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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是我国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对外联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多边合作

机制。该多边合作机制将诸多国家联系起来，牵涉多方利益，相较于硬法，国际软法是目前维系其秩序

的妥善规则。但由于国际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天然特性，“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效力和

实施问题受人关注。关于效力问题，本文认为制定“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软法规则应注重各方利益的

平衡以及注重规则的专业科学性，减少软法特点带来的效力局限性。关于实施问题，本文认为构建与软

法规则配套的基础制定、机构、组织才能更好的发挥软法的作用。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软法，合作机制 

 
 

Completion Approaches of International Soft 
Law i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cus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Master Plan 

Shuyun Lu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Oct. 24th, 2023; accepted: Jan. 2nd, 2024; published: Jan. 10th, 2024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a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China gives play to i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external ties 
and practic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cause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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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s many countries and involves many interests, compared with hard law, international soft law 
is the proper rule to maintain its order at present. However, due to the nature that international 
soft law is not legally bind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ft law in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mechanism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On the issue of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sof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rules, so as to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limitations brought by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soft law. 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problem, this paper holds that only by con-
structing the basic formulation,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supporting the soft laws and regu-
lations can the role of soft laws be better p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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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适用 

1.1.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与国际软法的内在联系 

在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先要明确“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特点以及国际软法适用的可行

性。 
关于“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特点，其一，“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参与国范围广泛，经济政治文化

等情况差异大，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其二，“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是坚持公平平等致力于促进和平

发展的发展机制，是不同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合作机制，如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

体制本质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此类合作机制出现“正义赤字”以及缺乏合法性的情况下不改革将

难以发挥相应作用[1]。以上两个特点使得“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参与国更倾向适用国际软法调整相应关

系，目的是在磋商中参与国可以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论自身国家实力。 
关于国际软法适用的可行性，其一，软法也可以解决问题；其二，根据我们所说的损失规避理论，

从软法到硬法会产生更高的制裁；硬法会产生更高的制裁，当预期违法行为的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时，

各国就会选择软法；其三，根据委托理论，当国家不确定他们所采用的规则是否适用于多变的未来时，

且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新规则是有利的时，他们会选择软法律；其四，引入国际普通法(ICL)的概念

也可以说明国际软法的可行性。根据 ICL 的理论，除了偶尔与事实和争端当事方有关的情况外，国际法

庭的决定是不具约束力的。因此 ICL 为有合作精神的国家提供了深化合作的机会，以换取对法律规则某

种程度的控制[2]。以上关于国际软法可行性的四种的分析可验证国际软法可适用于“一带一路”合作机

制的实施。可以说，国际软法适用于“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是双向匹配的选择适用的结果。正因为二者

存在这样的联系，国际软法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存在三个功能：引领功能，国际软法能够引领有

关该合作机制的国际习惯法以及国际条约的发展；补充功能，国际软法能够补充国际法的空白并对其进

行解释有利于存进该合作机制的顺利运行；重构功能[3]，即当有参与国不同意某项国际硬法在该体制的

实施时，可以用国际软法重新制定相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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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软法的适用问题 

由于国际软法缺乏法律约束力，也没有司法制度的保障，国际软法的效力和实施问题成了“一带一

路”合作机制中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效力问题。其一，国家软法如何进行利益分配。上文已经提及

到该合作机制牵涉多方利益，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何进行利益分配使得相关国际软法与

坚持公正平等的出发点相呼应是各参与国在制定相关软法性文件时就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二，国际软法

的灵活性带来效力局限。国际软法制定的主体是多元的；国际软法的形式多元不固定也会影响国际软法

的效力；国际软法的制定没有固定程序。灵活性是优势但又会反过来使得国际软法的效力降低。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实施问题。其一，缺乏合理的机构配置。纵观区域一体化的成

功实例，合理的机构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合理的结构配置，就无法发挥相应规则的协调功能，无法

顺利运行相应的合作机制。缺乏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不管是 WTO 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欧盟这

样的区域一体化机制都设立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帮助成员方更好的解决争端。 

2.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效力与实施问题的分析 

2.1. 效力问题分析 

我们先要明确国际软法的效力特点。相较于国际硬法，国际软法的效力具有非义务性，软约束性以

及无位阶性的特点。非义务性是指国际软法并不要求相关主体严格遵守软法规则，相对应地，软法性文

件大多采用“鼓励、建议”等倡议性措辞，国际主体始终手握自身行为的决定权。软约束性，是一个与

法律约束性相对的概念，即国际主体即使违背软法也不需要承担国际责任。不承担责任并不是说国际软

法无约束力，而是国际主体违背软法的行为更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承受舆论声望信任压力。

这种约束力和自然法的规制力相同，是人们对于社会自发秩序的遵守和认可[4]。无位阶性是指任何国际

软法没有等级高低优劣之分。国际软法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国际社会中并没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执法司

法机构，因此国际软法自然也没有位阶划分。另外，国际软法主体的多元化和调整范围的广泛也是国际

软法无法进行效力划分的原因。但不划分层级也不意味着各项国际软法的实际效果相同，国际软法的实

际效果与主体的认可度、软法的形式、法的进化阶段有所关联[3]。 
事实上，国际软法的有效性可以从其本身的道德科学性以及参与主体的选择性去分析。 
国际软法制定的初衷是使得合作机制顺利运行，因此其本身是具有道德性科学性的。上文中提到追

求公正平等和平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特点，因此相应的国际软法无疑是符合国际道德要求的。例

如较多运用国际软法的国际环境法领域，其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而“一带一路”机

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各个国际主体面临全球问题时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应携手共同解决[5]。
如此，“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的国际软法也势必与国际道德要求吻合。另外，国际软法的科学性主要

体现在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制定上。如国际环境保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些防污治理的科技手段就

需要专家参与协助制定国际环境法。相对应地，“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涉及金融，贸易，科技等多方面

问题，其配套的国际软法也应邀请专家参与加强软法规则的科学专业性。 
国际软法的制定主体包括国家、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但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实施者，

国际软法具有效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自身的理性选择。参与国选择参与到“一

带一路”中国际软法的制定进程中肯定会考虑到自身利益需求。在磋商协调过程中，参与国对自己的诉

求自行排序随后会做出自己的利益选择，这是国家自身理性选择的结果。即使未来利益诉求国际形势产

生变化，根据国际软法的非义务性，参与国也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遵守，这也是国家发挥理性进行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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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总之，国家所为的行为始终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符合相应的逻辑进路，因此制定的相关国

际软法是可以被信赖有调整各类关系的效果的。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的国际软法的效力问题需要考虑的国际软法的道德科学性以及

参与主体的选择性两个方面。以国际气候机制为例，国际环境领域的国际软法就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

平衡以及能充分激活国际软法的效力。保护国际环境刻不容缓，无论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

是《京都议定书》又或是《巴黎协定》以原则性宣示为主，义务性内容很少，这都反映国际气候制度的

软法性特征。以上几个文件虽然经历多番协商，但最终都能得出兼顾多方利益的结果。国际气候治理这

一问题本身就蕴含着未来不确定性，因此许多国家不能接受会导致责任的硬法规范反而接受非义务性的

软法规定。国际气候制度以软法形式兼顾到了气候问题的特殊性，关注各方利益需求，进一步提高各国

对治理气候问题的积极性。我们在思考如何解决“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效力问题可以借鉴

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 

2.2. 实施问题分析 

主权平等和互相尊重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原则，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或国际

机构，又加上国际软法的软约束力特性，国际软法的实施高度依赖合作各方的自行约束。但这并不意味

着国际软法不能得到实施，在运行机制上是需要区别于国内法以及传统国际法的[6]。相对应地，主权约

束力度小作为软法的一大特征，如若能加以妥善利用，软法能比硬法发挥更大的作用[7]。 
“法的自创生系统”指出强制力并不是法的必备要素，社会中存在诸多独立且能自我更新的子系统，

其行为规范可以对人们行为做出合法性的判断，由此可在沟通交流中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软法便是如此

即“软法主要是借助于沟通来实现实效的成文形式”[8]，这也与国际软法软约束力特点相呼应。无论是

国际人权法还是国际环境法，软法都在各国交流沟通中发挥了作用，促使各国自觉遵守相关软法规范。

学者蔡斯提出一种“管理过程模式”对我们建构相应的软法的实施路径具有启发性意义。“管理过程模

式”的作用在于能够让不愿意自觉遵守相关软法的国家在看到信息整合以及国际网络强大的力量致使改

变想法自愿接受软法规则的约束。“管理过程模式”可通过数据的收集报告、核实监督、争端解决、审

查评估等制度构建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网络[9]。此时不需要依赖强制力约束各方行为，各方出于害怕自

己信息落后的心理以及对自己的利益维护就会主动要求融入这个国际网络，国际软法自然而然就能得到

有效实施。“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的国际软法的实施可以看作各方加强彼此间了解，交换信息，从而

达成共识促使合作发展的一个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上述模式去促使国际软法在

合作机制中的实施，如此也体现国际软法是在沟通中发挥作用的。 

3.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适用完善路径 

国际软法的特性使得软法本身具有优势但也局限了国际软法的效力和实施，要想进一步促使国际软

法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更好的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应该立足于其特性探寻完善的路径。 

3.1. 探寻一套成熟的国际软法制定模式 

一般来说，国际软法的制定模式会随着参与方，合作主题等等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会使得国际软

法的制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又会导致制定出来的软发行文件具有不严谨性。伴随而来地，如若未来形

势稍有变化则可能会使这份不严谨的文件马上被推翻，软法文件效力从一开始变会大打折扣。因此，“一

带一路”合作机制在制定各项的软法之前，相关负责主体需要探寻一套规范软法制定的模式，使得国际

软法的制定能够实现程序化而不是一蹴而就地出台软法文件。而且，我们在上文中指出软法的科学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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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是参与方愿意遵守相关条款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是国际软法的制定程序模式也需要保证其专业性

科学性，这样才能保证出台的软法文件的严谨性，进而形成一套成熟的软法制定模式。相关负责人可以

邀请相关专家参与或者参考其他领域的示例去探寻软法制定模式。 

3.2. 加强国际软法制定过程的实质民主 

相较于其他的合作机制，我们经常会看到大国强国依然企图压制实力较弱的国家去攥取更多利益的

现象，而弱国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安排。虽然这样的问题现实中是难以完全解决的，但追求公平、平等

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应尽可能地促进共赢。因此，在制定软法性文件时，相关参与方必须严格按照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制定国际软法的模式去参与制定，保证各方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增加制定软法

文件过程的透明度。 

3.3. 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管理过程模式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相关负责者进行过程管理，促进有关合作机制的信息共享，促进各方协商交

流，搭建一个“一带一路”信息网络。参与各方在看到每个环节都有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后，逐渐改变

自身心态和行为，愿意配合软法性文件规则做出行动。在过程管理的同时，相关负责主体也需要构建配

套的具体制度如定期报告制度，审查制度，评估制度等加强各方对软法性文件的理解，更好地利用软约

束力即声誉压力去约束各方。 

3.4. 构建“一带一路”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下构建完善的区域组织，其中组织内部包括国际软法的立法机构，监督机

构，争端解决机构等等。立法机构需要严格遵循国际软法制定模式去组织各参与方制定相应的国际软法，

并定期召开会议对一些定义不清的软法规则再次组织会议厘清规则，同时保证立法过程的实质民主。监

督机构则需要配合定期报告制度评估制度开展工作，组织各方交流报告信息。而争端解决机构可以参考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模式，民主选举相关工作者受理“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的争端案件。 

4. 结语 

国际软法的软约束力、非义务性的特点使其更易作为多方合作机制的各方选择作为调节彼此之间关

系的规则，但同样地这些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软法的效力和实施。因此，设置一些辅助手段更

有利于软法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构建一套成熟的软法制定模式，加强软法制定

过程的实质民主都能够更好地解决软法的效力问题，增强软法的严谨性进而又加强软法的稳定性；构建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管理过程模式，构建“一带一路”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去推进各软法的实施，加

强各方对软法的信赖，由此有效解决软法的效力问题与实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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