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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旭 刘玮
＃

【 内容提要 】 本综述包括如下 ５ 方面内容 ：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 国际组织与

国际制度 ， 国际贸易和投资 ， 国际货币 与金融 ，
能源与气候变化和国 际发展 。 亮点之

一

是 ，

国际关系新理论扩展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 为反思理性主义提供了元理论上的支持 。

受到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 ， 国际组织 与国际制度 ，
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 色 、

定位和对策 ， 是年度研究的重点 。

【关键词 】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组织与规则 国 际贸易与投资 国际货币与金融 国际

发展

２ ０ １６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 许多理论和实证方面的进展 。 以 国 内外最主要 的 １ ７

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刊物为对象 ， 本文梳理 了２０ １６ 年 ９ １ 篇国 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

文章 ， 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国际制度与组织议题的文献最多 ， 分别占到总文献的 ２８％

和 ２５％（见表 １ ） 。

表 １２０１６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分布单位 ： 篇

ＩＰＥ理论 国际制度
国际贸易

和投资

国际货币

与金融

能源 、 气候变化

和国际发展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１ ２ ３ ３ ２ １

《 当代亚太》
２ １ ２

《 中国社会科学》 １ １

《 国际经济评论》
５ ２ １

《外交评论》
１

《 国际金融研究》 ２

＊ 田旭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助理研究员 ， 政治学博士 ， 主要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

学 、 民主理论 ，
ｔ
ｉａｎｘｕ＠ ｃ ａｓ ｓ． ｏｒ

ｇ
． ｃｎ 。 刘玮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助理研究员 ，

法学博

士
，
主要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 ， 中－

ｌｉｕｗｅｉ＠ ｃａｓ ｓ． ＯＴ
ｇ

． ｃｎ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并 自负文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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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ＩＰＥ理论 国际制度
国际贸易

和投资

国际货币

与金融

能源 、 气候变化

和 国际发展

《世界经济》 １

《 国际政治科学》 ３ ２

《 国际政治研究》 １ １

《 中国工业经济》 １

ＡＪＰＳ １

１０ ４ ３ ５

ＲＩＰＥ ５ ２ ２ ８

ＩＳＲ １ １

ＩＳ １

ＲＩＯ ４ ２ ３

ＥＪＰＥ １

其他 ２

合计 ２７ ２３ １ ５ １ １ １７

注 ： 表 中 ，

ＡＪＰＳ
是

Ａｍｅｒｉｃ 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ａｌ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的缩写 ，

１０是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ｏ 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的缩写

，

ＲＩＰＥ是Ｒｅｖ
ｉ
ｅｗ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Ｐｏ ｌｉｔ ｉ ｃａ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缩写 ，

ＩＳＲ是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 ｉ
ｅｓＲｅｖ

ｉ
ｅｗ的缩写 ，

ＩＳ
是

Ｉｎｔｅｒ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缩写
，

ＲＩＯ是 ／Ｊｅｗｅ ｔｔ；的缩写
，

ＥＪＰＥ 是似ｒａ／ｏ ｚｉｒＴｗｚ／
＃ 

外如⑵ ^

Ｅｃｏｎｏｍｙ 的缩写 。 因部分文献属于跨议题研究 ，
因此各主题的文献数据统计加总后与文献总量数据存在

一

定

出 人。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一

、 国 际秩序变革与国 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

一

） 国 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中国视角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初步显现出
“

中国特质
”

。 基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

和近代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 ， 诸位学者尝试通过
“

关系
”

和
“

社群
”

这些相关联的概念来对

国际关系元理论进行新的解读 。

秦亚青 （
２０ １６

） 提出一种
“

国 际关系 的关系理论
”

。 该理论的形上 内 涵在于行为体

之间的关系性 ，
而非西方主流理论中 的个体性 。 它将国际关系视作 由

一

系列发展中的关

系所构成的 ， 将国际行为者视为时刻处于关系之中 ， 并在本体论上将过程定义为一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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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关系 。 这一理论框架也许可以促使我们从
一

个不 同 的视角来观察国 际关系 ， 并对进

行国际体系进行广泛的 比较 。
？ 类似的 ，

苏长和 （
２０ １６ ） 指 出会通法在认识世界上具有重要

意义 ， 是互联互通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资源 。 他主张在会通法基础上延伸和扩大关系的范

围 ， 从关系选择角度认识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演变。 关系理论视角为 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

提供了理论解释选项 ，
而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实践也为关系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素材 。 与

此同时 ， 关系选择往往 比理性选择更能解释群体的合作行为和秩序的演进 ，
因此可以重新解

释通过 自我调解解决零和对抗 。 最后 ， 他还指 出 了关系理论的术语表达和在沟通上可能面临

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

？

与关系理论的发展相对应 ， 张宇燕 （ ２０ １６
） 用孔子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
”

对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进行了高度概括 。
？

髙奇琦 （２０ １ ６ ） 基于儒家与社群主义之间的概念相似性 ， 提出 了带有 中 国文化特色 的社

群世界主义治理模式 。 在他看来 ， 全球治理与 国家治理这
一组必然相关的辩证关系被世界 自

由主义割裂开来 ， 忽视了 国家在现实政治中的根本性地位 ， 因而导致了 治理机制 的碎片化和

治理过程的冲突化等问题 。 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
一

逻辑链条 ，
高奇琦提出 了以 惠报作

为行为逻辑 ， 以动态向心体系为内部结构 ， 以友爱为结果的社群世界主义。 该社群世界主义

强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在 目标上的一致性 ， 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 ， 即不仅要在 国家治理 目

标实现的基础上向全球治理 目标推进 ， 而且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最终实现需要建立在各国 的 国

家治理状况均等化的基础上 。
④

从这个理论范式的转变可以看出 ，
当前中 国 的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

不仅进一步明确了

国内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的基础性地位 ， 而且还尝试从 自 身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

制度出发去发展出
一套新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行为 的规范性理论 。 特别是秦亚青的

“

国际

关系的关系理论
”

已经初步完成了理论构建 ， 较为清晰地解释了 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

和国 内政治治理上
一

以贯之的行为准则 。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 国 际互动 中
“

中 国行为模

式
”

， 同时还对 中国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哲学基础 。

（ 二 ） 全球公共物品和区域公共物品

１ ． 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与 中美大国关系构建

霸权稳定论中的 国际公共物品概念依然是解释国 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 ， 特别是中美战略

关系的有效视角 。 在美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意愿下降 ， 中 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意愿上升的现

状下 ， 中美之间如何通过合作来维持并改革现有的 国际体系成为学界需要探讨的 问题 。

冯维江 （
２０ １６

） 指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 美国对 中 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开始较大规

①Ｑ ｉｎ
，

Ｙ ＿（ ２０ １６
）

， Ａ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Ｗｏｒ

ｌｄ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ｓ．／ｎｆｅｍａ

ｔ
ｉｏｒａａ Ｚｉｆｅｖｉｃｗ； １ ８（ 

１
） ：
３３

－

４７ ． 本

文所引文为秦亚青教授于 ２０ １６ 年所发表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的英文文章 ，

其文 中 的部分观点 已 于

２０ １ ６ 年之前发表于 中文刊物 ， 如秦亚青 （
２０ １ ５ ） ：

“

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探索一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

， 《 世

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２期 ， 第 ４ －

１ ０ 页 。

② 苏长和 （ ２０ １ ６ ） ：
“

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０ 期 ， 第 ２９
－

３８ 、 １ ５６
－

１ ５７ 页 。

③ 张宇燕 （ ２０ １ ６ ） ：
“

全球治理的中 国视角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９ 期

， 第 ４ － ９ 页 。

④ 高奇琦 （ ２０ １ ６
） ：

“

社群世界主义 ：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分析框架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期 ， 第
２５

－

３９
、

１ ５７
－

１ ５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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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地减少
，
且中 国的投入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 ，

这一稳定的双向结构趋于失衡 。 因此 ， 中美

关系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二者既可能演化为大国对峙的平行式平衡体系 ，
也可能演化为双中心

的合作型的新型大国关系 。 前者中 ，
两国可能倾向于 向各 自 的战略联盟提供公共产品 ， 并接

受盟国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 而后者中 ，
两国互相进行充足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且接受其他国家

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 为了防范第
一

种情况的发生 ， 作者认为中 国可 以对世界 ， 特别是美 国权

力相对稀薄的地区 ， 开展 自 己的公共产品投人 ， 如
“
一带一路

”

倡议 、 金砖合作机制和亚洲

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的公共产品投人 ，
甚至可 以增加与美国主要盟友之间的相互关系专用性

投资 ，
但中国不宜显著地进一步降低对美国的 已有关系专用性投资存量

，
使 自 身滑向修昔底

德陷阱 。
？

李向阳 （ ２０ １６
）
通过比较两者的联系纽带 、 合作机制 、 目标及定位 ， 作者认为二者 目前

都以全球经济最有活力 的亚洲地区为基础 ， 但是前者为规则导向 ， 以高门槛和排他性为特征 ，

目的在于保证美国在该地区 ， 乃至全球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 ， 同 时抑制中 国在该地区

的影响力 。 而后者则以发展为导向 ，
以开放性多元化为特征 ， 属于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

二者 目前并不互相包含 ，
且暗含着竞争关系 。 相较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言 ，

“
一带一路

”

意在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与促进多边主义的发展 ， 因此
“
一

带
一

路
”

具有更高 的全球公共产品

属性 。 作者预测 ，
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走向 、 亚

洲区域经济
一

体化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

②

邢悦 （ ２０ １６
）
通过分析美国在 １９世纪末 －

２０ 世纪初作为崛起国对华
“

门 户开放
”

政策

的研究 ， 指出崛起国获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原因在于提供能维持世界和平与 国际秩序 的公共产

品 ， 而非与国 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 。 因此 ，
中 国与西方国家不 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未

必是中国崛起过程 中获取国际支持的必然障碍 。
？

一些研究则从更加具体的政策领域和国际组织的角度 ， 分析了 中美如何在提供全球公共

物品 的过程中调试中美关系 。 李杨和黄艳希 （
２０ １６

） 以中美国际贸易制度之争为例 ， 分析了

中国 自 加入 ＷＴＯ 以来 ， 中美对于国际贸易规则态度的变化。 作者认为 ， 中美两国将是未来国

际贸易领域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竞争者 。 中 国的当务之急是不断提髙 国际公共产品的提

供能力 ， 并通过与美国尽可能的合作 ，
创新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 。 这

一

论断同样验证了

冯维江对于中美提供公共物品意愿和能力 的判断 。
④ 相似地 ， 李杨和苏骁 （

２０ １６ ） 通过分析

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 Ｇ２０ 框架中 的收益 － 成本认为 ，
Ｇ２０ 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兼

容 ， 它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 。 因此 ， 中国对此需要积极有效地应对 ， 包栝如下

措施 。 （
１

） 加强中美对话 ，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 ２ ） 加强与欧盟合作 ， 利用 Ｇ２０ 机制推

进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 。 （ ３ ）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 利用其力量实现 自身利益诉求 。 （
４

） 提

①冯维江 （ ２０ １ ６ ） ：
“

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 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

角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１０６
－

１ ２８ 、 １ ５９
－

１ ６０ 页 。

② 李向阳 （ ２０ １６ ） ：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与
‘
一带一路

’

之比较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９ 期 ，

第 
２９

－ ４３
、 １

５５
－

１ ５６ 页 。

③ 邢悦 （ ２０ １ ６
） ：

“

崛起国如何获得国际支持——以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案例的研究
”

， 《国际政

治科学》 ， 第 ３ 期
， 第 １

－

２８ 页 。

④ 李杨 、 黄艳希 （ ２０ １ ６ ） ：
“

中美国际贸易制度之争——基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
”

， 《世界经济

与政治 》
， 第 １ ０ 期 ， 第 １ １４ －

１ ３６
、

１ ５９ 
－

１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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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自 身综合实力 ， 推进 Ｇ２０ 机制化进程等 。
？ 孙忆 （

２０ １ ６
） 从现实主义 的视角 出发 ， 分析并

验证了美国对中 国所施加的国际规则压力和国际伙伴压力 ， 指 出了 中国应对美 国 自 贸协定战

略双重压力 的策略在于深化国 内改革 ， 提升规则能力 ， 搭建 自 己的 自 贸协议伙伴网络 ， 以及

与美国等制度主导国探讨共建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可能性 。
？

相较中美霸权此消彼长的观点 ，
Ｓｉ ｌｏｖｅ（

２０ １６ ） 指出美国转向亚太的战略实质虽是其想要

维护亚洲区域现有的平衡 ， 但该 目标的实现并不必然导致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遏制 。 在作者看

来 ， 美国将 中国崛起视为不可避免 ， 是美国亚太战略中 的常量 。 因此 ， 布什和奥 巴马政府的

做法在于通过提升美国和其盟友的力量来赶上中 国的增长速度 ， 进而达到
一

种新的权力平衡 。

同样 ， 对于 ＴＰＰ不包含中国 的原因 ，
作者认为美国试图通过 ＴＰＰ 来倒逼 中 国的开放和改革 ，

进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

肖河 （ ２０ １６ ） 根据英 、 苏 、 日 三者在谋求与美 国对等地位的过

程中均因战略选择失当而导致了失败 ， 而只有德国采取 了接受现实的追随政策 ， 才使得美德

关系保持了长期高度的稳定的历史经验 ， 总结出世界霸权只能和平转移 ， 而无法被挑战的既

有结果 。 这暗含着对崛起中 的 中国而言 ， 实现 中美之间 的和平权力转移的必要性 。
？ 相较于

肖河的分析 ， 薛力 （
２０ １６

） 认为尽管 中国提出了
“
一

带一路
”

倡议 ， 但中国希望与美合作的

基调并未改变 。 亚太再平衡战略与
“
一带一路

”

之间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 ， 但并非遏制

与反遏制的关系 。 中美两国可 以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安全 、 文化 、 国 际制度等多维度进行

合作 ， 其中经济 、 军事与安全合作可以作为主要维度 。 因此 ， 薛力认为中美应该在不 同方面

互相调适 ，
以便在和平的状态下 ， 建立双边关系 的新均衡 。 以上论述为 中 国在提供全球公共

产品中所应扮演角色 ，
以及如何处理中美大国关系提供了

一

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 。
？

２ ．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与东亚地区秩序转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 中 国在全球治理和 区域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然而

伴随着 中国的发展 ，
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矛盾及问题也逐渐显现 。 受到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理论

的启发 ， 陈小鼎 （
２０ １６ ） 和王亚军 （

２０ １６ ） 提出 中国在制定周边外交战略和构建亚洲安全观

上 ， 应有意愿和能力加强在区域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 。 通过提供区域公共物品 ， 如理念 、 项

目和制度等 ，
以培育区域内行为体的互信和提升区域 内跨国合作 。

陈小鼎 （
２０ １ ６

） 指出 中 国周边关系 面临着实力对 比的结构性变动 、 制度 的重叠与矛盾

性 ， 以及周边国家认同低下等三大困境 。 基于欧盟成功实践区域性公共产 品的经验 ， 作者认

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对于破解周边外交难题具有很大潜力 ， 此概念既可避免大国 的
“

私

物化
”

与小国的
“

搭便车
”

等问题
，
又能够推动 区域合作和政治互信 ，

塑造稳定 的 区域秩

序 ， 从而有助于化解周边外交难题。 同时 ， 作者还指出应注重区域公共产品在改善相关国家

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 。 通过完善区域公共产品 的供给 ， 提升区域合作水平 ，
制度认同与集体

①李杨 、 苏骁 （ ２０ １ ６ ） ：
“

Ｇ２０ ： 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兼论中 国的应对策略
”

， 《 当代亚

太》 ， 第 ２ 期 ，
第 ５８

－ ７ ９ 、 １５７ 页。

② 孙忆 （ ２０ １６
） ：

“

国 际制度压力与中 国 自贸 区战略
”

， 《 国际政治科学》 ， 第 ３ 期 ， 第 １２５
－

１６ １ 页 。

③Ｓｉ ｌ
ｏｖｅ

，Ｎ ．（ ２０ １６
）

．ＴｈｅＰｉｖｏ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Ｐｉｖｏｔ
：Ｕ ． Ｓ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
ｎＡ －

ｓ 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４０ （
４

）：
４５－ ８８ ．

④ 肖 河 （ ２０ １ ６ ） ：
“

霸权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研究——以二战后历史为例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３期 ， 第
４４

－

７３
、

１ ５７页 。

⑤ 薛力 （
２０ １６ ） ：

“

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 国
‘

一

带
一路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５ 期 ， 第 ５ ６
－

７３
、

１５ ７
－

１５ ８页 。



第八篇 国际政治经济学

认同 ， 才可能逐渐塑造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
① 王亚军 （

２０ １６ ） 解读了亚洲安全观的科

学内涵和重要价值 。 在他看来 ，
区域公共产品因其意图解决区域切实问题 ， 受益人承担成本

等原则 ， 使得其能够更有效地避免搭便车现象以及区域大国对该制度的私物化 。 而中 国所倡

导的
“

亚洲安全观
”

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 ， 是中 国为地区安全提供区域公共

产品的设想。 通过提出共同安全 目标 、 强调综合安全内 涵 、 构建合作安全模式和倡导可持续

安全理念等维度 ， 亚洲安全观为亚洲安全机制等其他区域安全公共产 品的供给提供了新 的思

路和指引 。
？

通过对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 品的论述 ，
以上作者均抓住 了 中国崛起 中所面临的问

题 ，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美大国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之
一

就在 于东亚

地区政治经济秩序 。 美国企图通过在东亚提供区域公共物品来抑制 中 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 ，

而中国 同样希望通过参与区域公共物品提供来构建亚洲安全观和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 在这个

过程中 ， 中美双方会不可避免地就制度供给进行交锋 。 刘丰 （
２０ １ ６

） 综合经济和安全两个视

角进行分析 ， 指出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经历了从完全霸权到部分霸权的发展 ， 目前呈现 出 向

完全均势过渡的态势 。 但是 由于 中国与美国之间 实力对比的变动 以及地区 内各国的战略调整

等因素 ， 体系转型进程及其最终形态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 因此 ， 中 国在东亚的战略选择就

成为了绕不开的议题。
③

（ 三 ）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新发展

以跨国行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型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成为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讨

论重点之一
＇

。 《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 （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 １６ 年第五

期以
“

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
”

为主题组织了一期专题讨论 。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Ｎｅｗｍａｎ（
２０ １６

） 指 出 ， 当前更为深入的相互依赖塑造着人们的偏好与实现偏好

的能力 。 传统的 以贸易开放为主要 目标 ，
以 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研究路径具有局限性 。 因此

，

他们提出了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 （ ＮＩＡ
，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的概念来更好地理

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作者指出 ，
以奈和基欧汉为代表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受到开放经济政

治学 ， 结构现实主义和理性制度主义的挑战而逐渐式微 。 然而 ， 现有理论模型在解释经济相

互依赖对于全球政治的影响时 ， 同样未能很好地抓住跨国政治的实质以及新型治理模式的成

果 。 因此 ， 通过强调规则交叠 、 机会结构和权力不对称这三个视角 ， 作者指出 了跨国行为体

而非国家行为体 ， 在新型复合相互依赖研究 中 的重要作用 ， 以及国际秩序是如何经由 多种路

径被创立或重塑的 。
？

首先 ， 规则的交叠 既可 能带来冲 突 ， 也 同样是促进合作 的机遇 。 Ｎｅｗｍａｎ＆Ｐｏ ｓｎｅｒ

①陈小鼎 （ ２０ １６ ） ：
“

区域公共产品与 中 国周 边外交新理念的战 略 内涵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８

期 ， 第 ３ ７
－

５５
、

１ ５７ 
－

１ ５ ８页 。

② 王亚军 （ ２０ １６ ） ：
“

亚洲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重要价值——基于系统论和区域公共产品视角
”

， 《管

理世界》 ， 第 １２ 期 ， 第 １

－

５ 页 。

③ 刘丰 （ ２０ １ ６ ） ：
“

东亚地区秩序转型 ： 安全与经济关联的视角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５ 期 ， 第

３２
－

５５ 、
１ ５６

－

１ ５７ 页 。

④Ｆａｒｒｅｌｌ
，
Ｈ．＆Ｎｅｗｍ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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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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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６
丨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７７

（
２０ １６

） 以国 际金融协会 （
Ｉ ＩＦ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 ｉｎａｎｃｅ ） 为例 ， 探讨了规则交叠如何

促进和建立新的 国际标准 。 国际金融协会在从
一

个没有管控议程和游说技巧的边缘机构到最

有影响力的金融工程跨国论坛的这
一转型过程中 ， 软性法的第二序效应发挥 了关键作用 。 因

此
， 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的第

一

个特征表现为多元参与主体带来 了多样化的治理制度 ，
而

这些制度之间往往存在竞争 ， 因而可能促使更加包容的新制度的形成 。
？

其次 ， 新型复合相互依赖将国际制度 ， 特别是非正式的 国际制度 ， 视为能够促进不同行

为体进行跨国协调的机会结构 。 Ｊｏｈｎ ｓｏｎ（
２０ １ ６

） 探索了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合适时

机。 他 以粮农组织的发展为例 ， 以资源和价值间关系为切人点 ， 解释了粮农组织官僚机构与

非政府组织间合作 、 共贏 、 竞争和冲突的几种循环往复关系 。 通过这一案例分析 ， 约翰森进
一

步指出新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在于 ： 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 ；
全球化进程并非处于无政府

状态中 ，
而是处于交叠的责任和原则 的大环境中 ；

制度并不仅仅是游戏规则 ， 更是 国际和国

内权力流转的驱动力 。 而 （
２０ １６

） 则是以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 （
ＢＣＢＳ

，

ＢａｓｅｌＣｏｍｍｉ ｔ ｔｅｅｏｎ

Ｂａｎｋ ｉｎ
ｇ
Ｓｕｐｅ

ｒｖｉｓ ｉｏｎ ） 为例探讨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和形塑国际制度 。
？

最后 ， 规则交叠和机会结构的结合会导致政治权力的不对称 。 在构建于贸易基础之上的

全球格局中 ，
行为体并不具备平等的权力 。 因此 ，

一旦发生规则交叠和冲突 ， 那么相关行为

者就在解决方案的制 定过程中 扮演 了重要角 色 。 以希腊债务危机的处理为例 ，

Ｍｏｓｃｈｅｌｌａ

（
２０ １ ６ ） 指出在对希腊债务危机的调查过程中 ， 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所特有的权限为他们

提供了非对称性的权力 ， 进而使得他们通过制定不同层次的新规则来维护货币联盟的财政纪

律 。 这
一

案例也印证了在逐步加深的相互依赖情景中 ， 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国 和跨行业行为体

的参与合作 。

？

在讨论的最后 ，
Ｋａｈ ｌｅｒ

（
２０ １ ６

） 提出了复合型治理的概念 。 在他看来 ， 复合治理打破了国

家行为体对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主体的垄断 ， 强调 了跨国行为体 ， 如 国际组织 、 跨国公司 和

非政府机构等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然而 ， 作者也指出 了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

在功能和空间两方面的局限性 。 其功能局限在对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不够敏感 ，
而其空间局限

在于仅适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 中国家逐步推广 ，
而非迅速扩张 。

？

相较于国外学界对相互依赖理论的重构与扩展 ，
国 内学界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仍关

注于其经典观点 ， 如 自 由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 ，
而现实主义认为其增加冲突 。

庞铭辉 、 敖杏林 （
２０ １６

） 收集了１ ９８ １
－

２００７ 年 中国与周边 １７ 个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

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 在控制
“

相对综合实力
”

和
“

制度性参与程度
”

等其他变量后 ，
经济

相互依赖的确显著提升了 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 符合 自 由主义 的理论预期 。
⑤ 然而 ，

韩真 、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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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３（ ５ ） ：７９９
－

８２４ ．

④Ｋａｈｌｅｒ
，
Ｍ ．（ ２０ １ ６

）

．Ｃｏｍｐｌｅｘｇ
ｏｖｅｒｎａｎ 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ｉ

ｎ ｔｅｒ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Ｎ ＩＡ ）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Ｉｎｔｅｒ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Ｐｏｌ ｉｔ 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 ３（ ５ ）：８ ２５
－

３ ９．

⑤ 庞铭辉 、 敖杏林 （ ２０ １ ６ ） ：
“

经济相互依赖 ： 和平之路抑或冲突之源 ？
一

中 国与周边 国家的实证研

究 （
１９ ８ １￣ ２００７ ）

”

，
《当代亚太》 ，

第 ３ 期
，
第 １ ２６

－

１ ５２
、

１ ５６
－

１ ５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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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 （
２０ １ ６ ） 通过使用新的模型和数据对加茨基模型进行了改进 ， 并使用 了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证明 了 ， 当两国间资本流动量越大 ， 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 。 这一结论符合

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 。
？ 王 日华 （

２０ １ ６
） 指出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在于

“

内生
－ 经济优先

”

型的崛起模式 。 其中 ， 以 国家 自身发展 ， 而不是以联盟和对外扩张为基础的内

生型崛起模式 ， 有助于避免二者的直接对抗。 而经济发展则加深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 的经

济相互依赖 ， 从而缓解了后者对前者崛起的恐惧 。

？ 魏南枝 （
２０ １ ６

） 则以 中美关系为对象
，

指出 了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之间的动态关系 。 在魏南枝看来 ，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作

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效用 。 随着 中 国向 全球生产链

中高端发展和实施
“

走 出去
”

战略 ， 中美之间 的经济博弈加强 。

“

亚太再平衡
”

战略表明中

美间的经济 、 政治和安全利益与矛盾相互交织 。 因此
， 务实合作应取代商业和评论 ， 成为中

美关系的重要基石 。 可 以说 ， 以上的中文文献对于相互依赖概念的研究依然以国家为主要对

象 ， 而缺乏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 。
？

二 、 国 际制度与国 际组织

２０ １ ６ 年度关于国际制度和组织的研究文献涵盖了全球治理的新视角 、 国际制度参与和制

定以及国际组织这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 其中 ， 对于全球治理的讨论包含 了从中国 视角来构建

全球治理框架和解决全球治理实践问题 。 在国 际制度参与和制定方面 ，
文献主要 回顾了 国家

参与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因素 ， 同时还探讨了国际制度对国 内 制度的可能影响 。 对

于国际组织的讨论涉及了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流转 ， 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国 内政治 ，
以及政体因

素与 国际组织发展的关系 。

（

一

） 参与全球治理的 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是国际制度的研究重点之
一

，
２０ １６ 年关于全球治理概念的多篇文献不约而同地

重点讨论了 中 国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显现了较强的主体意识 。

随着全球化的深人发展 ，
国际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也不断深化与凸显 。 张

宇燕 （２０ １６ ） 指 出了当前全球治理所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 。

一

是人类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与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 日 益突出 。
二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 的弊端 日 益凸显。 三是全球

治理的改革已经启动但却步履蹒跚 。 基于这些问题 ， 张宇燕以孔子
“

己 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

而达人
”

的话语来精准地表达了 中国版本的全球治理理念 。 如坚持发展中 的大国身份 ， 坚持
“

共商共建共享
”

等开放和包容理念 ， 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原则 以提升 中 国 国 际影响力 ，

特别是以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等 。

？ 与张宇燕的观点相 呼应 。 蔡昉

（
２０ １ ６

） 提出 了中 国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上应该采取 的策略应包括坚定而耐心地推进全

①韩真 、 张春满 （ ２
０ １６ ） ：

“

商业和平论 ：

一

个理论批评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２ 期
， 第 １３ ０

－

１ ５５ 、 １ ６０页 。

② 王 日华 （ ２０ １６ ） ：
“

嵋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
”

， 《国际政治科学 》 ， 第 ２ 期 ， 第 ３７
－

７３ 页 。

③ 魏南枝 （ ２０ １６ ） ：
“

中美政治 、 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
”

， 《现代国际关系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４８
－

５４ 、

６２ 、 ６４ 页 。

④ 张宇燕 （ ２０ １６ ） ：
“

全球治理的 中国视角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９期 ， 第 ４
－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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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 ， 利用不断提升的经济地位来提高 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 通过
“
一带一路

”

倡议

推动 中国经济内外联动 ，
以及通过共享发展使得全中国人民受益 。

？

姚枝仲 （
２０ １６ ） 指出 中国要以新的开放理念来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 这

一

新的理念既要

兼顾国 内经济发展转型 ，
又要兼顾打造

一

个更为公平 、 合理 、 平衡的全球治理框架和秩序 。

针对 由发达 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规则进行改革的困难性 ，
姚枝仲提出 了三个方面的对策 。

一

是发展
一套平行体系 。 二是积极参与规则谈判 ， 尤其是多边机制谈判 ， 如 ＷＴＯ 、

Ｇ２０ 等 。 三

是发展与 自身地位相称的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 ， 使得中 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发挥强有力

的 、 建设性的 、 甚至是领导作用 。
？ 徐秀军 （

２０ １ ６ ） 从对中 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可能模式

做出了理论总结 。 他指出中 国重塑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路径包括修正性的制度改革 、 建设性

的制度补充及创造性的制度替代 。 这三种路径对应着 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 、 中国推动的竞

争型秩序及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等三个模式 。
？

（ 二 ）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

作为
一

个代表性高且规范性强的全球治理平台 ，

二十国集团 （
Ｇ２０ ） 在美国经济危机后

的 国际政治经济活动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２０ １６ 年所发表的关于 Ｇ２０ 的文献多从经

济 、 合作与改革等视角对 Ｇ２０ 的治理方式和成效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 马涛等 （２０ １ ６ ） 在对二

十国集 团智库贸易投资会进行总结时指出 ， 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方兴未

艾的情况下 ，

Ｇ２０ 应努力促进全球投资政策合作与协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 ， 以及多边机制和

区域
一

体化融合发展 。
？ 韩冰 （

２０ １ ６
） 对 Ｇ２０ 在 国际投资领域 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展前

景作出 了分析 。 在他看来 ， 当前国际投资治理领域 中并没有类似于国 际贸易治理领域 中 的

ＷＴＯ 等机构 ，
因此 Ｇ２０ 机制有望在这

一

领域发挥更为重要 的作用 。 通过对 ２０ １６ 年 中 国 为

Ｇ２０ 中 国峰会投资议题内容与提出动 因的分析 ， 作者指 出 当时的国际投资形势面临着复苏压

力 、 体系碎片化 、 冲突解决不力和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 。 因此
，
Ｇ２０ 在其国 际影响力和多边

机构资源的基础上 ， 还需通过开放成员身份 ， 从非正式机制到正式机制 ， 以及建立争端解决

机制等转变 ，
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国际投资治理机构 。

？ 杨盼盼 （
２０ １６

） 回顾了主要 Ｇ２０ 经济

体在中 国作为主席 国期 间通过的经济改革政策 。 在她看来 ， 尽管 Ｇ２０ 各经济体已经逐步认识

到在基础设施投资 、 财政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在提升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性 ，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侧重点存在差异 ， 因此未来该议题需注重南北异同 。 与此

同时 ， 国家行为体的改革方案与国际组织的建议存在分歧 ， 因此 Ｇ２０ 可在国 际合作层面为结

①蔡昉 （ ２０ １ ６ ） ：
“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 国策略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４
－

２４
、 １ ５７

页 。

② 姚枝仲 （ ２０ １ ６ ） ：
“

以新 的开放理念 ， 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５ 期 ，

第

４页 。

③ 徐秀军 （
２０ １ ６ ） ：

“

从中国视角看未来世界经济秩序
”

， 《 国际政治科学》
， 第期 ， 第 ９０ －

１ １７ 页 。

④ 马涛 、 苏庆义 、 韩冰 、 白洁 （ ２０ １６ ） ：
“

以全球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包容性增长一二十 国集团智库贸

易投资会议纪要
”

， 《 国际经济评论 》
，
第 ５ 期 ，

第 １４９－ １５ ９
、

８ 页 。

⑤ 韩冰 （ ２０ １ ６ ） ：

“

二十 国集 团在 国际投资领域的合作与前景展望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４ 期 ， 第

５ ３
－

６６
、
５页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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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改革提供支持 ， 并加强互动和交流 。
① 鲁桐 （

２０ １６
） 分析了

Ｇ２０ 参与 《ＯＥＣＤ 公司治理

原则 》 的修订过程 、 结果和意义 。 她指出 《Ｇ２０／ＯＥＣＤ 公司治理原则 》 是在更广泛 国家参与

和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达成的结果 。 修订后的原则扩充和完善了原有框架 ，
将为各国 的公

司治理改革提供新的坐标和重要参考 。

②

（ 三 ） 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对国内公共政策的影响
一直是国 际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 ， 常常被称为规范内化

或政策扩散 。 Ｂｅａｚｅｒ ＆Ｗ ｏｏ（
２０ １６

） 指 出国 际货币 经济组织通常通过各层级的制约条款来影

响国家的国 内公共政策 ， 这些条款将 ＩＭＦ 的财政支持和政府政策改革的承诺相挂钩 。 那么 ，

这些制约条款在何时促进 ， 又在何时阻碍 国内经济改革呢 ？ 作者指 出 ， 更为严格的 ＩＭＦ 限制

条款的效果取决于国 内政党政治因素 ，
而非普世意义上改革所带来的效益和损耗 。 对于左翼

政府而言 ， 更多的 ＩＭＦ 限制能够迫使其不顾及右翼竞争对手的抵制 ，
而进行更为大胆的改

革 。 但对于右翼政府而言 ， 在限定条款增加的情况下 ， 其往往借 口来 自左翼 的改革阻力 ，
阻

碍改革的推行 。 通过使用 ＩＭＦ 后共产主义国家在 １９９４
－

２０１ ０ 年间的数据 ， 作者们证实了这一

理论假设 。
③ 然而 ，

Ｋｅｎｔｉｋｅｌｅｎ ｉｓ ｅ ｔ ａｌ．（
２０ １６

） 对 ＩＭＦ 在 ２００８ 年后的改革提出 质疑 。 通过对

１９ ８５
－

２０ １４ 年间 ＩＭＦ对 １３ １ 个国家的贷款协议政策条款的分析 ，
作者指 出 ＩＭＦ 的改革重新启

用了许多强制性的改革条款 ，
而有实质进展的却很少 。 因此 ，

ＩＭＦ 改革不仅是纸上谈兵 ， 更

是一种虚幻 。

④ 而 Ｂ ｉ

ｇｌａｉ ｓ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６ ） 研究发现 ，
ＩＭＦ 的确降低 了第三世界 国家征用外资

（没收国际资产 ） 的可能性。 因为 ＩＭＦ对于借款者具有直接影响力 ，
而且没收行为是对国 际

产权的公然违反。 利用 １９６ １
－

２００６ 年间的征用数据和对资金体量度量的不 同方法 ， 作者发现

在 ＩＭＦ协议中 的国家在 国有化外国公司方面的可能性较低 。 作者同样发现 ， 基金影响力最大

的情况发生在一是当 ＩＭＦ提供的贷款超过了借方的 国内生产总值时 。 二是政治机构较弱 的国

家 。 研究表明 ＩＭＦ仍然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
？

Ｊｏ＆Ｓｉｍｍｏｒｎ （ ２０ １６
） 首次系统地对国际刑事法庭对国家和非 国家行为体的威慑效应进行

评估 。 跨国数据支持了国际刑事法庭有条件发挥影响的假说 。 虽然 国际刑事法庭无法阻止所

有行为者 ， 但还是可 以阻止
一些政府和那些寻求合法性的叛乱团体的暴行 。

？Ｅｉｍｅ ｒｅ ｔａｌ ．

（
２０ １６

） 通过对巴西和印度践行知识产权的案例分析 ， 指出 国 际压力和 国内偏好对于 国际规

范的本土化过程可能产生 的影响 。 在作者看来 ， 国际规范 的本土化取决于国际政治压力和国

①杨盼盼 （ ２０ １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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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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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页 。

② 鲁桐 （ ２０ １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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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７

内公私偏好的
一

致性 。
①

也有研究试图从国 内政策和 国 际规则 的双向 互动 的角度解释 国际制度 的发展 。 陈琪

（
２０ １６ ） 等人指 出在全球价值链深人发展的过程 中 ， 国际经济治理不仅包括国 际规则的 国内

化 ， 也包括 国内规则 的多边化。 因此
，
新兴大国在经济治理过程 中应如何规避国际政策对 自

身经济治理规则的挤压 ， 如何协调国际和国 内规则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 。 在他们看来 ， 首

先 ， 新兴大 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过程 中 ， 需要通过吸收 国际规则并优化国 内规则 。 其次 ，

新兴大国需要增强 自 身规则制定能力 ， 提升国 内规则 的理论化和普适化水平 ， 推动国 内规则

影响国际规则 。 最后 ， 新兴大国应积极争取国 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 ， 并积极影响国际经

济规则的制定 ，
以改变单向被动地吸收国际规则 的状况 ，

这样更有利于协调 国际与国 内经济

治理的关系 。
？ 相似地 ， 郑宇 （

２０ １６ ） 从国内和国际制度的视角探索 了中等收人陷阱的成因 。

作者指出 ， 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 ， 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 家之间 的收人差距并没有收敛 。

其原因在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降低 了新兴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 增加了新兴国

产业升级换代的难度 ， 以及新兴国家脆弱 的经济结构等都造成新兴国家难 以实现产业升级 ，

进而掉入中等收人陷阱 。 因此 ， 对中等收人国家来说 ，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不仅需要内部制度

和治理改革 ，
也需要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改革 ， 以争取足够的产业政策空间 。 作者指出

，

中国在国际规制改革 中应该贯彻
“

包容性多边主义
”

的原则 。 不仅应当 推进国际发展合作 ，

更应该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
提出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整体利益的议案 ， 以获

得更广的 国际支持 。 在国内政治因素中 ， 政体类型是影响国际制度设计和国际组织行为的重

要变量 。 例如 ， 对于民主化进程中的 国家而言 ， 由于他们极难进入由发达民主国家所领导的

回报丰厚的现存国际组织 ， 因此它们通常通过组建新的 国际机构来解决 自 身存在的 国 内和国

际问题 ， 如民主巩固和发展等 。 然而 ， 这些新国际制度宪章中应该包含何种规章和制度成为

了民主化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
？

Ｋａｏｕｔｚａｎｉｓ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以准人规则为切人点 ， 考察了 民主化国家对组织扩张过程中 的

规则设计的影响 。 通过对 ３２４ 个国际组织的准人投票规则 的分析 ， 作者指出正在进行民主化

的国家倾向于设计严格的准人规则来对组织的扩张进行联合管理 。 这有助于他们排除非民 主

国家在进人国际组织后可能对现有制度构架和民主转型过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 此外 ， 相关

研究指出 国际组织内的民主程序虽能够解释国 际组织对跨国行为体的开放性 ， 但对造成这
一

现象的原因和内在逻辑却没有深人分析 。
④

Ｔａｌｌ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研究 了成员 国政体类型对国 际组织开放性的影响 。 作者基于对

１９５０
－

２０ １０ 年间 ５０ 个国际组织 内的跨国行为体进行了多变量分析 ， 并辅以对欧洲安全与合

作委员会的案例分析 ， 指出民主对于国际组织开放性的影响 ， 主要是 国际组织中民主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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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琪 、
管传靖 、 金峰 （ ２０ １ ６ ） ：

“

规则流动与 国 际经济治理
——统筹国 际 国 内规则 的理论阐 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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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国际政治经济学 議 ５９１

集体影响力以及他们确保 自身偏好获得组织支持的能力这二者的产物。 他们通过对三种不同

类型的民主 （ 民主大国 、 民主巩固 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 ） 对国 际组织开放性的影响进行理论

化和评估 ， 进
一

步指出新型民主国家和民主大国 的联合对组织开放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 文

章在最后指出了采用多数决法则 的决策方式有助于提升民主 国家主导的 国 际组织的开放性 ，

进而削弱了组织 中的专制 国家阻碍改革的能力 。 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民

主制度对世界政治的功效具有启示 。
①

Ｌｉｎｏｓ＆ Ｐｅｇｍｍ（
２０ １ ６

） 探讨了不同政体国家在国际协议谈判中使用的灵活的 、 具有妥协

性的语言对国家后续行为的影响 。 文章通过对 １０７ 个国家采取 ２２ 项国家人权机构的机构保障

措施原始数据集分析和案例研究 ，
考察了 １９９ １ 年

“

巴黎原则
”

对国家人权机构设计的影响 。

该研究发现 ，
即使整个协议是无约束力的 ， 协议语言的变化仍可能对国家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

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都更好地遵守 了使用严格语言的条款 ， 而威权国家对使用灵活语言的条

款的遵守程度要更低 。
？

（ 四 ） 权力转移与国际制度变革

权力结构一直是影响 国 际制 度发挥作用 和发展演变 的重要因 素 。 Ｍ ｉ ｌｅｗｉｃｚ＆Ｓｎｉｄａ ｌ

（
２０ １６

） 提出国家在多边事务中的权力和独立性会影响其参与多边条约的态度 。 文章发现 ，

实力强大并独立于美国的多边大国 ， 能够影响条约内容 ， 因此倾向于支持多边法律合作 。 当

美国不领导多边条约时 ， 他们参与多边条约的态度更积极 。 而弱 国或依赖美国的国家影响条

约的能力有限 ， 因此不太支持多边协议 ，
但在批准协议时会受到美国的压力 。 文章对涵盖多

个议题的战后主要多边条约批准决定的分析 ，
支持了作者的观点 。

？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 ， 权力转移如何影响国 际制度变革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 。 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和部分发达国家经济逆增长的大背景下 ， 国 际组织如何处理和

适应其成员 国之间 的权利流转成为不可避免的难题。 黄薇 （
２０ １６ ） 以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

为例对国 际组织中 的权力计算进行了分析 。 以 ２００８ 年改革方案落实之前和 ２０ １ ０ 年改革方案

实施之后的两套投票权分配方案为对象 ， 采用了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和 Ｃｏ ｌｅｍａｎ 指数来测算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后成员国的决策权大小及其变化 。 实证结果证实了投票权改革的确有助

于 ＩＭＦ 成员 国决策权差距的缩小 ， 但是投票权比重变化与决策权变动之间并没有严格线性关

系 。 因此
，
着力推动 ＩＭＦ采用 ７０％ 多数票获胜规则将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权力提升 ， 特别是

中国的综合决策权力 、 阻止行动的权力 以及倡议行动的权力 。
④

Ｚａｎｇ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提出 了制度主义的权力流转理论 （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ＰｏｗｅｒＳｈｉｆｔＴｈｅｏｒｙ ）

来对国际组织如何适应其成员间的权力流转提供一套全面的理论解释 。 该理论通过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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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黄薇 （ ２０ １ ６
） ：

“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
——

以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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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视角下制度转型条件和机制的观点以及理性制度主义历史性和分配性的变量 ， 提出国 际

组织制度性调试的成败取决于新兴国家是否能够渐进地 、 合理地消解和挑战现存的 国际制度 ，

并推进一套更为合理的权力分配方案的改革 。 作者们通过分析印度和巴西是如何被纳人长期

由发达国家把持的 ＷＴＯ 核心协商团 队 ，
以及 中国是如何与现行大国就实现更为公平的 ＩＭＦ

成员 国财政稳定监管计划达成一致这两个案例 ， 成功地验证了其理论相较于悲观主义和乐观

主义更为合理的逻辑和解释力 。

①

除了受到权力转移的影响外 ， 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国际制度变迁 。
Ａｂｂｏ ｔｔ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 ６
） 通

过分析当代气候治理 ， 提出通过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来解释全球治理机构中组织形式的变化 。

认为全球治理中新的组织形式 （包括非正式机构 ， 政府间网络和私营跨国监管组织 ） 迅速扩

大 ， 而正式的政府间组织的增长放缓 ， 是 由于制度环境 ， 特别是组织密度和资源可用性对组

织行为和生存力的影响 。 文章分析认为 ， 政府间组织 （
ＩＧ０

） 的持续增长 ， 受制于其拥挤而

密集的制度环境 ， 从而陷人停滞 。 而跨国监管组织 （
ＰＴＲ０

） 受益于组织灵活性和低准人成

本 ，
而能够在有限的资源竞争 中进人

“

生境 （
ｎｉｃｈｅｓ

）

”

。 这
一

研究与新型复合相互依赖的理

论相呼应 。
？

三 、 国际贸易和投资

（

一

） 地缘政治与区域贸易协定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 ， 世界各地区 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
一

。

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引发了全球贸易体系 中 国家间 的权力流转 ， 进而导致了关于国际贸易制

度的竞争 。 如前文所述 ，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大贸易体 ， 中 国和美国在此过程 中扮演了核心

的角色 ， 双方都致力于通过领导 自 贸区谈判来争取贸易伙伴并制定贸易规则 。 李巍 （
２０ １６

）

从制度现实主义出发讨论了中美在 自贸区竞争 中的制度竞争关系 。 在李巍看来 ， 由于 ＷＴ０ 多

哈回合谈判陷人深度困境 ， 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 、
ＴＴＩＰ 和 Ｔ

ｉ
ＳＡ 谈判无疑对中 国形成了巨大的制度

压力 ， 而中 国则通过 ＲＣＥＰ 、 中 日 韩 、 中 国
一海合会等积极有为的国 际贸易制度 回应 。 在这

个过程中 ， 中美两国在权力地位 、 公共产品供给和 自 贸区合法性三个方面均存在竞争 。 这种

竞争如果能够保持制度相容性 ， 将有利于形成
一

个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 国际贸易新体系 。 反

之如果这种竞争导向制度互斥性 ， 则有可能侵蚀既有的多边主义贸易框架 ， 加剧国际贸易体

系的碎片化 。
③

宋泓 （
２０ １６

） 从加人
一个贸易 自 由化协定的过程 、 条件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 因 素 出

发 ， 指出了在假定情况下 ， 中 国加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ＰＰ

） 需要至少十多年的时间 。

与此同时 ， 作者还从地缘政治 的视角讨论了亚洲 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于中 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

①Ｚａｎｇｌ
，Ｂ ．

 ，ＨｅｕＢｎｅｒ
，
Ｆ ．

，
Ｋｒｕ ｃｋ

，
Ａ ．＆Ｌａｎ ｚｅｎｄｄｒｆｅｒ

，
Ｘ． （ ２０ １６ ）

． Ｉｍｐ
ｅｒｆｅｃ ｔａｄａｐ ｔ

ａｔ ｉｏｎ
：ｈｏｗｔｈ ｅＷ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ＭＦａｄ
ｊ
ｕｓｔ ｔｏｓｈ

ｉ
ｆｔｉ ｎ

ｇｐ
ｏｗｅｒ ｄ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

ｉ
ｏｎ ｓａｍｏｎ

ｇ
ｔｈｅ

ｉ
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ＴｈｅＲｅｖ
ｉ
ｅｗ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

ｉ
ｏｎｓ１ １

（
２ ）：１ ７ １

－

９６ ．

②Ａｂｂｏｔｔ
，Ｋ＊

，Ｇｒｅｅｎ
，Ｊ

．＆Ｋｅｏｈａｎｅ
，
Ｒ＊（

２０１ ６ ）
．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 ｃ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Ｉｎ ｓｔ ｉｔｕｔｉ ｏｎａｌＣｈａｎ
ｇ
ｅｉ ｎ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

ｉ
ｏｎ

，７
０（ ２ ） ，

２４７
－

２７７ ．

③ 李巍 （ ２０ １ ６
） ：

“

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 自 贸区竞争
”

， 《 当代亚太》 ， 第 ３ 期 ， 第 ４ －

３４ 、 １ ５ ３
－

１５４ 页 。



第八篇 国 际政治经济学 麵 ５的

指出 中国要努力构建 以 己 为中心 的区域政治经济网络 ， 形成对以美 国为首的 ＴＰＰ 的一种

平衡 。
①

通过对 ＴＰＰ 文本规则 的分析 ， 东艳和苏庆义 （
２０ １６

） 探讨了ＴＰＰ 规则对于中 国产业发

展 、 市场运行及管理体制所可能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分析 ， 指 出 中 国应在 自 由贸易 区战略布

局 、 中国版国际经贸新规则设计 、 深化改革及中 国产业发展及营商环境构建等方面挖掘应对

之策 。
？

区域贸易制度不仅关系到大国间战略关系 ， 同样还影响着 区域内部安全。 郎平 （
２０ １６

）

探索了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 ， 区域贸易制度和安全之间 的关系 。 通过对发展中 国家区域贸

易制度与区域内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 ，
指 出只有在地区冲突基线风险为 中等和高水

平的情况下 ， 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水平越高对冲突升级的抑制作用才越大 。 而在冲

突基线风险为很高的情况下 ， 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难 以发挥和平效应。 因此 ， 和

平效应并非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
而是受到经济收益预期 、 高层互动机制 、 冲突的性

质和国 内政治等因素的复合影响 。
？

（ 二 ） 制度距离与国 际贸易

国家间法律的融合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 ， 成为学者关注 的重要问题 。 当前大

量研究集中于探索国家通过国际公法 （ ｐｕｂｌ ｉｃｌａｗ
） 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努力 ， 即通过形塑 旨在

降低政府障碍的
“

偏好贸易协定 （
ＰＴＡｓ

）

”

来促进贸易 。 然而 ， 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 另
一

个

机制 ，
即 国 内法律的 国际融合 。 Ｅｆｒａ ｔ（

２０ １６ ） 指 出 国家往往尝试通过整合各国 贸易法来促进

贸易 。 法律融合的潜在假设在于 国家间商法的多样性阻碍贸易 ， 相比之下 ， 国家间商法的相

似性则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来刺激贸易 。 作者认为 ， 国 内法的融合进程成为了通过

公法刺激贸易的替代品 ， 具有有限数量的偏好贸易协定 （
ＰＴＡ ｓ

） 的国家通过参与 司法融合进

程 ， 来弥补这一缺陷 。 通过分析 《联合 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 这一主要的法律融合工

具 ， 本文论点得以证实 。 本文呼吁贸易和国际法学者将国内法纳人其研究进程 。
④

与国 内 法的 融合作用不 同 ， 文化的异质性反而能够促进对外 贸 易 的发展。 施炳展

（
２０ １ ６ ） 以韩剧 《来 自星星的你》 热播为视角 ， 论证了文化认同对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积极影

响 。 作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 ， 该剧热播提升了 中 韩贸易增长速度 ，
且这一促进作用对于差异

化产品尤为显著 。
？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挖掘了促进贸易增长的突破 口

， 促使

学者去思考如何运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来降低 中国在国 际贸易中 的交易成本 ， 推进 中 国文

化传播而助力于中 国企业和产品 国际化 。 在 目前国 内外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情况下 ， 推进文

化产业走出去也许会成为中 国出 口 的新动力 。

①宋泓 （
２０ １６

） ：
“

中国加人 ＴＰＰ
： 需要多长时间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２ 期 ， 第 ５７

－

７０ 、 ５ 页 。

② 东艳 、 苏庆义 （
２０ １６

） ：
“

揭开 ＴＰＰ 的面纱 ： 基于文本的分析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１ 期 ， 第 ３ ７

－

５ ７ 、 ５页 。

③ 郎平 （ ２０ １６ ） ：
“

区域贸易制度的和平效应分析
——来 自发展 中 国家的视角

”

， 《 当代亚太》 ， 第 ３

期 ， 第１ ０ １
－

１ ２５ 、 １ ５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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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施炳展 （ ２０ １ ６ ） ：
“

文化认同与 国际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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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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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７ ７

此外 ， 政体差异也是增加 国际贸易中交易成本的重要 因素 。 如民主国家往往拒绝与独裁

政体进行贸易 。 虽然按照国际管理法 ， 独裁者在出售其臣 民资源的时候应该正常地被视作合

法的 ， 但是民主政体仍然可能选择拒绝与该国进行贸易 。 在切实改变 目标 （独裁 ） 国家政治

生态的时候 ， 断绝贸易会被认为是成功的 。 通过研究 自 然资源交易 ，

Ｎ ｉｌｉ（
２０ １６

） 指 出 ， 由于

独裁者没有权利去销售属于民众的 自然资源 ， 因此民主国家拒绝从独裁者处购买 自然资源就

成为 了应有的规范 。 同时 ， 这
一

行为通过阻止本国公司参与犯罪实现了其道德 目标 。
？

（ 三 ） 国际贸易的政治效应

相较于法律 、 文化和政体因素对于国际贸易行为的影响 ，
国际贸易 同样也型塑着政体类

型的变迁和
一

国的国 际关系 战略 。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理论认为 ，
经济

全球化可以解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 然而 ， 伴随着政治 民主转型 ， 威权统治同样得到了巩固 。

对此现象 ， 主流文献无法做出很好解释。 田野和曹倩 （
２０ １ ６

） 在马克思 、 摩尔和罗戈夫斯基

的理论基础上 ， 构建出
一套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 ， 说明了 国际贸易与政体转型间 的关系 。

通过对 １９ 世纪末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巴西的 比较研究 ， 作者指 出国 际贸易在劳动要素充裕时 ，

随着贸易的开放 ， 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将会运用他们增加 了的收入和财富来更有

效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
从而积聚了更多的政治与组织资源 ， 这往往会促进民主转型 。 而

当土地要素充裕时 ， 国际贸易增加了精英的财富和收人 ， 进而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控制能力 ，

这样就使精英和大众之间 的权力均势变得对精英更为有利 ，
因 而国 际贸易往往会促进威权

巩固 。

国际贸易发展不仅决定政体类型变迁 ， 同样还对一 国对外关系和战略选择具有深远的影

响 。 任洪生 （
２０ １６

） 对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近三十年 中朝关系进行了分析 ， 指出 ＯＥＣＤ

国家的经济周期 、 世界经济周期和 ＯＥＣＤ 国家的进 口增长率与 中朝关系活跃度呈显著负相关

关系 。 数据回归结果表明 ， 在 ＯＥＣＤ 国家经济扩张时期 ， 中朝关系相对冷淡 。 而在 ＯＥＣＤ 国

家经济收缩期 ， 中朝关系则相对活跃 。 通过提出
“

政治中周期
”

概念 ， 作者进
一

步分析了 国

际资本流动和中国对外投资对未来中朝关系可能产生的影 响 。 这
一分析结果表明 国际化程度

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
？

（ 四 ） 国 内政治与跨国投资

东道国政治制度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 因素 。 陈兆源 （
２０ １６

） 指出政体类型和

否决者这两个重要的政治制度是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 的关键考量 。 政体类型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投资准人阶段 ，
而否决者数量所产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投资实施阶段 。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７ １ 家 中国企业在 １ ９６ 个可能的投资 目的地所记录的 ６７０ 次投资事件整理而成的数据

库 ， 作者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证实 了其理论假设 。 具体而言 ，

一

方面 ， 由于 民主制度意味着更

强的政治竞争性和行政约束 ， 因此民主制度与 中国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①Ｎ ｉｌ ｉ
，
Ｓ．（ ２０

１ ６ ）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ｉｎ
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

“

Ｓａｎｃ ｔｉｏｎｓ
”

．Ｓａｄ
ｉ
ｅｓｉＪｅｖｉ ｅｗ； １ ８（４ ） ：

６３５
－

５４．

② 任洪生 （ ２０ １ ６ ） ：
“

国家战略 、 经济周期与中朝关系 的政治经济学
”

， 《外交评论》 ， 第 ６ 期
，
第 ２２ －

４４ 页 。



第八篇 国 际政治经济学 ■
５９５

反之 ， 威权政体不显著影响中 国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 。 另一方面 ，
由于否决者数量的增加可

以提升政策稳定性 ， 因此有助于吸引 中国企业 。 而否决者更替 比例大小与中 国的投资意愿呈

负相关关系

同时 ， 母国的国 内行为体利益偏好也会影响东道国 的外资政策 。 吴其胜 （
２０１６

） 指 出 ，

在同样面临来 自外 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压力下 ， 不同利益考量的东道国生产商会有不同外资政

策偏好 。 通过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美国半导体 、 可再生能源和钢铁产业生产商对外来投资

立场的案例分析 ， 作者指出东道国生产商会根据它们在外资来源国商业利益规模 ， 来决定是

否主张对外来投资进行限制或采取歧视性政策 ， 即东道国生产商政策偏好的开放性与它在外

资来源国 的商业利益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 作者同时指出 ， 东道国 生产商的外资政策偏好不完

全受到国 内政策约束 ， 它们会通过游说等政治手段来推进政策改革 ， 进而实现 自 身 的商业 目

的 。 该研究同时也对中 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策略上提出 了具体建议。
？

（ 五 ） 国际政治与跨国投资

国际政治环境 ， 特别是双边政治关系同样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 。 杨连星 、 刘 晓光和张杰

（
２０ １ ６

） 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特征 ， 验证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 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

基于 ２００５－ ２０ １４ 年间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 ，
作者们指 出友好双边政治关系

在整体上有助于促进对外投资规模 、 多元化程度和投资成功率。 然而不同双边政治关系工具

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 ， 如短期性的高层互访和非正式的友好城市交流 ， 对于企业投资

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促进效应更强 ，
尤其是友好城市交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率 。

友好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促进资源获取型 ，
如能源行业的投资 ，

但无法促进对基础设施行业 ，

如交通运输业的投资 。 而双边政治冲突则对企业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 因此
，
作者们

建议中国在规划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过程中 ， 需要结合
“
一

带
一路

”

沿线国家不同 的行业禀

赋特征 ， 在兼顾投资增速与成效的基础上 ， 发挥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成效的保障作用 。

同 时 ，
作者还强调了参与多边治理机制对于双边关系的补充和提升作用 。

？

也有学者集中考察 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
ＢＩＴｓ ） 的决定因素及其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

Ｂｅｔｚ＆ Ｋｅｍｅｒ（
２０ １６ ） 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利用外资和保持 自身政策 自 主性之间进行权

衡 。 在作者看来 ，
双边投资协议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一种权衡的可能 。 双边投资协议通过国

外直接投资 （ ＦＤＩ ） 的形式来增加本国使用国 际资本的权限 ， 但是代价在于本国 的政府政策

自主性在实质上受到限制 。 作者通过对 ３０００ 个双边投资协议的经验分析指出 ， 许多国家倾向

于接受这种权衡 。 然而 ， 分析结果同样指出政府签订和批准双边投资协议的热情受到 国别和

时间的影响 ，
因而存在差异 。 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资本稀缺性在双边贸易协议的

签订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 也就是说 ，

一

旦
一国对于外资的需求上升 ， 那么该国就越会考

虑接受这种权衡 ， 进而促进了ＢＩＴｓ 的签订。 更具体地说 ， 高美元利率和净外部财政债务

①陈兆源 （
２０１ ６ ） ：

“

东道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２ 年中国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１ ２９
－

１ ５６ 、 １ ６０ 页 。

② 吴其胜 （ ２０１ ６ ） ：
“

国际商业利益与东道 国生产商的外资政策偏好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５ 期 ，

第１ ３
１
－

１ ５ ５ 、
１６０页 。

③ 杨连星 、 刘晓光 、 张杰
（
２０１ ６ ） ：

“

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一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

败视角
”

，
《 中国工业经济》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５ ６

－

７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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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ｅｔ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 之间 的
一

致性提升了政府利用外资的动机 ， 因此导致了双边

投资协议的签署 。
①

奇尔顿 （ Ｃｈ ｉｌｔｏｎ２０１ ６ ） 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对美国签订投资贸易协定的动机进行

了探索 。 通过定性分析美国行政官僚的观点 ， 定量分析对外投资协议的签订与军事援助和是

否为前共产主义 国家等变量间的关联 ， 奇尔顿认为双边投资协定 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 的对外

政策考量 ，
而非其他 。

②

中国资本输 出 的国际效应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 Ｋａｐ
ｌａｎ（

２０ １６
） 认为 中国 国家主导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很重要的 以长久远见为特征 的资本 ， 中 国快速的全球扩张已转变了传统的经

济相互依赖和国家政策 自 主性之间的关系 。 在此情况下 ，

一

国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能免于

受到短期资本撤回的威胁。 通过对巴西和委 内瑞拉两国在引入中国资本前后 的比较案例分析 ，

卡普兰指出 随着 中国资本的注人 ， 偏爱国外政府投资的委内瑞拉能够长期保持预算赤字的稳

步增长 ，
而巴西受制于自 由 资本偏好 ， 更偏向于使用市场资金 。 结论指 出 ， 中国 国有资本在

拉美国家外部筹资中的 占比越高 ， 该国的财政赤字就越大 。
？

四 、 国 际金融和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近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之
一

，
而其中尤以人民

币汇率改革 ， 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 国际化等议题为研究重点 。

（

一

） 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

在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１ １ 日 汇改启动后 ， 人民币
一

度面临 巨大的贬值压力 。 理清人民币 汇率政

策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成为研究热点 。 余永定 、 张斌和张明 （
２０ １６ ） 指出 ，

央行的人民 币汇

率政策面临着兼顾市场力量和汇率维稳的一个两难 。 在他们看来 ， 人民币 不存在大幅贬值的

基础 ， 且汇率维稳弊端重重 。 因此
， 央行应该放弃对外汇市场 的干预 ， 让市场供求来决定人

民币汇率 。 然而 ， 为了防止非市场因素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 可以引人人民币兑篮子

汇率宽幅波动的折中方案来代替汇率 自 由浮动方案 。 这个方案避免了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对经

济的冲击 ，
也兼顾了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浮动汇率的好处 。 作者同时强调了加强资本管制对

汇率改革的必要性 。
④

在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初步形成了 以
“

收盘价 ＋ 篮子货币
”

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后
，
人民币 汇率贬值预期逐渐回稳 ， 外汇储备开始止跌 。 余永定和 肖立晟 （

２０ １ ６
） 指 出

“

收

盘价 ＋ 篮子货币
”

为基础的机制提高了汇率确定的透明度 ， 在
一

定情况下有助于稳定汇率预

①Ｂ ｅｔ ｚ
，
Ｔ． ＆Ｋｅｍｅｒ

，

Ａ．（
２ ０ １６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 ｓｔ
 ：
ＲｅａｌＵＳ ｉｎｔ ｅｒｅｓｔｒ ａｔｅｓａｎｄ ｂ 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 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ｉ ｅｓ．ＴｈｅＲｅｖ ｉ
ｅｗｏ

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１ １（ ４ ）：４ １ ９
－ ４８ ．

②Ｃｈｉ
ｌｔｏｎ

，Ａ． Ｓ．（ ２０
１６ ）

．Ｔｈｅ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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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ｒａｍ

．Ｒｅｖ
ｉ
ｅｗｏ

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３（ ４ ）：
６ １ ４－ ４２ ．

③Ｋａｐ ｌ
ａｎ

，Ｓ．Ｂ ．（
２０ １６

）
．Ｂａｎｋｉｎ

ｇ
ｕｎｃｏｎｄ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ｌｙ ： ｔｈｅｐｏｌ
ｉｔ

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
ｎ Ｌａｔｉ ｎＡｍｅｒｉ

？

ｃａ ．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３ （４ ）： ６４３

－

７６ ．

④ 余永定 、 张斌 、 张明 （ ２０ １６ ） ：
“

尽快引入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宽幅区间波动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１ 期 ， 第 ９
－

１９
、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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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但人民 币汇率缺乏灵活性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 。 因此 ， 结合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历史 ， 分析资本流动 、 汇率压力 、 汇率预期和外汇储备四者 间的关系及其发展 ， 作者提出 了

中国汇率体制改革仍然应该尽快实现可 自 由浮动 。 在此过程 中 ，
可 以通过引 人人民币 盯住宽

幅
一

篮子货币作为过渡措施来防止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恐慌 ，
避免过度干预外汇市场 ，

从而

最大限度减少外汇储备的损耗 。 于此同时 ， 作者建议货币 当局可 以不对外公布允许的波动幅

度 ， 通过信息不对称来分化市场上的多空双方 ， 以 市场的力量来稳定汇率 。
？ 这个结论与余

永定 、 张斌和张明 （
２０ １６

） 等人的观点相
一

致 。

（ 二 ）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 国际化

与汇率政策高度相关的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 国 际化问题 。 甚至可 以说 ， 中国资

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 国际化是
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中 国央行通过推进人民币 国 际化来实现

资本账户的进
一

步对外开放 。

在资本账户 开放研究中 ，
以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应该保留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为当前

学界的热点问题 。 张明 （
２０ １６

） 通过梳理关于新兴市场 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文献及近年来国

内关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讨论 ， 分析了 中 国政府开放资本账户 的行为逻辑 。 张明指 出 ，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 ，
国际主流学界认为新兴市场 国家应该保留资本流动管理措

施 。 中 国央行在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行为逻辑 ， 固然有可 圈可点之处 ，

但却在较大程度上忽视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潜在风险 ， 高估了 中 国政府管理持续大规模资

本外流的能力 。 因此
， 张明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及中 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 ，

为了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逆转 ， 中 国政府最好遵循渐进审慎 的资本账户

开放模式 ， 通过鼓励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 逐渐使用价格工具 、 深化结构性改革和建立金融预

警机制等举措来更稳健 ， 可持续地开放 中国的资本账户 。
②

国际货币 的形成不仅仅是
一

种自然的市场现象 ， 同时还有赖于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 李

巍 （
２０ １６

） 总结了英镑 、 美元 、 欧元和 日 元成为国际货币 的经验 ， 指出强大的货币伙伴网络

和有力的国际制度体系是塑造稳定的国际货币 地位的两个主要政治因素 。 因此 ， 中 国政府在

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的过程中 ，
不仅应通过放松管制释放人民币 国际化的市场力量 ， 同时还应

通过积极的 国际货币外交来争取更多的货 币合作伙伴 ， 构建更为有利的 国际制度体系 。 在搭

建国际货币 的伙伴网络和创立国际货币 的制度体系过程中 ， 需要高度仰仗 自身国际政治领导

能力的发挥 ， 它包括基于信誉塑造的公信力 、 利益供给的 向心力和制裁实施的强制力三个维

度 。 由于当下人民币还处于货币 崛起的初步阶段 ， 因此人民币作为 国际货币 的 国际政治基础

建设 ， 更加需要通过信誉塑造发挥榜样的公信力和利益供给发挥向心力 。
③

①余永定 、 肖立晟 （ ２０ １ ６
）

：
“

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方向
”

， 《 国际金融研究》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３
－

１３ 页 。

② 张明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资本账户 开放 ： 行为逻辑与情景分析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３９
－

１ ５５
、

１
６０页 。

③ 李巍 （
２０ １ ６ ） ：

“

伙伴 、 制度与国际货 币——人民币崛起的 国际政治基础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第 ５

期 ， 第
７ ９

－

１００ 、 ２０５
－

２０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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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政体因素与对外金融政策选择

民主和威权政体对国家金融政策选择 ， 如外汇储备和主权违约选择等产生多样的影响 。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 威权政体在外汇储备体量上超越民主国家成为常态 。 Ｊａｇｅｒ（
２０ １６ ） 指

出 国家外汇储备的不同政策选择可 以通过两个重要的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 第
一

， 政治经济

周期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往往在选举前减少 。 第二
，
否决者理论认为大量的否决者增加 了央行

人员事实上的独立性 ，
而央行往往不愿意投资外储 。 作者对 １ ８２ 个国家在 １９９０－ ２０ １ ３ 年间的

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 ，
指 出民主政府倾向在选举前减少他们 的外汇储备 ，

而否决者并不

直接影响外汇储备量 。 大规模的否决者倾向于将政治经济周期限制在选举之前 （ 即使得选举

对政治经济周期不敏感 ） 。 选举和否决者对威权政体不构成影响 。 选举周期解释了为什么民

主国家在大量积累外储周期上落后维权国家 。
①

Ｂ ａｌ ｌａｒｄ
－ Ｒｏ ｓａ（

２０ １６
） 则试图 回答什么 因素导致独裁者对其主权债务违约 。 该文章发展

出
一

个独裁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理论 ， 具体考察了非 民主政体下 ， 政治行为体的生存激励对

主权债务违约的影响 。 自我利益导向的精英出于对城市动荡威胁其任期 的担忧 ，
可能愿意忍

受违约造成的长期借款成本 ， 而不愿承担取消城市消费者廉价食品政策的短期生存成本带来

风险 。 文章通过对 ４５ 个国家超过 ５０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 检验了城市化和食品进 口 与独

裁国家违约可能性增加相关的假说 。 实证结果显示 ， 更依赖进 口食品和城市化更高的独裁者 ，

更可能会对其外部主权债务造成拖欠 。 文章以赞 比亚和秘鲁主权债务违约的历史例证 ， 证明

了作者在理论中提出 的机制 。 对粮食价格增长可能引起城市动荡 的恐惧 ， 确实迫使专制精英

走向国际债务义务违约 。
？

（ 四 ） 全球与区域金融治理改革

张发林 （
２０１ ６

） 指出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
一个介于正式国际机制和完全非正式制

度安排之间的半正式体系 。 该体系存在半正式性 、

“

小规模多边主义
”

（ ｍｉｎ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ｓｍ ） 和多

元多层次性等特征 。 这一体系存在一系列困境 ， 如集体行动 中的
“

搭便车
”

现象 ， 基于
“

二

十国集 团
”

的半正式关系依然无法将碎片化的金融治理体系黏合起来 ，
建立在

“

小规模多边

主义
”

基础上的网状结构和体制复合体缺乏 国际合法性 ，
以及体系有效性不足等缺陷 ， 因此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任重道远 。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 的观点 ， 张发林提 出了对当

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最佳时期就是危机后时期 ， 因此改革时机具有紧迫性 。
？

与张发林的分析相吻合 ， 中 国现阶段的确寻求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上有所作为 。 随着

２００ ８ 年金融危机 、 ２００９ 年中 国开启人民币 国际化以及 ２０ １０ 年欧洲债务危机 ， 中美作为 当前

国际金融舞台上的两个核心行为者 ，
二者的 国际金融地位发生了相对 的变化 。 美 国作为金融

①Ｊａ
ｇ
ｅｒ

，
Ｋ

． （ ２０ １ ６
）

．Ｔｈ ｅＲｏ
ｌｅｏｆＲｅｇｉｍｅＴ

ｙｐ
ｅｉｎ ｔｈｅ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ｏｆ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

ｔ
ｉ
ｏｎ．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４４ ：７９ 

－

９６ ．

②Ｂａｌｌａｒｄ
－Ｒｏｓａ

，Ｇ ．（ ２０ １６ ） ．Ｈｕｎｇｒｙ 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ＵｒｂａｎＢｉ ａｓ ａｎｄＡｕ ｔｏｃｒａｔ
ｉ
ｃＳｏｖｅｒｅ ｉ

ｇ
ｎＤｅｆａｕｌ 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ｔ
７ ０（ ２ ）

，
３ １３

－

３４６ ．

③ 张发林 （ ２０ １６ ） ：
“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 国际政治研究 》 ， 第 ４ 期 ， 第 ６３
－

８５ 、

４ 
一

５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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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９

霸权国的地位有所削弱 ， 而中国作为金融崛起国 ， 其国际金融地位 日益上升 。 这
一

权力流转

推动着 国际和区域金融治理框架和制度的改革 。

李巍 （
２０ １６

） 指出了 中美两国金融外交中 的 国际制度竞争关系 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 基

于中国 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 ，
逐步扩张的金融机构和巨大 的外汇储备 ， 中 国期待改变 自 己在

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制度框架中 的不利地位 ， 意图推进 国际金融制度改革和积极推进区域层

面的建制 。 而美国作为守成大国 ， 其主要采取了防御性的 国际制度外交 ，
以拖延 中 国的改革

和抵制 中国的建制行动为主要策略 。 但是李巍强调 ， 中 国并不意在颠覆现有的金融治理制度

结构 。 在改革方面 ， 中 国呼吁新兴国家的集体行动 ， 并争取与传统霸权国合作 。 在建制方面 ，

中 国始终强调新机构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 强调新旧机构在国际规则上的统一 。 这表现出 了 中

国作为金融崛起国在面对霸权国时的成熟与审慎 。 然而 ， 即便中 国的改革和建制愿望是美好

的 ， 但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将对国际金融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相似地 ， 陈四清 （
２０ １ ６

） 从
“

去全球化
”

背景下亚洲金融合作的意义 出发 ，
回顾亚洲区

域金融合作的发展历程 、 阶段特点和现实障碍 ， 对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提出政策建议 。 作者指

出 ， 由于对美元流动性的高度依赖 、 区 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和合作向心力不强等因素仍制约着

亚洲金融合作步伐 ， 因此风险防范仍将是亚洲金融合作的首要 内容 。 从长期看 ， 亚洲 区域金

融合作的有效实现需要发挥中国等主要 国家的引领作用 ， 塑造亚洲金融合作新规则 。 在市场

结构上 ， 既要大力发展股票 、 债券和银行信贷等诸多传统领域 ， 也要广泛引入新的融资方式

与技术手段 ，
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服务效率 。 在合作机制上 ， 则应发挥中 国香港的独特

优势 ， 形成其与新加坡 、 上海 、 东京 、 迪拜等金融市场的合力 ， 共同推动亚洲经济发展 。

？

英国在 １９ ３ １ 年暂停金本位仍然是上世纪最大的 国际金融政策冲击 ， 是 国际金融体系转变

的关键历史节点 。 传统观点关注国际条件的变化和社会民主的兴起对放弃金本位制度的影响 。

国际合作的倒退和英国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得维持金本位制愈发困难 。 同时 ， 新兴的工人

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 利用不断发展的
“

社会 目标
”

来抵抗保卫金本位制而采取的紧缩政策 。

当英国拒绝承担不断增长的维护汇率的成本的时候 ，
英格兰银行被迫放弃了金本位制 。

Ｍｏｒｒｉ
？

ｓｏｎ（
２０ １６

）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决策者在关键时点的因果观念上 。他通过大量档案研究 ， 发现

英格兰银行应对英镑外逃采取了分裂的政策 。 央行行长诺曼主张通过渐进的升息来捍卫英镑

的命运 ， 但没有取得效果 。 诺曼的继任者哈维将英格兰银行的策略从防御性加息转 向追求财

政紧缩 。 然后 ， 他
“

暂时
”

地暂停了黄金兑换 ，
以防止金本位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

中落选 。 当这种非故意安排下的管制性的浮动汇率被证明是成功的 以后 ， 凯恩斯便能够说服

政策制定者接受了新的汇率制度 。
③

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领域 。 当前国际金融监管网络是否能够有效提

供全球公共物品仍然值得进
一

步研究 。 Ｗｉ ｌｆ（
２０ １６

） 通过考察巴塞尔协议 ＩＩ Ｉ 对美国银行股票

收益率的影响 ， 发现美国银行业的股票收益率确实受到更严格国 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损 害 。 这

①李巍 （
２０ １ ６ ） ：

“

中美金融外交中 的国 际制度竞争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第 ４ 期 ， 第 １ １ ２
－

１ ３８ 、

１ ５９
－

１ ６０页 。

② 陈四清 （ ２０ １ ６ ） ：
“

去全球化背景下亚洲金融合作的新思路
”

， 《 国际金融研究 》 ， 第 ８ 期 ， 第 ３
－

１ ２

页 。

③Ｍｏｒｒｉ
ｓ ｏｎ

，
Ｊ ． （ ２０ １ ６ ）

．Ｓｈｏｃｋｉ ｎ
ｇ

Ｉｎｔｅ
ｌｌｅｃｔｕ ａ

ｌ Ａｕ ｓｔｅｒｉｔ
ｙ ：Ｔｈ 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ｄｅ ａｓ  ｉｎｔｈｅＤｅｍ ｉｓｅｏｆ

ｔｈｅＧｏｌｄＳ ｔａｎｄ ａｒｄ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７

０（ １
） 

，
１７ ５

－

２０７ ．



■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 ７７

一

结论说明以 巴塞尔协议 ｍ 为代表的 国 际金融监管是可信的 ， 且对美 国受监管企业没有

偏袓 。
？

五 、 国际发展 、 能源和气候 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

―

） 资源诅咒与政体转型

能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
一

， 其要点在于关注 国际能源经济如何影响国

际政治体系和国 内政治发展 。 Ｐａ ｉｎｅ（
２０ １６ ） 通过建立正式模型 ，

整合了石油生产导致暴力冲

突和石油收入帮助威权政体威胁持久统治两类相互矛盾的石油影响内战的机制 。 该研究发现 ，

大规模的石油生产收人增强了政府能力 ， 并产生了降低政权争夺型内战倾 向的总体效应 。 但

相对于其他收入来源 ， 石油收人在防止政权争夺型 内战方面 的效果并不 明显 。
？Ｂｒｏｏｋｓ＆

Ｋｕｒｔｚ （
２０ １６

） 重新审视石油财富和政体之间的关系 ， 挑战了传统认为 自 然资源财富导致专制

的观点 。 在作者看来 ， 多数探讨 自然资源禀赋与政体之间 因果关系 的研究 ， 忽视了 民主和石

油收人本身可能都是工业化进程的 内 生变量 ， 因此将研究 问题复杂化 。 文章通过对 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６ 年全球数据进行分析 ， 发现资源内生性和区域内制度扩散的几种机制是民主化的重要决

定因素 。 通过对拉丁美洲工业化历史 的定性研究 ， 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证实 。 石油财富不一

定是诅咒 ， 甚至可能是对民主发展的祝福 。
③

相较于能源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可能具有的重大影响 ， 发达 国家稳定 的制度框架使其

能够更为从容地面对来 自能源的挑战 。 吕江 （
２０ １６ ） 指出美国页岩革命成功的基石在于美国

的制度基础而非技术 。 美国油气领域 的制度和规则 以市场为导 向 ，
制度在不断试错演化的过

程中推进 了技术的革新与突破 ， 因而促成 了此次页岩革命 。 同时 ， 作者还指 出这
一制度仍在

进
一

步的演化过程中 ， 从回归市场转为与环境相容 。
？

（
二

） 气候治理与生物安全

相 比能源问题 ， 有关气候的 问题是近年国 际政治经济学新兴议题之
一

。 谢来辉 （
２０ １６

）

通过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权力概念 ， 提出碳排放应被视为
一

种新的权力来源 。 通过对全

球气候治理历史 的比较分析 ， 作者指 出 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权力结构与主要排放大国之间

存在明显的联系 。

“

排放权力
”

和全球结构性权力共同成为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力量 。

①Ｗ ｉｌｆ
，

Ｍ ．（ ２０ １ ６ ）
．Ｃｒｅｄ ｉｂ ｉｌｉ ｔ

ｙ
ａｎ ｄ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 ｃ ｔ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

ｇ
Ｒｅ

ｇ
ｕ ｌａｔｉ ｏｎ ｓ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ＵＳＢａｎｋＳｔｏｃｋＲｅｔｕｒｎ ｓ．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７０（ ４ ）
，７６３

－

７９６ ．

②Ｐａｉｎｅ
，Ｊ

．（
２０ １６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

ｇ
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ｒｓｅ

”

：ＨｏｗＯｉ
ｌＷ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ｖｅ ｎｔｓＣ ｅｎｔｅｒ

－

Ｓｅｅｋｉｎ
ｇ

Ｃ ｉｖｉ ｌＷａｒｓ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ｔ
７０ （

４
） ，

７２７ 
－

７ ６ １ ．

③Ｂｒｏｏｋｓ
，
Ｓ． ＆Ｋｕ ｒｔｚ

，
Ｍ

．（
２０ １ ６

）
．Ｏ ｉｌ 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 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Ｎａｔｕｒａ

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ｌ

Ｍ

Ｒｅ ？

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ｒ ｓｅ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
ｉｏｎ

，
７０（

２
），

２７９
－

３ １ １ ．

④ 吕江 （ ２
０ １ ６ ） ：

“

规则的背后 ： 对美国页岩革命的制度反思
”

， 《美国研究》 ， 第 ２ 期 ， 第 ９５
－

１ ０８ 、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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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为理解新兴排放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时的历史性责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
①

与气候相关的另一个研究维度 在于生物安全 。 Ｃａｒｒｏ ｌ ｌ（
２０ １６

） 通过使用波兰尼 的
“

国

家 － 社会
”

双 向互动和葛兰西的关系权力理论 ， 对当前转基因农作物 的新 自 由主义理论根源

及其当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 通过分析当前社会对转基因生物的质疑 ，
作者指出 目前的

反转基因运动不太可能撼动转基因的新 自 由 主义理论根源 。
？

（ 三 ） 国内政治与国际发展援助

国际发展援助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比较迅速的研究议题 。

一方面 ， 部分文献从

受援国 的视角分析了遵守援助条款的动机和对待援助的态度等问题 。 针对受援国 ，

Ｇ ｉｒ〇ｄ ＆

Ｔｏｂｉｎ（
２０ １６

） 探索了为什么受援国会遵守援助条款 ， 有别于以往主流的战略重要性视角 。 在

作者看来 ， 解释履约行为必须理解受援国对主要收人来源 （ 如外国直接投资和 自 然资源租

金 ） 的收益最大化需求是如何改变受援国 的遵约动机 。 通过使用世界银行 １９６４
－

２０ １０ 年履约

记录的数据 ， 在排除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等影响因素 的基础上 ，
分析结果坚定支持作者提出

的理论假设 。
？ 此外

， 为什么一些发展 中 国家更愿意接受选举观察 ，
而不愿意接受技术性选

举援助 ？Ｖ〇ｎ Ｂ〇ｒａｙＳ
ｋ〇ｗｓｋｉ

（２０ 〗 ６
） 指出往往政府因面临着高成本 （如集权统治 ）

而不愿意接

受技术性选举援助 ， 而国际机构往往也因为政府不愿意或无法完整执行援助计划而不愿意提

供援助 。 通过统计分析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 年间 １ ３０ 个国家的数据 ， 作者的理论假设得到证实 。 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更倾向于接受选举观察 ，
而非技术性选举援助 。

④ Ｍ ｉｌｎｅｒｅ 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６ ）

通过选取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乌干达公民群体进行试验 ，
通过随机打乱援助项 目 名称的方式 ，

对乌干达公民对待外国援助的态度进行了量化研究 。 结果表 明 ， 相较于本国政府计划 ， 研究

对象明显更为支持国外援助计划 。 特别是 当公民认为 当前政府较为腐败 、 裙带关系盛行 、 或

执政党不满的时候 ， 公民们往往认为国外援助项 目更有效率 ，
且倾向 于接受援助者所提出

的条件 。 这一实验结果与援助者控制理论相符 。
⑤

另
一

方面 ， 部分文献探索了援助国偏好和行为方式对援助计划的影响 。 Ｂｅｒｍｅｏ（
２０ １６ ）

认为援助国的偏好是受援国 民主化的主要驱动力 。 以往的主流文献认为 ， 外国援助和其他非

税资源一样 ， 无法促进专制政权的政治变革 。 贝 尔米奥指出 了外 国援助具有与其他可替代资

①谢来辉 （ ２０１ ６ ） ：
“

碳排放 ：

一

种新的权力来源——全球气候治理中 的排放权力
”

， 《世界经济与政

治 》 ， 第 ９ 期
， 第 ６４

－

８９ 、 １ ５７
－ １５８ 页 。

②Ｃ ａｒｒｏｌｌ
，
Ｍ． （ ２０ １ ６ ） 

．Ｔｈｅｎｅｗ ａ
ｇ
ｒａｒｉａｎｄｏｕｂ

ｌ
ｅｍｏｖｅｍｅｎ ｔ

：ｈｅｇｅｍｏｎ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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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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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 ｔ

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３（ Ｉ ）：

１
－

２８ ．

③Ｄｅｓ ｈａＭ ．Ｇ
ｉ
ｒｏｄ

，Ｊ
ｅ ｎｎ

ｉｆｅｒＬＴｏｂ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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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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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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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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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 同的性质 。
？ 以 １９７３

－ ２０１０ 年间数据为基础 ， 作者建立 了
一

个包涵援助 国偏好变化和外

国援助异质性的模型 ， 分析结果表明 ， 援助与民主变革可能性之间 的负 相关关系仅限于冷战

曰寸期 。 此外 ， 为了应对受援国的腐败和国家机构效率低下的 问题 ，

一些援助 国将对外援助外

包给非国家发展行为体 ，
而另

一些捐助国政府继续采取国家对援助的管理 ， 努力加强受援国

的国家能力建设 。 这些援助方式的差异 ， 在很大程度上可归 因于各国对国家在公共服务提供

中所扮演适宜角 色的不同导向 。
Ｄ ｉｅ ｔｒｉ ｃｈ（

２０ １ ６
） 指出 了援助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援助方式之

间的相关性 。 对市场效率高度重视的 国家 （ 例如美国 、 英 国 、 瑞典 ） ， 为了让援助有效地惠

及到服务对象 ， 会在管理不善的受援国进行援助物资外包 。 相 比之下 ，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

中居强势地位的 国家 （例如法国 、 德国 、 日 本 ） 则会继续支持由 国家来提供援助 。 基于时间

序列的跨部 门援助数据和个人层面的跨国高级别援助官员样本的问卷数据 ， 均验证了本文的

假设 。 要理解不 同的援助政策 ， 需要了解援助国的政治经济条件 。
？

此外 ， 国际发展研究的另
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国 际规范的本土化 。 对于国 际规范而言 ， 其

规范适用性往往强调本土行为体在规范本土化过程中 的主体性 。 然而 ，
国际组织在南方国家

的发展过程中 ，
南方的本土行为者是否以及如何实践规范适用性就成为

一个值得深人的 问题 。

本土化理论和社会制度 主义往往认为本土行为者对发展规范态度往往 口是心非 ，
只说不做 。

Ａｎｄｅｒｉ（

２０ １６
） 在研究孟加拉民族志的基础上指出 ，

尽管发展组织往往顾虑本地发展规范且

不顾及联合国法案 ， 他们的实际行为仍然与新千年发展 目标和人类发展指数等全球性概念保

持一致 。 行为者的言行不
一致使其行为无法判断 。

？

六 、 新议题 ： 全球化 、 国 内政治与国家税收政策选择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 ２０ １６ 年第 ２ 期以
“

发展中 国家税收收益汲取的挑战和机遇
”

为主

题 ， 集中探索了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对税收政策选择的影响 。 Ｓｗａｎｋ（ ２０ １６ ） 指出 ， 当前学界

对于国际势力和国内要素如何影响发达民主国家税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丰厚 ， 但对发展中 国家

税制改革所知甚少 。
？Ｇｅｎｓｃｈｅｌ＆Ｓｅｅｌｋｏｐｆ（

２０ １６
） 指出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税收政策会

在一些重大方面学习发达国家经验 ， 如高增值税和低贸易税 。 但是随着经济体量逐渐接近发

达国家 ， 发展 中 国家往往无法建立起渐进式个人所得税体系 。
？ 类似地 ，

Ｇｅｎｓｃｈ ｅｌ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１６

） 指出了政体因素对于公司税率的影响 。 通过分析 １９９９
－ ２０ １ １ 年间 ９９ 国 的数据 ， 作者

指出国家大小影响民主国家的公司税率 ， 而独裁者国家的大小对于公司税率无影响 。 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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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独裁者国家因结构性因素不愿且无法对其公司税系统进行较大改动 。
？

Ｓｅｅｌｋｏｐｆ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 ６

） 对政府如何应对贸易 自 由化所带来的贸易税收下降难题进行了解

释 。 作者的研究指出在贸易 自 由化的过程中 ， 以往的贸易税被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替代 ，
但

其他的税种 ， 如营业税和公司所得税则多受其他因素影响 。
②

Ｂａｓｔｉａｅｎ ｓ ＆ Ｒｕｄｒａ（ ２０ １６ ） 指出

政体因素对于国际制度援助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 以
一

国 的贸易税制改革为例 ， 作者通过国

际财政组织 （ 如 ＩＭＦ 和 ＷＢ
） 对低民主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发展援助的 比较 ， 指出 国际财政

组织对于前者的制度援助效果往往不如后者 。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低民主 国家的民主领袖

往往对中产以上阶层的低税率诉求持怀疑态度 ， 因而不 自觉地对国际制度援助为其打造的税

收改革方案产生了负面影响 。 相反 ， 威权国家往往因不太需要考虑这
一

因素而乐意接受国 际

机构为其打造的制度改革 。

③ 李泉 （ Ｌｉ２０１６ ） 通过分析 ５０ 多个发展中 国家在 ２ １ 世纪早期的

数据 ， 指 出财政分权对于税收激励和收人汲取能力 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央地关系 。 这
一结论

也挑战了财政分权总是有益和横向竞争总是产生无效的低税率这两个论断 。
？

针对离岸避税问题 ，
Ｈａｋｅ ｌｂ ｅｒ

ｇ（ ２０ １６
） 指出 了大国威慑是全球合作消除离岸避税天堂的

前提条件 。 通过分析 １９９６
－ ２０ １ ４ 年间经合组织国家层面的税制协商 ， 作者认为当满足一国阻

止将税负转嫁给劳动者和消费者 ， 以及再分配能够惠及更多大国或者跨国公司这两个条件时 ，

大国政府很可能会通过惩罚威胁手段来制裁避税天堂 。
⑤

七 、 小结

综上所述 ， 本年度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集 中在国际制度与组织 、 国际贸易与投资 、

国际货币与金融 、 能源与气候变化 、 国际发展等具体的议题 。 从整体上
，

２０ １６ 年国际政治经

济学研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

第一 ， 受到反全球化思潮和大 国实力变化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 ，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

宏观层面考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 并提出中 国在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所应采取的

应对举措。

第二 ，
以国 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研究范式挑战了 以 自 由 主 义哲学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

论和理性主义方法论 。 通过挖掘中 国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实践经验 ， 文献发展了既有 国际政

治经济学理论 。

第三 ，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 ， 国 内政治特别是政体因素和国 内行为体偏好成为影响国

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及其治理规则的重要解释变量 ， 政治和经济跨越国 内和国 际层面的互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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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生 。

第四 ， 在新兴国家呼吁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下 ，
人民币 国际化和金融治理改革

的相关研究成为国际货币与金融方面的亮点 。

第五 ， 在国际发展领域 ， 国内政治对援助国 的援助偏好 、 受援 国对援助的 回应 以及国际

发展规范的本土化 ， 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亮点 。 其中 ， 发展 中国家税制改革开始

受到更多关注 。

第六 ， 通过将全球化变量纳人对发展中国家税收政策研究 ， 开拓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的新议题 。 这些文献集中探索了 国际势力和国内要素如何共同影响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进程 。

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 ，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
正在呈现方法多元主义的特

色 。 现有文献在吸纳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
不断使用新的经济学方法和模型来验证

理论假设 。

从使用的数据上看 ， 数据来源不仅包含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公布的官方数据以及课题

调研
一

手资料和数据 ，
还包含对国际组织和国家行为体等的实地观察与分析 。 这些多元的数

据来源保持了样本的丰富性 、 代表性与真实性 。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 ， 本年度的部分研究在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上超越 了传统 国际关系理

论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 正如李巍和刘玮 （ ２０ １６ ） 所言 ，
无论是在研究

领域 、 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上 ，
目前阶段的 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在出现超越古典国际政

治经济学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对于 中国学者而言 ， 可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变革

机遇
，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实践 出发 ， 探索带有中 国特色的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学派 。
？

① 李巍 、 刘玮 （
２０ １６ ） ：

“

国 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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