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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changes of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WTO have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 inclu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many discus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reforming their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has been trigg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gines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China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ordinating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intly maintain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guiding the global economy towards a more 

equitable new balance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and cooperativ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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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国际组织协调合作的挑战与机遇

PUSH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EA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文 | 王茜  张磊  夏艺华

2016 年 7 月 22 日，备受瞩目的

“1+6”圆桌对话在北京举行，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

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劳工组织

（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要负

责人齐聚一堂，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共

商国际经济大事和应对之策。

这六大机构是国际上最主要的经

济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极具权

威性和代表性，承担着协调全球经济

秩序的重要任务，它们曾为战后国际

经贸治理秩序的重建和维护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兴

经济体的增长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这些国际组织遭遇了包括发展战略、

治理机制在内的多方面困境，并引发

国际社会对改革其治理机制和加强协

调合作的诸多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主要

特征，国家、经济体之间金融贸易联系

逾加紧密，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多样且扩

散迅速的情况下，防范风险，减少负面

溢出效应更需要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

  由中国倡议举行的这次“1+6”圆桌对话会，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强烈的信号——唯有各方携手并进
才能共克时艰，开放共享、贸易自由而非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才是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对症药方

策沟通和协调。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主

要的发动机之一，中国协调推进国际组

织之间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

的稳定发展，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

改革来引导全球经济迈向更加公平的新

平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组织协调合作制度存在
的问题

1.WTO 争端解决执行难

十余年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一

直没能取得有效进展，已直接影响了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各国政府首

脑眼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双边及区

域自由贸易协定（FTA）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世贸组织皇冠

上的明珠”——争端解决机制（DSU）

面临执行难的困境。当事方经常延长

执行期间，争端解决机构（DSB）无

法有效监管败诉方的履行行为，而确

定合理执行期限（RPT）的时间安排

过长，也会影响败诉方的执行。

2. 经贸规则碎片化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和某些高调的单边贸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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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一样，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形式。

在 1994 年，只有 47 个 FTA 生效。到

了 2000 年，这个数量已经增长到 93

个，到目前这个数字激增到了 283 个。

双边 FTA 的兴起导致了国际经贸

规则呈现碎片化的发展态势，在 2007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碎片化的

趋势就更加明显。由于 WTO 谈判陷

入僵局，美国和欧盟相信，至少在中

短期内，超级 FTA 是增加商业利益的

一种更好的选择。这些协议也可能帮

助应对 FTA 盛行所造成的“意大利面

条碗”现象，并且能尽可能地在诸多

贸易中增加监管规则。然而，最终将

FTA 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性协议的基础

还不明朗。很多发展中国为了能有一

席之地，用他们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打

赌，因此乐意与欧盟和美国签署高要

求的 FTA，以区别欧盟和美国其他的

贸易伙伴。

3. 国际组织间缺乏协调合作

范式

共享信息是国际组织之间协调合

作的基础，信息交换可以增强合作的

信心，实际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决议，

真正做到相互协调。但目前，国际组

织间的信息共享模式尚未健全。

首先，信息共享的范围较窄。

2016 年 4 月 19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

世界银行联合公布在税收问题上加强

合作——税收合作平台，这是目前国

际组织间协调合作发展最为突出的一

个，不仅有讨论平台，还有 OECD 与

WTO 合作的数据库。而在其他的问题

上，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

更多停留在相互设置观察员的程度。

其次，即使存在加强协调合作

的官方协定，但国际组织提供的数

据质量存在隐患。例如，在 IMF 和

世界银行已有的协调合作协定下，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组织间信息交换

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虽然各个国际

组织的工作核心不同，但还是存在交

叉和竞争，在存在分歧时国际组织不

承认其他机构信息的关联性而作出独

立的评估，同样由于竞争，国际组织

在向其他机构提供信息时会先做策略

性的选择。因而最终影响数据的质量。

此外，由于国际组织间不存在统

一数据统计的标准，各个国际组织提

供的数据口径不一，单位不同。

构建国际协调合作机制的意
义与影响

1. 提高国际组织的工作效率

国际经贸治理中的任何一个经济

现象或者国际社会问题，都需要从多

个角度分析、多个方面考察。单一的

国际组织虽然有负责各个领域的部门，

但仍然很难搜集到全面的信息，反而

有可能顾此失彼，违背组织自身的目

标而遭质疑。

协调合作机制能为国际组织提供

信息，有助于在信息不完整、不对称

的局面下减少不确定性，因而减少达

成协议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降低有关

不确定性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并能

保持国际组织在机制框架内的可持续

性合作。例如，在研究全球价值链问

题上，WTO 和 OECD 联合推出的贸

易增加值（TiVA）数据库，在贸易基

础数据的核算方面为分析全球价值链

提供了便利。而 IMF 对全球价值链的

研究以贸易增加值有效汇率测算见长。

2. 统一和落实国际经济治理

规则

各国际组织专业领域的不同，例

如 WTO 负 责 对 世 界 贸 易 的 监 管，

IMF 主要关注汇率波动，金融稳定委

员会致力于金融稳定，但是同样都是

经济领域的重要方面，而且相互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汇率的变动会影响

贸易领域倾销幅度、反补贴的计算 ；

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金融的稳定。

协调合作机制可以为 WTO、IMF 和

FSB 提供交换信息、相互咨询服务，

以避免规则的冲突和矛盾。

除了在不同的经济专门领域避免

规则冲突，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合作也

有利于协调“南北”的制度矛盾。比

如，WTO 和国际劳工组织从成员组

成机构、成立目标以及投票方式等方

面为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提供了

话语权，而由于历史、组织结构人员

组成等原因，低收入国家在 OECD、

IMF 等国际组织很难有自己的声音。

但是通过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机

制，间接地提高了新型经济体和低收

入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中的话语

权。 例 如， 在“1+6” 圆 桌 对 话 中，

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达成共识 ：“有必要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断完善和改

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合作机制，除了

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

更可以推动规则的实施。国家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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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通过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有形激励促

成国家履行约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

合作机制间接的也有这样的效果。

中国推进国际组织协调合作
的战略举措

IMF 在 2016 年下调了对全球经济

的增速预期，但却将中国的经济增速预

估从之前的 6.5% 提高至 6.6%。由此

可见，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的“稳定

堡”。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阐述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诉求，

引导国际经贸治理秩序的重构，有助于

促进全球经济包容性、可持续增长。

1. 构建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

贸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有所

减弱、便利化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

不平等、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经济

增长的新动力尚未形成，新工业革命

和产业分工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在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反全球化浪潮日

趋严重的情况下，加强全球价值链能

力建设，找到促进贸易投资增长的有

效途径至关重要。

目前，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经

济的主要增长点，不仅在经济总量上

超过了全球经济的 40%，且贸易也占

到全球贸易规模的一半，全球价值链

是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全面

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缩小世界各国的

经济发展差距，能有效抵抗全球价值

链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各类经济体

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框架下，

提升比较优势、优化劳动分工，提高

抗风险能力，打造有韧性和互联互通

的全球价值体系。

因此，构建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

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降低全球价

值链中的成本，鼓励发展中国家、最

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小企业融入全

球价值链，不仅有助于降低全球价值

链风险，提高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对

于恢复和加速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

也具有重大意义。

2. 发展 G20 成为协调合作

的新平台 

作为维护多边框架下协调一致的

规则和标准，G20 成为了避免国际经

贸体系碎片化的重要平台。作为一个

国际实体，G20 存在两个比较优势 ：

第一，是因为 G20 是以国家为基础的

论坛，其成员对 G20 的决定具有所有

权，因此成员对结果有决定性作用。

由于政府会被要求履行 G20 的决定，

相比于 IMF 和世界银行的一般成员权

利，G20 决议更有影响力。第二，金

融危机期间，G20 比其他顶尖国际组

织更容易达成共识。

作为 2016 年 G20 峰会的主席国，

我国可以继续通过这个重要的国际经济

合作论坛呼吁各国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

协调与合作，摒弃那些“以邻为壑”的

贸易和货币政策，将经济复苏的着眼点

要放在做强实体经济上，对内推进结构

性改革，对外加强国际合作。

3. 推进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维

护和促进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稳定

随着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程度的

不断提高，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

越来越多，各种经济冲击和金融风险

的国际传导途径也越来越复杂，在制

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务必要考虑本

国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外溢效应，

同时也要考虑国外经济扰动特别是政

策的外溢冲击对本国调控效果可能造

成的影响。当前，全球政策总体上是

宽松的趋势，各国央行都有“放水”

的势头。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

来的实践证明，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

以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而且

可能带来负外部效应，在这样的情况

下，更需要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各

国不能各自为政。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发动机之

一，在全球经济动态调整中起着主导

作用。可以考虑由国务院牵头，在国

家层面建立起一种国际组织的协调合

作机制，统一协调有关几个国际组织

的具体事务。此机制不公开办公，只

负责协调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和沟通

事宜，将沟通常态化，定期召开机构

首脑的会晤，旨在建立一种国际机构

间商讨国际经济大事和应对之策的交

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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