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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

余博闻＊＊

内容提要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

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

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 家 中 心 主 义 和 国 际 组 织 中 心 主 义 两

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

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 国

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 不 断 变 化 的 国 家 利 益 和 国 家 间 权 力

博弈可推动国际组 织 制 度 设 计 的 改 变。在 此 基 础 上，学 者 们 分 析 了

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

将组织文化视为决 定 国 际组织 行 为 的 结 构 性 因 素，重 视 国 际 官 僚 的

施动性。理念流动、认 知 演 化 和 官 僚 政 治 等 国 际 组 织 内 动 力 机 制 能

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

面认识：若想推动国 际 组 织 深 度 变 革，就 需 整 合 来 自 国 家、国 际 官 僚

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组织 变革理论 制度竞争 组

织文化 认知演化

８３

＊

＊＊

余博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权力’—‘话语’—‘实践’三元驱动下的全球治理方

案变革研究”（项 目 编 号：２０２０ＥＧＪ００１）的 支 持。感 谢《国 际 政 治 研 究》匿 名 评 审 专 家 的 意 见 和 建 议，文 责

自负。



国际组织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该联

盟是由各成员国政府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的，具有常设系统 或 一 套

机构，宗旨是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标”。① 国际组织由

国家建立，最初旨在为国家间合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但国际组织又具有相对独

立的机构、专职人员和独立行动能力，因而可被视为自主的 国 际 政 治 行 为 体。

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组织研究不断深化。学术界 已 不 再 仅 仅 视 国

际组织为辅助国家间合作的工具，②而是愈发重视其对国家施加额外影响的能

力。③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将国际组织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讨论其自身

的发展演变规律。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组织研究议

程，向建构系统的国际组织学更进了一步。④

虽然学界已经发展出多种解释国际组织变革现象的中层理论，但是，这些

理论较为零散，并没有系统性对话和整合，这不利于夯实国际组织学科的理论

基础，不利于进一步理论创新，也不利于改革者根据不同的改革目标和资源来

选取适当的改革手段。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外相关文献的追 踪 和 整 理，系 统 总

结国际组织变革理论，辨析不同理论的共性和区别，讨论各理论的解释力和局

限性，进而讨论如何将 看 似 分 散的各类理论整合为一个综 合 性 分 析 框 架。笔

者也希望通过总结既有研究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共识，为我国改革 国 际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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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第５２１页。国 际 组 织 的 定 义 有 广 义 和 狭 义 之 别。
广义上国际组织还可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但本文采用狭义定义，专门讨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变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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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努力提供参考。

一、国际组织变革问题

国际组织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动态 演 变 进 程 中。国 际 组 织 变 革 现 象

可见于两个维度：正式制度变革和组织文化（以及基于组织文化的治理方案）

变革。① 一方面，国际组织的正式制度包含组织的根本目标、成员国的决策权

力、资金来源、对成员国的具体权利和义务要求等方面，这些 正 式 制 度 源 自 成

员国间的缔约，也就可以被成员国自上而下地调整。② 国际组织决策权变革的

典型案例是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

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ＩＭＦ）投票权改革。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在两大布雷顿

森林机构中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一定比例的投票权。这些改革提升了发展

中国家的权力，尤其增强了中国的地位。③ 世界贸易组织也正在经历新一轮改

革进程。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世界贸易组织改 革 的 核 心 并 非 决

策权力，而是改变对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要求，包括修订投资、贸易、知识产权

相关规则；改变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改进监督机制；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等。④

无论是决策权变革还是规则变革都可能导致国际组织具体政策的变 化，从 而

对各类国际行为体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许多 研 究 注 意 到，国 际 组 织 能 够 相 对 独 立 地 为 全 球 治 理 制 定

“治理方案”和规则，这些方案和规则涉及对全球性问题的定义，以及对适当的

问题解决路径和绩效评价标准的认识。⑤ 上述内容包含很多理念成分，因而与

“国际组织文化”紧密相关。何为国际组织文化？组织 文 化 是 一 种 理 解 框 架，

一种共享的“意义体系”，它 塑造了组织成员对适当目标和手段 的 认 知。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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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际组织的具体行动（例如：如何分配资金，如何设计项目等）也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类微观层

面的政策执行差异并非本文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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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建构与组织内部专业官僚的常规化与社会化紧密相关。① 组织文化对

国际组织影响极大，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组织享有独立权威 和 自 主 性。美 国 乔

治·华盛 顿 大 学 教 授 迈 克 尔·巴 尼 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玛 莎·芬 尼 莫 尔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指出，国 际 组 织 拥 有 独 立 的 权 威 基 础。虽 然 国 家 授 权 是

国际组织的原初权威来源，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 官 僚 机 构，还 具 有“理 性—合

法权威”“道义权威”和“专业权威”。这几个权威来源都不依赖国家授权。② 基

于此，组织文化塑 造 了 国 际 组 织 日 常 行 为。外 交 学 院 吴 文 成 博 士 通 过 对 国

际组织的规范倡导 行 为 进 行 比 较 研 究 发 现，国 际 组 织 的 规 范 倡 导 行 为 以 组

织对规范的重新建构为基础。国 际 组 织 会 依 据 组 织 文 化 对 规 范 进 行 选 择 和

再诠释。③ 显然，组织文 化 并 不 完 全 依 赖 正 式 制 度，正 式 制 度 的 改 革 往 往 不

能自动改变国际 组 织 文 化 和 其 治 理 方 案。但 是，组 织 文 化 和 基 于 组 织 文 化

的全球治理方案 也 是 可 以 改 变 的。例 如，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为 全 球 金 融 稳

定提供的治理方案 就 经 历 了 从 凯 恩 斯 主 义 到 自 由 主 义 方 法 论，再 到 采 用 实

用主义治理理念 的 演 变 进 程。④ 世 行 也 只 是 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末 才 逐 渐 将

减贫视为国际发展的核心目标。⑤ 在这些 例 子 中，国 际 组 织 或 是 改 变 了 对 全

球问题的认识（如世行不再将发 展 认 定 为 经 济 增 长 问 题，转 而 将 发 展 认 定 为

减贫问题），或是从 方 法 论 维 度 改 变 了 其 对 适 当 治 理 方 案 的 认 识（如 国 际 货

币基金组织治理理念的演变）。这 些 都 非 正 式 制 度 变 革，而 是 体 现 了 组 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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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维度的变革。

既然国际组织 的 制 度 和 文 化 可 能 发 生 变 化，那 么“国 际 组 织 何 以 发 生 变

革”就成为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既能测试不同国际关 系 理 论 解

释力的延展性，也能为国际组织的改革者指明方向。一般而言，关于变革的理

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什么样的结构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制 度 和 行 为？哪 些 施

动者可以打 破 结 构 的 束 缚？施 动 者 通 过 什 么 机 制 实 现 变 革？经 过 多 年 的 探

索，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发展出多种中层理论来阐释国际组织变革原理，对上述

变革理论三要素的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认为，可根据理论对 国 际 组 织 变 革 主

要施动者的认识差异将相关理论划分为“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

义”两大路径。每一路径中包含了强调不同变革机制的多个中层理论。

二、国家推动的国际组织变革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组织视为国家间互动的 附 属 品，认 为 国 家 间 关

系决定了国际组织的制度和行为。现实主义理论家将国际组织视为“国 家 尤

其是大国借以推行其外交政策并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而新自由制度主

义理论家也只是将国际组织定义为国际制度的一种形式，其与国际条约、国际

规则类似，只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难题、促进国际合作来服务于成 员 国 共 同

利益的工具”。① 在这一框架下，相关理论在分析国际组织变革时主要关注正

式制度设计，并将变革的动 力 归为国家的 理 性 制 度 设 计 和 国 家 间 博 弈———尤

其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博弈。因此，该路径下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决策，

较少讨论国际组织层面的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委托—代理”（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Ａｇｅｎｔ，ＰＡ）理论在研究国际组织日常行 为 时 重 视 组 织 的 自 主 性，其 在 分

析国际组织变革时 也 仅 溯 源 至 国 家 行 动，因 而 也 被 归 为 国 家 中 心 主 义 变 革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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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设计、权力博弈与国际组织变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最早分析了国家的国际制度设计行为。相关理论

认为，利益分配、执行难易、成员数量、不确定性等变量决定了国际制度设计的

诸多方面———成员资格、议题领域、治理结构、权利义务要求、决策机制和制度

弹性等。① 也就是说，国家是根据其在合作中的功能性需求来设计国际制度和

组织的。由于多数采用 此理论的文献仅聚焦国际组织正式 制 度 的 初 始 设 计，

而非制度的动态演变，我们只能推论该理论对国际组织变革机制的判断：国际

组织应该向着更有利于解决国家间合作难题的方向变化。

国际组织的变革不仅是功能性需求的结果，更受到 国 际 权 力 结 构 变 化 的

驱动。从宏观层面，一些 历 史制度主义理论以大国权力为制 度 变 革 的 关 键 因

素，强调外部冲击（如战争、革命、危机等）造成的国际结构变动———即“关键节

点”———推动了制度变革，并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另一些历史制度

主义理论则主张淡化关键节点的重要性，强调大国博弈可能渐进地推 动 制 度

变革，这种变革不一定总是路径依赖的。② 与之类似，有学者提出崛起国和守

成国可能开展“制度竞争”，从而为既有制度施加强大压力，催生变革。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认为：“国际制度竞争则可能成为激活制度的力

量……迫使相关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进行自身改革 来 提 高 运 行 效

率，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否则成员国就会用脚投票，进而 使 之 面 临 着 被 淘

汰的命运。”③这里，李巍同时强调大国博弈和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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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对组织发展方向的影响，前者为首要和最根本的变革动力。

在承认国家间权力博弈是国际组织变革关键动力 的 前 提 下，学 者 们 开 始

聚焦崛起国的改革策略选择问题，形成三种分析视角。第一，一些研究关注改

革者如何处理与既有国际组织的关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陈志敏、苏长和主编的《２０１４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改进—全球治理体系

的改进和升级》提出了国际组织改革的“增量改进”战略。指出可以用内 外 结

合的方式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即在国际组织内部推动决策权和制度变革，而在

外部通过新设国际组织等方法倒逼传统国际组织改革。① 另 有学者指出，“崛

起国能否建立稳定可见的自我约束机制，塑造‘新旧’国际制度的合作预期，是

决定国际制度能否创建成功的关键”，而这通过策略性制度设计来实现。② 第

二，学者们讨论了外部条件对改革者策略选择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改革者能

否对国际组织的传统主导国施加充分压力，取决于其是否有替代方案（这能增

强其施压行为的可信性），而这取决于议题领域的特性。“有些议 题 可 以 被 分

散性治理来解决，而有些 议 题 则需要统一和集中的治理才 能 被 有 效 管 理。因

此，不同政策领域的竞争性不同。这种竞争可能存在于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

于制度、双边、单边和私有治理者之间。结果便是，替 代 方 案 对 制 度 成 员 的 吸

引力是不同的。”③在此基础上，倾向改革国际组织的国家可根据替代方案的吸

引力和挑战既有制度的成本来选择行动 策 略———退 出、再 谈 判 或 者 更 保 守 的

改革试探。④ 与上述理论类似，一些学者从组织生态学视角提出，组织密度和

资源可获得性为组织发展提供了限制或机会。找到组织密 度 相 对 较 低、资 源

相对较丰富的生态位是组织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⑤ 这里，国际组织的生态位

从根本上仍受国家资源投入和支持力度的塑造。第三，历史 制 度 主 义 理 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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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观点进行了修改，提出主导性制度 的 弹 性———制 度 可 被 重 新 解 释 的 模

糊性和开放性———和霸权国的否决能力对崛起国策略选择有重大影响。崛起

国会根据这两个变量所决定的不同改革空间来合理选择改革策略———“叠加”

“替代”“偏离”或“转换”。①

上述研究从各个角度 全 面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制 度 和 组 织 变 革 的 动 机、

策略和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但是，这些研究都将分析局限于大国互动层面，

而很少考虑国际组织的能动反馈。多数研究事实上并不区分国际组织和国际

制度，而是将之统一视为大国互动的副产品。这种处理方式 可 以 使 研 究 清 晰

简明，但并不能充分解释国际组织变革。换言之，上述理论更多的是关于国家

行为的国际制度后果，而非专门针对国际组织而发展出的理论。

（二）“委托—代理”理论对国家中心主义路径的有限拓展

政治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被应用到国际组织研究中极大地增进了学界

对国际组织自主性的理解。② “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既是理论创新的需要，

也是由于传统理论在解释经验现象时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国际

组织并不仅仅全心 全 意 为 国 家 服 务，而 是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自 主 行 为，③而“委

托—代理”理论为这一经验现 象 提 供 比 较 完 整 的 理 论 解 释。同 时，“委 托—代

理”理论的引入也得益于概念上对国际组织与其他国际制度的区 分。国 际 组

织虽然基于国家 间 制 度 安 排，却 在 此 基 础 上 拥 有 相 对 独 立 的 机 构、人 员 和 预

算，④这使其应被作为相对独立的国际行为体来研究。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助理教授刘莲莲所言：“国际组织运作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国家趋利性互动关

系在国际组织的决策行动中的体现，而在于国际组织作为有形机构、独立主体

的‘制度逻辑’对‘政治逻辑’的限制和塑造。”⑤

“委托—代理”理论在分析国际组织日常行为时对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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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做了较大修改。首先，“委托—代理”理论正视了国际组织拥有的独特利益。

国际组织内部成员关心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国际组织的利益就在于获 得 更 多

的预算和扩展组织规 模。① 其 次，“委 托—代 理”理 论 承 认 国 际 组 织 作 为 国 家

（即“委托者”）的“代理者”享有自主性。一方面，给予国际组织自主 性 可 以 使

之更好地发挥功能。国际组织的许多功能———如监督承诺执行、议程设置、提

供专业知识、中立的仲裁等———都需要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资源和能动性才

能实现；②另一方面，国家对国际组织也难实现全面的控制。国际组织可以利

用信息差和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困境来为自身赢得行动空间。③ 国际组织也可

通过建构伙伴关系来加强自主性。④

虽然“委托—代理”理论在讨论国际组织日常行为时赋予其相对充足的自

主性，但该理论 对 国 际 组 织 变 革 规 律 的 认 识 却 仍 属 国 家 中 心 主 义 路 径。“委

托—代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利益的认识是静态和理 性 主 义 的。国 际 组 织 被 假

定为追逐物质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其自主行为也往往被概念化为代理松懈。⑤

但是，代理松懈是消极的，其稳定性大于变革性，这一概念更 无 法 被 用 于 分 析

组织变革。由于强调组织行为的消极性，应用“委 托—代 理”理 论 的 研 究 未 将

国际组织自身 视 为 变 革 的 动 力，国 家 仍 然 是 变 化 的 第 一 推 动 者。“委 托—代

６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ｌａｎｄ　Ｖａｕｂｅｌ，“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ｏ．１９，１９９６，ｐ．１９５；Ｍａｎｆｒｅｄ　Ｅｌｓｉ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Ｍｉｓｓｉｎｇ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７，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４９８．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ｂｂｏｔｔ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Ｗｈ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１９９８，ｐｐ．３－３２；Ｄａｖｉｄ　Ａ．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ｗ　Ｄ．Ｍｃ－
ｃｕｂｂｉｎ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Ｄａｒｒｅｎ　Ｇ．Ｈａｗｋｉｎｓ，ｅｔ　ａｌ．，ｅｄｓ．，Ｄｅｌ－
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ｐ．３４２－３４４．
Ｌｉｓａ　Ｍａｒｔ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Ｍ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　Ｄａｒｒｅｎ　Ｇ．Ｈａｗｋｉｎｓ，ｅｔ　ａｌ．，ｅｄｓ．，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４１－１４７；Ｄａｎｉｅｌ　Ｌ．Ｎｉ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Ｔｉｅｒｎｅｙ，“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Ａｇ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７，Ｎｏ．２，
２００３，ｐｐ．２４１－２７６；Ｔａｍａｒ　Ｇｕｔｎｅｒ，“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
ｒ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５，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１０－３７；
Ｒｏｌａｎｄ　Ｖａｕｂ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Ｎｏ．２，２００６，ｐｐ．１２５－１３８；Ｎｇａｉｒｅ　Ｗ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ｌｉｋａｒ　Ａｍｒｉ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ＷＴＯ，ｔｈｅ　ＩＭ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５３，２００１，ｐｐ．５６９－５８３．

汤蓓：《伙伴关系与国际组织自主性的扩展：以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疟疾治理上的经验为例》，《外交

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２２—１３２页。
Ｄａｒｒｅｎ　Ｇ．Ｈａｗｋｉｎｓ，ｅｔ　ａｌ．，ｅｄｓ．，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８－９．



理”理论认为，国家可以赋予国际组织自主性，也就可以收紧控制，这构成国家

推动国际组织变化的机制。国家可以运用调整国际组织人 员 结 构、改 善 监 控

机制、威胁转移对国际组织的支持、直接修改国际组织章程等手段来推动国际

组织的制度和具体行为变革。① 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变革原动

力（国家）和机制（对国家利益和权力的反应）的认识都与前述理论一致，只是

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并更加重视组织有限的抗拒或迟滞变革的能力。

从实证角度，“委托—代理”理论所采用的 有 条 件 的 国 家 中 心 主 义 分 析 框

架可以有效解释一些制度和具体行动层面的国际组织变 革 现 象。比 如，有 一

些研究发现，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影响和国际组织内部行政结构这两个 变

量共同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变化：正式制度设计、人员雇佣、具体议事日程、重点活动领域等方面。变化的

程度和灵活性取决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张力。②

国际组织变革 理 论 的 国 家 中 心 主 义 路 径 包 含 了 传 统 的 制 度 理 性 设 计 理

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竞争（包括竞争策略选择）理 论、“委 托—代 理”理

论等多个中层理论。这些中层理论在分析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时讨论了不同变

量，这些变量能够被用来解释国家采取改制行动的动机，以及国家采取不同类

型改制行动（比 如 外 部 建 制、内 部 改 制、合 作 与 非 合 作 性 建 制 等）的 原 因。但

是，从理论内核来看，这些理论共享一些基本假定：变革的主 要 问 题 是 突 破 原

有国际权力结构的限制；变革的施动者是国家，尤其是崛起 大 国；变 革 的 机 制

主要是由国家利益和权力博弈驱动的对国际组织的直接控制；变革的 结 果 是

正式制度改革或者新组织创立。这一路径的一个重要可扩 展 空 间 是：对 国 家

改革行动的分析是否可以跳出理性主义思路？国家的改制行动是否可能并不

仅是由权力和利益驱动，而是由不断变化的理念和国际实 践 驱 动？有 一 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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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在此方 向 做 了 尝 试。例 如，麦 吉 尔 大 学 副 教 授 文 森 特·波 略 特（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引入实践理论，提出特定社会实践构成的背景知识可能潜移默化地引

导国家对国际组织制度（如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这种与大国利益紧密相关

的制度）的重新设计。①

此外，国家中心主义视 角 下的国际组织变革理论并 未 将 国 际 组 织 视 为 变

革的施动者。虽然相关理论能够很好地回答国家为什么推动国际组织变革和

国家如何推动国际组织变革这两个重要问题，但它们无法有效解释国 际 组 织

主动求变的现象。同时，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正式制度和组织的短期具体行动，

并简单地对组织偏好进行理性主义假定，这从议程上忽略了前文所述 的 文 化

维度的国际组织变革。当我们把组织文化变革纳入国际组 织 变 革 分 析 时，就

会发现许多变革现象独立于国家意志。一方面，有经验研究发现，国际组织文

化的变化可能超前于国家立场的转变。比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 织 在 美 国 政 府

大力推动资本自由化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组织文化从倾向资本管制向倾向资本

自由化的转变。② 可见，国家推动并非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的必要条件；另一方

面，国家的推动并不自动导致国际组织文化变革。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虽然是由中国主导，但其在项目设计和执行过程中采用的规则仍与 世 行 非

常接近，这说明其组织文化更接近传统多边开发银行。③ 可见，国家推动也并

不一定是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的充分条件。虽然足够强大的国家意志能够直接

改变国际组织（甚至文化），但是，国家往往只在少数情况（如问题涉及高 政 治

领域，有明显的 地 缘 政 治 经 济 后 果 时）下 才 有 明 确 的 改 革 指 示。在 多 数 情 况

下，国家往往只是给出模糊的指引。④ 基于此，分析国际组织主动的文化变革

并非国家中心主义理论能够胜任，这需要额外的理论工具。

三、国际官僚与国际组织文化的变革

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 组 织理论或是将国际组织视 为 毫 无 能 动 性 的 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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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假定其追 求 物 质 性 组 织 利 益，这 都 未 能 充 分 揭 示 国 际 组 织 行 为 的 根 源。

前文所述的组织文化理论为国际组织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学者们开始将国际

组织视为由国际官僚构成，受组织文化深刻影响的能动行 为 体。这 不 但 进 一

步突出了国际组织的自主性，更有助于打开国际组织的黑箱。但是，早期对国

际组织文化的研究并未很好回答组织文化变革问题。在巴尼特和芬尼莫尔的

定义中，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组织内社会结构天然具有自我 强 化 趋 向。这 种 对

文化的定义与亚历山大·温特类似，因而也具有温特式建构主义理论的缺点：

善于解释稳定性，不善于解释变化。诚然，巴尼特和芬尼莫尔认识到了国际官

僚能够能动地解读和讨论组织的目标、规则和行动。但是，他们并未展开讨论

国际官僚推动 组 织 文 化 变 革 的 机 理。他 们 的 关 注 点 在 于 国 际 组 织 的 病 态 行

为———如对规则的过分教条、企图将其特殊知识和规则普适化、对环境缺乏适

应性等。① 他们提出，由于组织文化的内核倾向稳定，变革多为渐进和适应性

的，受到组织文化的引导。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在专业权威和理性化倾向的引

导下，总是倾向用扩展治理方案来应对外部批评。② 可见，对巴尼特和芬尼莫

尔而言，国际组织文化的变革几乎等同于组织的病态化。这 显 然 不 能 涵 盖 所

有的变化结果。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发展出了理念流动、反思和官僚政治

这三个关于国际组织文化变革中层理论。

（一）组织文化变革机制之一：理念流动

与巴尼特和 芬 妮 莫 尔 不 同，伦 敦 政 治 经 济 学 院 教 授 杰 弗 里·奇 威 罗 斯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Ｃｈｗｉｅｒｏｔｈ）的组织文化内生性变革理论正视组织文化的动态性，

强调理念流动的关键性影响。③ 奇威罗斯认为，由人员招募引发的官僚代际更

替可能导致国际组织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货 币 基 金 组

织这样的经济治理机构）的官僚对适当治理目标和手段的认知受到西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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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业化训练的建构性影响。而西方大学知识体系的转变（如从 凯 恩 斯 主

义经济学占主导转向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则直接导致其毕业生（也就是未

来的国际官僚）认知的代际差异。新理念随着新一代经济专家被招 募 而 流 入

国际组织，组织 文 化 也 随 着 官 僚 的 代 际 更 替 完 成 更 新。当 然，奇 威 罗 斯 也 指

明，人员招募可能是由国家有意推动的，但也可能是由国际 组 织 自 主 执 行 的。

前一种情况（实践中极少出现）在理论上属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变革理论范 畴，

而后一种情况（实践中更为普遍）则可被归为内生性变革机制。①

一些学者创造性地将规范传播理论应用到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研究中，②将

国际组织由规范传播的推动者变为接受者加以研究，③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理

念流动机制的认识。学者们指出，新理念的源泉可能是非政 府 组 织 的 规 范 倡

导行为。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苏珊·帕克（Ｓｕｓａｎ　Ｐａｒｋ）发现，世行提

高其环境保护标准的最初推动者并非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④ 与国家社会化

机制类似，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可以通过施压、教育、劝说等 手 段 促 使 观 念 由

国际组织外部向内部流动。在一些情境下，非政府组织还可以采取“回 旋 镖”

策略，⑤通过游说国际组织成员国（如游说美国国会）的方式，迂回达成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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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视野下的国际规范传播》，《外交评论》２００８年 第４期，第５９—６５页；钟 龙 彪：《国 家 社 会 化：国 际 关 系 的

一项研究议程》，《欧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２５—１３７页；陈 拯：《建 构 主 义 国 际 规 范 演 进 研 究 述 评》，《国

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３６—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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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施压的目的。① 少数研究也注意到了国家作为理念倡导者对国际组织理

念的影响。比如，奇威罗斯发现，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其资本自由化政

策的推动力是其与韩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就资本管制问题的话语互

动。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论不同，在该研究中，国家改变国际组织认知的

主要方式是话语抗争。②

当然，外部变革力量对 国 际组织的理念性影响还是 要 通 过 组 织 内 官 僚 起

作用。有研究发现，国际 组 织受外部非国家行为体影响的程 度 可 能 受 到 国 际

组织类型（如服务型组织比论坛型组织更易受影响）、议题契合度（议题契合度

越高，非政府组织影响力越强）、国际组织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资源和服务需求、

国际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③ 奇威罗斯也指出，国际官僚可能通过

规范叠加方式渐进地改变国际组织文化，这种渐进式变革的关键是处 理 好 新

理念和既有组织文化的关系，以使政策创新在相对宽松的环境（而非激烈的规

范对抗）中逐渐成长起来。④ 总之，外部力量可提供新理念的源泉并助推组织

文化变革，但变革归根结底仍有赖于国际官僚的学习。

可以说，上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组织文化理 论 关 于 国 际 组 织 文 化

变革逻辑的解释力欠缺。这也更接近一些建构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动态的社

会建构观，避免了将文化维度过度结构化。⑤ 这些研究也能运用过程追踪法来

夯实其实证基础。比如，基 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文件 的 分 析 和 对 当 事

１５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ｕｓａｎ　Ｐａｒｋ，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Ｈａｎｎａｈ　Ｍｕｒｐｈｙ，“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３９９－４３１；Ｍａｒｋ　Ｔ．
Ｂｕｎｔａｉｎ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ｌａｉｍ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９，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９９－１１１；赵洋、袁正清：《国际组织

与国际干涉行为》，《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４—１２２页。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Ｃｈｗｉｅｒｏｔｈ，“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ｉｇｍａ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４４－７６；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Ｃｈｗｉｅｒｏｔｈ，“Ｈｏｗ　Ｄｏ　Ｃｒｉｓｅ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６２，Ｎｏ．３，２０１０，ｐｐ．４９６－
５２７．

刘宏松、钱力：《非政府组织 在 国 际 组 织 中 影 响 力 的 决 定 性 因 素》，《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２０１４年 第６
期，第４５—６８页；Ｊｏｎａｓ　Ｔａｌｌｂｅｒｇ，ｅｔ　ａｌ．，“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８，Ｎｏ．４，２０１４，ｐｐ．７４１－７７４．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ｈｗｉｅｒｏ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２０１４，

ｐｐ．４４５－４６９．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Ｓｅ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３，Ｎｏ．３，１９９７，ｐｐ．３１９－３６３．



人的访谈，奇威罗斯建立起了组织文化变革的时间线。这使他能够证明，美国

对资本自由化的倡导晚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念的转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理念的转变又紧随其内部官僚代际更替而发生。这就排除了国家中心主义

理论对此特定研究问题的解释力。① 当然，这一路径也有局限性。传统建构主

义的一大短板是解释创新理念在没有倡导者情况下的社会建构问题。② 相关

理论中的新理念仍主要来自组织外部———高校 的 专 业 知 识、非 政 府 组 织 理 念

等。因此，这并非真正的“内生性”变革逻辑。此外，单凭理念流动机制不一定

能导致国际组织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要么外来 规 范 因 为

不符合国际组织内部文化而被拒绝，要么外来理念被吸收（甚至扭曲），从而成

为国际组织既有文化的一部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国际组 织 官 僚 文 化 的 内

核都很可能保持稳定。因此，这一理论往往难以解释在什么 情 况 下 国 际 组 织

会变得更加灵活、实用、并主动超越原有的官僚文化框定”。③

（二）组织文化变革机制之二：认知演化

国际组织可否自主开展理念创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激发进一步理

论创新。奇威罗斯指出，即使没有官僚代际更替，国际组织职员也可能结合治

理绩效进行知识更新。这种知识更新可能表现为“适应”———即在不改变基本

治理思路的前提下对治理实践进行技术性微调，也 可 能 表 现 为“学 习”———即

对治理目标的系统性反思。这两种知识更新机制，加上组织 内 官 僚 就 不 同 理

念的辩论，共同推动国际组织文化渐进、有限的变革。④ 那么，究竟学习和适应

缘何发生？其所引导的创新又将如何进行？认知演化理论可以为回答这些问

题提供借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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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演化理论旨在讨论实践在社会进程中的变化。“实 践”是“具 有 社 会

意义的有规律行动，由于具有较好的绩效，这些行动而得以 承 载、表 现 和 具 体

化背景知识和话语，并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①在认知演化理论看来，行为体

具有主动适应情 境 变 化，进 行 反 思 并 更 新 自 身 认 知 的 能 力。② 情 境 变 化 导 致

“一个给定习惯的实际绩效与其预期绩效的显著不一致”。③ 这导致不确定性

的上升，从而构成认知演化进程的启动条件。④ 在不确定状态下，行为者将反

思既有习惯，并通过综合吸收其在其他场域的习惯、新知识和实践经验来进行

“审慎创新”。⑤ 对认知演化理论而言，实践与稳定认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实践

的绩效。而对实践绩效 的 认识又受到共同体集 体 解 读 的 影 响。这 样，结 构 和

行动者维度的变革因素被统一于反思性实践。结构对变革的影响要经过行动

者的实践和反思，而变革一经启动，其结果取决于实践绩效（确定了 哪 些 不 可

行）和内生于行动者的审慎创新。⑥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国际组织变革可被 理 解 为 由“不 确 定 性—反 思”机 制

推动。在《谁治理世界》一书中，学者们便认识到随着治理绩效变差，国际组织

权威将受损，其面临的变革压力也就大大增加。⑦ 但是，早期研究要么只是提

到治理失效可能是变革的触发机制，并未进一步讨论具体 的“失 败—变 革”机

制的运行原理和可能后果；要么只是谈论客观失败这一纯客观性要素，并不涉

及组织对实践反馈的解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杰奎琳·贝斯特（Ｊａｃｑｕｅ－

ｌｉｎｅ　Ｂｅｓｔ）在实践理 论 基 础 上 建 构 了 她 的 国 际 组 织 变 革 分 析 框 架，总 结 出“失

败—变革”机制。第一，失败—变革理论同时强调结构和行动者维度的要素对

变革的推动。“有争议 的 失 败作为变革的原动力兼具结 构 性 与 施 动 性。客 观

意义上的失败并不一定推动变革，只有这种失败引发了组织内部围绕 治 理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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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手段的剧烈争 论———也 就 是 成 为“有 争 议 的 失 败”———时，结 构 维 度 的 失

败才能引导组织的深刻变革。① 这就将结构层面的实践绩效和行动者层面的

解读统一在一个连贯的理论逻辑中。第二，贝斯特不再如奇 威 罗 斯 那 样 强 调

专业知识随人员更替的流动，而是认为国际组织官僚能够从失败中总 结 出 针

对性的政策创新。这样，贝斯特化解了奇威罗斯理论的一个内在矛盾，为解决

“新理念从何处来”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第三，基于上一点理论认识，贝斯

特也比早期简单讨论客观失败对国际组织影响的研究更明确了变革的可能方

向———以“减少失败风险”为目标的政策 重 构。在 贝 斯 特 的 案 例 中，世 行 和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出更具临时性、弹性和间接性的治理模式，以为预防失败

留有空 间。② 同 时，组 织 也 可 刻 意 将 政 策 模 糊 化，以 为 应 对 不 确 定 性 留 有

空间。③

失败—变革逻辑是理论 折 中 的 有 益 尝 试。它 一 方 面 重 视 结 构 性 因 素，另

一方面强调组织内部对结构性压力的理解和创造性反应。但 是，这 一 理 论 还

可以进一步扩展。从广义上看，认知演化理论强调不确定性引发反思，而治理

失败只是提升不确定性的一种条件，“竞争—反思”也 是 有 力 的 变 革 机 制。虽

然这一理论与前述的制度竞争理论一样也承认外部竞争压力是变革的启动机

制，但其强调变革的结果从根本上还是要经过组织内部反思的塑造，是一种理

念性变革机制。④ 笔者曾提出，竞争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力可能更取决于竞争是

否在知识层面（而非仅仅在物质层面）扩展了被治理者的选项。笔者认为：“治

理竞争———即多元治理者和治理方案并存，且这 些 治 理 方 案 相 互 间 存 在 替 代

效应的状态———是不确定性的另一重要来源。治理竞争情境下的反思与治理

失败情境下的反思存在区别。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权威性 国 际 组 织 将 单 独

定义失败和适当的改革……竞争压力下，国际组织需要建构比 竞 争 者 所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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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方案更优的方案，才能维持其权威。”①在竞争压力下，受挑战国际组织

可能采取“竞优”———“在 竞争性领域努力建构所提供治理方案的吸 引 力”“差

异化发展”或“竞次”三种策略。前两种策略均体现出竞争性治理方案对 受 挑

战组织可选项的限制，又体现出国际组织自身的反思性和创造性，这与更强调

物质理性的制度竞争理论相区分。② 还 有研究发现，“国际官僚对另一制度威

胁的再认识、对制度间合作收益的新认知、技术保护带对政策独立性的护持都

会改变其政策取向，使其不再热衷竞争性政策和行动，甚至逐步开展起密切合

作”。③

总之，竞争—反思理论与失败—变革同属于认知演化框架下的折中理论。

但是，与后者不同，竞争—反思理论强调的重点不是仅国际组织对实践绩效的

解读，而是对其可自由解读的范围加以 限 制。竞 争—反 思 理 论 在 结 构 层 面 借

鉴了组织间关系理论对竞争的概念化，但在行动者层面保留了对国际 组 织 能

动性的强调，这更好地实现了对两个维度的理论折中，也更明确了竞争可能导

向的变革结果。当然，无 论 是 失 败—变 革 还 是 竞 争—反 思 理 论 都 处 在 理 论 建

构的初级阶段。相关理论是在个案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解 释 力 尚 未 得 到 系

统性检验。

（三）组织文化变革机制之三：官僚政治

组织文化内生性变革理论虽然充分关注国际组织 内 部 运 行，但 其 可 能 过

度强调了国际织官僚行事的文化维度，并未全面反映国际组织内部运行逻辑。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 际 关 系 与 公 共 事 务 学 院 副 研 究 员 汤 蓓 认 为：“在 现 实 中，

对组织内部权力的 追 求、对 人 际 关 系 等 非 正 式 结 构 的 依 赖 同 样 也 推 动 着 工

作人员的选择，从而会对国际组织的自主行为产生影响。”④例如，有研究强调

了国际组织领导层定义组织的战略规划并争取政治支持的行动对组织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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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余博闻：《治理竞争与国际组织变革：理解世界银行的政策创新》，第８０页。
同上，第９０—９１页；类似观点的 研 究 参 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ｅｔｔｓ，“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ＨＣＲ　ａ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Ｎｏ．１９，２０１３，ｐｐ．６９－８１。
宋亦明：《国际官僚与国际制度竞争退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９３页。
汤蓓：《试析国际组织行政模式对其治理行为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４８页。

注意，这里指的是国际官僚的政治追求，并非组织的物质性利益，这与委托代理论不同。



作用。① 基于这一对国际组织内部状态的不同认识，一些研究将“国际组织行

政模式”作为影响组织变革的重要干预变量。汤蓓提出可以“依据组织内部居

于主导地位的权威类型”将国际组织的行政模式分为“行政权威主导型与专业

权威主导型”。“专家团队在决策上拥有高度自主性、行政过程灵活高效、重视

与组织外行为体的良性互动”，而“随着行政权威在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组

织则“退回传统的技术性治理路径”，行事逐渐僵化。②

这些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学界对国际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的认识。但需要强

调的是，从既有理论的定位上看，行政模式只是国际组织变革的干预因素。虽

然行政模式的变化影响国际组织专业官僚的行动空间，进而影响变革 的 灵 活

性，但变革仍然要由组织内部官僚来推动和执行，而变革的机制可能还跳不出

前述的两个中层理论。因此，行政模式要素可被融入组织文 化 内 生 性 变 革 理

论框架中，而并不影响原理论对核心变革机制的假设。一个 值 得 进 一 步 探 索

的理论问题是：国际组织官僚对权力和私利的追求是否能够冲破组织 文 化 的

建构性影响，并超越理念流动、认知演化等逻辑？也 就 是 说，官 僚 们 在 制 定 全

球治理方案时是否会更多地考虑人际关系、权力等偏物质性因素，而非适当性

治理方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组织文化变革相关理论对 观 念 维 度 的 强 调

就是偏颇的，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

综上所述，对国 际 组 织 内 部 动 力 学 的 研 究 推 动 了 一 系 列 重 要 理 论 创 新。

聚焦国际官僚的分析路径既弥补了国家中心主义路径解释力的局限，又 为 更

多的中层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上述三个中层理论既涉及理念主

义变革机制又涉及物质理性主义变革机制，但其共同点是将国际官僚 视 为 变

革的施动者，强调变革动力内生于国际组织。这从不同角度 打 开 了 国 际 组 织

的黑箱。当然，除了理念流动机制被进行了较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之外，另

外两个中层理论都不够成熟，其逻辑仍有待完善，对其解释力的系统性检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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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蓓：《试析国际组织行政模式对其治理行为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６３页。
类似的研究参见汤蓓：《试析国际组织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国际观察》２０１３年第６
期，第５０—５５页。



很少。同时，这些理论仍需妥善处理与国家中心主义路径的关系。

四、国际组织变革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和实践启示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主要由两个动力驱动：一 是 处 理 国 家 主 导 性 与

国际组织能动性的关系；二是在国家维度和国际组织维度上扩展对具 体 变 革

机制的理解。一方面，国 际 组织变革理论从国家中心主义路 径 走 向 国 际 组 织

中心主义路径。学者们认识到，国家构成的系统层次动力是 国 际 组 织 正 式 制

度变革的充要条件，但却是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的非必要非 充 分 条 件。国 家 并

不一定能够推动国际组织文化变革。而即使没有国家间重新缔约或者霸权国

的明确指示，国际组织文化也可在国际官僚的推动下自行 变 革；另 一 方 面，学

者们不断扩展对与两种变革施动者相搭配的变革机制的理解。国家推动的国

际组织变革多被认为遵循了物质理性主义机制。而学者们在分析国际官僚推

动下的国际组织文化变革时既讨论了理念主义机制又讨论了物质理 性 机 制。

下表从维持组织稳定的结构性 因素、变革的施动者、变革机 制、变 革 结 果 四 个

方面对既有理论进行归纳。从上述归纳可见，国际组织变革 中 层 理 论 的 发 展

是一个不断补充逻辑缺环，不断反思实践经验的过程。国际 组 织 变 革 理 论 的

创新遵循了突破性创新的一般原理，即在发现既有理论解释力局限的 基 础 上

进行理论修正和创造。①同时，对国际关系一般理论和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

会学）理论的借鉴也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

表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归纳

结构 变革的施动者 变革机制 变革结果

国家间 权 力 分 配—
正式制度

国家　　 物质理性
理性设计—直接控制；
国 家 间 权 力 博 弈—直
接控制；

正式制度改变；
具体政策改变

国际组织文化 国际官僚

物质理性 官僚政治

理念主义
理念流动
失败—反思
竞争—反思

组织文化改变；
具体政策改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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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第１５２页。



各类国际组织变革理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被 整 合 为 一 个 有 机 的 综

合性分析框架。将不同理论按照其解释范围进行分工是一种可行的理论综合

方法。① 正如奇威罗斯强调的，关注组织内部动力的理论并不以颠覆国家中心

主义框架为目标，而是力争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添加新的 分 析 维 度，以 解 释

特定条件下的（无国家推动的）组织变革。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能够在分析国际

组织变革时有意识地同时兼顾组织内外两方面变革要素，但其只是简 单 强 调

不同要素在不同情况下起不同作用，并未呈现一个清晰的统一框架。② 笔者认

为，一个综合性国际组织变革分析框架可以建立在三个要 点 之 上：第 一，国 际

组织变革现象可按照变革程度进行类型学划分，即决策权变革但未触 及 制 度

或文化（浅层变革）；制度变革但未触及文化（中度变革）；文化变革但未触及制

度（较深层变革）；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变革（深度变革）；第二，鉴于深度 国 际 组

织变革兼具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维度的 变 革，需 要 同 时 动 用 两 种 力 量———即

国家和国际官僚———和多种机制才能达成理性变革效果；第三，“偏科”的国际

组织变革努力将导致较浅层次的变革。由此，关键问题就不 是 比 较 前 述 中 层

理论的解释力，而是将各理论按照解释范围分工进行有机 组 合。这 一 理 论 整

合的目的不是进行原创性理论创造，但相信其能帮助我们更系统理解 不 同 程

度的国际组织变革。

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提供了丰富的分析国际组织变 革 的 理 论 工 具，这 对 具

体的改革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综合前文的理论评述和本 节 的 综 合 框 架，可

以对促进国际组织变革的方法提出以下基本判断：首先，国际组织有很大的自

主性和强大的组织文化，这就决定了单凭大国推动的正式制度变革所 引 发 的

改革是有限的；其次，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性力量对国际组织变革可能有重要影

响；再次，国际组织内部人员及其知识、实践、文化十分重要；最后，通过建构失

败共识、竞争等手段减少组织惰性非常关键。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 对 现有国际组织的 改 革 努 力 应 该 强 调 如 下 要 点。第

一，大国的领导力应当被重视，但投票权等正式规则改革并不能完全扭转国际

组织的行为。大国至少应该同等强调建构改革情境（如通过新建国 际 组 织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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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竞争压力），以削弱国际组织的惰性，进而引导其向竞 优 方 向 发 展；第 二，国

际组织改革的人才因素非常重要。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国际组织专门人才的

培养，许多高校也建立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① 以人才战略引导国

际组织文化变革符合既有研究呈现的变革规律。但是，与培 养 国 际 组 织 专 才

同等重要的，是培育全球治理细分专业领域（如金融、环境、经济、贸易、国际法

等）的中国学科、中国知识体系和专业人才。比如，真正推 动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组织文化转变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经济学的自由 主 义 学 派。由 此 推

之，如果中国在某些议题领域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学科和专业知识体系（如在发

展领域建构中国特色的、被广泛认可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则其对 国 际 组 织

将产生更具根本性的影响；②第三，既有研究已经说明，非政府组织能够拥有大

于其物质力量的政治影响力。中国若想全方位地引领国际 组 织 的 变 革，大 力

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推动其走出去并与国际组织积极互动，仍是十分

必要的。

结　　语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不善于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③ 但本文对国际组织变

革理论的总结说明，至少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学术界还是给予变化问题以充

分重视。既有研究从传 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转向国际组 织 中 心 主 义 路 径，

并在实证反思和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对具体变革机制的理解，形 成 了

包括理性设计、制度竞争、历史制度主义、“委 托—代 理”理 论 基 础 上 的 有 条 件

国家控制论、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官僚政治等一系列中层国际组织变革理论。

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国际组织变革综合分析 框 架。当 然，除 了 进

一步探索理论综合之外，国际组织变革理论还有进一步拓 展 的 空 间。国 家 推

９５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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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参见张海滨、刘莲莲：《服务国家战 略，积 极 推 进 中 国 国 际 组 织 人 才 培 养：２０１９年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论坛综述》，《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２３—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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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动的国际组织变革可否包含理念主义机制？国家是否能否采取某种方法直接

推动组织文化变革？认知演化理论是否有广泛的解释力？官僚政治是否可以

成为推动组织文化变革的独立机制？这些问题 都 有 待 回 答。同 时，变 革 理 论

一般关注新制度和新文化的出现，但国际组织变革也可能以倒退、衰败甚至消

亡为表现形式。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也并不充分。①此外，将中国知识体系融入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之源。可以尝试从近些年发展起来的

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等新国际关系理论中寻找灵感，为深化国际组织

变革理论提供参考。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丰富的参与 和 建 构 国 际 组 织

的实践正在多个维度为国际组织变革研究提供新现象、新困惑。② 中国领导的

国际组织创制和治 理 创 新 实 践 与 传 统 的 国 际 组 织 变 革 逻 辑 是 否（或 有 何）不

同？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理论化将为国际组织理论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国际

组织学科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属于学科自己的理论。③ 希望本文对国际组

织变革理论的总结和辨析，以及对理论综合和实践启示的初步探讨能 够 促 进

国际组织学科的发展，并在实践层面助力我国改革国际组织的努力。

０６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外部冲击和组织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决定 国 际 组 织 的 存 亡。当

然，关于这一问题还 应 有 进 一 步 挖 掘 的 空 间。参 见 Ｍｅｔｔｅ　Ｅｉｌｓｔｒｕｐ－Ｓａｎ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Ｗｈａｔ　Ｋｉｌ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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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０２１，ｐｐ．２８１－３１０。

李巍、唐健：《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 者 的 理 论 契 机》，《国 际 政 治 研 究》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第

４０—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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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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