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野一带一路冶下推进全球治理
新发展的软法思维

自 2013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之后袁 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就该宏大规划达

成共识袁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经济合作袁逐步将之

付诸实践遥 作为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尧实现共赢共享发展的历史性举措袁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为中国构建体现世界共同价值的国际话语体

系提供了重要平台[1]遥 如何借助这一平台推进全球

治理的新发展袁软法似乎可提供一种可行性思维遥
迄今为止袁学术界对于野软法冶渊Soft Law冤并没有统

一的定义袁 一般认为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国际法

学[2]遥 在国际领域袁许多国际法规则的载体并不仅

仅是合理有效的条约尧习惯袁也可能存在于草案或

者其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遥 从野过程

论冶的角度来看袁国际法不是静态的系统规则袁而
是一种决策过程袁 国际法规则的识别来源于这些

过程 [3]遥 而在这一过程中袁国际软法渊International
Soft Law冤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遥 Francis Snyder
从野国际软法不是法冶以及野软法无强制约束力冶这
两大特征入手分析袁认为野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

约束力但有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冶[4]遥 这是目前相

对完善的尧能够涵盖国际软法的软法定义袁其核心

在于虽否认软法是法袁 但承认软法作为一种规则

具有一定的实际效果[5]遥
在当今国际实践中袁野无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

效果的行为规则冶大量存在是客观事实遥 传统硬法

在全球性问题治理中显示其局限性及国际立法的

滞后性[6]遥 而国际软法作为社会治理尧全球治理的

“包容”：“一带一路”下全球治理的
中国软法方案和推进路径

毕 莹

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袁浙江 杭州 310008冤

摘 要院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为中国构建体现世界共同价值的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平台袁而国际软法

可为野一带一路冶之下全球治理的新发展提供一种渐进式但具可行性的路径遥 借助于软法思维袁野包容冶这
一国际经济法领域的新元素可能会发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新原则遥 通过实践考察发现袁迄今

为止约 41%渊35/85 份冤的野一带一路冶官方文件中提及野包容冶袁词频高达 68 次遥 理论上袁野包容冶具有主体多

元性尧过程互动合作性以及成果共享性三大核心要素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计划实施中袁可经由宏观与微观双层

推进式路径袁使得 野包容冶并非为停留于纸面文件的理念袁而是作为一种野无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果冶的
软性规则袁逐步促进野国家实践冶渊物质因素冤与野法律确信冶渊心理因素冤的要件具备袁最终上升为具有硬性

效力的国际习惯法原则袁为国际法治新发展贡献中国方案遥
关键词院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曰软法曰包容曰多元主义曰PEP 模式

中图分类号院C 939曰D 922.29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9冤03-0037-09

收稿日期：2019-03-26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野耶一带一路爷倡议与国有企业的国际经贸规则创新研究冶渊19NDJC176YB冤
作者简介：毕莹袁法学博士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遥

第 36 卷 第 3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6 晕燥援3
圆园19 年 5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May援 圆园19



一种方式袁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国际法的发展袁在
国际关系中体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7]遥 在这一意义

上袁Alexander Kiss 认为软法是国际法院规约未能

预见到的新的国际法渊源袁至少是创造国际法规则

的新方法[8]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这一作为国际法治中国

贡献的重要平台上袁 软法所具有的缔结程序简便尧
形式灵活尧参与主体多样等特点袁可缓解其野非体

系性探索冶的不确定性问题 [9]袁从而为野一带一路冶
国际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种渐进式但具可行

性的路径[10]遥
本文认为袁借助于软法思维袁野包容冶渊Inclusive-

ness冤这一国际经济法领域的新元素可能会发展成

为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新原则遥 在 野一带一

路冶建设过程中袁应坚持野包容性冶的本色袁照顾到

法律体系中的多元因素袁 适时做出特殊的制度安

排袁并使某些规则保持一定的弹性袁这不仅是野一
带一路冶机制生命力之所在袁也会为国际经济法未

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11]遥

二尧 野包容冶院野一带一路冶下
中国软法方案之构想

渊一冤野包容冶之实证考察

随着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推进袁中国与越来越

多的沿线国家尧国际组织机构达成共识袁签订了一

系列双尧区域尧多边性合作文件遥 这些文件大多以

野谅解备忘录冶尧野联合声明冶尧野联合公报冶等非条约

名称命名袁且内容上往往以野软法性冶的话语表达

政治上的共识和宏观上的合作意向袁 而非 野硬法

性冶的拘束力譹訛遥 自 2013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 4 月袁
野一带一路冶官网上资料显示共计 78 份相关文件袁
71 份为公开文件譺訛遥 其中袁30 份文件提及野包容冶袁
占比约 42%渊30/71冤袁并且野包容冶的词频为 58 次遥
此外袁据商务部尧外交部等官网上资料显示袁另有

16 份政府官方性文件亦与野一带一路冶相关袁11 份

系公开文件袁其中 4 份提及野包容冶袁占比约 36%渊4/
11冤袁并且野包容冶的词频为 9 次遥 对于未公开的 5
份文件袁笔者通过电话尧邮件等咨询商务部相关部

门后获得其中的 3 份譻訛袁其中 1 份提及野包容冶譼訛遥 综

上袁如表 1 所示袁在当前可得的 85 份野一带一路冶

相关文件中袁共有 35 份文件提及了野包容冶袁占比约

为 41%渊35/85冤袁且在这些文件中野包容冶共出现了

68 次袁可见其适用总体频率较高遥

表 1

资料来源院根据野一带一路冶官网尧商务部尧外交部等

网站资料汇制而成袁统计时间截止 2018 年 4 月 9 日遥

通过进一步考察上述 35 份文件发现袁从表述

方式上来看袁主要分为野包容冶尧野包容性冶以及野非
包容冶三大类遥 如表 2 所示袁野包容冶这一表述出现

的次数最多袁且与不同的词相组合袁共出现 53 次曰
而野包容性冶这一表述主要是与野经济增长冶相搭

配袁共计 14 次曰野非包容冶这一否定性的表述仅仅

在叶关于建立野文明古国论坛冶的雅典宣言曳一份文

件中出现 1 次袁即以列举的方式指出野恐怖主义尧
激进主义尧极端主义尧暴力尧种族主义尧种族歧视尧
排外主义冶等均为野非包容冶现象遥 具体到野包容冶的
搭配词组上袁 目前存在 17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袁且
野包容冶的词性灵活袁可作为名词尧动词尧形容词以

及副词修辞遥 其中袁野开放尧包容冶的使用频率最高袁
共计 12 次袁这也反映出开放与包容之间的密切关

联曰其次袁野包容噎噎原则冶出现 7 次袁位列第二曰
野包容冶与野可持续冶的搭配袁以及野包容噎噎精神冶
分别出现 6 次袁并列第三曰除此之外袁其它的词组

搭配例如野持续尧平衡尧包容发展/增长冶尧野广泛包

容冶尧野开放包容冶譽訛野包容互鉴冶尧野包容尧普惠冶尧野包容

噎噎理念冶等袁使用频率为 1-4 次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以理念出现野包容冶的次数仅为

1 次袁以精神出现野包容冶的次数为 6 次袁而以原则

出现野包容冶的表述高达 7 次袁包括院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曳的野开放尧团结尧平等尧相
互理解尧包容尧共赢的原则冶渊1 次冤尧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巴拿马共和国联合声明曳的野开放尧包容尧互利尧

检索途径 野一带一路冶文件总数及类别
含野包容冶的文件数

及百分比
野包容冶出
现的词频

野一带一
路冶官网 78 份

公开 71 份 30 份 42%(30/71) 58 次
未公开 7 份(均未得) 未 知

商务部尧
外交部等

官网
16 份

公开 11 份 4 份 36%(4/11) 9 次

未公开 5 份(可得 3 份) 1 份 33%(1/3) 1 次

总 计
可得文件总数尧总占

比尧总词频
85 份

(71+11+3) 35 份 41%(35/85) 6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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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资料来源院根据野一带一路冶官网尧商务部尧外交部等

网站资料汇制而成袁统计时间截止 2018 年 4 月 9 日遥

普惠的原则冶渊1 次冤尧叶中国要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

佩斯纲要曳的野自愿尧公平尧透明尧包容尧互惠尧共赢

原则冶渊1 次冤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关于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曳的野开放包容

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冶渊2 次冤尧叶落实中国-东盟面向

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

渊2016要2020冤曳的野包容互利的原则冶渊1 次冤以及

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曳
的野和谐包容冶的合作原则渊1 次冤遥 这似乎反映野包
容冶 这一理念或精神正朝着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原则的方向发展袁 从而影响未来的国际法治遥 然

而袁尚未有任何文件对野包容冶的具体内涵加以阐

释遥

渊二冤野包容冶之内涵探究

在野包容冶(Inclusiveness)的词源上袁综合查阅

叶新华字典曳尧叶现代汉语词典曳尧叶汉语大辞典曳以及

叶商务国际现代汉语词典曳等中文词典袁发现认识

较为一致袁主要具有两层含义院一是宽容袁二是容

纳尧包含遥 宽容是指野宽大有气量袁不计较或不追

究冶袁即宽厚尧容忍尧原谅的含义曰容纳有野容许尧听
得进意见冶的含义譾訛遥 进一步地袁将野包冶与野容冶分开

来看袁根据叶现代汉语词典曳的释义袁野包冶系指容纳

在内袁总括在一起袁亦即野包括冶曰野容冶有野对人度量

大袁容忍尧宽容冶的意思[12]遥
此外袁 查阅 叶牛津词典曳尧叶牛津高阶英语词

典曳尧叶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第二版曳尧叶剑桥词

典曳等英文词典袁发现对野Inclusiveness冶的理解上袁
主要强调被包容对象的包罗万象性遥 例如袁叶牛津

词典曳中对野包容冶的解释为野具有包括或者处理一

系列主题或领域的特质曰 以及包括社会各个阶层

的特质冶渊the quality of covering or dealing with a
range of subjects or areas; the quality of including
all sections of society冤[13]遥 叶牛津学习者词典曳将野包
容冶定义为野包涵了广域的人尧事或想法之事实冶渊a
fact of including a wide range of people, things,
ideas, etc.冤[14]遥 而叶剑桥词典曳为理解野包容冶的内涵

提供了重要启示袁将 Inclusiveness 定义为野具有包

括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袁 并且一律公平且平等地对

待 他 们 的 特 质 冶 渊the quality of including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d treating them all fairly
and equally冤[15]遥 也就是说袁野包容冶包括形式与实质

两方面要件袁 前者是指形式上应将所有的不同类

型的群体均纳入其中袁 而后者是在实质上应公平

且平等地对待这些不同类型的群体遥

表述类
别及词

频

搭配组合及词频
示例

词频
序
号

搭配组合

野包
容冶 53

次

12 次
(X1) 1 野开放尧包容冶

例院野开放尧包容尧普惠尧平衡尧共赢的经济全球
化冶 要叶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联合
公报渊全文冤曳2017.11.1 第 8 条

7 次
(X 1) 2 野包容噎噎原

则冶
例院野开放尧团结尧平等尧相互理解尧包容尧共赢
的原则冶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
合声明曳2016.6.25

6 次
(X2)

3
野包容尧可持续/
更可持续/和可
持续发展/增

长冶
例院野全球包容尧 可持续发展冶要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曳2016.6.25

4 野包容噎噎精
神冶

例院野开放包容精神冶要叶澜沧江要湄公河合作
第三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曳2017.12.15 第
11 条

4 次
(X1) 5 野持续尧平衡尧包

容发展/增长冶
例院野持续尧平衡尧包容发展冶 要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联合声明曳2017.5.17 第
3 条

3 次
(X1) 6 野广泛包容冶 例院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联合声明曳2016.5.18 第 5 条

2 次
(X4)

7 野开放包容冶
例院野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冶 要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关于建立友好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曳 2018.4.9 第 14 条

8 野包容互鉴冶 例院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关于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曳2017.5.13.第 9 条

9 野包容尧基于规
则冶

例院野包容尧基于规则的区域架构冶 要 叶第 19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
对话关系 25 周年 纪念 峰会 联合 声明 曳2016.9.8

10 野相互包容冶
例院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
建立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的 联 合 声 明 曳2016.1.19 第 5 条

1 次
(X7)

11 野包容噎噎理
念冶

例院野和平合作尧开放包容尧互学互鉴尧互利共
赢的理念冶 要叶共建中国要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倡议书曳2016.5.26 序言部分

12 野对话尧沟通尧包
容冶

例院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渊全文冤曳2015.9.9 第 8 条

13 野包容尧普惠冶 例院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联合声
明曳2017.5.13 第 13 条

14 野均衡尧公平尧包
容发展冶

例院野世界更加均衡尧公平尧包容发展冶 要中非
外 长 第 四 次 联 大 政 治 磋 商 联 合 公 报
20170920 第 18 条

15 野包容持续冶 例院野包容持续经济增长冶 要叶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曳2017.5.16

16 野文化包容冶 例院野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冶 要叶共建中
国要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书曳2016.5.26

17 野包容和理解冶
例院野促进包容和理解冶 要叶落实中国-东盟面
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
动计划渊2016要2020冤曳2016.3.3

野包
容
性冶

14
次 野包容性经济增长冶 例院叶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曳2017.12.16 第 21 条第 3 款

野非
包
容冶

1
次 野非包容现象冶 例院叶关于建立野文明古国论坛冶的雅典宣言曳201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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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学科领域来看袁野包容冶 一词最初为历

史学所研究袁旨在探究其所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遥
譬如有学者以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

的贸易大港泉州为例证袁 指出当中华文明处于强

盛时期时袁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袁对
于外来文明袁不是拒绝袁而是尊重尧吸纳尧包容袁求
同存异袁 和谐相处遥 也即中华文明信奉 野和而不

同冶尧野和实生物冶的哲学袁而这一哲学以及开放尧包
容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生命力之体现[16][17]遥

经济学上袁近些年出现野包容性增长冶与野包容

性发展冶的概念遥 2007 年袁亚洲开发银行率先提出

野包容性增长冶渊Inclusive Growth冤袁提倡公平合理地

分享经济增长袁核心是机会平等袁目的是完善市场

经济形态[18]遥 在 2011 年的博鳌论坛上袁中国国家

领导人发表以 野包容性发展院 共同议程与全新挑

战冶 为题的主旨演讲袁 首次提出 野包容性发展冶
渊Inclusive Development冤遥 与前者不同的在于袁野包
容性发展冶 强调的是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非总量

经济袁强调一种平衡发展袁即由经济结构畸形尧产
能相对过剩的不对称态增长方式袁 向经济对称态

稳增长结构转变[19][20][21]遥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袁均关注野包容冶的

理念层面袁而管理学转向野包容冶的制度层面袁提出

野包容性治理冶袁即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参与尧影响社

会治理主体结构和决策过程袁平等共享政策结果尧
治理收益和社会资源袁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能得

到尊重和保障袁即实现野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袁过程的

互动合作性以及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冶[22]遥 这种以主

体尧 过程以及成果来划分的三阶段分析法似乎得

到共识袁奠定与野包容冶适用相关的研究基础[23][24][25]遥
随着野包容冶重要性的不断凸显袁越来越多的

学科开始关注其内涵与适用袁如教育学的野包容性

思维冶等[26][27]遥 法学也逐步留意到野包容冶之于法治

的重要意义袁譬如学者袁达松指出野包容性发展冶
包括两方面内容院 其一为一国国内的发展机会平

等袁 发展成果共享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尧 可持续发

展曰其二在于国际社会以及国家间机会均等袁合作

共赢的发展以及发展模式的包容尧 成果的共享和

发展条件的可持续性[28]遥李万强提出国际经济法之

野包容性冶意蕴袁认为在国际层面袁包容性发展对国

际经济法提出两方面要求院 一是国际经济法要促

进各国共同发展袁寻求共赢曰二是国际经济法还要

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袁 特别是弱势群体[20]遥
进一步地袁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必然会促进国际法的

包容性发展袁 主张发展成果应当惠及所有国家及

其人民袁力推国际决策参与主体范围最大化尧程序

民主平等尧形式与载体灵活多样[29]遥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不丰富袁 并集中在全

球治理与 Inclusiveness 的应用上袁如 Mathias Koe-
nig-Archibugi 和 Michael Z俟rn Hertie 关注 Inclusi-
veness 在全球治理新模式中的可执行性袁承认主体

参与治理过程的程度影响着 野包容性冶 水平 [30]遥
Alkuin K燥‥lliker 也将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包容性联

系起来袁 还说明了包容性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袁以
及如何在全球治理中规制权力以增强包容性等[31]遥

渊三冤野包容冶院野一带一路冶下中国软法方案之

可行性

综上袁从野包容冶的中英文词源考察来看袁英文

词典对 Inclusiveness 的解释一般比中文词典对野包
容冶的解释要窄袁大多表述的是被包容对象具有多

样性尧 广泛性的客观特征或事实袁 即更近似于

野包冶袁然而叶剑桥词典曳的解释则为中英文的对应

提供了重要桥梁袁Inclusiveness 不仅限于被包容对

象的包罗万象性袁 更重要地是强调在对待被包容

对象上的野公平且平等冶性袁即野容冶遥 在这一意义

上袁中文的野包容冶与英文的 Inclusiveness 具有相同

的收敛性袁但更细微的差别在于袁前者似乎更重视

一种结果上的容忍尧宽容尧不计较尧原谅等袁而后者

则强调一种过程中的野公平且平等冶地对待遥
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梳理也表明袁野包容冶

的重要意义正在不断凸显袁 相关研究从最初的历

史学尧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袁逐步拓展至教育

学尧法学等其他相关领域袁特别是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

下探讨野包容冶与全球法治新发展上遥 在相应的研

究视角上袁对野包容冶的研究已从源自多元主义的

一种抽象的理念或定义阐释袁 逐步转向具体适用

的尧权利义务化的全面剖析袁这反映在对野包容冶的
内涵界定与适用上袁尽管具体表述不一袁但似乎已

对野主体要过程要成果冶三阶段分析法达成共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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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袁野一带一路冶下野包容冶的内涵亦可明确

为主体多元性尧过程互动合作性以及成果共享性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计划实施中袁可经由宏观层与微观

层的双层推进式路径袁 具体设计并落实这三大核

心要素袁使得野包容冶并非为停留于纸面文件的理

念袁而是作为一种野无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果冶
的软性规则袁逐步促进野国家实践冶渊物质因素冤与
野法律确信冶渊心理因素冤的要件具备袁最终上升为

具有硬性效力的国际习惯法原则袁以野中国智慧冶
实质性地贡献国际法治新发展遥

三尧推进路径之宏观层院野理念包容冶

在宏观层面袁应将野理念包容冶融入中国与沿

线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总体模式之中遥 借鉴

学者王竹立在野包容性思维冶的分析中所提出的对

立尧平行尧包含以及交叉这四项思考的基本关系[32]袁
笔者将国际贸易合作模式归纳为互补关系尧 竞争

关系尧包含关系和交叉关系遥 如图一所示袁模式一

中袁A 国与 B 国的贸易为完全互补关系袁两国可以

就彼此的优势产业展开充分的合作袁 不存在任何

竞争关系曰模式二中袁A 国与 B 国的贸易为绝对竞

争关系袁两国的优势产业完全一致袁几乎不存在合

作空间遥 不难看出袁 无论是完全互补抑或绝对竞

争袁模式一以及模式二均为一种极端的理想状态遥
现实中袁国际贸易合作往往既有互补又有竞争袁只
是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袁 而具体根据两国间的贸易

实力悬殊情况袁 可进一步细分为模式三的包含关

系与模式四的交叉关系遥 模式三中袁A尧B 两国贸易

实力差别较大袁且 A 国在整体上包含了 B 国曰模式

四中袁两国贸易实力相当袁一部分互补合作袁其他

部分平行竞争遥

图 1

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共计 65 个国家袁包括东亚的

蒙古尧东盟 10 国尧西亚 18 国尧南亚 8 国尧中亚 5
国尧独联体 7 国以及中东欧 16 国[33]遥不难发现袁野一
带一路冶 框架下我国主要与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

经济体开展广泛的经济与贸易合作遥 这些国家经

济发展实力与中国相比较弱袁但潜力巨大遥 这一现

状反映在国际贸易合作关系上袁 即呈现出一种以

野包含关系冶模式三为核心的显著特征遥 其中袁中国

为 A袁沿线发展中国家为 B袁两者在贸易竞争与合

作上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遥 正如上图中模式三向

模式四的动态演化所示袁宏观层面上野理念包容冶
的实现路径为院以野包含关系冶模式为出发点袁在合

作中通过具体落实野包容冶的各项要素而形成良性

循环发展袁使得 A 国受益的同时袁也能促进 B 国的

产业逐步扩大化尧优势潜力得以不断发掘袁进而达

到一种 A 国与 B 国之间竞争性与互补性相均衡的

野交叉关系冶模式袁也即以野包含关系冶模式为核心袁
并实现一种从不均衡的野包含关系冶向均衡的野交
叉关系冶的转化遥

应当注意袁野一带一路冶框架下的野包容性冶贸
易合作模式是有别于既往 WTO 多边框架下的野非
歧视冶贸易合作模式的袁具体体现为以下三方面院

其一袁 WTO 多边体制在制度设计上以发达国

家为主袁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为例外遥 这反映

在国际贸易合作关系上袁 主要调整的仍为发达国

家之间贸易关系袁 即以 A 国与 B 国经济实力相当

的野交叉关系冶模式四为核心袁并实现一种从不均

衡的野交叉关系冶微调为均衡的野交叉关系冶的野量
变冶过程遥 与此不同的是袁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重点

关注在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袁 致力于实现的

是一种从不均衡的野包含关系冶转向均衡的野交叉

关系冶的野质变冶过程遥
其二袁 在以发达国家为主要调整对象的 WTO

多边体制下袁 发展中国家等作为例外经济体亦可

享有若干优惠待遇袁包括院较低水平的义务尧较长

的过渡期安排尧 发达国家尽最大努力对发展中国

家成员开放其货物和服务市场尧 对最不发达国家

更优惠的待遇尧 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人力资本等

等遥 然而袁上述优待主要以野单方冶权利或野单方冶承
诺的方式给予袁因此往往缺乏积极性尧合作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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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性遥 与此相对袁以发展中国家等为主导的野一
带一路冶倡议提倡的是一种野双方冶互相合作推动

发展袁通过具体落实野包容冶的各项要素而形成良

性循环发展袁使得 A 国与 B 国共同受益袁因此更具

参与性尧互动性以及共享性遥
其三袁根基于非歧视原则的 WTO 多边合作框

架袁将关注点置于国际贸易中一国在实行某种限制

或禁止措施时是否对他国实施了歧视待遇袁在贸易

争端的解决上体现出一种两国之间的野相向性冶与
对抗性袁从而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遥 而蕴含着野一
带一路冶纲领性原则之野包容冶软法新元素则更强

调一种两国之间的野同向性冶与依存性袁共同迈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四尧推进路径之微观层院野制度包容冶

将野不均衡的包含关系寅均衡的交叉关系冶的
野理念包容冶推进至微观层面袁应以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为突破口遥 基础设施落后是野一带一路冶沿线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袁但却正是

我国的优势所在袁该合作领域可谓野包含关系冶的典

型遥当今世界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多采用公私合作

模式袁即 PPP 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袁自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推动国家间投融资合作以来袁PPP
模式也成为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

要推动力譿訛遥 其经典的运作为院公共部门通过政府

招投标等方式选择合作伙伴袁签订协议袁并共同组

建野项目公司冶遥 项目建成后袁由项目公司负责运

营尧回收资金以及利益分配袁待特许经营期满后将

经营权及设施所有权移交给政府公共部门[34]遥
可见袁PPP 模式在流程上主要包括前期合同

签订以及人财物力准备尧 中期施工与运营以及后

期的项目移交三个主要阶段遥 尽管目前尚未有统

一立法袁 但实践中广泛应用的 PPP 模式在适用上

具有主体单一性尧 过程封闭性以及争议解决对抗

性的特点遥 具体而言袁在前期项目准备阶段袁一般

通过竞标程序确定某一特定的私营企业作为唯一

中标者袁担任项目公司中产品提供者一方袁承揽整

个项目的建设与施工曰 在中期项目实施与运营阶

段袁 主要由项目所在国政府与承包商对项目的实

施运营进行沟通尧磋商袁其间几乎没有第三方的参

与曰最后在项目竣工移交阶段袁因资产评估尧债务

清偿产生的纠纷基本上通过传统仲裁或诉讼的方

式解决袁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与对抗性遥
针对上述经典 PPP 模式所存在的野非包容性冶

特点袁可将野包容冶的三大核心要素以野准规则冶的
方式分别嵌入我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模式的三大主要阶段袁从而落实微观层面的野制度

包容冶遥

渊一冤项目准备阶段院主体多元性

在野一带一路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准备阶段袁
应体现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袁 特别是在投资人即

PPP 中的野Private冶这一关键主体的构成上遥 如上所

述袁 以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经典 PPP 模式中

投资人主要为产权关系明晰尧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

私营企业遥 这类市场竞争主体往往私营属性明显袁
对项目风险非常敏感袁高度重视项目风险识别的充

分性和风险分担的确定性袁当风险不可预测尧不可

控制时袁私营企业甚至会选择放弃项目[35]遥 野一带一

路冶 下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期长尧
见效慢的跨国大型合作项目袁风险显然更复杂袁更
不可预测尧不可控制袁以私营企业为单一主体会很

大程度上影响到项目的稳定与合作遥
鉴于此袁我们有必要纳入私营企业以外的其他

主体袁特别是国有企业遥从实际上来看袁我国中央企

业目前也是推进野一带一路冶计划下基础设施建设

的主力军[36]遥 与经典 PPP 模式的交易逻辑不同袁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该模式以来袁我国的 PPP 模式

发展更多地呈现出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投资人的新

特征[35]遥与私营企业相比袁国有企业有义务尧有意愿

承担社会责任袁 相应地对项目风险也具有更强的

承受意愿遥 我国的智库机构野大岳资讯冶于近期首

次提出以 PEP(Public-Enterprise-Partnership)模式

来概括现今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袁 其中作为投

资人的 Enterprise 既包括了属于私人资本的民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袁 也包括了央企和地方国企等国

有资本袁即 PEP 为一种上位概念袁具体可分为 PPP
与 PSP(Public-SOE-Partnership)[35]遥

笔者以为袁PEP 模式正可体现出野包容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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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之一要要要参与主体的多元性袁 更符合我国的

具体国情以及野一带一路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

际需要遥 在这一升级模式的基础上袁可考虑进一步

设计多元主体企业之间的联合体 (Consortium)袁以
多样商业组合的形式(Business Combinations)集聚

起来袁 共同参与到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上渊野共商冶冤[37]遥

渊二冤项目实施与运营阶段院过程互动合作性

野一带一路冶下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的包容性还

在于强调过程的互动合作性袁而非封闭性遥 包容并

非静态的概念袁而是一种动态的适用过程遥Inclusi-
veness 不仅限于被包容对象的包罗万象性袁而且强

调一种过程中的野公平且平等冶地对待遥 在这一过

程中袁真正的包容应为在充分尊重尧保持每一位参

与主体的独立性与个性优势之基础上的多元性遥
包容意义下的野过程互动合作性冶的核心在于应构

建可充分尧平等地进行讨论及沟通的平台袁以形成

一种公平的决策方案讀訛遥
由此袁在野一带一路冶基础设施合作的实施与

运营阶段袁笔者以为袁PEP 模式下参与项目的多元

主体企业联合体内部袁 应合理利用国有企业的灵

活性优势袁 充分发挥并设计其在政府与社会资本

之间的桥梁沟通作用袁保持过程的互动合作性遥 国

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野血缘关系冶在一定程度上为

PPP 模式下的野刚性合同冶增添了一种柔性约束与

信赖默契袁 为政府与社会资本等相关利害关系方

之间意见信息的充分交换以及沟通提供了渠道袁
从而提高了合作过程中以讨论谈判的方式达成合

意方案的频率与效率袁 有助于维护基础设施实施

与运营的稳定性袁避免了 PPP 模式下往往野一言不

合就解约冶的局面渊野共建冶冤[35]遥

渊三冤项目移交阶段院成果共享性

在项目合作的最后竣工移交阶段袁 因涉及项

目验收尧资产评估尧债务清偿等袁往往会产生纠纷遥
传统 PPP 模式下的解决方式主要为仲裁或者诉

讼袁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与对抗性遥 野包容冶则强调成

果的依存性与共享性袁 即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长远利益考虑为视角袁 尽量降低乃至避免短期利

益上的对抗与冲突袁实现合作共赢遥 具体到野一带

一路冶基础设施合作争端解决上袁笔者认为袁学者

王贵国在蓝皮书叶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曳中提出

的多元纠纷解决方案袁 特别是建议应结合以我国

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特点与价值观袁注重并设计体

现野和为贵冶的东方精神的调解程序袁将之作为仲裁

等的前置程序袁值得思考与借鉴渊野共享冶冤[38][39]遥
综上袁 本文所构想的微观包容性之实现路径

可归纳为下图 2遥

图 2

五尧结 语

借助于软法思维袁野包容冶 这一国际经济法领

域的新元素可能会发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

重要新原则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实施中袁可经由宏

观层渊野理念包容冶冤与微观层渊野制度包容冶冤的双层

推进式路径袁具体设计并落实野包容冶的主体多元

性尧 过程互动合作性以及成果共享性三大核心要

素袁使之成为一种野无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果冶
的软性规则袁 进而升级为具有硬性效力的国际习

惯法原则袁以野中国智慧冶实质性地贡献国际法治

新发展遥

注院
譹訛 在检索方式上袁笔者先对野一带一路冶官网上所有双多

边文件进行统计和汇总袁对于其中某些未公开文本的

文件袁综合商务部尧外交部等网站搜索袁并经由商务部

野一事一申请冶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等途径袁以个案申

请的方式进行调查遥 在此袁感谢商务部杨秉勋同志为

查找资料提供的帮助遥
譺訛 文件资料来源于野一带一路冶官网 https://www.yidaiy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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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08袁 统计时间截至 2018
年 4 月 9 日遥

譻訛 这三份文件为院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爱沙尼亚

共和国经济事务和通信部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曳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经贸合作六年发展规划(2017-2022)曳尧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促

进投资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曳三份文件袁而其他文件

因涉密级别较高袁无法获得文件文本遥
譼訛 参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经贸

合作六年发展规划(2017-2022)曳第 1.1 条遥
譽訛 为尽可能精确统计结果袁笔者在词语搭配上尽可能严

格区分类别袁例如将野开放尧包容冶与野开放包容冶视为

两类不同的搭配进行分别统计遥
譾訛 例如叶新华字典曳第 11 版第 15 页第 7 项解释曰另参考

叶商务国际现代汉语词典曳渊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出版冤在线词典中的相关解释遥
譿訛 叶中国 PPP 蓝皮书院 中国 PPP 行业发展报告 (2017-

2018)曳院PPP 模式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供给方式袁 能够在基础设施领域发挥社会资本的资

金尧技术尧管理和运营优势袁并以此缓解政府财政压

力袁弥补投资不足袁同时提高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和质

量袁克服传统野公建公营冶模式的弊端遥
讀訛 此处的观点为笔者就 野包容与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冶问

题向日本著名法哲学家今井弘道先生请教之后思考

整理而成袁在此向先生表示感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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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China爷s Soft Law Program and Promotion Path for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I Ying
(Guanghua Law School袁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8)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rovided a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China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at reflects the common values of the world. Therein, the international soft law can provide a
gradual yet feasibl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soft law,
the new element of 野inclusive冶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may develop into an important new principle of
futu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t is observed that about 41% (35/85)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referred to 野inclusive冶, with a frequency of up to 68 times. Theoretically, 野inclusive冶 has three core
elements: subject diversity, process interaction and results shar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double-layer macro and micro propulsion path is suggested to make 野inclusive冶 a soft principle 野without legal binding yet
with practical effect冶 rather than a mere concept in documents to gradua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野state practice
(material factors)冶and 野 (psychological factors)冶, and eventually to be upgraded to be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with rigid force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oft law; inclusive; pluralism; PE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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