小，并

借鉴相关学者对欧式距离范围的界定，本部分将地缘关系的类型分为以下四类：

强互补型、弱互补性、强竞争性、弱竞争型，具体如下表 5.6所示。 

表 5.6 经济关系分类标准 

类型                               阈值 

强互补型                            

弱互补型                         

  弱竞争型                          

强竞争型                            

5.3.2 西部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对西部省份“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测度，并根据

表 5.6确定的经济分类标准对测度后的结果进行分类，由于经济开放水平、劳动

效率和农业工业资源禀赋的不同，西部各省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不同的行业

存在着不同的竞争或互补性关系，相关经济关系如表 5.7、表 5.8、表 5.9、表

5.10所示。 

在轻纺工业部门的“走出去”上（见表 5.7），从区域来看，轻纺工业出口面

向的国家主要为中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具体来看，越南、阿联酋、新加坡、

巴基斯坦和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之间存在着强互补性关系，广西和沙特阿拉

伯、波兰、以色列之间存在着弱互补关系，四川和阿联酋、印度、伊拉克、柬埔

寨、以色列之间存在弱互补关系，贵州和沙特阿拉伯、波兰、以色列存在弱互补

关系，云南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之间存在弱互补关系。其他的国家则和这 4个

省份存在着竞争性的关系。 

在采矿业的“引进来”上（见表 5.8），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阿联酋、

科威特、马来西亚、卡塔尔、蒙古、缅甸、越南等国家与四川存在互补性关系，

阿联酋、科威特、马来西亚、卡塔尔、蒙古、缅甸、越南、乌克兰、乌兹别克斯

1.0≥EDW

1.0＜EDW＜0 

0≤EDW＜1.0-

-1.0≤E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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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与重庆存在互补性关系。 

在电子、机械设备的“引进来”上（见表 5.9），西部地区在机械设备制造业

上整体水平偏低，越南、新加坡、匈牙利、以色列、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保加利亚、阿联酋、爱莎尼亚，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 

在电子、机械设备的“走出去”上（见表 5.10），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重庆

市是西部地区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四川、陕西等省

份近年来设备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仍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从附录中可以看出，印度、越南、新加坡、阿联酋、巴基斯坦、捷克、匈牙利和

重庆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些国家主要为东南亚和欧洲国家。 

 

表 5.7 轻纺工业“走出去”下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分类 

省份和国家间的关系对应 经济关系分类 

广西-越南、广西-阿联酋、广西-新加坡、广西-巴基

斯坦、广西-伊拉克 
强互补性 

广西-沙特阿拉伯、广西-波兰、广西-以色列 弱互补性 

广西-俄罗斯联邦、广西-马来西亚、广西-泰国、广

西-柬埔寨、广西-土耳其 
弱竞争性 

广西-菲律宾、广西-印度、广西-印度尼西亚、广西-

孟加拉国、广西-哈萨克斯坦、广西-吉尔广西-吉斯

斯坦、广西-伊朗 

强竞争性 

四川-越南、四川-新加坡、四川巴基斯坦 强互补性 

四川-阿联酋、四川-印度、四川-伊拉克、四川-柬埔

寨、四川-以色列 
弱互补性 

四川-马来西亚、四川-沙特阿拉伯、四川-泰国、四

川-吉尔吉斯斯坦、四川-波兰、四川-土耳其 
弱竞争性 

四川-俄罗斯联邦、四川-菲律宾、四川-印度尼西

亚、四川-孟加拉国、四川-哈萨克斯坦、四川-伊朗 
强竞争性 

贵州-越南、贵州-阿联酋、贵州-新加坡、贵州-巴基

斯坦、贵州-伊拉克 
强互补性 

贵州-沙特阿拉伯、贵州-波兰、贵州-以色列 弱互补性 

贵州-马来西亚、贵州-印度、贵州-泰国、贵州-吉尔

吉斯斯坦、贵州-柬埔寨、贵州-土耳其 
弱竞争性 

贵州-俄罗斯联邦、贵州-菲律宾、贵州-印度尼西

亚、贵州-孟加拉国、贵州-哈萨克斯坦、伊朗 
强竞争性 

云南-越南、云南-阿联酋、云南-新加坡、云南-巴基

斯坦、云南-伊拉克 
强互补性 

云南-沙特阿拉伯、云南-以色列 弱互补性 

云南-马来西亚、云南-印度、云南-泰国、云南-吉尔

吉斯斯坦、云南-波兰、云南-柬埔寨、土耳其 
弱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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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俄罗斯联邦、云南-菲律宾、云南-印度尼西

亚、云南-孟加拉国、云南-哈萨克斯坦、云南-伊朗 
强竞争性 

 

表 5.8 采矿业“引进来”下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分类 

省份和国家间的对应关系 经济关系分类  

广西-越南、广西-科威特、广西-阿联酋、广西-卡塔

尔、广西-伊拉克 
强互补性 

广西-阿曼、广西-马来西亚、广西-沙特阿拉伯、广

西-蒙古、广西-缅甸 
弱互补性 

广西-乌克兰、广西-俄罗斯联邦、广西-土耳其、广

西-哈萨克斯坦 
弱竞争性 

广西-乌兹别克斯坦、广西-埃及、广西-菲律宾、广

西-伊朗、广西-印度尼西亚、广西-印度 
强竞争性 

重庆-越南、重庆-乌兹别克斯坦、重庆-阿联酋、重

庆-印度、重庆-科威特 
强互补性 

重庆-蒙古、重庆-缅甸、重庆-卡塔尔、重庆-乌克

兰、重庆-马来西亚 
弱互补性 

重庆-伊拉克、重庆-阿曼、重庆-土耳其、重庆-菲律

宾 
弱竞争性 

埃及、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联邦、伊朗、印度尼西

亚、哈萨克斯坦 
强竞争性 

 

表 5.9 机械、电子设备“引进来”下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分类 

省份和国家的对应关系 经济关系分类 

新疆-新加坡、新疆-阿联酋 强互补性 

新疆-以色列、新疆-斯洛伐克、新疆-越南、新疆-斯

洛文尼亚、新疆-爱沙尼亚、新疆-匈牙利、新疆-沙

特阿拉伯、新疆-捷克、新疆-保加利亚 

弱互补性 

新疆-波兰、新疆-罗马尼亚、新疆-印度、新疆-马来

西亚 
弱竞争性 

新疆-土耳其、新疆-俄罗斯联邦、新疆-泰国、新疆-

菲律宾、新疆-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内蒙古-新加坡、内蒙古-印度、内蒙古-以色列、内

蒙古-越南 
强互补性 

内蒙古-斯洛伐克、内蒙古-阿联酋、内蒙古-爱沙尼

亚、内蒙古-匈牙利、内蒙古-保加利亚、内蒙古-斯

洛文尼亚、内蒙古-捷克 

弱互补性 

内蒙古-波兰、内蒙古-罗马尼亚、内蒙古-沙特阿拉

伯、内蒙古-土耳其 
弱竞争性 

内蒙古-马来西亚、内蒙古-俄罗斯联邦、内蒙古-菲

律宾、内蒙古-泰国、内蒙古-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广西-新加坡、广西-阿联酋 强互补性 

广西-沙特阿拉伯、广西-以色列、广西-斯洛伐克、 弱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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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斯洛文尼亚、广西-捷克、广西-爱沙尼亚、广

西-匈牙利、广西-保加利亚、广西-波兰 

广西-越南、广西-罗马尼亚、广西-马来西亚、广西

俄罗斯联邦 
弱竞争性 

广西-土耳其、广西-泰国、广西-菲律宾、广西-印度

尼西亚、广西-印度 
强竞争性 

四川-新加坡、四川-印度、四川-越南、四川-以色

列、四川-阿联酋 
强互补性 

四川-斯洛伐克、四川-爱沙尼亚、四川-匈牙利、四

川-斯洛文尼亚、四川-保加利亚、四川-捷克 
弱互补性 

四川-波兰、四川-沙特阿拉伯、四川-罗马尼亚、四

川-土耳其 
弱竞争性 

四川-马来西亚、四川-俄罗斯联邦、四川-菲律宾、

四川-泰国、四川-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贵州-新加坡、贵州-阿联酋 强互补性 

贵州-以色列、贵州-斯洛伐克、贵州-越南、贵州-斯

洛文尼亚、贵州-爱沙尼亚、匈牙利、贵州-保加利

亚、贵州-捷克、贵州-沙特阿拉伯 

弱互补性 

贵州-波兰、贵州-罗马尼亚、贵州-印度、贵州-马来

西亚 
弱竞争性 

贵州-土耳其、贵州-俄罗斯联邦、贵州-泰国、贵州-

菲律宾、贵州-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云南-新加坡、云南-阿联酋 强互补性 

云南-以色列、云南-斯洛伐克、云南-越南、云南-斯

洛文尼亚、云南-沙特阿拉伯、云南-爱沙尼亚、云南

-匈牙利、云南-捷克、云南-保加利亚 

弱互补性 

云南-波兰、云南-罗马尼亚、云南-印度、云南-马来

西亚 
弱竞争性 

云南-土耳其、云南-俄罗斯联邦、云南-泰国、云南-

菲律宾、云南-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西藏-新加坡、西藏-印度、西藏-越南 强互补性 

西藏-以色列、西藏-阿联酋、西藏-斯洛伐克、西藏-

爱沙尼亚、西藏-匈牙利、西藏-保加利亚、西藏-斯

洛文尼亚 

弱互补性 

西藏-捷克、西藏-波兰、西藏-罗马尼亚、西藏-沙特

阿拉伯、西藏-土耳其 
弱竞争性 

西藏-马来西亚、西藏-菲律宾、西藏-泰国、西藏-俄

罗斯联邦、西藏-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陕西-新加坡、陕西-印度、陕西-越南、陕西-以色列 强互补性 

陕西-爱沙尼亚、陕西-保加利亚、陕西-匈牙利、陕

西-斯洛伐克、陕西-斯洛文尼亚 
弱互补性 

陕西-捷克、陕西-波兰、陕西-罗马尼亚、陕西-土耳

其、陕西-阿联酋、陕西-菲律宾 
弱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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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泰国、陕西-马来西亚、陕西-俄罗斯联邦、陕

西-印度尼西亚、陕西-沙特阿拉伯 
强竞争性 

甘肃-新加坡、甘肃-阿联酋 强互补性 

甘肃-越南、甘肃-沙特阿拉伯、甘肃-斯洛伐克、甘

肃-以色列、甘肃-斯洛文尼亚、甘肃-匈牙利、甘肃-

爱沙尼亚、甘肃-捷克、甘肃-保加利亚 

弱互补性 

甘肃-波兰、甘肃-罗马尼亚、甘肃-马来西亚、甘肃-

印度 
弱竞争性 

甘肃-俄罗斯联邦、甘肃-土耳其、甘肃-泰国、甘肃-

菲律宾、甘肃-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青海-新加坡、青海-印度、青海-越南、青海-以色列 强互补性 

青海-斯洛伐克、青海-阿联酋、青海-爱沙尼亚、青

海-匈牙利、青海-保加利亚、青海-斯洛文尼亚、青

海-捷克 

弱互补性 

青海-波兰、青海-罗马尼亚、青海-土耳其、青海-沙

特阿拉伯 
弱竞争性 

青海-马来西亚、青海-俄罗斯联邦、青海-菲律宾、

青海-泰国、青海-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宁夏-新加坡、宁夏-印度、宁夏-越南、宁夏-以色列 强互补性 

宁夏-爱沙尼亚、宁夏-斯洛伐克、宁夏-保加利亚、

宁夏-匈牙利、宁夏-斯洛文尼亚 
弱互补性 

宁夏-捷克、宁夏-阿联酋、波宁夏-兰、宁夏-罗马尼

亚、宁夏-土耳其 
弱竞争性 

宁夏-菲律宾、宁夏-马来西亚、宁夏-泰国、宁夏-俄

罗斯联邦、宁夏-沙特阿拉伯、宁夏-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表 5.10 机械、电子设备“走出去”下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分类 

省份和国家间的对应 经济关系 

重庆-巴基斯坦、重庆-新加坡、重庆-越南、重庆-印

度 
强互补性 

重庆-匈牙利、重庆-阿联酋、重庆-捷克 弱互补性 

重庆-波兰、重庆-土耳其、重庆-孟加拉国、重庆-菲

律宾、重庆-缅甸、重庆-马来西亚、重庆-泰国、重

庆-沙特阿拉伯 

弱竞争性 

重庆-埃及、重庆-俄罗斯联邦、重庆-伊朗、重庆-哈

萨克斯坦、重庆-印度尼西亚 
强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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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动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6.1 依据不同经济关系类型开展差异化合作战略 

西部地区在于存在不同竞争关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时要采取差异

的合作方式和策略。与存在互补性关系的国家要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互通有无，

增强经济联系。另外与存在竞争性关系的国家开展合作时要注意合作方式，多方

发力拓宽合作渠道，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市场

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度外开放度，依托目前西部地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商品进出口情况选取“走出去”的行业为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和轻纺工

业，“引进来”的行业为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采矿业，不同行业下西部省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关系。 

从不同产业来看，贵州、云南、四川、广西要主动积极与越南、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等国家开展合作，增强经济联系，轻纺工业面对的国家主要以中东、南亚、

东南亚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在纺织、制鞋、服装等轻工业部门发展缓慢，依赖国

际市场的供给。西部地区轻纺工业部门的产品的生产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

因区域制宜，生产个性化、符合区域特色的产品。推进轻纺工业的绿色、创新发

展，增加产品的品种、类型，以高品质塑造产品形象和品牌。四川、重庆要在采

矿业上与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阿联酋、科威特、马来西亚、卡塔尔、蒙

古、缅甸、越南积极开展合作，进口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支撑区域内工业的

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加强与国外能源公司的及交流，在矿产资源的勘探、深加

工等环节加强技术合作，攻克关键技术，共享发展经验。在电子、机械设备的出

口上，重庆市要积极与印度、越南、新加坡、阿联酋、巴基斯坦、捷克等国家增

强经济联系度，在产品上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机械制造的技术水平，通过发

展跨境电商、对接国外第三方销售平台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国际市场。在

电子、机械设备的进口上西部地区要与越南、新加坡、匈牙利、以色列、捷克、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阿联酋、爱莎尼亚等国家开展合作，引进装

备制造等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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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外向型产业集群化发展 

受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在区域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之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引人才落户，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

巨大。西部地区空间范围大，交通通达度低，环境约束大，规模优势难以形成，

这要求西部地区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联动发展，如西南省份成都、重庆共建成

渝经济圈，重庆市 2020年实现生产总值 25002.79亿元，基本持平于广州市，成

渝经济圈在促进川渝协同发展的同时，也会辐射西南地区如云南、贵州等省份的

发展。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化发展也是形成西部发展新格局的重要途径之一。 

西部地区产业的联动发展可以以区域内的产业合作为抓手，以省份的优势行

业为核心，通过构建行业上下游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发挥各地优势，从而实

现协同发展。从上文可知重庆等省份在机械设备和电子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其他具有比较劣势的省份可以以共建产业链、共建产业园区等形式与重庆加强合

作，形成集群效应，攻克技术难关、共享发展经验，推动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智能化、高端化发展。在轻纺工业部门与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地等省份开

展合作，培育轻纺工业产业集群，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区域性服务平台，加强品

牌建设。同时要加强龙头企业的建设，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组建大型龙头企业，

支持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权转让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整合

各类闲置资源，提高经营效率；推动龙头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高在采购、

仓储、运输、储存等多个环节的技术投入。加强平台建设，支持龙头企业建设电

子信息公共服务、产品交易等平台，积极对接国外第三方平台，降低物流成本。 

同时西部地区在渔业部门以外的其他第一产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第一产业

的发展受气候条件、技术条件、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各省份可

以共建、共享信息交流平台，分享在种植养殖技术、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荒

漠化防治等方面的经验。在畜牧业行业同西藏、青海、宁夏等传统畜牧强省开展

合作，在渔业行业同广西开展合作。通过第一产业的联动发展在扩大农产品出口

额的同时支持工业部门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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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设施联通度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保障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密切合作的重要保

障。西部地区各省份区位优势明显，国家从顶层设计上赋予了各省份在“一带一

路”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外向开放的枢纽和重要节点，

更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融入“一带一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战略。各

省份要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加快公路、高速公路、民航机场的建

设，推进中欧班列国际线路的建设，提升区域运输能力。加快建设区域性枢纽和

物流仓储设施，提高仓储运输的智能化、科技化水平。同时支持“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国内企业通过承包工程等方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政府、社会资本、企业进行合作，通过联合投资降低风险。充分发挥

“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创新支持、参与方式，多方发力

促进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 

6.4 加强政策软环境支持 

西部地区产业的外向型发展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和倾斜。从目

前西部地区优势产业来看，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在众多行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

但是从目前商品贸易现状来看，相关产品对外贸易的总量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西部地区要加强对这些优势产业的支持，创造良好的产业外向型发展的政策环境。 

要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证照分离、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方面寻求更大

突破。简化审批流程，减少相关手续，持续提高审批服务的效率。积极营造规范

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支持各类市场主积极竞争。鼓励新兴企业的发展，

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积极帮助企业申报贴息，及时落实资金兑现工作。鼓励新

兴产业企业吸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贸企业扩大产业出口，在境外设置

物流仓储设施，同时对企业在境外注册商标、开展国际认证、参加国际展销会等

行动给出额外的资金支持。全力打通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

打造一流政务环境、营商、开放环境，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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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文总结与展望 

7.1 全文总结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本人对外向型经济和优势产业的内涵有了深刻的理解。

首先，本文在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型发展现状和动力因素

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学者在分析优势产业和评价经济关系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利

用区位熵对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下在不同时间节点和时间段（2012 年—2019 年）

的优势行业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西部地区各省份在三次产业下的优势行业部门，

例如在农业部门重庆、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具有优势，广西、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在林业部门具有优势，在第二、第三产业不同的行业部门下西部地区

各省份的优势产业也大不相同。通过对不同省份三次产业下的优势行业的分析，

可以明确西部各省份在不同行业部门的优势产业，同样可以得知西部省份在不同

行业的劣势产业，这为西部地区产业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了支撑。 

其次，立足于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品进出口现状，明确机

械、电子设备制造业、轻纺工业为西部地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走

出去”产业，而由以上分析可知重庆在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在轻纺工业具有比较优势；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采

矿业是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引进来”的产业。广西和重庆在采矿业具有

比较劣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

在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具有比较劣势。 

再次根据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业进出口现状确定了西部地区

产业外向型发展合作的国家，并利用欧式距离对西部各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行测度，明确西部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互补性

或者竞争性关系。 

最后从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差异化合作、推动产业集群化

发展、提高设施连通度、政策软环境支持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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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研究展望 

目前有关产业外向型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某一具体行业，研究的范围也相对

较小，本文立足在整个产业方面，对西部地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

外向型发展进行研究。目前涉及到国外国家的研究受制于数据搜集的困难，在日

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和深入：（1）西部地区的联动发展。(2)随

着数据不断补充完整，针对性地研究特定省份和特定国家间的产业合作，为西部

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具体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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