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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与国际组织

———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演变为例

李增刚

　　摘要 : 研究国际组织的方法多种多样 ,例如 ,从国际公共产品形成的角度研究国际组

织的存在及发展方向问题等。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演进进行经验检

验 ,可知为民族国家提供需要的公共产品是国际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 公共产品 　国际组织 　集体行动

　　国际组织可以从两个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理

解。从广义上讲 ,国际组织是“宽泛意义的网络、规

范和制度”①;从狭义上讲 ,国际组织仅指不同民族

国家及其内部主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共

同体。本文将从狭义上使用“国际组织”这个概念。

国内虽然有大量学者研究“国际组织”问题 ,并

出版了大量的文献 (叶宗奎、王杏芳 ,2001; 梁西 ,

2001;李滨 ,2001; 仪明海 ,2003; 等等) ,但这些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国际组织的历史、主要机构、职能等的

描述 ,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如国际组织为什

么会出现 ? 为什么能够得到主权国家的承认 ? 它们

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 ———还探讨得不够。

安妮·克鲁格 (AnneO.Krueger ) 曾针对国际组织

研究提出了三种方法。她认为 ,分析国际组织的出

发点在于没有世界政府 ,但存在跨国界的全球公共

产品和外部性。从这个前提出发 ,分析国际组织包

括三种方法 :第一 ,检验合作的激励或能够从合作中

得到的潜在收益 ,以及达成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结

果的规则或制度的可能性 ;第二 ,研究与国际交易相

关的国际公共产品或外部性 ,然后分析能够供给等

量公共产品的可替代机制 ;第三 ,运用公共选择理论

分析国际制度 (组织) ,寻求理解其演进的理论基础

和方式。②本文主要从国际公共产品形成的角度对

国际组织的存在及发展方向等进行理论探讨 ,并以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演进为例对此

进行检验。

一、国家的经济人假定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一)国家人格化与经济人假定

所谓国家人格化 ,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享受

权利和承担义务 ,具有某些“人”的特征。霍布斯在

分析国家形成的过程时指出 ,国家“就是一大群人相

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 ,以便使它能按

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

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③

国际政治学中有许多学者赋予国家人格化特

征。爱德华·H1 卡尔 ( EdwardHallettCarr ) 早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就指出 ,“国家人格化使得在自然法的基

础上创建国际法成为可能。国家只有在被看作人

时 ,才能够被假定相互之间具有义务。”④他多次强

调“国家人格化”只是一个假定 ,与现实中的国家可

能不完全一致 ,但对国际法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来

说 ,这是一个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假定。“国家人格

化已经被国际法学家宣称为国家的‘假定本质’。它

是一个必要的假设或假定 ———是人们在处理发达社

会的结构时不可缺少的工具。”⑤华尔兹 ( KennethN.

Waltz) 的理论一直假定国家是自私的、以维持现状

为自身利益的行为体。他在《人、国家与战争》中指

出 ,正是因为国家的自私自利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

情况下 ,才导致战争不可避免 ;在《国际政治理论》这

部国际政治学的经典作品中 ,华尔兹同样将国家人

格化 ,采用了“经济人”的假定 ,认为国家是自私自利

的。他说 ,“国际政治的体系 ,像经济市场一样 ,是由

重视自身利益的单元的共同行动形成的。国际结

构 ,是根据一个时代的基本政治单元来界定的 ,不论

这些单元是城邦国家、帝国还是民族。”⑥亚历山大·

温特 (AlexanderWendt) 系统分析了国家人格化的意

义、可行性等 ,并提出了“国家也是人”的命题。⑦

在法学家和国际法学家看来 ,国家只不过是一

个享有权利、权力并履行义务的法人。《奥本海国际

法》明确提出“主权国家是国际人格者”,并解释道 :

“国际人格者在国际法上具有法律人格 ,是指它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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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的主体 ,从而它本身享有国际法所确定的权利

或权力 ,并承担相应义务 ,而且 ,一般地说 ,享有在国

际上直接或通过另外一个国家 (如在被保护国的情

形)间接行为的能力”。“主权独立国家是主要的 (虽

然不是唯一的) 国际人格者。”⑧凯尔森甚至更加明

确地指出 ,从纯粹法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 ,“国家只

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 ,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

加以考虑。”⑨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我们可以把对企业的人格

化扩展到国家人格化。经济学在分析企业行为时 ,

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认为它是一个不断进行成

本 - 收益计算的主体 ,其行为目标是追求自身利润

最大化。如果将企业理论扩展到国家层次 ,国家不

过也就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其实 ,国家可能比个人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性

经济人”假定。温特曾指出国家的行为可能比个人

的行为更容易推测 ,因为国家是按照一定的章程、规

则行事 ,而个人则并非总是如此。安迪·克拉克
(AndyClark )认为 ,新古典经济理论用来分析企业行

为就比分析个人消费行为有效 ,原因就在于企业与

个人面临的约束不同。个人在消费中即使做出非理

性行为 ,对自身也不一定会构成致命的伤害 ,而企业

就不同 ,它必须时时刻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 ,

否则就可能被竞争者排挤出市场。⑩同样 ,国家在国

际事务中也必须以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动机 ,否

则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危险。
(二)国际无政府状态假定

所谓国际无政府状态 ,是指在国家之上没有集

中的权威权力机构 ,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

华尔兹称之为“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罗伯

特·基欧汉 (RobertO.Keohane ) 称为“世界政治中缺

乏一个共同的政府”。但是 ,全球无政府状态并不等

同于全球无秩序 ,国家之间的交往并非无序进行。

布尔对国际体系存在秩序的事实进行了详尽的叙

述 ,并称之为“无政府社会”�λϖ 。

许多国际政治理论都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基

本前提。洛斯·迪金森 (LowesDickinson) 最早表述了

“国际无政府”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他在《欧洲无

政府状态》一书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结为

“国际无政府”�λω。华尔兹指出 ,“社会契约论者 ,无

论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还是康德 ,都把世

界各国的行为比作是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行为。如果

把自然状态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 :各个行为角色 (不

管是人还是国家) 共处其中 ,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 ,

那么就可以将这一解释运用于分析现代世界中的国

家 ,就像用于分析生活在文明状态外的人一样。”�λξ

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就是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

际制度的 �λψ。米尔斯海默 (JohnMearsheimer)在《大国

政治的悲剧》中也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起点。他

很形象地称之为“911 困境”(“911”是美国的报警电话 ,

相当于中国的“110”———笔者注) ,即任何国家在受到侵

犯时 ,没有可以向其求助的中央权威。�λζ有人对西方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总结是 ,它们“都把国际无政府

状态作为先验给定的因素 ,接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

基本假设 :国际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结构有着根本的

区别 ,它不存在中央权威 ,与其组成部分没有隶属关

系 ,缺乏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和执行力 ,没有一整

套权力机构作为其结构的有形存在 ,从总体上来说

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国家自私的本

能和自助体系就成了国际政治的本质。”�λ{

在国际经济学中 ,托马斯·普格尔 ( ThomasA.

Pugel)和彼得·林德特 ( PeterH.Lindert ) 也曾指出国

际经济关系的这种“无政府”特征。“国家拥有主权 ,

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中央法院可以通过全球警察而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个国家。拥有主权的国家可以

在其成员实体与其他国家之间树立起各种各样的壁

垒 ,它们更为关心本国而不是他国的利益”。这就决

定了国际经济学“需要采用一套不同于其他经济学

学科的分析框架与方法”�λ| 。

二、公共产品与国际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困境

(一)公共产品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公共产品理论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外部

性。所谓外部性 ,是指一个主体的消费或生产活动

会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运用经济学的术语 ,外部

性是指私人与社会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之间存在差

异的情况。一是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 ,

出现负外部性 ,如污染、噪音。造纸厂排放出来的污

水污染了附近的河流 ,给附近居民造成不良影响 ,而

造纸厂却没有为此支付成本 ;二是私人边际收益低

于社会边际收益 ,出现正外部性 ,如家庭 A 养花能

够给附近居民带来美感享受 ,但附近居民并不为此

支付任何费用。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当边际收益等

于边际成本时 ,利润实现最大化 ,产出水平最优。当

外部性存在时 ,由于个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

或个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 ,虽然个人

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但整个社会却未必如此。个体

理性未必能够保证集体理性的实现。

一般认为 ,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大特征 :非排他性

和非竞争性。�λ}非排他性 ,是指不需要支付成本也能

够从某产品的消费中获得好处 ,或者要让某个不付

费者不消费某物品是困难的 ,或者即使能够做到也

成本高昂。非竞争性 ,是指一个人在消费某物品同

时 ,不妨碍另一个人消费。公共产品的这两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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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外部性。公共产品之所以具有非排他性和

非竞争性两个特征 ,是因为这种产品在消费或生产

中具有外部性。

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 ,由于社会边际收益大于

私人边际收益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 ,私人的供给可

能会出现不足 ;而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 ,由于社会边

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 ,其

供给却可能过多。对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或行为的

治理 ,就相当于提供公共产品。正是由于这种公共

产品提供的不足 ,才导致了负外部性的大量存在。

对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原因就是集体行动的难题。

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他们即使

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支付任何费用 ,也可以从中受

益 ,因而都希望搭别人的便车 ,而不希望别人搭自己

的便车。每个人都这样做 ,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提

供公共产品 ,或者至少有人不愿意提供 ,导致公共产

品的供给不足�λ∼。
(二)国际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困境

外部性不仅发生在国内不同主体之间 ,也发生

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甲国的污染可能会对乙国的生

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同时 ,甲国减少废气排放 ,治

理污染 ,也可能为乙国带来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环境

等。这就涉及到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一方面 ,各

国要减少负外部性对其他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 ;另

一方面 ,各国需要共同提供符合各方利益的公共产

品。

在国家之间 ,也存在集体行动的问题。每个国

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本国可以支配的资源

一定的条件下 ,都希望尽可能地搭其他国家的便车 ,

而不希望其他国家搭本国的便车 ,从而在国际范围

内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出现国际或全球范围内

的集体行动困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

越来越密切 ,影响越来越深入 ,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越

来越高。例如 ,2003 年发生的“非典 (SARS)”,在短

短几天的时间内就迅速传遍了全球许多国家 ;网络

病毒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使另一个国家的计算机

瘫痪。由于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 ,单个国家不愿、

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要求国家之间相互合作 ,

共同提供国际或全球公共产品。

三、国际组织是解决集体
行动困境的一种方式

　　(一)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的一般条件

虽然存在集体行动的难题 ,但现实中仍然有大

量的集体行动 ,也存在大量的公共产品供给。究其

原因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集团规模小或“联邦集团”。具有相同利

益人数越少的集团 ,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越大。

因为在小集团中 ,每个成员能够得到集团总收益的

相当大一部分 ,即使仅有一个成员承担集体行动的

费用 ,其收益也高于成本。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小 ,其

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 ,具有相同利益的成员

数目越少 ,相互之间的监督协调费用也就越低 ,单个

成员搭便车将得不偿失 ,集体行动相对容易达成。�µυ

与此相关 ,一个大集团可以通过形成许多小集

团 ,然后每个小集团都出于某种动机与其他小集团

一起组成一个大集团的联邦 ,奥尔森称之为“集团联

邦”。在每个大集团中 ,小集团的规模较小 ,相对容

易形成 ,而形成后的小集团的数量相对于大集团的

潜在成员数又少得多 ,能够相对容易地形成大集

团。�µϖ

第二 ,威逼利诱 ,即为赏罚机制 ,奥尔森称之为

“选择性激励”。在利益集团成员与非成员能够区别

开的情况下 ,通过向集团成员提供某些具有“私人物

品”性质的激励 ,或者对非集团成员实施某种惩罚 ,

从而诱导或强迫人们加入利益集团。

第三 ,良好的意识形态会降低“搭便车”的可能

性。奥尔森从人的激励多元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

题。经济激励只是一个方面 ,声望、尊敬、友谊以及

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都能够对人们产生激励。�µω而

这些都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 ,构成了选择性激励。

林毅夫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了人们的虔诚行为。

他从世界是复杂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出发 ,将虔诚

看作一种能够为人们带来效用的商品 ,减轻了集体

行动的难题。�µξ

第四 , 长期重复合作博弈。阿克塞尔罗德
(RobertAxelrod)认为 ,在无政府状态下 ,如果双方进

行无限多次重复博弈时 ,只要未来收益的贴现率满

足一定条件 ,双方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 ,进行合

作。�µψ

第五 ,政治企业家或领袖人物的存在。当利益

集团的潜在成员意识到集体行动的共同利益之后 ,

出现集体行动的组织者 ,即领袖人物 ,利益集团形成

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所谓政治企业家 ,“通常受人

敬重 (或令人畏惧) ,或者他能猜出在议价活动中谁

在使用恐吓手段 ,或它能够缩短议价时间 ,那么他有

时就能拟出一种解决办法 ,这种办法对于一切有关

事项都会优于在没有企业家领导或组织的情况下产

生的任何结果。”“如果企业家挺身而出之前的状况

不是最优 ,那么企业家也可以从他带来的收益中使

自己有所收益。由于这种收益以及有些人有当领

袖、政治家或急先锋的偏好 ,常常不必担心政治企业

家人选枯竭。”�µ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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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存在一个利益相关性不成比例的较大主

体。在前面的分析中 ,各个主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利

益相关性差别不大。如果某个主体在集体行动中的

利益相关性非常高 ,比如它能够得到集体行动收益

的 50%, 或者更高 ,即使集体行动的成本全部由其

承担 ,它也能够从中获得收益 ,此时集体行动就容易

达成。国际政治学中的“霸权稳定论”就说明了这一

点。

第七 ,政府干预。外部性和集体行动困境的出

现 ,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虽然市场失灵并非政府干

预的充分条件 , �µ{但政府干预毕竟提供了一种解决

市场失灵的方法。对于外部性 ,政府可以通过奖惩、

征税或禁止等得以消除 , �µ| 也可以通过明确界定产

权 ,使外部性内部化。对于集体行动的困境 ,政府可

以利用其先天优势 ,通过建立一个组织 ,鼓励或强制

各主体参与集体行动 ,确保公共产品的提供。
(二)国际组织是解决国家间集体行动困境的一

种方式

在国际关系中 ,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条件相对

比较容易实现。世界上全部国家也不过 200 个左

右 ,数目相对较少 ,集体行动相对容易达成。但是 ,

在国家之上不存在世界政府 ,对国家间集体行动的

困境和由民族国家造成的外部性进行直接干预。国

际组织就是为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 ,在国际范围内

提供公共产品而产生的。它既是国家间集体行动的

结果 ,也是解决国际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方式。从

某种意义上讲 ,民族国家就国际组织的形成和决策

机制达成了一致意见 ,国际组织做出的决策也应该

得到民族国家的响应和支持。这是国际组织存在的

条件 ,也是其合法性的根源。

国际组织之所以形成 ,就是为了解决单个民族

国家不能够或不愿意解决的问题 ,在国际层次上提

供公共产品。第一 ,某些国际组织能够通过赏罚机

制 ,引导或强制民族国家达成集体行动。国际组织

除了提供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外 ,还可以

向民族国家提供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物品。第二 ,

国际组织能够发挥政治企业家或领袖的作用。在很

多情况下 ,民族国家并非意识不到公共产品提供能

够带来的收益 ,但任何集体行动的达成都需要组织

成本或启动成本。如果集体行动能够达成 ,启动成

本就会分摊到不同国家承担 ;但在集体行动达成之

前 ,总需要有人或国家承担该成本。当出现某个领

域的国际或全球问题时 ,相关的国际组织可以组织

或领导达成集体行动。第三 ,形成类似的政府干预。

某些国际组织具有类似世界政府的功能 ,在特定的

情况下 ,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或活动进行干预 ,确保集

体行动达成。

国际组织的出现和起源 ,就是为了在国际层次

上提供公共产品。从早期古希腊城邦建立起来的

“近邻同盟会”———最初是为了保护特尔斐神庙 ,后

来则是为了保护成员国免受同盟外部的侵略�µ} ,到

现代最早的国际组织 ———1804 年法国和德国共同

成立的莱茵河委员会 ,1865 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

和 1875 年成立的万国邮联 ,以及后来的国际联盟、

目前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北约

(NATO) �µ∼等各种国际组织 ,无一不是为了在地区、

国际或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联合国的最高宗

旨是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欲免后世再遭近

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世界银行是为

了帮助战后惨遭战争破坏的国家恢复经济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则是为了稳定汇率 ,帮助民族国家平衡

国际收支 ;北约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成联

盟防止遭受苏联的打击或进攻 ,实现共同安全。这

都说明 ,国际组织是民族国家为了国际或全球公共

产品的提供而共同建立起来的。反过来看 ,理性的

民族国家不可能向一个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的

机构或组织捐献资源。

四、国际组织的前景需要根据未
来的国际或全球问题来判断

　　国际组织既然是为了在国际或全球范围内提供

公共产品 ,其发展演变和未来前景也主要根据民族

国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来判断 ,而这又取决于国际

或全球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或全球问题的出现 ,任何

一个民族国家都没有能力独立解决这些问题。这就

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功

能就是促成这些国际合作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发现

问题 ,帮助民族国家提供公共产品。随着新出现问

题的不同 ,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会随之发生变

化。当某个领域的问题得到解决或消减之后 ,针对

此问题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的作用也会逐渐下降 ,

或者与此相关的功能会逐渐消退。例如 ,联合国的

托管理事会 ,随着联合国最后一个托管领土 ———帕

劳 ———于 1994 年 10 月 1 日独立 ,也于同年的 11 月

1 日停止了工作。�νυ

按照传统观点 ,国际组织一般是基于下列目的

中的一个或多个而建立起来的 : (1)主要通过和平解

决国家间争端的方法调整国际关系 ; (2)把国际冲突

和战争减少到最低限度 ,或至少对其予以控制 ; (3)

为某一地区或全人类的社会或经济利益而促成国家

之间的合作或发展活动 ; (4)若干民族国家集体防御

外部威胁。�νϖ 就目前看 ,国际争端虽然尚未完全消

除 ,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 ,国际组织的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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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争端或预防战争的功能相对降低。而随着全球

经济联系的相互加强 ,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能源等

问题日益突出 ,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不断加强。

例如 ,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和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

增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似

乎也在逐渐增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讲 ,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特定

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和成本 ,成为促进制度变迁的

动力。随着全球或国际问题的变化 ,形成或加强某

个特定国际组织的成本与收益也在发生变化 ,从而

可能会改变不同国际组织的地位或作用。在 2003

年“非典”肆虐期间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作用表

现异常突出。因为疫情紧迫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

能力独立预防或解决。世界卫生组织成为联系各国

家和地区的重要国际组织。各个国家不仅要向其汇

报本国疫情 ,还要接受其检查 ,同时也从世界卫生组

织得到帮助。当“非典”消除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这

方面的作用逐渐下降 ,但在为各个国家提供疫情监

测和预防等方面的作用开始上升。这反映了当民族

国家需要国际组织为其提供公共产品时 ,国际组织

的作用就会上升 ,否则就下降。国际组织也只有根

据不断出现的国际或全球问题 ,不断调整自己的职

能 ,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取得发

展。

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的职能演变

　　作为两大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自成立以来 ,根据不断出现的国际

或全球问题 ,其职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完

全根据民族国家对国际或全球公共产品的需要而不

断改变职能。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的动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的渊源可以

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成立就是为了捍卫“固定 ,但可调整”的汇率体

系 ,防止出现“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和货币的竞相

贬值。�νω大危机之后 ,国际私人资本市场受到严重破

坏 ,官方资本流动也需要将资源配置到高资本收益

率和低储蓄率的国家 ,这主要是一些正在重建的国

家和正在发展的低收入国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就

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和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的动因都体现了民族国家对国

际公共产品的需求。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非单个

国家能够建立 ,而这又是保证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

条件。所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

都是为了在金融领域提供国际或全球公共产品。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早期职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成立之后 ,主要职能体现

为调节国际收支 ,维护汇率稳定。(1)向国际收支不

平衡的国家提供贷款。一个国家发生国际收支不平

衡 ,如果这种不平衡被看作是短期的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就提供贷款 ;如果这种不平衡被看作是长期的、

基础性的 ,就会考虑改变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供贷款受制于严格的条件 ,利率水平接近于市场

利率 ,并且一般要在 3～5 年还清。(2) 向成员国提

供援助。国际货币基金要求成员国稳定汇率。当一

个国家为维护固定汇率而耗尽本国的外汇储备时 ,

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 ,调整汇率 ,如

1967 年的英镑贬值。(3) 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早期就有大量专家专门从事国际收支困难和调整

的研究工作 , 如蒙代尔 ( RobertMundell ) 、弗莱明
(MarcusFleming)等人的开创性工作。�νξ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不断受到质疑 ,

甚至有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汇率稳定的基本

信条产生了怀疑。到 1973 年 ,固定汇率制被放弃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其最初成立时的基本主

张。此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主要与发

展中国家有关。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νψ最初主要是为生产性项目

提供长期融资的金融中介。它们从私人资本市场上

借款 ,然后再借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源虽然

与美国政府推行马歇尔计划的资源相形见绌 ,但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初向企业提供了大量

的重建贷款。直到 1960 年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

款主要是商业或准商业性质的 ,广大的贫穷落后国

家很少能够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贷款。国际开发协会

的成立就是为了向这些国家提供“软贷款”。随着世

界银行的发展 ,其研究和经验日趋成熟 ,在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资本援助的同时 ,也向它们提供技术援助。

此后 ,世界银行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涉及

的领域包括农业、交通运输、环境改善、疾病预防等

各个方面。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职能转变

与当前职能

随着固定汇率制的崩溃、两次石油价格上涨、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和国际经济政策导

致的问题日益增多 ,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国际收支

失衡、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的困境。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这段时期的职能也主要集中于解决发展中国

家的宏观经济失衡。

20 世纪 70 年代 ,世界银行虽然一直在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贷款 ,但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 ,对发展中

国家个别投资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总体的经济

58



政策环境。

这样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职能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包

括汇率、贸易体制和金融市场等) ,而世界银行的贷

款则主要集中于微观活动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

础设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期

间 ,世界银行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

策上 ,并意识到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对增长有害。

与此同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展了经济政策的范

围 ,超过在提供信贷时对“需求方”的严格限制 ,增加

了更多的“供给方”措施 ,放松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贷

款限制。这样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现

了职能相互融合的趋势。到 80 年代后期 ,这种融

合、渗透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比如 ,两家机构的执

行委员会在做决策时 ,都参照彼此对发展中国家经

济政策的分析。在柏林墙倒塌之后 ,两家机构又增

加了对转型问题的研究。

一直到 1997 年 ,世界银行的职能主要集中于项

目贷款 ,用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妇女地位 ,以

及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与此同时 ,墨西哥 1994 年

经历了比索危机 ,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

等经历了 1997 年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帮助这些国家处理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它的主要职能也越来越集中于危机管理。�νζ

(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演变

的分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演变的历

程 ,实际上反映了成员国对国际或全球公共产品需

求的变化。根据它们成立的宗旨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是保证汇率稳定 ,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而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则主要向遭受战争摧残或破坏的国

家提供资金援助。当时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金

主要是流向欧洲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 ,成员国对固定汇率作用

的怀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汇率的作用在弱化 ,

同时它也难以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足

够的资金 ,其职能开始发生变化 ———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西欧国家不仅能够得到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金 ,而且更大量地从美国的马

歇尔计划中得到资金支持。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复

苏 ,它们对世界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小 ,但是广大发

展中国家却因为受到资金约束而难以发展 ,世界银

行的职能调整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或短期信

贷 ,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

的频繁爆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转向危机管

理 ;世界银行则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贷款 ,帮

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消除贫困、维护妇女权利

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职能越来越针

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说 ,发展中国家的金

融稳定、经济发展、投资环境改善、消除贫困 ,它们也

可以从中受益 ;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成为直接的受

益者。这都说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根

据民族国家对国际或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 ,适时调

整职能 ,提供符合民族国家需要的公共产品。
(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未来演变的

方向

根据前面的分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未来演变的方向需要根据未来出现的国际或全球

问题决定。克鲁格认为 ,世界银行将面临三种选择 :

(1)继续作为一个发展机构 ,仍然集中关注那些确实

贫困的国家 ,并且逐渐从中等收入国家退出 ; (2) 继

续在所有成员国运行 ,集中关注像妇女权利、环境保

护、劳工标准和非政府组织等有关的发展问题 ; (3)

关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仍然履行传统职

能 ,帮助有关国家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危机管理。�ν{

其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两大主要

的全球金融机构 ,主要是为各民族国家提供金融方

面的公共产品 ,预防并帮助民族国家解决国际金融

危机 ,为缺乏资金的民族国家融通资金。从长期看 ,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国

际性或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可能会越来越突出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仍然会在国际金融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 ,但它们关注的侧重点仍然有所不同。

它们虽然为民族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相同 ,但

短期内合并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是由当前国际政治

经济结构决定的。美国控制着世界银行 ;而欧盟控

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欧盟力量的不断壮

大 ,美国和欧盟可能会继续分别控制着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也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平衡两

大力量的一种方式。

六、结束语 :国际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

任何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建立起来

的 ,国际组织也不例外。它们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

实现某种共同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超国家机构。其

主要职能是为民族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帮助民族国

家实现某些它们难以达到的目标或促进这些目标的

实现。当这些国际组织不能够为其成员国提供它们

需要的国际或全球公共产品时 ,它们就可能遭到反

对。国际组织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 ,提供民族国家

需要的国际或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化的日益加深 ,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单个民族国家难以解决的全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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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这也为国际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而 ,国际

组织作为民族国家合作的结果 ,作为解决国际层次

上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方式 ,不会消失 ,但它们需要

根据未来的全球或国际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职能 ,

提供符合民族国家需要的公共产品。

注释 :
①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

版 ,56 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世界上著名的《国际
组织》(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杂志涉及的主题包括了“国际
组织”广义定义的各个方面。

②�ν{ Krueger,AnneO.,1998. “WhithertheWorldBank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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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该域中 ,参与人可以通过联合行动生产产品、获取
收益 ,并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联合行动可能涉及某些
共用资源的使用 ,即涉及到共用资源域。但与之不同的是 ,

一方面参与人拥有是否参与博弈的自由 ,另一方面参与人的
行动集合彼此可以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 ,在该域中 ,参与
人都必须有足够的激励 ,以保证在加入博弈的同时适当地协
调自身的行动决策。

⑤模型内容参见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中文版 ,37

页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⑥这类均衡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 ,它是纳什均衡 ;第二 ,

虽然新型话语不断创造出来以避开寄食者 ,但变异者永远不
可能比“主顾”的效用更高。

⑦网络中的仲裁者在有的网络中是单独设立的 ,还有一
些是由网络中具有信息优势的网络成员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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