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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国家人员流动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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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人
员流动是一个基础却极为重要的课题．本文采集了东南亚与南亚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
家中上百万真实的公开简历数据，并通过对其进行文本分析来重构该地区人员流动历史的面
板大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人员流动性的影响． 结果表
明，“一带一路”及相关投资项目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人员流动性水平．同时，本文也
利用准自然实验的方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 － DID) 进一步验证了主要
结论．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与国际影响的实证理解．同时，
本文对线上简历大数据的运用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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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首次提出，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
响应与支持．“一带一路”继承并发展了古代丝绸
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
作、政治沟通与文化交流，力争促进沿线各国的资
源高效配置，打造利益共同体，为全球经济的增长
注入新的活力［1］． 通过多年的积极推动，截至
2020 年 1 月底，共有 138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
已就“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与我国签署了合作协
议、建设谅解备忘录、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②，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
美、南太等区域，“一带一路”倡议也成为全球广
受欢迎的公共产品［2］．
“一带一路”建设强调“让人才和思想在‘一

带一路’上流动起来”③，并通过相关产业的合作
与海外项目的布局，直接为沿线各国创造了大量
的就业机会，带来了人才流动的契机④． 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加速推进，其对沿线国家经济与
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与积极效应正日渐凸
显，并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
其对人员流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这一问题仍缺乏足够关注
与深入探讨． 尽管已有学者实证检验了“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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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背景下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但
对“一带一路”是否真正影响相关国家人员流动
性仍然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旨
在通过利用互联网公开大数据来回答这一关键
问题．

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与发展的
关键环节．在微观层面上，人才作为知识积累和项
目实施的主体，其流动往往伴随着个体知识、信息
与能力等人力资本的传播扩散，产生知识溢出效
应［4］，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源使用效率［5］，推动知
识与信息共享［6，7］，促进社会资本积累［6］．在宏观
层面上，人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方
面，人力资本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全要素生
产率［8］;另一方面，人才流动能够加速优势地区
产业的集聚［9］，有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增强
社会的稳定［10］．鉴于人员流动性在企业竞争与社
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深入考察“一带一路”
建设影响下沿线国家人员流动性特征的变化，能
为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在促进沿线国家人才
自由流动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效应提供理论
依据．

本文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沿线国家重
大投资项目事件为时间节点，考察其对于沿线六
国( 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尼泊
尔、斯里兰卡) 人才流动的直接影响．本文通过搜
索引擎技术采集了东南亚与南亚地区上百万真
实、公开的人才简历数据［11］，并通过对其进行文
本分析来重构近年来该地区人员流动历史的面板
数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一带一路”相关投
资项目的实施，显著地提高了相关国家人员流动
性水平．同时，本文还通过准自然实验的方式，运
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 PSM-DID) 进一步
验证了主要结论．

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
先，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一带一路”建设
对于沿线相关国家人员流动性的重要影响，有利
于增进我们对这一倡议的深远意义与国际影响的
定量化理解，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国际沟通提供了
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其次，本文基于互联网上公
开的简历信息构建了上百万人员的流动大数据，
实现了对“一带一路”实施前后沿线相关国家人
员流动性变化的追踪与量化．如前所述，目前对于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沿线国家人员流动的研究
还较为缺乏，其中主要的瓶颈就在于我们很难从
当地政府或其他途径获取能够直接反映人员变化
状况或流动水平的有效数据． 本文创新性地通过
公开简历数据来达成这一研究目标，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数据难以获取这一难题，为未来的相关研
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1 文献回顾

顺应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
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发展潮流，我国提出并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其目的就在于“促进经济要素
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
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
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
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1］． 自 2013
年该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为各国招商引
资、对外贸易交流、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提
供了有力平台，得到了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积极
响应与热烈参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共建
“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以及相关机制的建设完
善，使得沿线区域的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规模进
一步扩大，在增强参与各国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
也必然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从多
方面使参与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受益．有鉴于此，当
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已开始关注与考察“一带一
路”共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其透过影响
相关区域内经济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而在多方面
产生的深刻效应，如对外直接投资［12，13］、进出口
贸易［14］、经济增长［3］、货币国际化［15］、产能合
作［16］等．

区别于现有文献，在“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
的潜在影响中，本文聚焦于研究“一带一路”建设
对于沿线国家人员流动性的影响． 人员流动是一
个基础却也极为重要的课题． 人员流动有助于缩
小贫富差距［10］，且人员的自由流动强度越大，对
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效果越明显［17］． 同时，
人员流动还可以通过改变区域人口分布和劳动力
供给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18］，为区域发展引进新
的技术和经验，促进知识共享以及社会资本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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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6］，加速优势地区产业集聚［9］，对社会经济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反地，人员的不完全流动则
会限制区域经济的发展［19］． 此外，人员的合理流
动能够实现促进创新的目的［4］． 人员流动特别是
技术人员的流动过程往往伴随着隐性知识、重要
信息以及关键技术的传播与共享［20 ～ 23］，从而产生
知识溢出效应［4］，进而提高技术人员的创新生产
率［24］并显著推动创新进程［25］．

人员流动对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及知识创新
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而“一带一路”建设则能够通
过促进人员的流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
刻的影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大规模的产业
合作与海外项目布局往往会创造出一大批工作岗
位，进而吸引大量人员流入，推动人才向优势产业
流动，加速当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尤其是，目前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多数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园区等，其建设与运营将直接对相关产业的人才
需求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将为当地人才经济的
发展带来多重潜在影响．例如，港口设施的修建，
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对从事港口建设和运营相关工
作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港口产生的贸易活
动会间接拉动大量其他行业的发展和用人需求．
这种通过间接影响所产生的人员流动数量可能远
远超过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员规模．同时，随着双边
市场开放和合作程度的提高( 如大量合作园区的
建设) ，将可能吸引大量外部人才流入沿线国家．
一方面，这些人才的流动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
将对当地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创业活动产生
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人才的流入将推动当地的经
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人员流动
性的进一步提高．如前所述，人员的合理流动能够
为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而“一
带一路”为沿线国家人才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
机遇期．但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围绕“一带一路”
对国际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人员流动性的影响尚缺
乏相应的研究与深入的探索．

鉴于人员流动对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大意义，从实证上检验“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

人员流动性的影响，有利于增进我们对“一带一
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社会与经济影响的全面理
解，为相关企业海外人才布局及业务拓展提供有
益借鉴，并为我国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同时，围绕研究“一带一
路”对人员流动影响所开展的数据采集与量化分
析工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员流动及
“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未来的相关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样本的地理范围为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地处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国家．东南亚、南
亚地区地处南海，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线的境
外首站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
是“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重点
区域．该区域的人口密度较高，一直以来与我国保
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吸引了较多“一带一路”建
设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 见表 1 ) ，深受惠及． 因
此，该区域也是研究“一带一路”影响下人员流动
性水平变化的理想区域．根据具体的项目投资，以
6 个较早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国家
作为研究样本，它们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
尼西亚、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针对这 6 个国
家，首先利用搜索引擎技术［11，26］，从职业社交网
站上大规模获取了这些国家约 146 万份网站用户
的公开简历信息．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互联
网上的公开简历信息．近年来，职业社交平台的迅
速兴起及广泛使用⑤，为研究者获取大规模人力
资本数据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而这些数据
为我们长期研究追踪人才流动提供了可能． 具
体而言，平台用户所公开的个人简历资料一般
涵盖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所在地点、用户的
社会联系数量、所掌握的技能及语言种类等信
息，是用户本人认为不涉及其个人隐私，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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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例如，主流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com( 领英) 拥有大量的使用者．截至 2018 年 5 月，领英宣称其在全球用户的数量已超过 5 亿，在中
国的用户数量超过 4 100 万．



向互联网上不特定公众公开的个人职业信息．
在获取这些公开简历信息后，作者参阅 Ge等［11］

和刘善仕等［26］文献中简历数据处理的方法，运
用文本分析技术对原始简历数据进行清洗与结
构化处理．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投资项目

Table 1 Major investment projects by B＆Ｒ in focal countries

合作国家 项目名称 起始时间 信息摘要

马来西亚

马 来 西 亚

马 中 关 丹

产业园

2013 年 2 月

马中关丹产业园

区在马来西亚关

丹隆重开园．

泰国
泰 中 罗 勇

工业园
2013 年

入驻泰中罗勇工

业园的企业数量

迅速增长．

孟加拉

帕 德 玛 大

桥 及 河 道

疏浚项目

2014 年 11 月

中国电建中标开

工建设帕德玛大

桥河道整治项目．

印度尼西亚

中 印 综 合

产 业 园 区

青山园区

2013 年 7 月

中国印尼综合产

业园区青山园区

开工建设．

尼泊尔

红 狮 希 望

水 泥 厂

项目

2015 年 7 月

红狮集团与希望

水泥集团在尼泊

尔的项目进入实

质性实施阶段．

斯里兰卡
科 伦 坡 港

口城
2014 年 9 月

科伦坡港口城项

目开工．

注: 资料收集于新华网、人民网、“一带一路”网等国家级

新闻平台⑥．

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首先剔除了样本中的
实习经历和缺失值 ( 如企业名称缺失、任职具体
起始和结束年份缺失、工作地点缺失、教育经历缺
失、所掌握的语言缺失等) ，其次，需要识别个体
在工作经历中的流动行为．具体而言，当个人简历

信息显示其在连续时间段前后就职于不同的公
司，则认为该个体在前后任职的公司间发生了人
才流动［26］． 例如，员工 A1的简历显示 2010 年 ～
2013 年任职于公司 B1，2013 年 ～ 2014 年任职于
公司 B2，则员工 A1在 2013 年发生了人才的流动
行为．若是员工简历显示其工作经历是非连续的，

则认为上一份工作结束的时间即为人才流动的发生
时间．例如，员工 A2的简历显示 2010 年 ～ 2013 年
任职于公司 B3，2014 年 ～ 2015 年任职于公司
B4，则认为员工 A2在 2013 年发生了人才流动．

基于以上的人才流动计算规则，能够得到个体
层面在某一特定年份是否发生流动行为的面板
数据集．除此之外，根据个人简历上披露的岗位
名称，在某一特定企业工作的起始和结束年份
等信息，通过对简历进行文本分析，能够构造出
个体在某一家公司的任期时间长短以及个体是
否具备高层管理经验等． 例如，对于人员是否具
备高层管理经验的变量构造，选取了一系列识
别高层管理经验的关键词［27］，比如创始人、
CEO、CFO、总经理等．如果员工过去的工作经历
中涵盖了高层管理经验的关键词，那么该变量
取值为 1，否则为 0．

因此，通过以上结构化处理简历中所载的
有关工作变动的信息，本文实现了大规模地观
测与追踪个体职位流动的历史情况，并得到了
一个完整涵盖个体人才流动的面板数据集． 其
中的每项数据记录包含个体的工作地点、工作
年份、该年份是否发生流动、个体之前任职公司
的信息( 比如在职任期、岗位、是否具备高层管
理经验、所处行业、公司规模等) 、个体的学历背
景( 是否拥有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等) 、以及个
体所掌握的语言种类、技能种类、个体所拥有的
社会联系数量等． 本文最终样本的有效工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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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为 1 640 023 条，时间跨度为 6 年( 2010 年至
2015 年) ． 图 1 具体展示了“一带一路”各国投

资项目情况以及样本分布情况． 样本数据集的
行业分布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样本分布

Fig． 1 Sample distribution of focal countries

图 2 样本的行业分布

Fig． 2 Sample distribution by industry

2． 2 变量说明
2． 2．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指人员在某个特定年份是否
发生流动行为( Turnover) ． 这里定义的流动行为
是指离开一家公司，即离开原雇主或者更换雇主，
不包括个体在原有公司内部的职位变动行为． 本
文用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流动行为，1 表示该人
员发生了流动，0 表示未发生流动．
2． 2．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人员 i 所在国家在年
份 t是否已开始参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具体
投资项目( BeltＲoad) ，即如果人员所在国当年已

开始参与“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则该变量取值
为 1，反之为 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具体投
资项目的起始时间点详见表 1 ． 除此以外，本文
的自变量还包括人员的工作特征，比如人员在
上一家公司的任期时间长短( Tenure) 、是否具备
高层管理经验( Leader) 、是否在截止年份 t 时拥
有的最高学历为本科学历 ( Undergraduate) 、是
否在截止年份 t 时拥有的最高学历为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 ( Graduate) 、掌握的技能数量 ( Skill) 、
掌握的语言数量 ( Language ) 、是否掌握中文
( Chinese) 、是否掌握英文( English) 、人员的社会
联系数量( Connections) ． 其中，对于人员是否具
备高层管理经验的变量构造，选取了一系列识
别高层管理经验的关键词［27］，比如创始人、
CEO、CFO、总经理等．如果员工过去的工作经历
中涵盖了高层管理经验的关键词，那么该变量
取值为 1，否则为 0．具体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
计请见表 2．

2． 2．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所在任职公司

的工作组织类型是否是上市企业( Public) 以及公
司的规模 ( Size) 、所处的行业( Industry ) 和年份
( Y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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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finition and summary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体是否发生流动行为

( Turnover)
发生流动行为 = 1，没有发生流动行为 = 0 1 640 023 0． 213 0． 409 0 1

“一带一路”下的相关

投资项目

( BeltＲoad)

人员所在国当年是否已开始参与

“一带一路”相关投资

( 是 = 1，否 = 0)

1 640 023 0． 558 0． 497 0 1

在职任期

( Tenure)
个体在同一个企业的任期年限 1 640 023 4． 364 4． 289 1 36

是否具备高层管理经验

( leader)

个体在工作经历中是否具备高层管理经验

( 是 = 1，否 = 0)
1 640 023 0． 301 0． 459 0 1

本科学历

( Undergraduate)

个体在截止年份 t时拥有的最高学历

是否本科学历

( 是 = 1，否 = 0)

1 640 023 0． 304 0． 460 0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 Graduate)

个体在截止年份 t时拥有的最高学历

是否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

( 是 = 1，否 = 0)

1 640 023 0． 168 0． 374 0 1

社会联系数量

( Connections)
个体在领英网站上的好友数量 1 640 023 152． 9 163． 3 0 500

技能总数

( Skill)
个体所掌握的技能总数量 1 235 929 13． 13 6． 946 1 30

语言总数

( Language)
个体所掌握的语言总数量 655 735 2． 179 1． 091 1 13

中文

( Chinese)

个体是否掌握中文技能

( 是 = 1，否 = 0)
655 735 0． 863 0． 344 0 1

英文

( English)

个体是否掌握英文技能

( 是 = 1，否 = 0)
655 735 0． 141 0． 348 0 1

上市企业

( Public)

是否上市企业

( 是 = 1，否 = 0)
1 640 023 0． 231 0． 421 0 1

2． 3 模型建立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积极开展了对沿

线多个国家的各类具体投资项目． 为了进一步实
证检验“一带一路”对相关国家人员流动性的影
响，本文设定了以下实证模型

Turnoverit = β0 + β1BeltＲoadit + β2Tenureit +
β3Leaderit + β4Undergraduateit +
β5Graduateit + β6Connectionsit +
β7Skillit + β8Languageit +
β9Chineseit + β10Englishit +
Controlit + uit (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个体和第 t 年，
Control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 包括公司规模、行
业和年份等) ． 因变量 Turnover 代表人员流动性，
个体发生流动行为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主要的
解释变量是 BeltＲoad，如果人员所在国当年已开
始参与“一带一路”相关投资项目，则该变量取值
为 1，否则为 0． 其余的解释变量包括个体的工作
经历特征，比如工作任期( Tenure) 、是否具备高层
管理经验( Leader) 、个体在截止年份 t时拥有的最
高学历是本科( Undergraduate) 还是硕士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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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uate) 、个体的社会联系数量 ( Connections )
等． 这部分控制变量主要涵盖了对人员流动性
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受教育程度、过往工作经
历特征、社会联系、职业技能、语言技能等各个
方面．同时，为了克服企业、行业等异质性带来

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系列变量如行业、企业规
模、年份等． 另外，进行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共
线性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高
度的共线性和相关性．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
析表格如表 3 所示．

表 3 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of the variables

变量 Turnover BeltＲoad Tenure Leader
Undergra-

duate
Graduate

Connnections

( ln)
Skill language Chinese English

Turnover 1． 000

BeltＲoad －0．013 0＊＊＊ 1．000

Tenure －0．222 2＊＊＊ 0．031 2＊＊＊ 1．000

Leader 0．036 4＊＊＊ 0．013 8＊＊＊ 0．089 6＊＊＊ 1．000

Undergraduate 0．061 6＊＊＊ 0．029 2＊＊＊ －0．096 5＊＊＊ 0．031 1＊＊＊ 1．000

Graduate 0．030 7＊＊＊ 0．015 2＊＊＊ －0．005 6＊＊＊ 0．073 7＊＊＊ －0．296 9＊＊＊ 1．000

Connections( ln) 0．175 3＊＊＊ －0．037 8＊＊＊ －0．138 5＊＊＊ 0．182 7＊＊＊ 0．158 0＊＊＊ 0．101 3＊＊＊ 1．000

Skill 0．096 3＊＊＊ －0．039 7＊＊＊ －0．062 2＊＊＊ 0．125 3＊＊＊ 0．074 9＊＊＊ 0．093 2＊＊＊ 0．419 4＊＊＊ 1．000

Language 0．051 1＊＊＊ 0．010 2＊＊＊ －0．070 1＊＊＊ 0．011 2＊＊＊ 0．004 3＊＊＊ 0．047 6＊＊＊ 0．034 3＊＊＊ 0．096 2＊＊＊ 1．000

Chinese 0．008 4＊＊＊ 0．017 1＊＊＊ －0．012 8＊＊＊ 0．038 5＊＊＊ 0．033 2＊＊＊ 0．029 8＊＊＊ －0．034 5＊＊＊ 0．011 2＊＊＊ 0．443 8＊＊＊ 1．000

English 0．023 2＊＊＊ －0．009 8＊＊＊ －0．043 5＊＊＊ 0．040 1＊＊＊ 0．125 1＊＊＊ 0．068 7＊＊＊ 0．116 1＊＊＊ 0．152 3＊＊＊ 0．190 6＊＊＊ 0．086 6＊＊＊ 1．000

注: 表中为 Pearson相关系数．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3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了流动性研究中经典的线性概
率模型，同时检验了对应的 Logit模型和 Probit 模
型．表 4给出了本文的主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 ～模
型 4 为线性概率模型，当中的模型 1 ～模型 3 使
用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量． 模型 2 和模型 3 在
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 模型 4
则采用面板回归模型( Panel) ，也是本文结论的主
要解释模型．这是因为面板模型相比 OLS 能更好
地消除部分个体相关效应的影响，而线性概率模
型相较 Logit( 模型 5) 和 Probit( 模型 6 ) 等非线性
模型，其系数的解释更为清晰和直观．

可以预期相关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项
目( BeltＲoad) 后，人员流动性将增大，即 β 1的系
数应显著为正．由表 4 结果可见，模型 1 ～模型 4
均支持这一猜想: 所有的回归结果都显示，在控制
了企业规模、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等因素
以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BeltＲoad) 与人员流

动水平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由模型 4 的
结果可知，是否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与人员流动
水平在 1% 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系数为
0． 033 3．也就是说，该国在参与了“一带一路”的
主要项目后，其人员流动性水平提高了约 3． 3 个
百分点．另外，考虑到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值变量
( 即个体是否发生流动行为) ，本文还分别使用
Logit( 模型 5) 和 Probit模型( 模型 6 ) 进行了回归
分析，其结果也表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显著促
进了沿线国家人员流动性水平的提高．此外，还将
人才流动频率( Mobility) 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分析，
其结果显示表 4 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在检验相关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 BeltＲoad) 对人员流动的影响以外，本文还关注
了其他可能对人员流动水平产生影响的个体特
征，比如人员的在职任期、是否具备高层管理经
验、掌握的技能、语言、以及学历的层次等．模型 4
的结果表明，个体在上一家公司的任期越短、所掌
握的技能数量、语言数量、以及社会联系数量越
多，呈现出来的流动性水平就越高．另外，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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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发现人员所具备的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以及高层管理经验与人员的流动性水平也呈
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人

力资本的人员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具备就业
优势，从而导致他们更换工作的机会更多、流动性
更大［28］．

表 4 主回归结果

Table 4 Main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线性概率模型 非线性模型

( 1) OLS ( 2) OLS ( 3) OLS ( 4) Panel ( 5) Logit ( 6) Probit

BeltＲoad
0． 017 9＊＊＊

( 0． 002 3)

0． 019 4＊＊＊

( 0． 002 2)

0． 033 0＊＊＊

( 0． 003 8)

0． 033 3＊＊＊

( 0． 003 8)

0． 186 4＊＊＊

( 0． 020 5)

0． 110 1＊＊＊

( 0． 012 4)

Tenure
－ 0． 018 7＊＊＊

( 0． 000 1)

－ 0． 029 9＊＊＊

( 0． 000 2)

－ 0． 029 8＊＊＊

( 0． 000 3)

－ 0． 331 4＊＊＊

( 0． 002 9)

－ 0． 151 3＊＊＊

( 0． 001 5)

Leader
0． 020 3＊＊＊

( 0． 000 7)

0． 029 0＊＊＊

( 0． 001 2)

0． 029 3＊＊＊

( 0． 001 2)

0． 226 4＊＊＊

( 0． 006 7)

0． 125 1＊＊＊

( 0． 004 0)

Undergraduate
0． 028 4＊＊＊

( 0． 000 7)

0． 005 9＊＊＊

( 0． 001 3)

0． 005 7＊＊＊

( 0． 001 3)

0． 073 9＊＊＊

( 0． 006 8)

0． 035 2＊＊＊

( 0． 004 1)

Graduate
0． 027 6＊＊＊

( 0． 000 9)

0． 003 7＊＊

( 0． 001 5)

0． 003 5＊＊

( 0． 001 4)

0． 088 1＊＊＊

( 0． 006 1)

0． 038 6＊＊＊

( 0． 003 6)

Connections( ln)
0． 032 6＊＊＊

( 0． 000 2)

0． 025 6＊＊＊

( 0． 000 4)

0． 025 6＊＊＊

( 0． 000 4)

0． 152 6＊＊＊

( 0． 002 6)

0． 089 9＊＊＊

( 0． 001 5)

Skill
0． 002 1＊＊＊

( 0． 000 1)

0． 002 1＊＊＊

( 0． 000 1)

0． 011 5＊＊＊

( 0． 000 5)

0． 006 8＊＊＊

( 0． 000 3)

Language
0． 013 1＊＊＊

( 0． 000 6)

0． 013 1＊＊＊

( 0． 000 6)

0． 057 6＊＊＊

( 0． 003 0)

0． 036 5＊＊＊

( 0． 001 8)

Chinese
－ 0． 009 8＊＊＊

( 0． 001 8)

－ 0． 009 8＊＊＊

( 0． 001 7)

－ 0． 039 2＊＊＊

( 0． 009 4)

－ 0． 024 4＊＊＊

( 0． 005 7)

English
－ 0． 008 1＊＊＊

( 0． 001 7)

－ 0． 008 3＊＊＊

( 0． 001 6)

－ 0． 036 6＊＊＊

( 0． 009 3)

－ 0． 019 0＊＊＊

( 0． 005 6)

Public
0． 001 1

( 0． 000 9)

0． 002 2

( 0． 001 7)

0． 001 2

( 0． 001 6)

0． 018 3*

( 0． 009 6)

0． 008 0

( 0． 005 7)

Siz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640 023 1 640 023 614 698 614 698 614 698 614 698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本文主要的回归模型中 BeltＲoad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影响的分析结
果是较为稳健的． 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对沿线
参与国家而言，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源自外部的项
目或政策事件，带有明显的外生性变量的特征．因
此，主回归结果的内生性问题相对较少． 尽管如
此，为消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 Ｒosenbaum
和 Ｒubin［29］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propen-

sity score matching，PSM) 方法对主回归模型的数
据集进行了相应处理． 该方法将多个特征浓缩成
一个指标———倾向得分 ( propensity score ) ，从而
使得多元匹配成为可能．在匹配对象上，本文选用
个体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且处于基础设施行业
的前一年的各项指标，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但
却不处于基础设施行业的个体的同期数据进行匹
配⑦．例如，对于 2013 年后位于“一带一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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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个体，用其 2012 年处于基础设施行业的个
体的各项指标与处于非基础设施行业的个体指标
的数据进行匹配． 对匹配对象的选取原因主要是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初期的项目较多地投资在
基础设施相关行业，这使得这类行业的从业人员
更可能直接受到影响．也因此，在这里把基础设施

行业的从业人员视为实验组，而非基础设施行业
的从业人员视为对照组． PSM 能够帮助挑选两组
间高度相似的个体，以降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的
影响．在具体的匹配算法上，本文采用了半径匹配
方法［30］．成功匹配的样本的工作记录约为总样本
记录的 22% ．

表 5 稳健性检验

Table 5 Ｒobustness checks

变量
线性概率模型 非线性模型

( 1) OLS ( 2) OLS ( 3) OLS ( 4) Panel ( 5) Logit ( 6) Probit

BeltＲoad
0． 031 7＊＊＊

( 0． 008 3)

0． 034 1＊＊＊

( 0． 008 1)

0． 037 2＊＊＊

( 0． 008 1)

0． 034 4＊＊＊

( 0． 008 2)

0． 223 3＊＊＊

( 0． 049 2)

0． 129 3＊＊＊

( 0． 028 9)

Tenure
－ 0． 028 0＊＊＊

( 0． 000 3)

－ 0． 027 8＊＊＊

( 0． 000 3)

－ 0． 027 7＊＊＊

( 0． 000 4)

－ 0． 359 5＊＊＊

( 0． 006 4)

－ 0． 162 7＊＊＊

( 0． 003 1)

Leader
0． 019 9＊＊＊

( 0． 002 7)

0． 018 0＊＊＊

( 0． 002 7)

0． 024 2＊＊＊

( 0． 002 8)

0． 199 2＊＊＊

( 0． 016 4)

0． 107 8＊＊＊

( 0． 009 7)

Undergraduate
0． 003 3

( 0． 002 6)

0． 001 8

( 0． 002 6)

0． 005 7＊＊

( 0． 002 7)

0． 064 9＊＊＊

( 0． 015 5)

0． 026 3＊＊＊

( 0． 009 2)

Graduate
0． 002 6

( 0． 003 0)

－ 0． 001 1

( 0． 003 0)

0． 000 6

( 0． 003 1)

0． 082 0＊＊＊

( 0． 018 6)

0． 032 6＊＊＊

( 0． 011 0)

Connections ( ln)
0． 027 4＊＊＊

( 0． 000 8)

0． 023 6＊＊＊

( 0． 000 9)

0． 024 4＊＊＊

( 0． 000 9)

0． 163 3＊＊＊

( 0． 006 2)

0． 093 2＊＊＊

( 0． 003 6)

Skill
0． 001 7＊＊＊

( 0． 000 2)

0． 001 6＊＊＊

( 0． 000 2)

0． 010 8＊＊＊

( 0． 001 1)

0． 006 2＊＊＊

( 0． 000 7)

Language
0． 010 3＊＊＊

( 0． 001 2)

0． 011 5＊＊＊

( 0． 001 2)

0． 050 9＊＊＊

( 0． 007 0)

0． 032 0＊＊＊

( 0． 004 2)

Chinese
0． 001 4

( 0． 003 8)

0． 000 9

( 0． 003 9)

0． 014 0

( 0． 021 8)

0． 009 6

( 0． 013 0)

English
－ 0． 004 2

( 0． 003 5)

－ 0． 005 0

( 0． 003 6)

－ 0． 013 9

( 0． 022 1)

－ 0． 002 9

( 0． 012 9)

Public
0． 002 6

( 0． 002 5)

0． 003 1

( 0． 002 5)

0． 003 7

( 0． 002 7)

0． 031 0＊＊

( 0． 015 2)

0． 013 5

( 0． 009 0)

Siz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8 730 138 730 138 730 138 730 138 730 138 730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经过 PSM配对处理后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回归结果仍然稳健，显示“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
能显著促进沿线国家的人员流动性水平．例如，由
表 5 中的模型 4 可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回
归系数为 0． 034 4，与表 4 中的模型 4 相应的系数

接近，均在 1%的水平上与人员流动性水平显著
正相关．类似地，个体本身的因素，比如在职任期、
掌握的技能、学历层次、社会联系等，对于人员流
动水平也存在影响．例如，模型 5 和模型 6 的结果
显示，如果个体在上一家公司的任期越短、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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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和语言数量、社会联系越多，并且具备本科
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是高层管理经验，那
么其呈现出的流动性水平就越高．

为了更好地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验证
“一带一路”对相关国家人员流动性的影响，本文
构造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 利用个体是
否掌握中文语言技能这一信息作为其是否在早期
受到“一带一路”影响的信号，即，掌握中文的个
体为实验组，而未掌握中文的个体为对照组 ( 或
控制组) ．我们推测，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实施
的影响下，由于企业对中外沟通合作的潜在需求
增多以及个人从中文渠道获知招聘信息的便利性
等潜在因素，在其他个人条件相近的情况下，相关
国家中掌握中文语言技能的员工群体应该比未掌
握中文的员工群体，在更换就业岗位方面更具竞
争优势．具体将表现为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实
施后，掌握中文的员工群体会呈现出更高的流动
性水平．这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划分标准尽管不
甚完美，但能够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简
单有效地辨别那些更易受“一带一路”影响的人
群，以此来检验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将样本中的员工群体划分为两大类后，运
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进一步分析这
两类人群，以具体考察“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掌
握中文员工的流动性的影响．其中，运用双重差分
( DID) 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验组和对照组需
要满足共同趋势的假设，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
“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人才流
动性的变化趋势随时间变化不存在系统性的差
异．现实中，这个假设很难被完全满足．因此本文
参照 PSM-DID 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31］，使得基
于 DID的政策评价方法更符合共同趋势假设．

另外，图 3 绘制了“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对
于相关国家是否掌握中文的人才流动性的变化
情况．由图 3 可知，从 2011 年到 2013 年间，相关
国家中掌握中文的员工和未掌握中文的员工在
人员的流动性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共同趋势．

在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后，实验组
( 图中实线) 相比对照组( 图中虚线) 的流动性程
度显著增强，这个结果较好地验证了本文主回
归的稳健性．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是否掌握中文的员工的流动性

Fig． 3 Employee mobility by Chinese language skill in focal countries

PSM-DID方法的关键在于匹配估计量，即在
没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照组中找到某个
个体，使得该个体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验
组中的某个个体的可观测变量尽可能地匹配，从
而解决 DID 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经历“一带一
路”建设前不完全具备共同趋势假设所带来的问
题．本文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量估计倾向
得分，采用 Logit回归来实现，并采用最邻近匹配
法(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来确定权重． 通过
PSM方法，本文将样本分成两组人群，即掌握中
文语言技能的实验组，和与之匹配且未掌握中文
语言技能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实验组
( Treated) 和时间 ( Time) 两组虚拟变量的方式将
2010 年到 2015 年的样本分为 4 组子样本，即处
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

以及处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的实验组和
对照组．例如，Treated = 1 则代表掌握了中文语言
技能的人，Time = 1 则代表处于“一带一路”提出
之后的年份． 其中，本文将我国提出“一带一路”

的时间作为时间节点，即 2013 年⑧． 此时的回归
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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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overit = β0 + β1Treatedit + β2Timeit +

β3Treatedit* Timeit +

β4Tenureit + β5Leaderit +

β6Undergraduateit +

β7Graduateit + β8Connectionsit +

β9Skillit + β10Language +

β11Englishit + Controlit + uit

( 2)

其中 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个体和第 t 年，
Control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公司是否是上
市企业、公司的规模、行业和年份等) ．由式( 2) 可
知，“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对于沿线国家掌握中文
的人才流动性的净影响是 β3 ，即重点关注的交互
项 Treated* Time的回归系数． PSM-DID 的回归结
果如表 6 所示．交互项 Treated* Time 的回归系数
代表了实验组相比对照组在“一带一路”提出之
后的流动性变化．本文预期“一带一路”政策会显
著促进实验组的流动性，即预期 β3 的符号为显著
正号．表 6 中的模型 1 和模型 2 没有加入个体相

关的解释变量．模型 3 和模型 4 则是在模型 1、模
型 2 的基础上加上了解释变量个体的在职任期、

学历水平、个体的社会联系数量等，同时，模型 3

和模型 4 还控制了公司是否是公众企业、企业的
规模、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模型 1 ～模
型 4 的回归结果都显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与
实验组人员的流动性水平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从模型 3 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相关政
策在 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了掌握中文技能的人
才的流动性．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深入推进和各国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掌握
中文语言技能的人才面临着更多更好的职业机
会，个体的流动性也就相应地显著增大．同时，个
体本身的工作经历特征、教育背景特征等对于其
流动性的影响情况与表 4 和表 5 类似．综上所述，

本文利用个体是否掌握中文语言技能这一信息构
造的准自然实验的研究结果验证了主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即“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显著促进了沿线
国家人员流动性水平的提高．

表 6 PSM-DID回归结果

Table 6 Ｒegression results of PSM-DID

变量 ( 1) OLS ( 2) Panel ( 3) OLS ( 4) Panel

Treated
0． 041 3＊＊＊

( 0． 003 4)

0． 043 4＊＊＊

( 0． 003 6)

－ 0． 017 5＊＊＊

( 0． 003 5)

－ 0． 018 1＊＊＊

( 0． 003 6)

Time
－ 0． 007 4＊＊＊

( 0． 001 1)

－ 0． 034 6＊＊＊

( 0． 001 1)

0． 027 3＊＊＊

( 0． 003 4)

0． 019 3＊＊＊

( 0． 003 5)

Treated* Time
0． 022 5＊＊＊

( 0． 004 4)

0． 020 1＊＊＊

( 0． 004 4)

0． 020 1＊＊＊

( 0． 004 3)

0． 016 7＊＊＊

( 0． 004 3)

Tenure
－ 0． 022 4＊＊＊

( 0． 000 1)

－ 0． 022 0＊＊＊

( 0． 000 2)

Leader
0． 017 5＊＊＊

( 0． 001 2)

0． 027 8＊＊＊

( 0． 001 2)

Undergraduate
0． 011 2＊＊＊

( 0． 001 2)

0． 016 6＊＊＊

( 0． 001 3)

Graduate
0． 007 8＊＊＊

( 0． 001 4)

0． 010 2＊＊＊

( 0． 0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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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Table 6 Continues

变量 ( 1) OLS ( 2) Panel ( 3) OLS ( 4) Panel

Connections( ln)
0． 022 2＊＊＊

( 0． 000 4)

0． 023 0＊＊＊

( 0． 000 4)

Skill
0． 002 2＊＊＊

( 0． 000 1)

0． 002 1＊＊＊

( 0． 000 1)

Language
0． 016 7＊＊＊

( 0． 000 8)

0． 018 3＊＊＊

( 0． 000 9)

English
0． 012 9＊＊＊

( 0． 001 4)

0． 015 4＊＊＊

( 0． 001 4)

Public
0． 004 7＊＊＊

( 0． 001 1)

0． 003 7＊＊＊

( 0． 001 3)

Size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N 604 345 604 345 604 345 604 345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4 结束语

本文以东南亚与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为研究范围，基于互联网海量的公开人才简
历构建人员流动大数据，并结合多种实证分析方
法，重点考察了我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实施
对相关国家人员流动性的直接影响． 本文发现，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实施与“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的人员流动性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具体分析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建设可为相
关国家的人员流动性水平带来约 3 个百分点的增
长幅度．同时，本文还检验了其他可能对人员流动
水平产生影响的个人人力资本因素，比如人员的
在职任期、高层管理经验、掌握的技能与语言以及
学历层次等．结果表明，人员个体在上一家公司的
任期越短、所掌握的技能与语言数量越多、拥有的
社会联系数量越多、具备较高学历、具有高层管理
经验，则呈现出来的流动性水平就越高．此外，本
文通过准自然实验的设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
健性，进一步支持了有关结论，即“一带一路”建

设切实提高了沿线国家人员的流动性水平，改善
了其人员流动状况．

鉴于人员流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研究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现
有研究表明，人员的流动性普遍受到地区收入差
距［32，33］、国家与地区的相关政策与制度［34，35］、文

化差异［36］、流动成本［37 ～ 40］及多种个体层面的因
素( 如性别、年龄、种族、工作经验与技能、受教育
水平及家庭背景、社会网络等) ［41 ～ 44］的影响． 本
文的研究则揭示了国家层面“一带一路”共建项
目的实施以及一系列个体层面人力资本因素( 如
在职任期、掌握的技能、学历层次、社会联系等)

对于人员流动水平的重要影响，丰富了这一领域
的文献，特别是对于国家层面上影响人员流动重
要因素的研究．尽管文献中已有证据间接显示，国
家的对外经济合作往往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
影响［45］，对于某项具体国家政策或项目可能对人
员流动性产生的直接影响，尚缺乏直接的实证研
究与支持．本文的研究与发现则是对这一研究领
域的有效补充与丰富． 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实证分
析，本文评估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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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人员流动的具体影响，直接表明了国家
政策在个人等已知因素之外，在人员流动中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让人才和思想在‘一带一路’上流动起来”，

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就需要充分
关注沿线国家的人才流动状况． 本文的相关发现
从侧面反映了沿线国家的人才状况与流动需求，

为我国企业在海外的人才布局及业务拓展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

同时，本文创造性地将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
技术结合起来，通过采集并分析东南亚与南亚地
区上百万用户的真实简历信息，重构了“一带一
路”政策实施前后该地区人员流动的历史情形，

并成功从这一视角解读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意义与影响．这种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公开简
历大数据加以分析利用的方式，在数据时效性、客
观性、有效性等多个方面，相比于传统中采用实地
访谈、调查研究等方法从政府、企业等部门来搜集
劳动力数据的方式，都具有独特的优势．由此获取
的大规模数据，可在其他渠道的数据难以获取时，

确保实证分析的严谨性与相关发现的普适性． 这
种“互联网 +大数据”的研究方法，能为今后人才
流动领域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本文也为“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与评估提
供了如下有益启示． 第一，鉴于“一带一路”共建
对于沿线国家人才要素的流动性存在重要的促进
作用，我国政府及企业未来在与相关国家洽谈
“一带一路”合作事宜、积极迈入共同发展与国际
竞争的进程中，应重视推介与培育“中国力量”在
改善经济发展硬指标之外的软实力，发掘与强调
共建项目对于当地的人才培养、社会发展、文化建
设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并可考虑将建设进程中
人才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培养作为战略重心之一，

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选择，为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动
提供明确支持与机制保障．第二，鉴于个人层面一
系列人力资本因素对流动性存在重要影响，为促
进劳动力要素更有序地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
“让人才和思想在‘一带一路’上流动起来”，在大

力推动“一带一路”工程建设之外，参与各国可实
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以促进沿线各
国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一方面，参与各国可重点谋
划高等教育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布局调
整和行动策略，推动高校与当地产业在人才培养、

技术创新上的紧密合作，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与人
才技能的互补作用［46］，以实现相关产业的创新与
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各国可通过增加人
力资本的投入［47］( 例如，提升从业人员的学历层
次、培养相关专业技能以及增强语言沟通能力
等) ，以促进沿线各国人力资本以及劳动生产效
率的提升，从而改善其流动状况．另一方面，各国
也应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经验，

促进各国人才间的交流合作与知识共享，藉由人
才的流动充分发挥知识的溢出效应．第三，各国政
府与相关企业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的信息化建设，打造开放的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合
理地采集并充分利用大数据及其有关分析技术，

更有效、客观地量化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宏观效益，

尤其是关注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经济效益，以科
学全面地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效果．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
由于所使用的大数据样本主要采集于职业社交互
联网平台的公开简历信息，而在这一平台活跃的
用户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中高端人才群体，

比如管理型人才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因此本文
的相关研究结论可能更适用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
水平的劳动力人口． 二是当前研究聚焦于东南亚
和南亚地区较早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六个相
关国家，并未覆盖其他地区的样本，因此使得相关
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可能存在地域上的局限性． 未
来的研究可通过扩大收集相关简历数据的对象与
地域范围来尝试改善． 同时，在本文研究的基础
上，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 ( 1) “一带一路”共建
项目的实施对于人员流动影响是否存在边界条件
或调节因素; (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员流动
性的改善如何进一步作用于当地企业的表现以及
经济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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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and employee mobility in relevant countries

GE Chun-mian1，WANG Qi2，JIANG Jun-hui1* ，XU Yi-chao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China;
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nalytics，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ingapore 117418，Sin-

gapore

Abstract: “The Belt and Ｒoad”( B＆Ｒ) initiative may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all aspect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the relevant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among which employee mobility is a basic but crit-
ical issue． By applying big data technics and text analysis to massive resume data，this paper collects millions
of authentic resumes that are publicly available online from the B＆Ｒ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
sia and reconstructs a panel data set to capture the history of employee mobility in recent year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B＆Ｒ on employee mobility in the relevant countrie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B＆Ｒ，as a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ated investment projects，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employee mobility in relevant countries． Meanwhile，this paper also con-
duct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further verify the main findings by using PSM-DID method．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may help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Ｒ as well as its global impact．
Moreover，the innovative way of utilizing the big data of online resumes in this paper may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labor mobility; “The Belt and Ｒoad”; big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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