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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问题与中国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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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及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阻

碍，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共建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突破这些阻碍提供新的路径。自“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虽然国际组织参与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联合国系统内全球

性国际组织参与相对积极，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有限，且部分

国际组织对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尚存在疑虑。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组织的目

标与宗旨对接不明确，中国在部分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外部政

治压力和内部问题等。突破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的困境，要深入、广泛地宣传“一带一路”核

心价值观，消除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质疑; 要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搭建新合作平台，不断寻求

国际组织议程与“一带一路”目标的契合点; 通过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将国际组织同“一带一路”
的合作项目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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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丰硕
成果，但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阻
碍，尤其是外界的质疑和误解不断。这些质疑既源
于意识形态和文明、文化的差异，又有对切身利益冲
突的担忧。因此，寻求新的突破口、化解国际社会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不信任是当务之急。国际组织
是由两个以上国家通过签订符合国际法的协议组成
的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1］。国际组织理论中的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组织运用“授予权威、道义
性权威 和 专 家 权 威”来 构 建 和 传 播 新 的 国 际 规

范［2］，这种独特优势使国际组织在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发挥国
际组织参与的示范效应可以化解“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阻力与困境。

一、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一带一路”倡议受到联合国系统内国际组织

高度关注

2016 年 4 月，中国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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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委员会签署了关于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和“一带

一路”倡议的意向书，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份

国际组织合作文件［3］。同年 6 月，中国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签订首份谅解备忘录; 12 月，联合国大会

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决议，并得到 193 个成

员国一致认同。2017 年联合国安理会在关于阿富

汗问题的第 2344 号决议中首次纳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并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

设增强区域经济合作，在发展政策上加强战略对接，

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障安全环境。
2．联合国专门机构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旅游组织、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合作

设立了“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联盟城市市长和

高级官员每年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城市发展议题，

交流城市建设经验，共享新技术，以节省寻找技术源

头、购买新技术的成本［4］。同时，还有一些联合国

专门机构在人文交流方面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与中

国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

童和青年的发展。
3．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
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成果颇丰，如中国

已同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

谅解备忘录，同老挝、柬埔寨、泰国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中国同东盟成员国均签署了关于道路交

通运 输、基 础 设 施 建 设、电 子 商 务 等 双 边 合 作

文件［5］。
上海合作组织覆盖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重

合较多，双方在区域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等议题上存

在地缘优势［6］，共建“一带 一 路”取 得 积 极 进 展。
2019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在比什凯

克元首理事会会议上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 11 月

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上发表了联合公报。《比什凯克宣言》与联合公

报均高度评价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成果，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肯定各方为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

盟建设对接所做出的努力。

二、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的特征与不足

1．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组织数量仍有较

大增加空间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虽然中国与国际组织

已经开展许多合作，但总体上看，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国际组织数量仍不够多。根据《国际组织年

鉴》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全球已注册国际组织

有七万多家，其中与中国有外交往来的 119 个国际

组织中只有 70 多个国际组织参加了第一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7］，其中有 19 个与中国政

府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已建交国际组织

中占比仅为 16%。参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国际组织数量增加到 92 个，签订合作

文件的国际组织累计 29 个，占比为 24%。尽管让众

多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并不

现实，但在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国际组织中扩大“一

带一路”合作范围还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前

来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际组织

来说，大部分仍处于观望之中，尚未签署正式的合作

文件。近年来，参与合作的新增国际组织数量更少，

2019 年至 2020 年 12 月，新增签署“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的国际组织只有两个。整体看，国际组织中一

些成员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较多，有些国

家已经同中国签订了官方合作文件，但国际组织整

体并未确立正式的合作关系。
2．全球性国际组织合作较多，区域性国际组织

较少

目前，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组织

中，大多为联合国系统内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性

国际组织的合作相对比较少。“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后，首先给予积极回应的国际组织就是联合国。
目前已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31 个国

际组织中，基本都是联合国系统下的全球性国际组

织，区域性国际组织合作尚未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定

下来。寻求联合国对“一带一路”的支持毫无疑问

是正确的，但联合国、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系统

内国际组织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并不完全一

致。相比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区域

事务掌控能力更强，对区域性事务更具有权威性，同

时，在参与共建过程中需要协调的有关方面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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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成员国彼此间往来沟通更密切，因此，区域性国

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可以更有针对性，合作

运行效率会更高、效果更明显。
3．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经济

组织参与共建有限

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有限，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 WTO) 在国际发展合作、金融市场及国际经贸规则

制定等领域拥有着绝对优势，其参与共建对“一带

一路”高质量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相对而

言，这几个国际组织参与共建有限，合作项目少，提

升空间较大。
IMF 和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并

不乐观。作为全球重要的融资平台，IMF 和世界银

行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建设的重要资金保障手段，与

“一带一路”倡议其实存在宗旨契合点与较大合作

空间。但由于功能定位的交叉，“一带一路”容易被

外界解读为中国同国际经济组织的竞争和对国际金

融秩序的挑战，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

立更加重了这种疑虑。尽管 IMF 和世界银行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由抵触到接触的转变，

近年来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对于

“一带一路”的评估仍十分谨慎。例如，世界银行在

2019 年“一带一路”效果评估报告中，就对风险管控

提出了多项意见与建议，认为有约四分之一的“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债台高筑，短期债务水平不高

的国家中期脆弱性也有可能上升。同时，世界银行

也表达了对社会、环境、腐败等风险的担忧，加之中

美双边关系正处在低谷期，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

组织要真正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较大阻力

和不确定性。
WTO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相对有

限。实际上，WTO 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宗旨和发展

目标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发展导向的“一带一

路”与 WTO 促进各成员发展的目标高度契合，二者

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在 WTO 面临改革的压力之

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作为对 WTO 多边贸易规

则的补充，也能通过将其规则在“一带一路”试行为

WTO 改革提供制度借鉴。
4．部分国际组织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尚存疑

虑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和谐声音就一

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威胁论”的帽子不

时扣到“一带一路”倡议头上，这给国际组织同中国

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造成了困难和障碍。主要原

因在于: 一是国际组织尚不能完全理解“一带一路”
倡议的内容与目标，致使国际组织难以从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中找到符合其宗旨和发展方向的契合

点。二是受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质疑的影响，国

际组织对深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存在疑虑。如，

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转移国内过剩产能、
输出中国模式等; 也有国际组织认为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会引发文明冲突，中国会利用地缘政治优

势干涉国际组织的内部运行，与国际组织所覆盖的

区域产生利益冲突［8］。对于“一带一路”动机和结

果比较有代表性的质疑就是债务陷阱论，认为中国

会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给合作方制造债务陷

阱，以此换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三是国际组织

成员国内部之间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根据集体行

动困境理论，个体所认为的理性行为往往会导致集

体的非合作博弈结果［9］。国际组织各成员国对共

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意愿不同，从本国利益出发最

后导致了集体决策的分歧，影响国际组织的集体行

动。国际组织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时往往受到

这些疑虑的制约，再加上部分国家在这些国际组织

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造成国际组织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保持

谨慎。

三、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的制约因素

1．“一带一路”合作目标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

国际组织较少

目前，“一带一路”在合作定位上仍以国家为

主，涉及的国际组织仍较少。世界银行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是一项欢迎所有国家参与的开放性机

制”［10］，并不存在一张参与国的官方名单，更没有明

确哪些国际组织应该在“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范

围之内。“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机制到底可以

容纳哪些具体的国际组织参与，目前缺乏明确的理

论支撑，这给合作双方都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对于“一带一路”概念的法律界定，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的内容已经超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

求，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密切程度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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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应将“一带一路”定义为区域命运共同

体［11］。而超越经济合作范畴后容易引发外界的误

解。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长期致力于区域反恐合作，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会涉及反恐、
国家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极易被外界解读为“一

带一路”是中国变相对外扩张、在地区施加政治影

响力的特殊方式，从而造成国际组织与“一带一路”
合作对接出现定位模糊的问题，不利于其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2．中国在部分国际组织尤其是区域性国际组织

中的影响力不足

一方面，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起步较晚，对

国际组织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过

程。20 世纪 70—90 年代，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

织，特别是联合国下属国际组织的数量实际上是呈

下降趋势的，直至 21 世纪初，这种状况才得以改

善［12］。虽然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越来越

活跃，但总体上来看，国际组织中中国公务员比例还

是相对较低，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国

际组织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存在一定差距。如，在

联 合 国 系 统 内 国 际 组 织 中，中 国 籍 雇 员 仅 占

1. 12%，担任高级职位的雇员比例更低［13］。相对于

联合国系统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由于中国并非部分

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对其影响力更是无从谈

起，这也造成目前区域性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积极性不高的情况。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理念缺

乏了解，而一些国际组织成员国更是固守零和思维，

认为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存在零和博弈风险，有

碍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如，美

洲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罗萨认为，全球每年存在大

约 1 0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目前只有

15%得到了覆盖［14］。许多在美的国际组织对“一带

一路”十分关注，纷纷呼吁各国摒弃零和思维，共同

合作实现经济发展。
3．“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政治压力与内部问题

并存

近年来，“一带一路”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际社

会的质疑增加了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

顾虑，这一方面来自美国主导的外部政治压力，另一

方面也来源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内部问题。
从外部看，美国主导的外部政治压力是“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中必须面对而又难以化解的矛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成就的不断积累，美国对“一

带一路”的态度越来越消极甚至敌对，特别是在特

朗普任期最后一年内，中美关系跌落谷底。2019 年

11 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共同启动“蓝点网络”计

划，对世界范围内提名的、特别是印太地区国家的重

要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评估［15］，认证出所谓的具有高

透明度、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更容易得

到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此举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主

导的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制衡。“蓝点网络”
计划的提出以及中美关系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

国际组织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时不得不考虑来

自美国的压力。再如，中国同欧盟关于 5G 通信网

络的开发合作就面临这样的困难，尽管与中国的合

作给欧盟带来有目共睹的收益，如果没有华为，欧洲

不能更快地实现 5G 通信［16］，但欧盟成员国对于同

中国合作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有成员国担心中国是

否仍然会遵守美欧主导的贸易规则，还是重新制定

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同东盟在电子商

务领域的合作也被美国政府视为对美国高科技产业

造成了威胁。这些外部政治压力都是影响国际组织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不利因素。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推行过程中也存在需要

改进的问题，其中公平和效率问题是国际组织关注

的焦点。如，在同欧盟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过程中，中国政府就遭到关于公平竞争环境的质疑。
2020 年 1 月，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有关“一带一路”
报告就质疑信息的公开与透明，虽然报告调查样本和

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一些欧盟企业未能成

功参与“一带一路”招标项目的不满情绪。

四、加强同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
的政策建议

1．广而告之: 利用好国际组织来宣传“一带一

路”理念

国际组织是“一带一路”倡议宗旨的极佳宣传

平台。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规范与国

际行为体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建构关系，国家倡导的

理念、价值观与规范会影响国际组织的运行，与此同

时，国际组织也具有建构国家行为的能力。国际组

织将新的价值观、国际规范传播给各个国家，使利益

观念逐渐得到认同［2］，因此要充分利用好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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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宣传“一带一路”理念，向国际组织清楚地解

释“一带一路”的作用机制，通过发展基础设施来促

进贸易往来，从而达到经济共同增长的长期目标。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对内对外保持宣传一致

性，避免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目 标 产 生 误 解。
“一带一路”绝不是中国向国际组织输出过剩产能

的工具，而是旨在建设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要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发展为文明共同体、利

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

“五体”。其次要选择适合不同国际组织的话语体

系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理念传播，用更易于接受的方

式宣传“一带一路”核心价值理念。在官方层面，利

用好国际会议、国际合作机制平台与国际组织建立

起常规化的互动模式，同时增强信息透明度与信息

渠道的通畅性、即时性，定期发布中国与国际组织共

建“一带一路”的成果报告，丰富国际组织与“一带

一路”相关研究资源。在非官方层面，积极开展民

间交流活动，让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成员国人民

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民间熟悉度。如，可以

在文化艺术、体育、科技、教育、卫生、青年交流等领

域多举办活动，让青年一代理解“一带一路”理念，

培养亲华友华的国际伙伴，将“一带一路”的种子播

撒到青年群体身上。这种类型的民间交流更容易被

接受也更容易开展，是向国际组织宣传“一带一路”
理念的有效方式。

2．机制平台: 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开创新的合作

平台

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已形成一些有

效的沟通机制，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合作机制。在国

际组织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将新自由制度主义视为理

论基础，认为国际合作是充分利用各方优势实现互

利共赢的有效途径，而完善的制度正是解决理性个

体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手段［17］，因而合作平台的制

度化有利于国际组织更加深入地参与“一带一路”
项目。2017 年和 2019 年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很多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文件都是借助

这个平台签署的。世界经济论坛也是“一带一路”
同国际组织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世界经济论坛本

身的议题宗旨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属性高度契合。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举办多年，中国与非洲国家以及

非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合作协议都在论坛

平台签署。同时，要借助现有合作平台开发出更多

新的对话机制，拓展同国际组织的合作空间。“一

带一路”达沃斯论坛就是通过世界经济论坛创新平

台的范例，截至 2020 年 1 月已成功举办四届。2017
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际合作中心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一带一路”达

沃斯论坛。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期间，中国政府同世界经济论坛也签署了关于

“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

冬季达沃斯论坛和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均

设立了“一带一路”分论坛。再如，由中国和希腊共

同发起的文明古国论坛，联合了世界上 10 个文明古

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支持。
在为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搭建更多

平台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这些平台和机制的维护，保

证沟通渠道的畅通，维系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如，可

以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在中国城市落户，加强同国际

组织的联系。在亚洲拥有国际组织总部数量最多的

日本，已有超过 39 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落户，非政府

组织落户的数量更是多达 400 余家; 在比利时，据统

计平均每一两天就有一场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召

开，各类机构常驻工作人员数目比纽约联合国总部

还要多［18］。国际组织的落户为国际组织同国家的

合作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日本和比利时都通过健

全的制度保障、财政保障、基础设施保障为国际组织

落户铺平道路。中国可以效仿这些国家的做法，吸

引更多的国际组织到中国开展业务，特别是全球性

国际组织以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让国际组织实地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更准确地

理解“一带一路”的价值和意义，其效果要好于单方

面的对外宣传。
3．求同存异: 寻找国际组织宗旨与“一带一路”

理念的契合点

国际组织在建立之初就以条约形式确立了本组

织的宗旨和目标，有自己明确的章程和理念。要解

决“一带一路”推行过程中的障碍，必须要在“一带

一路”理念和国际组织目标中找到契合点，这是“一

带一路”与国际组织对接的前提条件。同时，要有

针对性地加强与重点国际组织的合作，在具体实践

中探索经验。
在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充分发掘“一带一路”合

作空间。例如，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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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就存在着明显的契合点。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包含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其中消除贫困、开发现代能源、促

进可持续经济增长、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

系等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愿景在本质上是相通

的。世界银行帮助全球贫困国家实现发展的宗旨也

同“一带一路”倡议内容息息相关，世界银行在《一

带一路经济学: 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评估报告

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使沿线经济体实现收

入 2～4 倍的增加，有助于 760 万人口脱离日均收入

低于 1．9 美元的极端贫困，3 200 万人摆脱日均收入

低于 3．2 美元的重度贫困。2020 年，中国在脱贫攻

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超过 5 000 万农村人口脱

离绝对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提前 10
年完成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

目标。因此，在减贫脱贫方面，中国有许多经验可以

向世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以及世界银

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议程存在明显契合点。
“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性国际组织也可以发

掘更多合作机遇。例如，非盟发布的《2063 年议程》
强调可持续发展、人权保护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非洲

面临的最大问题［19］，其与“一带一路”倡议也有许多

可对接之处。非洲大陆拥有大量青年人口，然而目

前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未能有效转变为非洲的人

口红利［20］。“一带一路”倡议同非盟的合作可以有

效推动双方议程的顺利实现。东盟 2025 年愿景、东
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都把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人

民生活水平放在重要位置，东盟在基础设施、数字创

新、物流、人员往来等方面的设计规划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五通”高度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可以

帮助东盟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融资约束、不同国

家发展水平差异等问题，加快实现东盟互联互通的

总体规划。因此，对于非盟、东盟这样与“一带一

路”理念密切相关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应当成为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对象。
4．制定规则: 全面有效地提升中国的国际议程

设置能力

国际议程设置指议题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

视，且最终可能成为国际制度的过程［9］。将“一带

一路”倡议发展成为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终转化为能够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议题，

并制定出相应的合作规则，不仅有利于国际组织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也有利于吸引更多国家更深入

地参与“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
一方面，要提升“一带一路”国际议程设置能

力，促进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根据罗伯

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

际政治议题可以被划分为高级政治议题和低级政治

议题。高级政治议题往往涉及国家主权、军事安全

等敏感话题，国家不容易进行让步，国际合作非常困

难。相比之下，在有关经济、文化、环境等低级政治

领域国际合作会相对容易一些，但紧迫性不强的低

级政治议题也不容易提高合作效率。因此，“一带

一路”同国际组织进行对接的过程中，要强调具有

紧迫性的低级政治议题，以此作为突破口同国际组

织寻求合作空间，切入点可以是国际发展合作。近

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已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一带

一路”倡议在某些方面与国际发展合作理念有一定

的重叠，通过国际发展合作与国际组织互联互通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出发点。
另一方面，要将国际议程制度化，通过规则和制

度来规范并强化国际组织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
的合作。目前，对于“一带一路”究竟是不是一种国

际制度，有没有必要制度化仍存在争议。实际上，

“一带一路”制度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化解

“一带一路”内部和外部压力、推动国际组织积极参

与合作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国际组织在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同时，新的“一带一路”相关国际组织

已应运而生。如，2015 年 12 月成立的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其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宗旨相互呼

应; 2018 年 4 月，中国与 IMF 成立了联合能力建设中

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业务培训，提高能力

建设以促进交流合作。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
国际议程制度化不意味着对已有国际规则的破坏和

对现存国际制度的挑战，中国一直都是联合国宪章和

联合国框架下国际准则的积极维护者，过去、现在和

将来都不会单方面破坏国际规则体系。
5．落实行动: 坚持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结果导向

将国际组织同“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落到实

处，推动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质

量、更高水平发展，是“一带一路”坚持结果导向、行
动导向、目标导向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合作不

是“清谈馆”，而是“行动队”。对于已经签署合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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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国际组织，要积极开展对接工作促成合作项目

落实及有关承诺的履行。项目落实过程中还要特别

注重公开和公平，对于债务数据报告、政府采购、社
会和环境标准等的透明度要提高，以便于减缓基础

设施建设带来的潜在投资风险。用实际行动同国际

组织建设廉洁的“一带一路”，也是回应外界质疑与

批评的最好方式。定期跟踪和汇报有关建设成果，

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与国际组织共商解决方

案。而在落实行动方面，中国同国际组织都需要继

续深化配套政策的改革，全面释放“一带一路”倡议

给各国带来的收益。例如，世界银行在评估报告中

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收入增长

不到 1%，然而如果在过境时间、劳动力流动等配套

设施上加以改善，就能将收入增长提高到 9%［11］。
因此，要利用好国际组织的统筹协调功能，促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配套设施优化和政策改善，将

“一带一路”建设收益最大化。
同时，也要推进与未签署合作协议的国际组织

的谈判沟通，将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际组

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理论契合点的国际组织

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组织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进程。由全面铺开向精雕细琢转变，既

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前这个阶段的任务，也是

“一带一路”同国际组织合作的未来指向。
2020 年全球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疫情冲击，这是

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考验，新形势使得国际组织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针对当

前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特征和困

境，要积极宣传“一带一路”核心价值观以打消国际

组织疑虑，完善和创新机制为国际组织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搭建沟通平台，充分对接国际组织议

程、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理念，全面有效地提升

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逐步落实国际组织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项目，为国际组织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突破其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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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Ｒeflection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Zhang Wentian Exhibition Hall: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Ｒed Cultural
Ｒe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Shemei
( Archives ＆ School History Museum，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As a red cultural resource，Zhang Wentian
Exhibition Hall of Hohai Univers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Zhang Wentian’s
core value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red culture．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the exhibition hall has
explored four aspect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From
“surface”to“connotation ”，it deeply digs out Zhang
Wentian’s spiritual connotation，from“spread” to
“activation”，it carries out red cultural education，
from“offline”to“online ”，it innovates educational
practice mode，and from“campus”to“society”，it
expands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outside the campus based on the practicing
foundati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Zhang
Wentian Exhibition Hall also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us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uch
as the socialization of school-based resources，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cal resources，and the practice
of spiritual resources．
Key words: Zhang Wentian Exhibition Hall; red
culture; cultural education
Ｒesearch on Margin Trading，Ｒesponse Speed of
Stock Price and Heterogeneity Ｒisk in China’s
Security Market /FANG Xianming，et al (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margin trading system enhances
response speed of stock price to market information
and enhances the heterogeneity by margin trading，so
as to improve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stocks． Based
on the econometric test model，this paper uses the
trading data of A-share market from March 31，2010
to December 31， 2019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argin trading on stock price response speed and
heterogenei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whole，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gin trading and its
successive expansion can improve response speed of
underlying stock price to market information，but can
not significantly enhance its heterogeneity，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short selling on stock price
response speed 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bull market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margin trading，
while the effect of both of them on stock price
heterogeneity will disappear in the bear market． If the
asymmetry constraint is alleviated， although short
selling is not helpful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ock price
heterogeneity， it can further enhance its response
speed． For this reason，we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margin trading targets， strengthen
investor education，and gradually alleviate asymmetric

constraints，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stock market．
Key words: margin trading; response speed;
heterogeneity; bull and bear market
Ｒesearch on Optimal Control of Monetary Policy
under the Dual Objectiv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ice Stability /WU Meng， et al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rowth and price stability are
two important targets of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insisting on achieving GDP growth and CPI
stability through accurate monetary policies．
Therefore，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GDP
growth rate and CPI from 1985 to 2019，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target value of CPI in 2020， and
innovatively established the quadratic linear optimal
control ( LQOC ) model of GDP and CPI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PI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s 2. 77% under the expected
average GDP growth rate of 6．5%． Finally，using the
results，the paper simulates the monetary policy and
its effect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targets of GDP and CPI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while adhering to the keynote of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the monetary policy can be
moderately loose，especially can be positively coupled
with fiscal polic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realization rate of future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and timely improve the
cross-cycle adjustment tool system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Key words: GDP growth rate; CPI; money supply;
LQO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articipating in the
Co-construction of the “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and China’s Strategy /LI Yang，et al
(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While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
( “B ＆ Ｒ”)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it is also
facing doubts and plight in moving forward． However，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joint construction may provide a new path for the
“B ＆ Ｒ”to break through these obstacles． Although
the involve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 ＆ Ｒ”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i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relatively active， but importan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aj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re less involved．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ill have doubts about
participating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B ＆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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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 ＆ Ｒ”and the goals and purpos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 not very clear． Also， China’s
influence in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eds to
be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the“B ＆ Ｒ”is also
facing external political pressure and internal
problems．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o-constructing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and widen publicity of the core values of the“B ＆
Ｒ”． China needs to make full use of both exis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new cooperation
platform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eanwhile，China should also constantly
seek the point of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als of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and implement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B ＆ Ｒ ”by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set international
agenda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udy on Supply Chain Cooperative Ecosystem of
“The Belt and Ｒoad”Enterprises in China /SHEN
Yuan，et al ( School of Applied Mathemat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China’s“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Chinese companies ’
participation in the“The Belt and Ｒoad”cooperation
should not only align with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create a new
“Dual Circulation”hub for glob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facing the escalation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enterprises under the
“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have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change their
development concept， adopt a new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nhance Niche， optimize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upply chain ecosystem，
and ensure the safety，stability，control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pply chain．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The Belt and Ｒoad”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is to innovate the “Dual Circulation”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establish a hub mechanism of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ircul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nnovating a model of
institutionalized “ symbiosis ”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enterprise nich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a method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operative
ecosystem of “Dual Circulation” supply chain． In
view of the“Isolated Island”problem and shortage
existing in the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of“The Belt

and Ｒoa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optimized the
overlap degree and width of enterprise niche． Through
algorithm optimization and verification，it innovates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Dual Circulation”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so as to adapt to new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it proposes a “Dual
Circulation” ecosystem of “The Belt and Ｒoad”
supply chain to alig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jor recycling
industries as a hub node，and enhance“The Belt and
Ｒoad”industry niche and enterprise niche in China，
so as to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ecosystem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dustry“Dual Circulation”supply chain，and form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The Belt and Ｒ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Ｒoad”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 Dual Circulation ” ecosystems;
enterprise niche algorithm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Induced Factors of Cross-border Ｒiver
Water Conflict /WU Fengping， et al (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induced factors of cross-
border river water conflict is the premise of reducing
the risk of cross-border river conflict．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cross-border rivers，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causes of cross-border river conflicts， and
screened out the typical rivers． Then，we explored the
induced factors of water quantity conflict in typical
rivers and extract the common factors． Finally，the
optimal scale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verify the
common factors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on factors induced by water
quantity confli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pulation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and natural factors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water quantity conflict，among
which natural factor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ater quantity conflict，while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constraint system wa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cross-border river water conflict; case
study; optimal scale regression model; induced
factors
Governing Foundation，Problem，and Solution of
the Integrated Combination Model of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 Service in China /YUAN Xin，et
al(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Healthy aging is the sure way to actively
cope with the population aging． Governing the
integrated combination model of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 service in the new era is the specific strategy
to achieve healthy aging． The foundation is to
comprehensively clarify the concept of the integrated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 service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oblem is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integrated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 service based on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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