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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述

２０ １ ５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刘玮
＋

【 内 容提要 】 论文从 ８ 个方面梳理了
２ ０１ ５ 年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领域的问题和动态 ，

包括国际秩序变革与国 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区域经济合作 、 国际组织 与国 际制度 、

国际贸易 、 国际货币与金融 、 能源与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发展 。 其中 ， 受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

国际货币与金融议题是 目前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问题 ， 在研究文献中 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 国

Ｐ示发展议题 ， 尤其是对外援助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兴领域 ，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此外
，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的背景冲击下 ，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研究 日益细化 ，

开始关注新的分工

形式、 政策工具以及贸易投资协定等治理机制 。 在理论方面 ，
传统的开放经济政治学 （

Ｏ
ｐｅ

ｎ

Ｅｃｏｎｏｍ
ｙｐ 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ｓ ） 日益受到挑战 ， 其理性主义假设开始受到批评和反思 ， 应更多地采取建构

主义、 分布理性 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 关键词 】 国际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合作 国际组织 国 际贸易 国际发展 国 际货

币与金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 ，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经历了从宏观理论范式辩论向各个议题领域

实证研究的转向 。 此后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 国际贸易 、 国 际投资 、 国际货币与

金融 、 能源与气候变化、 国际发展 ，
区域合作以及 国际组织等议题领域 。 ２０１ ５ 年 国 内外国 际

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深化既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 ， 取得 了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的进展 。 国

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重点关注 国际秩序变革与 国 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 区域经济合作 、

国 际组织与国际制度 、 国 际贸易 、 国际货币 与金融 、 能源与气候变化以 及 国 际发展等八大

议题 。

以 ２０ １ ５ 年国 内外最主要的 １３ 份国际关系和 国际政治经济学刊物为对象 ， 本文梳理了这

些刊物发表的 ８３ 篇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文章 。 其中 ，
国际货币与金融议题的文献最多 ， 占

到总文献的 ３ ３ ％ 。 此外 ，
国际贸易 、 能源与气候变化、 国际发展和国际组织也是国 际政治经

济学的主要议题 ， 分别 占 １０％左右 ， 其中 ， 国际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 。 根据文献统

计和后文的分析
， 我们总结出 ２０ １５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出 以下几方面特征 。

第一
，
国际秩序变革问题重新回到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 传统的开放经济政治学

（
Ｏｐ ｅ

ｎＥｃ ｏｎ ｏｍ
ｙｐｏ ｌｉ ｔ ｉｃ ｓ ） 主要关注各个议题领域的对外经济政策 ， 将 国 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议题限定在各个微观问题领域 。

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
，
金融危机及大 国实力变化对国 际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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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带来的影响 ，
开始从宏观层面考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

第二 ， 当前主流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理性主义与物质主

义的基础上 。

一些研究开始对其进行批评和反思 ， 试图从建构主义 、 分布理性以及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发展 。

第三 ， 在 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 ，
全球价值链 、 贸易保护与贸易争端、 双边投资协定和区

域贸易协定等现实世界的新议程 ， 激发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生 。

第四 ， 作为金融危机冲击效应的延续 ，
国 际货币与金融仍然是 当前重要的研究领域 。 尤

其在主权债务 、 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变革 、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 中央银行政策等议题涌现

出 大批成果 。 这些研究对既有的研究和政策实践规范带来巨大冲击 。

第五 ， 在 国际发展领域 ， 多边发展体系 和双边援助成为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亮 点 。

国内政治与国际发展援助行为之间 的关系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

表 １２０ １５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分布单位 ： 篇

Ｒ ＩＯ是爾ｗ成ｃａ ＺＥｃｏｒｉｏｍ
ｙ
的缩写

，

ＩＳＲ 是 
／嫌ｍａ加ｎａＺ縦ｗ的缩写

，

ＧＧ 是 ＧＷａＺ

Ｇｆｗｅｍａ Ｔｉｃｅ的缩写
，

Ｒ ＩＯ是 縦ｗ；ｏｒｇａｍｚａ＆肌ｓ的缩写
，

ＮＰＥ是的缩写
，

ＷＰ
是 ＴＦｏｒ／ｄ Ｐｏ／故ｃｓ 的缩写

，

ＢＪＰＳ是 及也ｓ
／

ｔＪｅｍｍａ／血；ａ ／Ｓｃ ｉｅｎｃｅ 的缩写 。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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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

能源与气候变化

国际货 币与金融

跨国投资

国际贸易

国际组织

区域合作

矛失序变革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图 １２０ １５ 年 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文献 主要领域分布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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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０５ １０１ ５２０２ ５３０篇

图 ２２０ １５ 年主要期 刊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文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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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国崛起与 国际秩序变革

金融危机之后 ，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深度调整进程《 ：匿家崛起与Ｍ际秩序变革成为国

际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宏观议题〇 冯维ｔｔ、 张斌、 沈仲凯 （
２０ １ ５

） 在对大国崛起成败的政

治经济条件进行分析时 ， 指
＇

出如果一国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 在发挥其禀赋的生产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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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的 同时对国 内外不安全因素予以有效震慑和遏制 ， 则该国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増长而

不断崛起 。 相反 ， 崛起中大 国国 内民众或利益集 团以及 国际盟友或伙伴国的过度期待 ， 以及

它与当前霸权国紧迫竞争导致的战略性误判会阻碍大 国崛起 。 文章通过德国 、 苏联和 日 本等

大国崛起失败的案例发现决策集 中 、 社会动员力高 、 国 内利益集 团分化等体制性条件 ， 更容

易诱发战略性误判或误导 ， 并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后果 ，
以致崛起国在 内忧外 患下突然溃

败 。 而科学的试错机制 、 开放的经济体系 、 良好的 国际关系 和中性的权威政府 ， 能够避免或

至少减轻战略性误导或误判的不利影响 。
？

此外 ，
金融危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 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 的重大问题 ，

也是 国际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背景 。 徐秀军 （
２〇 １５

） 从实力结构 、 规则体系与治理理念的角度 ， 探讨

了金融危机后 的世界经济秩序调整问题 。 该文指 出 ，
金融危机后 ，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

之间 ， 以及各 自 内部的经济实力出现双层分化 ， 南北经济关系更加多元 。 世界各国尤其是大

国
， 围绕规则制定权的博弈 日 益激烈 ， 但议题主导权的分散加速了世界经济去 中 心化进程 。

自 由市场经济作为现存世界经济的核心发展与治理理念 日 渐式微 。 但很难说一场危机就能塑

造
一

个全新的秩序 。 世界经济秩序已进入
一

个深度调整和变化期 。 从现实来看 ， 实现世界经

济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仍然任重道远 。
？

（ 二 ）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现实世界的变化引起了学者们对国 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 保建云 （
２０ １ ５

） 对国际政

治经济学 中的理性人假设进行发展 ， 提出以
一

定的概率分布存在的分布理性是社会行为体的

真实理性 。 并 以分布理性为条件 ， 提出政治经济人假设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

新理论分析框架 ， 弥补现有理论研究文献的某些不足 。
？ 李滨 （

２０ １ ５
） 对马克思主义的 国 际

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性阐述 。 指 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 ， 是 以世界范围

内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 出发点 ， 探讨各个历史阶段 国际生产的不同

特征
，
分析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影响 。 文章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

著作
， 具体展示这

一研究逻辑在各个经济分支领域 ，
如生产 、 交换 、 金融与分配领域的应用 。

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 的
一些研究 ， 来演示这

一逻辑在 当今国际政

治经济学各主要分支领域 ， 如跨国生产 、 国际贸易 、 国际金融和发展中的应用 。
？

此外 ， 在 国 际 冲突研究领域 ，
观众成本理论继续成为新的理论増长点 。 Ｌｅｖ

ｙ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５

） 研究了观众成本理论中 的承诺与
一

致性问题 。 文章将观众成本理论中领导人声明和

行动的
一

致性机制 ， 应用于领导人未能兑现承诺是否会导致冲突的情况 。 文章使用 问卷试验

检验公众对总统从公开威胁 中退缩和为兑现承诺而卷入冲突的决策的反应 。 实验发现 ，
总统

①冯维江 、 张斌、 沈仲凯 （ ２ ０ １５ ） ：
“

大囯崛起失败的 囯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４ － ３５ 页 。

② 徐秀军 （ ２ ０ １ ５ ） ：
“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 ： 实力结构 、 规则体系与治理理念
”

， 《 囯际政治研

究》
，
第 ３６ 卷第 ５ 期

，
第 ８２ － １０ １ 页 。

③ 保建云 （ ２ ０ １ ５ ） ：
“

分布理性与 囯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２ 期
，

第
１ ３７

－ １５ ５页 。

④ 李滨 （ ２ ０ １５ ） ：
“

马克思主义的 囯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７ 期
， 第 ５

－

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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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失去支持 ， 但是对退缩的反应更加强烈 。 这些不同 的结果可以通过公众如

何对待新的信息来解释 。 研究结果表明观众成本理论的基础是公众对一致性的关注 。 而且不

管领导人的初始政策过程如何
，
公众都将对不一致进行惩罚 。

？ Ｋｕｒｉｚａｋｉ
＆Ｗｈａｎｇ（

２０ １５
） 在

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
一

步实证检测在不 同政体国家发生 国际冲突时面临的观众成本 。 文章使

用结构化的统计模型估计国际危机中观众成本的大小 ， 包括已发生和未发生的成本 ， 有效地

克服了选择偏差问题 。 该文章发现 ，
虽然各种政权类型 的 国家领导人都会面临观众成本 ，

但

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比非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面临更大的观众成本 。 观众成本可能高至战争优

于妥协 ， 特别是对于高度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 观众成本还增加了 国家在危机中 的议价能力 ，

因 为当挑战带来更大的观众成本 ， 目标 国家更有可能选择接受要价 。 此外 ， 文章还发现观众

成本产生选择效应的证据 。
？

二 、 区域经济
一体化 的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
一

体化是经济开放与政治合作相互融合的重要表现 。 在全球治理的弱化和美 国

领导权衰退的情形下能否形成地区主导 国领导 的 中心化的地区治理 ， 成为学者们探讨区域治

理和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 。
Ｋｒｉｃｋｏｖｉｃ （

２ ０１ ５
） 的研究认为 ， 出 现一个以地区主导 国 （ 中 国 、

俄罗斯、 巴西
） 领导的 中心化的地区治理仍 旧是不可能的 。 虽然地区性大 国在 自 由贸易和金

融稳定上能够提供有效的领导权
，
但是在安全领域的领导力却很弱 。 地区性大国 提供地区领

导权的能力 ， 被现代世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阻碍 ， 包括地区主义 自身的冲突 。 未来我们将会

预见到 ，

一

个存在广泛行为体和多个重叠层次复杂和动态的治理体系 。
？

东盟是亚洲最有成效的区域合作实践 。 张蕴岭 （
２０ １５

） 指 出
“

东盟方式
”

中表现出 的
“

舒适性原则
”

即包容性原则 ， 是使东盟不断取得进步的秘诀 。 ２０ １５ 年底
“

东盟共同体
”

建

成之后 ， 东盟还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东盟的独特方式 。 东盟的意义和影响已超出其本身 ， 对东

亚地区的合作至关重要 。
④ 而周玉渊 （

２０ １ ５
） 认为 ， 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执行和实践效果来

看 ， 东盟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积极进展 ， 东盟国家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预期收益也持乐观

态度 。 然而
，
在消除非关税障碍 、 技术工人 自 由 流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自 由化等核心问题

上
，
东盟经济共同体进展依然非常缓慢

，

２０ １５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 目标将很难实现 。 东

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过程导 向而非结果导 向 ， 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很大程度上只是东

盟高度经济
一体化的起点 。

？ 东亚生产 网络是东亚 区域合作的物质基础 ， 雷达、 雷昭 明

（
２０１ ５

） 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对金融危机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冲击进行实证考

①Ｌｅｖ
ｙ ，Ｊ ．Ｓ ．

，

Ｍ ｃＫｏ
ｙ ，

Ｍ．Ｋ ．

，

Ｐｏａｓｔ
，

Ｐ ． ＆Ｗａ
ｌｌ
ａｃｅ

，Ｇ． Ｐ ．Ｒ．（ ２０ １５） ．Ｂａｃ ｋｉｎ
ｇＯｕｔｏｒＢａ ｃｋ ｉｎ

ｇ Ｉｎ
？

Ｃｏｍｍ ｉｔｍ ｅｎｔ ａｎｄＣｏｎｓｉ ｓｔ ｅｎｃ
ｙ

ｉｎ Ａｕｄｉ ｅｎｃｅＣｏ ｓ ｔｓＴ ｈｅｏｒ
ｙ

． Ａｍｅｒｉ ｃａ 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５９（

４
），９８ ８－ １００ １ ．

②Ｋｕｒｉ ｚａｋｉ
，Ｓ ．＆Ｗｈａｎ

ｇ ，Ｔ． （ ２ ０ １５ ）． Ｄ ｅ ｔｅｃ ｔｉ ｎ
ｇ
Ａｕ ｄｉｅｎ ｃｅＣｏ ｓｔ ｓｉ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Ｄｉ ｓ

ｐ
ｕ ｔｅ ｓ ． 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ｉｏ ｎａｌ ｏｒ

？

ｇａｎ ｉｚａ ｔｉｏｎ
，
６ ９（

４
）

，
９ ４９

－

９ ８０ ．

③Ｋｒｉｃｋｏｖ ｉｃ
，

Ａ．（ ２ ０ １５ ） ．
“

Ａ ｌｌ ｐ
ｏ ｌ ｉｔｉ ｃ ｓｉ ｓｒｅ

ｇ
ｉ ｏｎ ａｌ

”

：ｅｍｅｒ
ｇ

ｉ ｎ
ｇｐ

ｏｗｅｒ ｓａｎｄ ｔｈ ｅｒｅ
ｇ
ｉ ｏｎａｌ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ｇ
ｌｏｂａｌｇ

ｏｖ ？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 ｒｎａ ｎｃｅ
，

２ １（

４
）

，

５５ ７
－ ５ ７７ ．

④ 张蕴岭 （ ２ ０ １５ ） ：

“

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 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
”

， 《 当代亚太》 ， 第 １

期
， 第 ４ － ２０ 页 。

⑤ 周玉渊 （ ２ ０ １５ ） ：
“

从东盟 自 由 贸易 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 ： 东盟经济
一

体化再认识
”

， 《当代亚太》 ，

第 ３ 期
， 第 ９ ２

－ １ １ ２ 页 。



第八篇 国 际政治 经济学 ■
６５７

察
，
探讨该体系能否继续通过区域 内的合作协调而保持生存和发展的潜力 。

？

“
一

带
一

路
”

是中 国提出的重大区域合作倡议 ， 正在引领区域合作和跨区域合作的新实

践 。 中 国相关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对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的提出 、 实施和影响进行

了深入探讨 。 黄河 （
２０ １５

） 以 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 品供应的理论实践解释
“
一

带
一

路
”

战

略 ， 认为
“
一带

一

路
”

这个整体平 台具有 区域性或区域 间公共产品 的属性 。 中 国通过主导
“
一带一路

”

沿线地区公共产品 的提供 ，
可改善因美 日 欧经济停滞所导致的公共产品供应能

力不足 ， 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親合 ， 形成一个以 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 网 。
？

张骥 、 陈志敏 （
２０ １５

） 提出 ， 中欧
“
一

带
一

路
”

合作 ，
经历 了从模糊处理到局部对接 ，

再到整体 、 全面对接 ， 从与部分成员 国单层对接到与欧盟机构双层对接的进程 ， 并推动中欧

形成了更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 。 中 国需要根据欧盟对外政策的双层特性 ， 推进对应的
“
一

带
一

路
”

双层对接战略 ，
并通过四个途径促进形成 中欧双层对接的 良性互动机制 。

一

是横向扩

散 ，
通过与部分成员 国的引领性合作示范 ， 促使其他成员 国采取政策模仿行动 。 二是 向上投

射 ， 借助成员 国塑造欧盟政策的影响力 ， 推动欧盟与中 国 的积极合作对接 。 三是 向下传导 ，

通过在欧盟层面形成有利的政策 、 法律和舆论环境便利和成员 国 的合作 。 四是对外溢 出 ，
通

过中欧双层对接 ， 拓展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其他地区和全球的中欧合作 。
？

林乐芬 、 王少楠 （
２０ １ ５

） 探讨了
“
一带一路

”

建设对人民 币 国 际化的影响 。 文章提 出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将会促进人民币在贸易环节的使用 ， 并且随着人民币 流出 ，
会推动人民币

境外储备和境外对国内人民币 投资 ，
以及购买人民 币债券回流 ， 形成人民 币 国 际循环流 动 。

作者结合
“
一带

一

路
”

建设 ， 利用系统 ＧＭＭ 模型实证研究结果 ， 提出
“

对外投资与贸易—

经济互动效应＾资本项 目 有序开放＾人民币 国际化
”

实现路径的政策建议 。
④

三 、 国 际组织与 国 际制度

（

一

） 国际制度设计

哪些因素会影响国 际制度设计是 国 际组织研究的重要议程 。 陈琪 、 管传靖 （
２０ １５

） 提

出
，
国际制度是 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结果 ， 表征的是集体行动但规避不 了领导权问题 。

由于实力地位和利益需求的差异 ，
国际制度设计过程 中异质性参与者 自然地 出现策略分化 ，

从而体现出领导、 追随、 搭便车 、 干扰等行为特征 。 其中 ， 领导权的存在是 国际制度设计活

动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 ， 并在制度设计的不 同环节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 ， 影响着制度的设

计结果 。
？ 授权和决策汇集是国 际组织的两个重要制度特征 ， 在不 同的 国 际组织之间存在差

①雷达 、 王昭明 （ ２ ０ １５ ） ：
“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
”

， 《当代亚太》 第 ３ 期
， 第 １ １ ３

－

１ ２９页 。

② 黄河 （
２ ０ １５ ） ：

“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
‘

一带一路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６ 期
， 第 １ ３８

－

１５ ５ 页 。

③ 张骥 、 陈志敏 （
２０ １ ５

）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 中欧对接 ：
双层欧盟的视角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３６－ ５２ 页 。

④ 林乐芬 、 王少楠 （
２０ １ ５

） ：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与人民币 囯际化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１ 期

， 第

７ ２
－

９ ０页 。

⑤ 陈琪 、 管传靖 ：

“

囯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８ 期

，
第 ４－ １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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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Ｈ〇〇ｇ

ｈｅ ＆Ｍａｒｋ ｓ（
２ ０ １５

） 讨论了 国际组织中 的授权与决策汇集的决定 因素 。 他们认为 ，

授权和汇集受两个基本设计特征的限制 ， 即 国际组织 的政策组合的范围和其成员的规模 。 文

章使用
一

个新的横截面数据集 ， 提供有关国际组织决策的详细和可靠的信息进行检验 。 结果

发现 ， 大型会员组织倾向于拥有更多的授权和汇集 。 国际组织的政策范围越广 ， 其成员越愿

意授权 ， 但他们不太愿意汇集权威 。
①

规范或理念也是影响国际制度设计的重要 因素 。
Ｃｈｗ ｉｅｒｏｔｈ（

２０ １５
） 研究了规范导 向如何

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 他指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在设计基金组织借贷条件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 但既有文献对他们动机的认识非常有限 。 该文展示 了基金组织借贷条

件的设计 ， 如何与职员 的规范导向及其共同的专业培训相联系 。 来 自类似培训 的专业联 系 ，

有助于将工作人员围绕
一组共同的规范方向束缚在

一

起 ， 从而为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的政策 目

标提供信息 。 当借款国官员不同意这些方向时 ，
职员有动力收紧条件 。 这种行为也符合职员

对时间不
一

致和道德风险的关注 。 该文使用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借款国官员之间存在的

专业关系 的数据集 ， 为这
一

论点找到了强有力的统计支持 。 然而 ， 当 国家官员与基金组织职

员持有共同的规范导向时 ， 贷款的条件性并没有更加宽松 。 职员对时间不一致的偏好和道德

风险的担忧可能会反对更宽松的处置 。 可见职员 的规范依从性在基金组织贷款条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
？

（ 二 ） 国内政治与多边主义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 国 内政治 与 国 际协议 中 的违约行为 的关联性 。
Ｐｅ ｌｃ＆Ｕｒ

ｐｅ
ｌａ ｉｎｅｎ

（
２０１ ５

） 解释了国际协议在何时允许国家通过支付违约金的形式来补偿违约行为 。 文章发现

在不 同的 国际协议里 ， 对于通过提供补偿受影响的各方来允许
“

有效违约
”

的容忍程度是不

同的 。 为 了说明这种变化 ， 该文考虑协议的设计影响了 国 内集团 的政治动员 的可能性 。 文章

认为 ， 当违约的好处主要归于政府 自身时 ，

“

有效违约
”

更容易遭到 国内利益集 团 的反对 。

当政府仅间接受益提供政治支持的利益集团是违约补偿的直接受益者时 ，

“

有效违约
”

更容

易获得国 内支持 。 文章的模型预测 ，
国 际贸易协定应该遏制

“

有效违约
”

，
而投资协议应该

支持
“

有效违约
”

。 之后
， 文章通过考察国 际贸易和跨国投资 中的争端解决和执行机制来检

验这些影响 。
？

国家的政体类型也是影响其参与多边主义进程的重要 因素 。 Ｃａｒｔｅ ｒ＆Ｓ ｔｏｎｅ（
２０ １５

） 研究

了联合国大会上的 民主与多边主义问题 。 该研究发现 ，
民主国家比非 民 主国家更加支持美 国

在联合国大会中的重要投票立场 。 这是 因为 民主国家持有共同的理念 ，
还是强制的体现 ？ 从

１９ ８５ 年开始 ， 美国法律规定美国 国务院决定重要的投票 ， 并且援助支 出与投票决策挂钩 。 为

了解析各种替代性解释的影响 ， 文章引入了战略性统计模型 、 估计投票偏好 、 脆弱性的影响

力 、 议题联系的可信性等不可直接观察的具有理论价值的解释 。 研究结果否定了共同 民主价

①Ｈｏｏ
ｇ
ｈｅ

，Ｌ ．＆Ｍａｒｋｓ
，Ｇ ．（ ２ ０ １５ ）．Ｄｅ ｌ ｅ

ｇ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ｐ

ｏｏ ｌ ｉｎ
ｇ

ｉｎ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 ｓ ．Ｒｅｖｉ ｅｗｏｆ

ｉ 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１０（

３
）

，
３０５－ ３２８ ．

②Ｃｈｗ ｉｅｒｏ ｔｈ
，Ｊ． Ｍ ．（ ２０ １ ５ ）． Ｐｒｏｆｅ ｓｓｉ ｏｎａｌｔ ｉｅ ｓｔｈ ａｔｂｉｎｄ

：
ｈｏｗｎ ｏｒｍａｔ ｉ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ｓｈ ａ

ｐ
ｅ ＩＭＦｃｏｎｄ ｉｔｉ ｏｎａｌ

？

ｉ
ｔｙ

．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２（
４

） ，
７５ ７

－

７ ８７．

③Ｐｅ
ｌ
ｃ

，

Ｋ． Ｊ ．＆Ｕｒ
ｐ
ｅ
ｌ
ａｉｎ ｅｎ

，Ｊ．（ ２ ０ １５ ）．Ｗｈ ｅｎ ｄ ｏｉ 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ｃ ａ

ｇ
ｒｅｅｍ ｅｎｔ ｓａ

ｌ ｌ
ｏｗ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 ｓｔ ｏ

ｐ
ａ
ｙ

ｔ ｏ

ｂｒｅａｃｈ ？Ｒｅ ｖｉ ｅｗｏｆ
ｉ 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ｏ 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１０（
２

），２ ３ １－２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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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假说 。 贫穷的 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表现出更加反对美 国立场的投票偏好 ， 他们 比独裁国

家更愿意采取可能减少对外援助的象征性立场 。 当 日 仅当美 国 的援助更受民 主国家依赖 时 ，

民主国家才会支持美国的立场 。 文章将样本分为冷战和冷战后阶段
，
发现冷战的结束改变了

美国处理盟国和左右翼政府的联系 战略方式 ，
但民主的影响仍然不变 。

？

（ 三 ） 国际组织间关系与全球治理改革

随着 国际组织在各个议题领域的扩散 ，
国 际组织间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和欧盟 （
ＥＵ

） 的关系 ， 为研究国际组织 间关系提供了
一

个非常好的案例 。

Ｈｏｄｓｏｎ（
２０ １５

） 试图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２０ ０７—２ ００８ 年 ，
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与欧盟发展

的关系变化 。 在金融危机之前 ， 基金组织和欧盟双方在平行轨道上运行 ， 即使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经济动荡期 间也没有相互调整的空 间 。 在危机之后 ， 由 于欧洲领导人向基金组织和欧

洲委员会授予监督权
，
基金组织成为欧盟的一个事实上的机构 。 文章通过经典委托一代理一

监管视角基础上的多重监管方法 ， 探讨了这种双重授权的原因和后果 。
？

同时 ， 新兴国际组织可以 为崛起国提供全球治理改革博弈的外部选项 。 Ｌｉｐ ｓｃ
ｙ（

２０ １ ５
）

从政策领域 、 外部选择权等角度 ， 提出
一

个解释 国际关系 中国 际制度变革的理论框架 。 该文

章试图 回答什么因素会决定国 际制度分配性的变革 ？ 为什么有 的 国际制度能够顺应成员 国的

能力和利益 ， 进行成员 国决策权和影响力 的调整 ，
而有 的却非常困难 ？ 该文提出 国 际制度分

配性的变革受到政策领域特征的影响 。

一些政策领域倾向于产生单
一

集 中的 国际制度 ， 面临

的竞争压力较小 ， 从而限制了成员 国的外部选择权和推动分配性变革的努力 。 而在另
一些政

策领域国际制度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
因此也会更加迅速地反映成员 国利益和权力 的变化 。

文章通过比较布雷 ￥页森林体系之下的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 都具有共同 的成员 国身

份和内部规则 ， 但处于不同的政策领域的 国际组织改革 。 从而检验了政策领域特征对国际制

度分配性变革的影响 。
？

新兴国家积极通过建立新兴多边机制
，
推动既有 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

Ｈｏｐｅｗｅｌ ｌ（
２ ０１ ４

）

分析了巴西、 印度和中 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中的崛起
，
并认为新兴力量崛起的驱动力 比简单的

经济决定论要更加复杂和充满异质性 。 新兴力量采取了截然不同 的通往权力 的道路 。 中 国的

崛起与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联系得比较紧密 ，
而巴西和印度的权力主要源 自其对发展 中 国家

的动员和领导能力 ，
使得其影响力超越 了经济实力 。

一

个重要的结果是 ，

巴西和印度被认为

在 ＷＴ０ 谈判中 比中 国采取了更积极和进取的态度 ， 在塑造多哈回合议程中发挥了 比中国更重

要的作用？
。

金砖 国家机制是新兴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载体 。 任琳、 尹继武 （
２０ １ ５

）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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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金砖 国家合作的起源 。 作者指出 ，
金砖国家是 中国提倡增强发展 中 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

语权和规范制定权的重要平台 。 金砖 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 因素 ， 包括系统外部环境 、 国

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 。 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 、 完善公正国际规范

的意愿 。 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 目 、 互补性和 国 内政治 。 内生规范因 素则是 同质性的认知

和内生共识 。 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 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
， 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

起来的两组机制 。 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 中性 。 金砖

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 ，
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 了国家间 同质性差异 ，

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 ， 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
？

高尚涛 （
２０ １５

） 从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视角 ， 分析了 中 国参与金砖 国家机制 的进程 。 该

文认为
，
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把西方的

“

实践转 向
”

与中 国的实践学说结合起来 ，
以实践逻

辑为中介 ， 建立起
“

参与实践
”

与
“

身份承认
”

之间的 因果关系 。 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于 中

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 的实践活动的分析 。 中国在 国际环境和 国 内外资源条件的推动下 ， 发起

了 以话语实践、 创新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的创建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 。 凝聚 了创建金砖

国家机制和中国作为平等成员 国参与合作并开展集体行动 的共识 ， 这一共识经过金砖 国家机

制加以确认 ， 赋予了 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全新集体身份——拥有平等权利和对等义务的金砖

国家机制创始成员 国
，
并且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

，
这一身份不断充实和深化 。 中 国利用

这一新的集体身份在 国际体系 中发挥新作用 ， 对国际体系 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
？

四 、 国 际贸 易的政治经济学

（

一

） 区域贸易协定与 国际贸易规则变革

国际贸易秩序变革及 中 国 的应对 ， 成为 中 国 学者关注 的重点议题 。 张亚斌、 范子杰

（
２０ １５

） 对国际贸易格局分化 ， 带来的 国 际贸易秩序演变进行研究 。 该研究指 出 ， 随着国 际

贸易格局不断分化 ， 各个经济体着眼于 自身在 国际贸易格局中 的优势与劣势 ， 力求将 自身利

益诉求植入国际贸易秩序 中
，
多重博弈将成为一种常态 。 中国应尽力维护这

一

多边规则 ， 同

时要积极推进双边与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 。 特别是 以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促进贸易便利化为突

破 口
，
强化 自身在双边与区域贸易秩序建设中的主导权 。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ＰＰ

） 、 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 （
ＴＴＩＰ

） 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
ＲＣＥＰ

） 等巨型 自 由 贸易协定谈判 的兴起 ，
正在重塑新

一

代 国际经贸规则 。 巨 型贸

易协定谈判的政治过程及其影响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 Ｓｏｌ ｉｓ＆ Ｋａ ｔａｄａ（
２０ １ ５

） 从 自 由 贸易

协定的竞争性扩散视角 ， 考察了 日本参与跨太平伙伴关系对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 作者在

考虑经济 、 司法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竞争性压力 ， 以及关键国家作为 ＦＴＡ 扩散触发器的能力等

①任琳 、 尹继武 （ ２０ １ ５ ） ：
“

金砖囯家合作的起源 ：

一种理论解释
”

， 《 囯际政治研究》
，
第 ３６ 卷第 ５

期
，
第

１０２ － １２ ８
、 ７

－ ８
页 。

② 高 尚涛 （ ２０ １ ５ ） ：
“

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 ： 中 囯参与金砖囯家机制进程分析
”

， 《外交评论 》 ， 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 第 ５５－ ６ ８ 页 。

③ 张亚斌、 范子杰 （
２ ０ １ ５

） ：
“

囯际贸易 格局分化与 囯际贸易 秩序演变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３

期
， 第 ３０－ ４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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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１

因 素的基础上 ， 构建了
一

个 ＦＴＡ 扩散的分析框架 。 文章提出 ， 关键国家的作用受能力和可信

性两方面因素影响 。
ＴＰＰ 提高了 日本的可信性 ， 使得长期停滞不前的 ＦＴＡ 谈判可能加速 。 其

对某些国家带来了经济 、 司法和政治上的外部性
，
包括中 日 韩 ＦＴＡ

、
ＲＣＥＰ 和 日 欧贸易谈判

的相关国家 。
？

Ｃ ｉ
ｎｔ ｉａ（

２ ０１ ４
） 以拉丁美洲优惠贸易协定在 ２０ ００ 年之后的扩散为例 ， 考察了 贸易协定的

竞争性扩散机制 。 文章认为 ， 优惠贸易协定的扩散和遭到 的抵抗 ， 导致了两个替代性的贸易
一

体化模式 。

一

方面 ， 中美洲和环太平洋拉美地区的美 国主导的 ， 新 自 由 主义的南一北优惠

贸易协定 。 另一方面 ， 是由 巴西和南方共同市场 国家主导的后 自 由 主义地区主义 ， 并作为抵

制美 国主导的优惠贸易协定和新 自 由 主义政策防火墙 。 此文解释 了美国 主导的优惠贸易协定

会在该地区产生竞争性扩散的动力
，
同 时也激发了南方共同体市场对美 国优惠贸易协定竞争

性扩散的抵制 ， 最终导致了拉丁美洲两种不同模式的
一体化模式 。

？

李巍 、 张玉环 （
２０ １５

） 对美国 自 贸区战略的逻辑提出
一

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 。 该文提

出 ， 作为
一

种 国际制度的 ＦＴＡ
，
既是国 际贸易体系 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又能被主导国

“

私有

化
”

为权力工具 ，
以追求 自身的私人 目标 。 以 ＦＴＡ 为核心的 国际制度竞争 ，

正在成为大 国竞

争的重要 内容 。
？ 孔繁森 、 李巍 （

２０ １ ５
） 进

一

步对美 国建立在 自 由 贸易区战略基础上的区域

制度霸权进行研究 ， 提出力量结构调整 、 单向支付与软实力建设三项任务完成情况 ， 是大国

主导 自 贸区与区域制度霸权战略能否达成的决定性 因素 。 文章通过对 ＮＡＦＴＡ
、

ＦＴＡＡ 与 ＴＰＰ

三个案例的分析发现
，
美国追求地区霸权的战略尝试之所以成效各异

，
原 因就在于其对三项

任务的完成情况不 同 ， 进而影响到其地区影响力 以及相较于对手的地区竞争力 。
？

此外 ，
竺彩华 （

２０ １５
） 重点关注了全球巨型 ＦＴＡ 的谈判进程 。 其研究指出 ， 当前世界经

济体系演变呈现出三大特征 。

一

是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发展 中经济体转移 ，

“

欧美世纪
”

正

在向
“

亚洲世纪
”

转型 。 二是美 国的唯
一

“

中心
”

地位受到来 自 中国 的挑战 。 三是
“

中心一

外围
”

式的利益格局正在向
“

网络板块
”

格局转型 。 与此同时 ， 世界经济体系 中也出现了三

大巨型 ＦＴＡ 谈判 ， 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ＲＣＥＰ

）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ＰＰ

）

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 （
ＴＴＩＰ

） 。 从世界经济体系演变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今天的超大型

ＦＴＡ 现象
，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是发达国家再平衡
“

亚洲世纪
”

的两大平 台
，
而 ＲＣＥＰ 则是亚洲平衡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的核心载体 。 在这一平衡与被平衡的博弈进程中
，
中美互动成为关键性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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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动 因及影响

金融危机过后 ， 随着各种形式的贸易主义兴起 ， 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动因及影响成为关

注点 。
Ｃｕｍｍ（

２０ １ ５
） 通过对 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年欧盟对中 国太阳 能板行业的反倾销调查为案例

，

考察了公共机构和全球生产网络的互动 。

一方面
，
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 的位置

，
比其国别

更能清晰地界定 国家利益 。 另一方面
，

全球生产网络是可塑的
，
可以通过调整结构适应新的

贸易限制 。 作者发现在金融危机之后
，
国内市场 日益成为 中国参与 国际谈判 的重要杠杆 。 在

贸易领域
，
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权力关系 。

？

农业部 门的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全球 自 由 贸易的绊脚石 。
Ｔｈ

ｉｅ ｓ（
２０ １ ５

） 通过对经合组织

国家支持农业生产者的政治决定因素的分析
，
探讨了农业和工业保护主义政策的相似性 。 虽

然大多数定性研究认为 ， 农业保护主义是例外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与其他行业不 同的 。 但该

研究发现了农业保护主义与工业保护主义的相似性的证据 。 该文纳入产业保护主义文献中 的

政治一制度变量 ， 并通过几个横断面时间序列分析 ， 验证了对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政治符合其

他行业领域的保护主义一般模式的假说 。
②

ｊｅｎ ｓｅｎ ｅ 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５

） 考察了货 币低估与反倾销案件的关系 。 文章运用
“

新新
”

贸易

理论
，
解释 了在持续的外 币低估和进 口 竞争加剧 的时代

，
为什么美 国企业反倾销 申诉反

而在下降 。 文章发现 ， 货 币低估对反倾销案件的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 （
ＦＤ Ｉ

）
企业的行

业 内部和跨行业都表现出异质性 。 在 国外进行垂直性投资或资 源获取型投资的公司
，
不

太可能提交反倾销 申 请 。 公司 可能在货 币 低估 的背景下进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 。 因

此
，
美 国公司 增加垂直性对外直接投资

，
降低 了 贸易争端的可能性 。 随着时 间地推移

，

持续性货币 低估会伴随着美 国跨 国公司在货币 低估 国家的垂直型直接投资和 内 部贸 易的

增加 。 在较大的美 国跨 国公司 中 ，
反倾销 申诉的可 能性与 企业 内 贸易 的增 加呈负相关 。

虽然货币 低估与反倾销案件的增 加相关联 。 但是 ， 同 货 币被低估国 家进行的企业 内进 口

降低了 反倾销 申诉的可能性 。 该研究强调了 国 际贸易和投资 中 ，
企业异质性对于理解 国

际经济政策的政治动员 的核心作用 。
？

（
三

） 全球价值链 、 移民与贸易治理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重新塑造 了国 际贸易条件
，
使得我们必须重

新思考国际贸易的治理问题 。
Ｐｅ ｔｅｒｓ（

２０ １５
） 对贸易与移 民政策的关联性进行考察 ，

发现贸易

和移民政策不能作为单独 的政策研究 ，
必须进行整体研究 。 贸易和移民政策是相互替代 的 ，

贸易政策通过对企业的影响 ， 会影响劳动力稀缺国家的移 民政策 。 贸易封闭增加 了企业对移

民 的平均需求导致移 民开放 。 而 自 由 贸易降低了 企业层面对移民 的平均需求 ， 导致移 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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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 为了检验这
一

论点 ， 文章开发了
一

个从 １ ８ 世纪后期一２ １ 世纪初 ，

１９ 个国家的移民政

策的新数据库 。 数据显示 ， 贸易政策确实对移 民有影响 ， 即在不考察贸易政策的情况下 ， 无

法对移民政策进行全面理解 。 因此该文建议 ， 贸易和移 民政策 以及其他对外经济政策应该共

同研究 。
①

Ｄａ ｌ ｌａｓ（
２０ １ ５

） 从全球价值链、 企业和碎片化生产时代的贸易异质性等视角 ， 对贸易治

理进行了探讨 。 该文利用独特的贸易交易数据 （包括标准 国家间贸易统计数据的企业层面的

原始贸易交易数据 ， 涉及 电子和轻工业 中的 １８ 个分部 门中的 ４ ３９ 个中 国最大出 口商 。 ） ， 检验

贸易是否按照全球价值链 （
ＧＶＣ

） 文献中 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
以异质化的方式进行治理 。

该文为全球价值链 （
ＧＶＣ

） 对贸易的治理 ， 提供了实质性的经验支持 ， 并且推进 了全球价值

链 （
ＧＶＣ

） 和以企业为 中心的贸易理论 。
？

五 、 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

一

） 政治关系 、 制度与跨国直接投资

跨国投资
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 政治关系和制度特征是研究者解释跨

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维度 。
Ｔｈｉｅ ｓ（

２０ １５
） 从母国和东道 国与第三方国家保持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 。 文章关注投资者对其母 国对贸易伙伴施加的经济制裁的 回

应
，
如何影响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 文章发现

，
制裁 国的公司 为了应对本国政府对贸易

伙伴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 会将投资转移至可以 间接从受制裁经济体获益的 国家 ，
以获得替代

性收益 。 那些所谓的制裁行为的
“

潜在破坏者
”

（受制裁 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且具有破坏制裁

国 的历史 ） ， 将会从其他 国家的不幸 中获益 。 文章结合使用美 国经济制裁数据和美 国从 １ ９６６

至 ２０ ００ 年间
，

Ｘ＃外直接投资全球流量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
，
发现投资决策对政治因 素的反

应 ， 部分超越了母国
一

东道国两分法的解释 。
？

制度是影响跨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 Ｃａｎｅｒ（
２０ １５

） 的论文构建了
一

个国家中心的讨价

还价模型 ， 探讨国 内制度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 文章发现 ， 行政能力和制度能力构成的 国

家能力对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 文章选取现代汽车集 团 ２００ ５ 年计划 １ ５ 亿美

元在土耳其建汽车制造厂的案例 。 展示 了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 的政府能力是如何影响投资准

入结果的 。 国家越弱 ， 跨国公司决定不投资的可能性大 。
？

双边投资协定作为国际层面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对跨国投资发挥着重要影响 。

一些学者开

始探讨影响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及其结果的 因素 。 例如陈兆源 、 田野 、 韩冬临 （
２０ １５

） 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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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会影响中 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中的形式选择 。 文章发现中国作为东道国 能在
一

定程

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 。 作为母国 ， 中 国在
“

走出去
”

的过程 中 ， 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

利益 。 但并未运用 自 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 国接受更多 国 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 。 文章以

１９ ８２—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签订过的 １ ３４ 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 ， 实证检验了文章的假说 。
① Ｃａｍｐｅ

ｌ ｌｏ

＆ Ｌｅｍ 〇ｓ（
２０ １ ５

） 以 巴西为案例 ， 探讨了双边投资协定未批准现象的原 因 。 他们解释了 巴西

在 ９０ 年代签订的 １４ 个双边投资协定 ，
但是没有

一

个通过这
一

独特经验 。 文章发现 ，
国会集

中且强大的意识形态反对确实阻碍了双边投资协定的通过 。 但是无决断力 的行政机构 ，
总是

通过替代性渠道满足投资者需求 ， 才是解释双边投资协定未通过的重要原 因 。
？

（ 二 ） 政治腐败与跨国直接投资监管

跨国直接投资与腐败往往相伴随。 腐败与跨国直接投资的关系
一直是跨国投资的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议题 。 Ｍ ａｌｅ ｓｋ
ｙ

ｅ ｔ ａ ｌ ．（
２〇 １５

） 重新考察了外资与腐败的关系 。 虽然主流研究认为 ，

外资通过降低垄断租金或者扩散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来降低腐败 。 该文章同时发现 ， 对外投

资降低腐败的因果机制并不明 晰 。 文章认为 ， 外国公司行贿主要是为了进入受保护的行业 以

获得租金 ，
因此行贿倾向会随着部门的预期利润而变化 。 文章利用越南三波全国 范围的调查

中对 ２０００ 份外资和国 内商业的 问卷 ， 检验不 同经济部门 的期望利润率对跨国公司行贿倾向的

影响 。 发现经济开放对行贿倾向的影响取决于投资 限制政策 。
？ 母国对跨国直接投资的监管

，

成为新兴对外投资 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

唐晓阳 （
２ ０ １ ５

） 以 中 国对非投资 为例 ， 探讨了 中 国 海外投资与投资监管 问题 。 该文

指 出 ， 随着 中 国企业逐渐走 出 国 门 和 对外投 资规模 的不断扩大 ， 中 国 企业在对外投资

中 ，
企业合法 、 可持续经营的操作和监管方面都暴露出

一些 问题 。 中资企业在非洲经营

过程 中产生 了环境保护 、 劳工保护 、 社会融合等 比较典型 的 问题 。 而且 ， 当前 中资企业

在海外经营 的法律意识仍然淡薄 ，
既有 的海外投资监管机制约束力不足 ， 尤其缺乏对 中

小私营企业的监督能力 。 文章进而简要 比较了 欧美 国家对海外投资 的监管机制 ， 发现这

些 国家总体上对防治贿赂和腐败有着较为严格 的举措 。 而对于环境保护 和社会融合等事

务
，
则更多 由各企业 自身依据经济效益最优原则去掌控尺度 。 最后

，
文章就改善对驻非

中资企业的监管提出 了几点建议 ， 认为可 以从防控贿赂腐败 、 增强企业与媒体和公众交

流 、 完善企业信息登记和 联 系 沟通机制 ，
以 及增 加驻外法律人才培训 和输送等方面入

手 ， 促进海外 中 资企业的合法 、 可持续经营，

①陈兆源 、
田野 、 韩冬临 （ ２０ １ ５ ） ：

“

双边投资协定 中争端解决机制 的形式选择 基于 １ ９８２ ２０ １ ３

年 中囯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３ 期

，
第 １ ２２ － １４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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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５９（

２
），４ １９

－ ４３ ９．

④ 唐晓 阳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海外投资与投资监管 ：
以 中 囯对非投资为例

”

， 《外交评论 》 ， 第 ３２ 卷第 ３

期
， 第 ２６－ ４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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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国 际货币 与金融 的政治经济学

（

一

） 国际货币 与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危机之后 ，
国 际货 币 体系改革成为 国 际政治经济学者关注 的核心议程 。 高海红

（
２０ １５

） 指出汇率制度选择 、 储备货 币和流动性 ，
以及 国 际货币 基金组织改革等理论讨论和

政策变化是布雷￥页森林体系制度转变过程 中的重要遗产 。 目前的 国际金融体系 面临着经济格

局与金融权力之间形成的 明显错配、 国 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和持续性全球失衡等突出 问题 。 实

现储备货币 多元化
，
重组和増设多层级的 国际金融机构

，
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

，
是未来国际

金融体系重建的核心内容 。
？ 谢晓光、 周帅 （

２０ １５
） 构建了

一

个 国际货 币权力的结构
一

进程

分析框架 ， 旨在揭示后布雷 ￥页森林体系运行中 ，
国家间货币 关系演变的

一

般性规律 。 该研究

还深入探讨了东亚地区在后布雷 ￥页森林体系 时代货币关系 的演变 ， 并对中 国如何将 国家政治

和经济实力转换成货币权力进行了分析 。
？

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
人民币 国 际化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 。 李巍

（
２０ １５

） 探讨了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 崛起的战略支点国 。 他认为 ，
人民 币 国际化不是

一

个

纯粹的单边政策行为 ， 需要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和配合 。 因此 ，
人民 币崛起为国际货 币 ，

不仅仅是
一

个经济事件同时也是
一

个外交事件 。 自 ２００９ 年掀开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的大幕 以

来 ， 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国 内政策调整 ， 释放人 民币 国际化的市场力量 。 另一方面也通过积

极的货币外交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
，
以夯实人民币 国际化的政治基础 。 中国 与货币 伙伴

的合作包括进行货币互换 、 推动本币结算 、 促进货币直接交易 、 建立货 币清算机制等多项内

容 。 国内政策调整与国际货币外交共同构成了驱动 中国货币 崛起的双轮 。 目前中 国 已经初步

搭建起
一

个包括 ４７ 个国家在内 的多层次货币合作伙伴网络 。 而其中五个国家因其 自身能力和

意愿
，
都能对人民币 的 国际使用提供重要而关键的支持作用 ，

需要 中国将其作为人民币 崛起

进程 中的战略支点 国予以特殊对待 。
？

此外 ， 新兴经济体推动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金融外交行为 ，
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

Ａｒｍｉ
ｊ ｏ

＆ Ｋａｔａｄａ（
２０１５

） 超越传统研究 ， 将金融外交界定为强 国对弱国 的金融制裁 ， 对新兴经

济体的金融外交进行理解和理论化 。 作者提出 ，
金融外交的 目标既可能是防御性的也可能是进

攻性的
，
可以是以双边为 目 的也可以是体系层面的 。 金融外交既可以采取金融性又可以采取货

币性的政策工具 。 随着新兴国家的国家间实力分配的増加 ，
也将会将金融外交战略从狭窄防御

性和双边层面向进攻性的 以全球或体系层面的 目 标转变 。
？ 熊谦 、 田野 （

２０ １５
） 对美国等发达

①高海红 （ ２ ０ １ ５ ） ：
“

布雷顿森林遗产与 囯际金融体系重建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３ 期
， 第 ４

－

２９

页 。

② 谢晓光 、 周帅 （ ２ ０ １５ ） ：
“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东亚货币关系 的演变 ： 囯际货币权力结构 进程视

角
”

，
《 当代亚太》

，
第 １ 期

，
第 １ ３ １ － １ ５５ 页 。

？ 李巍 （ ２ ０ １５ ） ：
“

货币 伙伴外交与 人民 币崛起的 战略支点 囯
”

， 《外交评论 》 ， 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

第 ２７
－ ５ ４ 页 。

④Ａｒｍｉ
ｊ
ｏ

，Ｌ ．Ｅ． ＆Ｋａｔａｄａ
，Ｓ． Ｎ ．（ ２０ １ ５ ）． Ｔ ｈｅｏｒｉｚｉ ｎ

ｇ
ｔｈｅ ｆｉ ｎａｎｃ ｉ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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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ｉｎ
ｇ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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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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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２０（

１
） ，４２

－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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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金融制裁行为进行研究 ， 试图 回答为何美国 以及其他国家在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长达

１０ 年之后才实现政治上的突破 。 研究发现 ， 国际合作的法律化是提高金融制裁的有效性的关

键 。 由于单边金融制裁容易被 目标国规避
，
为了达到提高金融制裁效果的 目标

，
制裁发起国

会努力提高国际合作的法律化程度 ，
以扩大制裁联盟的范围 ， 提高联盟的紧密度 。

？

（ 二 ） 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２０ １ ５ 年 《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 》 以
“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

为 主题 ， 出版

了
一期特刊 ， 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与反思 。 该特刊的 目 的在于考察政治经济

学对主权债务危机分析的贡献 ，
并将其与 比较政治经济学 、 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经济治理

的次级学科的长期辩论联系起来 。 在导论中 ， 首先从审查 国家金融系统的 比较政治经济学文

献开始以解释危机的演变 。 然后考察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和金融 （ 主权债务 ） 市场

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 。 它们在分析主权债务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最后导论概述了在欧

洲经济治理中对
“

不对称
”

的长期学术辩论 ， 并对欧盟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三项主

要政策和体制改革进行了批判性 回顾 。
？

Ｑｕａｇ
ｌ ｉａ ＆ Ｒｏ

ｙ
ｏ（

２ ０１ ５
） 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经历了充分的主权债务危机 ， 最后不得不为

其银行诉诸欧元区财政援助 ，
而意大利则没有 。 通过结构性 比较 ， 他们将主权债务危机解析

为银行危机和 国际收支危机 。 作者认为
，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银行商业模式和 国家银行体系 的

独特特征 ， 用于解释每个国家危机的不 同情景非常有帮助 。 这种
“

以银行为基础
”

的分析 ，

有助于对银行业变化的相关研究做出贡献 ，
以便解释首先爆发的全球银行危机和随后爆发的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不同影响 。
？ 杨攻研 、 刘洪钟 （

２０ １ ５
） 对典型发达国家 １ ８８０

—

２０ ０９ 年

间 ， 政府债务百年史中成功的债务削减周期进行实证分析 。 文章发现 ， 支 出紧缩型的财政巩

固政策 、 长期经济増长以及通货膨胀与利率政策相配 ， 有利于政府实现成功 的债务削减 。 然

而
， 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 ，

这些因素对于政府债务削减的影响存在着 巨大差异 。 此外 ， 民主化

程度 、 国 内政治竞争性 ， 以及不 同的法律起源 ， 也会影响到债务化解的成功与否 。
？

此外
，

Ｓｏｕｄｉ ｓ（
２０ １５

）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
探讨评级机构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 该文检

验了主权债券评级可能引发新 自 由 主义标准趋同的主张 ，
发现评级机构在全球政治经济 中的作

用被夸大了 。 评级公司对国内经济改革没有直接的 因果效应 。 该文采用覆盖绝大多数评级国家

的样本发现 ，
没有出现与新 自 由 主义标准相符的放松管制及相关改革的强劲趋势 。 评级较低的

国家或那些经常降级的 国家 ， 在政策改革模式上与高评级国家没有什么显著差异 。 这一结果适

用于诸如信贷 、 劳动和商业管理 、 通货膨胀水平 、 财产权的法律结构和保障 ，
以及公共部 门的

①熊谦、 田野 （
２ ０ １５

） ：
“

囯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 ：
解释伊朗核问题 的演变

”

， 《 当代

亚太》 ， 第 １ 期
， 第 ９８

－

１ ３０ 页 。

②Ｈｏｗａｒｔｈ
，
Ｄ ．＆Ｑｕａ

ｇ
ｌｉ ａ

，
Ｌ．（

２０ １ ５
）．Ｔ ｈｅ

ｐ
ｏ ｌ ｉｔ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ｙ
ｏｆ ｔｈ ｅ ｅｕｒｏａｒｅａ

’

ｓｓｏｖｅｒｅ ｉ
ｇ
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 ｓｉ ｓ

：ｉ ｎｔｒｏ
？

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ｓ
ｐ
ｅｃ ｉ ａｌｉ ｓｓｕ 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Ｐｏ ｌｉ ｔ 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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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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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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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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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ｏｎａ

ｌ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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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杨攻研、 刘洪钟 （ ２ ０ １５ ） ：
“

政府债务削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１ 期
， 第

１ ２７
－ １ ５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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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等政策领域 。 文章的结论是 ，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国内改革的潜在促进者的作用有限 。
？

（ 三 ） 国际金融监管与跨境资本管制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 使得 国际金融监管成为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兴领域 。 Ｇｏ ｌｄ
－

ｂａｃｈ（
２ ０１ ５

）对全球银行业监管标准制定过程 中 的不对称影响和监管俘获进行了 实证研究 。

文章通过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框架 中的 ９ 个不 同的 国家、 跨国和 国际行为体 ， 进行定

量和定性的评估 。 发现全球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的核心动力 ， 是政客和银行组成的 国家联盟 ，

及跨国公司 与监管者组成的跨国协调联盟共同作用力 。
？

Ｒｅｉ ｓｅｎ ｂｉｃｈｌｅ ｉ

？

解释了何种条件会决定 国家在国家中心和技术主义的 国际监管网络设计之

间 的选择 。 在论文 中 ， 作者通过搜集相关档案和对决策者进行访谈 ， 追踪 国家偏好和谈判能

力的变化 ， 发现国家在对金融稳定论坛进行设计时 ， 存在对两种模式的博弈 。

一

种是 ， 美国

支持的以各国财长为主的 国家中心主义监管网 络模式 。 另一种是 ， 德国支持的 以 已有 国际机

构为主的技术主义监管网络模式 。 最后 的博弈结果是美 国支持的 ，
可以运用美国议价权力的

以 国家为中心的金融稳定论坛 。 因此
，
国家金融监管结构和国家在金融领域的权力地位 ， 会

影响国际金融监管 网络的变化 。
？

Ｔｓｉｎｇｏｕ 从倶乐部治理视角解释了跨国金融政策共同体 ， 如何通过倶乐部模式的组织影响

金融治理的规则内容 。 作者对作为跨国政策共 同体的 Ｇ３０
， 如何在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初 ，

影响和协调跨国金融监管政策 ， 使其符合私人部 门的偏好进行了细致论述 ， 提供了理解 国际

金融监管的倶乐部治理视角 。
？

金融危机刺激了跨境资本流动政策规范的变革 。 学术界开始反思既有 的跨境资本流动政

策 ， 由此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
Ｇｒａｂｅ ｌ ＆Ｇａｌ ｌａ

ｇ
ｈｅ ｒ（

２０ １５
） 在 《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１ 期 ，
以

“

资本控制和全球金融危机
”

为主题组织专刊 ， 对为什么不同 国家对跨国资本

的大量流入和流出带来的宏观经济挑战 ， 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进行探讨 。
？ 几十年来 ，

ＩＭＦ
—

直

是经济正统的代名词 。 其中包括
，
不赞成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政策限制 。 但是在 ２０ １ ２ 年

，
它

宣布了一个新的
“

机构观点
”

，
给予资本流动管理更大的空间

，
并实际上限制资本所有者的

权利 。 ＩＭＦ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０ 月 爆发灾难后 ， 救助冰岛计划为这
一

政策转变铺平 了 道路 。 这是

ＩＭＦ第一次为发达国家的资本管制背书 。
Ｓ ｉ

ｇｕ
ｒ
ｇ
ｅｉ ｒｓｄ６ｔ ｔ ｉ ｒ ＆ Ｗａｄｅ（

２０ １５
） 描述了冰岛的繁荣和

萧条
，
以及政府和基金组织如何设法应对危机 。 在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支持下

，
政府实施资

①Ｓｏｕ ｄｉ ｓ
，
Ｄ ． （

２０ １ ５
）． Ｃｒｅｄｉ ｔＲａｔ ｉｎ

ｇ
Ａ
ｇ
ｅｎｃ ｉｅ 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ＰＥ

：
Ｎｏ ｔ ａｓｉ ｎｆｌｕｅｎ ｔｉａｌ ａｓｔｈｏｕ

ｇ
ｈｔ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

ｔｉｏｎａ
ｌ 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２（ ４ ）

，８ １ ３
－

８ ３７．

②Ｇｏ ｌｄｂ ａｃｈ
，Ｒ ． （

２０ １ ５
） ． Ａ ｓ

ｙ
ｍｍ ｅｔ ｒｉｃｉ ｎｆｌｕｅｎ ｃｅ ｉｎ

ｇ
ｌ ｏｂａｌｂａｎｋ ｉｎ

ｇ
ｒｅ
ｇ
ｕ ｌａｔｉ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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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８ ｜ 義 世界经济年鉴观６

本流出管制 ， 最初作为紧急反应 ， 然后作为长期稳定措施 。 资本控制机制发生在
一

个复杂 的

博弈
“

游戏
”

里 。 专业导 向的采取资本账户 自 由化战略的 中央银行与试图转 向其具有优势的

资本控制的政党之间
，
发生了所谓的

“

冰岛的战役
”

。 他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 了 ， 为

什么
“

临时
”

资本管制在五年多以后仍然存在 ， 并从冰岛的案例中得出 了
一些广泛的经验教

训 ，
以理解金融繁荣和可能到来的萧条 。

？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
重新塑造资本管制将金融领域的政策空间扩大到比亚洲危机更大 ，

更
一

致的程度 。 如何解释这
一

非凡的观念和政策演变 ？Ｇｒａｂｅｌ（
２０ １５

） 的论文强调了有助于

资本管制不断演变的如下五个因素 。 １ ． 日益 自 主的发展 中 国家的兴起 ，
主要是 由 于它们对亚

洲危机的成功反应 。 ２ ． 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坚定 ， 部分原 因是它们在应对当前危机方面取得 了

相对成功 。 ３ ． 货币基金组织对改变的全球经济进行务实调整 ， 其影响 的地域受到严重限制 ，

并且在资金上对之前客户的需求増大 。
４ ． 极端情况下 ，

国家对资本管制 的需要 。 例如 ，
经济

面临崩溃的 国家 ， 以及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
“

太好
”

的 国家 。
５ ． 经济学家和基金组织职员思

想 的演变 。 该文还探讨了
，
资本管制重塑的紧张关系 ，

例如通过行为守则
“

驯化
”

使用资本

管制的努力 。
？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 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的资本流入激増 ， 加剧 了这些国家

的金融脆弱性 。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０ ８ 年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前五年类似 的激増不同 ，
许多

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 ，
重新调整 了跨境资本流动政策 。 根据文献 ，

“

资本流动假说
”

的普

遍性 ， 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权力 ， 对于 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的 国家来说非常强大 。 这

使得重新调整跨境资本流动被认为是相当 困难的 。 该文描述了 巴西和韩 国如何能够抵消全球

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权力 ， 并在危机之后如何制定跨境金融法规 。

Ｇａ ｌ ｌａｇ
ｈｅｒ（

２０ １５
） 根据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 国家在

一

定条件下 ，
可 能偏离

“

资本流动假

说
”

， 提出
“

对抗货币权力
”

的概念 。
？ Ｃｈｗ ｉｅ ｒ〇 ｔｈ（

２０１ ５
） 从国际金融政策潮流的管理和转变

的视角
，
考察了新兴市场面临国际金融共同体资本流入控制的政策潮流 。 如何采取应对措施 ，

作者对巴西和韩 国在应对 ２００９ 年的资本突然流入时
，
采取的不同资本控制政策进行研究 。 研

究发现 ，
两国采取了不同 的战略来管理国际资本管理规范 的变化 。 巴西认识到资本流入控制

潮流 ，
但是挑战其合法性 。 巴西认为其采取的措施 ， 是对高企的宏观经济风 险的适 当应对 ，

并且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在推动不受欢迎的资本流入其经济体 。 相反 ， 韩 国虽然采取了资本控

制措施 ，
但对资本流入控制的潮流的合法性表示了更大程度的接受 。

？

（ 四 ） 中央银行政策的政治逻辑

Ｍ〇 ｓｃｈｅｌ ｌａ（
２０ １４

） 从中央银行的政策视角考察了发达世界的货币 战争 。 文章对瑞士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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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国际政治经济学 ■
６６９

金融危机早期对大量资本流入的反应进行研究 ， 探讨了瑞士国家银行干预外汇市场 ， 并引入汇

率区间以及赌上高代价的反通胀声誉阻止瑞士法郎的升值的原因 。 作者认为 ， 中央银行共同体

货币范式的变化是瑞士干预外汇市场行为的原因 。 新兴的货币 范式通过促使瑞士国家银行对金

融稳定风险更加敏感和提供管理这些风险的宏观审视政策空间来影响其政策决定 。
？

Ｂｏｄ ｅａ ＆Ｈ
ｉｃｋ ｓ（

２ ０ １５
） 考察了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独立性 ，

并分析了纪律 、 可信性与民

主制度 的关联 。 他们 的研究论文指 出
，
尽管存在不同的实证证据

，
在过去 ２０ 年

，
在中央银行

独立性确保价格稳定的假说之下
，
央行独立性获得普遍性提高 。 结合理论视角和法律上的央

行独立性的新年度数据 （
７ ８ 个国家

，

１９７ ３ 

—２００ ８ 年 ） ，
该文重新审视了央行独立性与物价稳

定的关系 ， 并区分货币政策纪律 （ 印更少的钱 ） 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公众对中央银行可能

行为的看法 ） 的作用 。
？

Ｐｏａｓｔ（
２０ １ ５

） 考察了战时中央银行的作用 。 其研究论文指出 ， 战争是昂贵的必须装备部队

和购买武器 。 当 战争的巨额借款使得主权信用变得 困难时 ， 中央银行提高 了政府的借款能力 。

作为政府债务的直接购买者 ， 中央银行増加了其对政府的边际贷款人违约行为 ， 施加惩罚的有

效性 。 这増加了贷款人对政府在违约情况下将受到惩罚的信心 ， 使得贷款人愿意以较低的利率

购买债务 。 鉴于中央银行能够提供低借贷成本 ，
主权国家有动机保留中央银行 。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

纪初的数据表明 ， 拥有
一

个中央银行降低了主权国家的借款成本 ， 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
③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 中 央银行 ， 学界对美联储尤为关注 。 Ｇｏ ｌｕ ｂ＆ Ｒｅａ
ｙ（

２０ １５
） 对

２００ ８ 年金融危机之前 ， 美联储的政策及其决策过程进行了考察 。 他们提出 ， 美联储负责监

督 、 分析和最终稳定美国金融市场 。 它拥有无与伦比的获取经济数据途径、 与金融机构的高

级别联系 ， 以及拥有大量经过专业培训 的经济学家 。 但为何美联储对被广泛认为导致了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金融发展并不关心 ？ 在他们的论文 中 ， 他们使用来 自危机前的大量美联储文件 ，

特别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
Ｆ０ＭＣ

） 的会议记录 。 发现联邦政策制定者和工作人员 ，
了解

金融市场的相关发展
，
但并不非常注重这些发展

，
而且不认为会导致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 在

汲取经济学 、 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 。 该文提出 ， 在危机的前几年 ， 美联储的认知

范式集中在
“

事后干预
”

， 即美联储在出 现系统性不稳定之后 ，
才能采取措施限制市场的辐

射效应 。 此外 ， 该文认为 ， 制度惯例在维持这种模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 并促使美联储在

危机前对警告信号的关注不够 。
？

刘玮 、 邱晨曦 （
２ ０１ ５

） 从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 品供给形式的转换视角 ，
探讨了美联储

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 。 论文指 出 ， 霸权国是国际公共产 品 的主要提供者 ， 并主要通

过授权国际组织和签订双边协议网络两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

转变是霸权国调整国际体系公共利益和霸权利益之间关系 的结果 。 当 国 际公共产 品供给条件

恶化时 ， 霸权国通过缔结双边协议网络 ， 临时替代基于委托
一代理的 国际组织 ， 收缩 国际公

共产品 的惠及范围 ， 増加 国际公共产品 的排他性来捍卫霸权利益 。 在 ６０ 年代的 国际收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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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２０ ０８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 ， 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定网络 ， 替代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金

融救助机制 ， 成为危机中的国 际最后贷款安排 。 通过国际最后贷款供给形式的转换 ， 美联储

将有限的资源
， 用于救助美国金融利益和战略价值覆盖的 国家 。

？

（ 五 ） 政体与金融发展

政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 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 Ｃａｍ ｅ
ｙ（

２０１ ５
） 探讨了金融

全球化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 。 在其撰写的论文 中 ， 提出 金融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威胁到政体

的稳定性 。 第一
，
金融全球化通过増加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

可能引发政治更替 。 第二
，

放松外国金融资本或敌对政治团体的金融资本的市场进入 。 作者提出 ，

一

党制国家往往采取

国家资本主义 ， 尤其表现为国有上市公司 的形式 ， 来化解面临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 而

且
，

一

党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化解金融全球化的威胁 。 文章通过对 ７ 个

东亚经济体 ，

１９９ ６ 年的 ６０７ 家公司 和 ２００８ 年的 ８５６ 家公司 的数据 ，
及马来西亚和韩 国 的案

例 ， 对文 中的假说进行了验证 。
？反过来 ， 民主是否促进金融发展也是

一

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

已有研究多认为民主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 但是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却是混杂的 。

Ｍ ｅｎａ ｌｄｏ ＆ Ｙｏｏ（
２ ０１ ５

） 考察了民 主 、 精英偏见与拉丁美洲的金融发展关系 。 他认为只有

吸引 中间投票者的 民主国家应该经历金融发展 。 因 为这些 民主国家在过渡后 ， 采用 了 自 己 的

宪法 ，
而不是继承了之前的独裁政体 。 作者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拉丁美洲 ， 从经验上验证了

这一理论 。 在拉美许多 国家的政体类型发生了循环变化 ，
金融结果出现了几次逆转和改善 。

文章在不 同层面中 ， 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文中 的观点 。 虽然大众民主普遍倾向于改革

金融体系 、 更多地参与银行体系 、 増加信贷供应和降低价格 ， 并扩大股票市场 ， 但具有精英

偏见的 民主国家却不是这样 。
？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是
一

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命题 。
Ｌａ ｉ（

２０ １４
） 探讨了产业政策与

伊斯兰金融的发展 ， 并将产业政策研究从实体经济扩展到金融服务业部门 。 他通过对马来西

亚的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研究 ， 分析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发展独立和具有 国 际竞争力 的金融部 门

来促进经济増长的 。 研究表明 ， 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在 国 内和国际层面的发展是政府对金融

部门采取产业政策的结果 。
？

此外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ａｍ ｅ Ｓ（

２ ０ １５
） 以匈牙利为案例 ， 探讨了金融民族主义及其国际推动因

素 。 匈牙利的维克托 ？ 奥尔宾和其中右翼的青民盟党
，
在 ２０ １０ 年 ４ 月 的议会选举中

，
赢得了

压倒性胜利 。

一个经济 自我管理的 民族一民粹主义平台运行 。 在其论文中
，
作者探讨了匈牙

利的金融 民族主义转向 ， 及其对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改变进程的压力所做的惊人的成功

抵抗 。 文章将金融 民族主义理论化
，
然后在匈牙利追溯其观念根基和 当代特征 。 他们认为

，

两个国际因素讽刺地使奥尔班将他的金融 民族主义思想从理论推 向实践 。

一

是国 际货币基金

①刘玮 、 邱晨曦 （
２ ０ １５

） ：
“

霸权利益与 囯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 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

政治逻辑
”

， 《 囯际政治研究》 ， 第 ３６ 卷第 ３ 期
， 第 ７８

－

９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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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１

组织和欧盟的政策 ， 首先促成了青民盟党的选举胜利 ， 然后使其很难限制奥尔班的权力 。
二

是国际债券市场的宽容行为 ， 特别是奥尔班的意愿和能力 ， 使用非正统的金融民族主义政策

来控制政府赤字和债务 。 这减少了 欧盟和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对匈牙利的杠杆 ， 并鼓励债券市

场忽视产生这些数字的令人讨厌的政治 。
？

同时 ，
也有

一些研究开始探讨中国 的金融发展政策 。 当人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时 ， 对凯恩

斯主义产生新的兴趣 。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 中 国 的反应是有效的凯恩斯反周期战略 ， 甚至是

无危机发展战略的典范 ， 也 出现了一些对中 国 的凯恩斯主义措施的批评声音 。 Ｊｉａｎｇ（
２０ １ ５

）

试图探寻 ， 中 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对凯恩斯主义 的反应程度如何 ， 什么因素决定 了凯恩斯政

策在设计和实施中 的中 国特征 ？ 文章指出 ， 中国在危机应对中 ， 遵循了 凯恩斯式的方法 ， 推

动了基础设施建设 、
ＧＤＰ 増长并创造了就业 。 然而 ， 中 国的凯恩斯主义是

一

个被庸俗化的版

本
，
是与发展型国家合并之后的结果

，
其宣扬大国家、 巨额赤字支 出

，
以及没有真正让消费

者或私营部门受益的社会化投资 。 该文还分析了 中 国的理念和制度政治 ， 如何削弱了凯恩斯

主义
， 加剧了社会经济问题 。 理念政治包括在危机开始时 ， 凯恩斯话语的主导地位 以及对短

期结果的痴迷 。 制度因素包括
“

烟花
”

式地方政府政治 ，
国家被 国有企业俘获 ，

以及没有适

当地对执行进行监督的集中的 中央分配性权力 。
？

七 、 能源与气候变化 的政治经济学

（

一

） 国际能源合作

多边能源机构是推动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政策协调 的重要力量 。
Ｗ

ｉ
ｌｓｏｎ（

２０１ ４
） 探讨了

多边组织和国际能源合作之间 的关系 ，
以及多边能源机构 的发展动力 。 作者认为 ， 能源的政

治经济特征 ， 即安全化及其带来的经济 民族主义 ， 能够解释为什么多边能源机构数 目不断激

増
，
却仍无法实现有效的能源合作 。 十个全球层面的多边能源机构都面临成员 国 、 设计和承

诺的 问题 。 能源的安全化导致政府更倾向于低成本的软法 ，
而不是去达成更加有效的硬法性

质的制度设计 。 能源的安全化限制了多边能源合作的发展 ， 意味着 目前加强多边合作机制的

努力很难成功＾ Ｍ ｅｃｋｌ ｉｎ
ｇ ｅｔ ａｌ ．（

２ ０１ ５
） 从国家资本主义视角 ， 解释了 中 国和印度 国家石油

公司 国际化的 国内根源 。 与 国家引导和市场主导 的 国际化模式不同 ， 作者提 出 ，
国家石油公

司
“

走出去
”

反映了一种混合的政府一公司 的竞合模式 。 例如
，
国家石油公司不断强化的企

业性质 、 利润导向 、 母国政府的部分支持与干预主义之间 的冲突与合作 。 作者认为 ，
虽然中

国和印度在政治体制上迥然不同 ， 但国企治理的事实上程序规则和行政能力 ，
比法律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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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的政治制度 ， 更能影响 国家与公司 的互动模式 。
？ 王铁军 （

２０ １５
） 对中俄双边能源合

作进行研究 ， 指出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体系认知和政府权力是解释俄罗斯对华能源合

作的两个中介变量 。 该研究通过梳理 １９ ９ １ 年至今
，
尤其是 ２ ００８ 年以来中俄合作的历程发现

，

当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满意时 ，
不论政府权力是否充沛 ，

其对华能源合作意愿都不强烈 ，
而

当其对国际地位不满且政府权力不足时 ， 即使有着强烈 的对华能源合作意愿 ， 实际结果也会

非常有限 。 而如果此时政府权力充沛则会大大提升对华油气合作的愿望 。
？

（ 二 ） 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过程 。
Ｂａｇｏ

ｚｚ
ｉ（

２０ １５
） 注意到气候变化谈

判的多面特性 。 国 际气候变化谈判 主要发生在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缔约方年会期

间 ，
目前几乎涉及到世界每

一

个国家 。 这样
一

个庞大而异质的 国家集团 ， 对气候变化谈判 的

复杂性有什么影响 ？
一

个更小 、 更同质性的 国家分类会产生更有效的谈判空 间吗 ？ 为了 回答

这些问题 ， 作者将潜在狄 氏配置分配 ， 应用于涵盖了 第 １６—第 １９ 届缔约方大会上 ，
国家代

表的正式发言的高层气候变化会议演讲的语料库 。 文章对语料库主题的分析表明 ， 气候变化

谈判的主要方面 ， 有利于发展 中 国家对合作的关切 。 尽管缩小至较小的核心 国家集 团谈判 ，

可能会减少这种差距 。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
无监督主题模型可以大大扩展 ， 我们对气候变化

谈判和国际合作的理解 。
？

全球气候变化规范会对不同 国家带来分配效应 。
Ｃ

ｉｐ
ｌｅｔ（

２０ １ ５
） 对国际气候变化政治的不

平等性和
一

致性进行反思 。 该文分析了 当代 国际气候变化条约是如何在低收入国家之间生成

的 。 这些条约大大削弱 了气候变化行动 的法律框架 ，
可能对最贫穷国家造成不平等的影响 。

这一案例表明 ，
国际合作理论没有充分解释 ， 低收入国家同意多边协议的过程 。 作者发展并

应用了新葛兰西协商同意框架 ， 揭示了促使低收入国家表态 同意的三个机制 ， 物质让步 、 规

范趋 同和结构调节 。 这种方法将 国际合作视为由 强国和弱 国与非 国家行为体协调 ， 共同组成

战略权力关系的过程 。 因此 ， 有助于弥合合作理论中普遍存在的行为体一结构鸿沟 ， 并揭示

国际治理中不平等的持久性 。
？

Ｈｏｃｈ ｓｔｅ ｔｌｅ ｒ ＆ Ｍ
ｉ
ｌｋｏｒｅ ｉｔ（

２０ １ ５
） 讨论了气候变化谈判 中新兴国家的责任问题 。 该研究指

出 ， 包括巴西 、 南非 、 印度和中 国在内 的
“

基础四 国
”

， 在全球气候谈判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 气候治理突出了负担分摊安排 ， 尽管收益
一

般是不可分割的公共物 品 ，
但要求各国

可能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来解决全球性 问题 。 该文分析了基础四 国的联合声 明 ，
及其对多边

气候谈判 的个人和集体意见 。 以确定他们对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
以及 自身在全球气候治

理面前 ， 应该承担的责任分担的理性主义和原则性论点 。 文章认为 ， 基础 四 国对 自身作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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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非常不清楚 ，
国家行动 比国际承诺更大 。

？

在区域气候变化治理方面 ， 于宏源 （
２０ １５ ） 考察了气候变化与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变

迁 。 他认为
，
随着气候变暖 、 北极海冰融化加速

，
北极区域的安全风险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

议题 。 气候变化对于北极的影响远不限于生态环境本身 ，
也对资源竞争和地缘政治等提出 了

新的挑战 ， 并对国际安全产生深层次影响 。 在生态环境方面 ， 气候变化对北极生态 系统造成

负面影响 ， 进而冲击全球生态系统稳定 。 在资源安全方面 ， 气候变化引发了北极资源开发热

潮 ， 在资源可持续发展 、 原住民保护和规则建设方面产生矛盾和竞争 。 在地缘政治方面 ， 气

候变化引发北冰洋海域的争夺和跨界冲突等 ， 将会改变北极地缘政治现状 。 气候变化不断推

动北极生态系统和政治经济地缘关系处于变化之中 ， 相关域内和域外国家仍将围绕环境保护 、

资源开发和地缘利益等进行合作与竞争 。
？

曹德军 （
２０ １ ５

） 对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 ， 进行了跨层次分析 。 他指出 ， 气候变化治理

是
一

种典型的
“

存量外部性
”

全球公共产 品 ， 多元主体往往引发
“

集体行动的 困境
”

。 欧盟

公共产品 的供给逻辑超越了传统的主权国家模式 ，
呈现出复杂的

“

多层治理
”

特性 。 它是超

国家 、 国家与次国家三层治理的有机整合 ，

一

度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 。 正是超国家、

国家与次国家的三层镶嵌 ， 欧盟气候治理网络才构成
一

个有机整体 ， 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凝聚

各方合力 的关键变量 。 根据制度型社会资本与关系 型社会资本的组合差异 ，
可以揭示 出欧盟

跨层治理的运作机理 。 欧盟气候治理的成功源于社会资本的跨层次整合 ， 欧盟与成员 国之间

构成
“

制度强连带
”

。 欧盟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构成
“

关系强连带
”

。 以及欧洲 国家与次国家

之间则构成
“

双重强约束
”

。
？

李慧明 （
２０ １ ５

） 提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 ，

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

素 。 该研究认为在碎片化时代 ，
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 品的特性 ， 其更

多地需要方向型 、 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 ， 即
一

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 国际气候制度而

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 。 当前 ， 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 ， 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 的绿色

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 。 同时 ， 中 国
一

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

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 。
④

王志芳 （
２０ １ ５

） 探讨了 中国建设
“
一带一路

”

面临的气候安全风险 。 他指 出气候变化可

能对中国 的
“
一带一路

”

战略倡议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 作为
“
一带一路

”

战略实施的重点

区域 ， 如东南亚、 南亚及中亚等地区存在着
一

系列气候安全风险 ， 如由 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

贫困加剧 、 移 民增加 、 社会动荡 、 跨界资源冲突 、 恐怖主义蔓延等 。 为保证该战略倡议的顺

利实施 ， 中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

一

是利用现有环境与气候合作机制 ， 协助提升沿线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 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批准中 国企业参与
“
一

带
一

路
”

项 目 的重

要原则 。 三是发挥融资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提高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 自觉性 。 四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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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不 同地区的 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 ， 制定灵活的战略实施方案 。
？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了气候变化对中 国 国家安全的影响 。 张海滨 （
２０ １５

） 从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视角
，
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中 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他认为

，
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

，
极端

气候事件增加 ， 如冰川融化、 海洋酸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 ， 进而对中国

的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 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 核安全和政治安全产生

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 海平面上升使中 国的部分陆地 ，
面临被淹没的现实威胁 。 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增多 ， 威胁 中国军队人员 、 装备和设施安全 ， 制约部队战斗力的形成和提高 。 气候变化危及

中 国的水资源安全、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
以及 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等等 。

气候变化对中国 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广泛的 ， 未来的影响将继续增大 。 因此
， 中 国不仅应

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还应该将其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

统筹规划 。 在现有的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机制体制基础上 ， 中国应牢 固树立气候变化事

关中国 国家安全的观念 ， 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应对气候变化 。 进
一

步加强军民间协作 ，

形成军民
一体的应对气候变化格局 。 高度重视中 国军队新军事变革 中的绿色低碳因 素 ，

着力

打造
一

支绿色低碳军队 。 加快气候变化立法进程 ， 尽快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 。
？

李志斐 （
２０ １５

） 研究了气候变化对中 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的影响 。 她提出气候变化已

经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的重要 因素 。 气候变化将加剧中 国周边地区的水资源短

缺性危机 ， 加速青藏高原冰川融化 ， 引发大规模的水环境移 民 ， 由此推动水资源 问题实现
“

安全化
”

。 同时将导致跨国界河流的径流量的年际和季节性变化增大 ， 加剧 国家之间的水资

源分配和供应的不稳定性 ， 进而诱发种族冲突和引发地区动荡 。 其次 ，

“

中 国水威胁论
”

会

被推波助澜 ， 破坏中 国的 国际形象 ， 误导周边 国家民众非客观地认知 中 国 。 对此 ， 中 国应充

分发挥负责任地区大国的作用 ， 以积极姿态携手周边 国家 ， 在气候合作框架下制定相应的对

策 。 加强对周边 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援助力度
，
帮助它们提升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应对能力

，

共同推动水资源安全的实现 。
？

、 国 际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

一

） 多边发展援助体系

冷战后的多边发展体系经历了兴衰起伏 。 孙伊然 （
２ ０ １５

） 从隐含的利益交换角度 ， 探讨

了 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 。 该研究认为 ，
国际发展进程始于霸权对欠发达国家的相关承诺及实

践 。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 ，
国际发展的兴衰起伏表明 ， 霸权对国 际发展的冷淡可谓

一

种常态 ，

相形之下 ，

二战期间 国际发展的启动与兴起才是特例 。 战后 ， 霸权对国 际发展进程的支持 ，

出现 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 ， 体现在贸易 、 援助 、 金融等多个议题领域 。 事实上 ， 霸权对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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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任何付出 ，
必以相应 回报为前提 。 霸权投身于 国际发展进程的 内在逻辑与深层理念是

一

以贯之的 ， 那就是根据欠发达国家的利益多寡或价值高低来决定其支持力度 。

“

利益交换
”

的逻辑
，

主导着国际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 。 霸权受利益驱使而支持国际发展
，
又在其认为利

益有 限甚至冲突的情形下削弱或放弃支持 ，
此即战后国际发展进程长期陷入低谷的主因 。 不

过
，

“

霸权主导型
”

国际发展范式的衰微并不意味着 国际发展本身再难有作为 。 世界政治经

济中 的某些迹象表明 ，
国际发展得以重振的契机或许正在孕育成型 。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发展议题的新进展 。 黄梅波 （
２０１ ５

） 探讨了
“

后 ２０ １５ 发展议

程
”

及中 国的应对 。 她指出 ， 千年发展 目标将于 ２０１５ 年到期 。 世界各国政府 、 研究机构 、 非政

府组织 ，
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 ， 均对

“

后 ２０ １５ 发展议程
”

展开激烈讨论 。 讨论

焦点集中在核心 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两方面 。

一

方面 ，
后 ２０１５ 发展 目标的设

定 ，
不可能完全脱离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 。 必须是在考虑千年发展 目标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 ，

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 兼顾各地区 、 各国的发展现实 ， 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 。 另
一

方面 ，

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
“

后 ２０ １５ 发展议程
”

推进和实现的重要支撑。 这要求从新千年 以来国

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进展中汲取经验 ， 加强合作 ，
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 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参

与到
“

后 ２０１５ 发展议程
”

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 。 充分利用
“

后 ２０ １５ 全球发展 目标
”

制定和全

球伙伴关系建立的契机 ，
积极主动把握全球发展的主导权 。

②

此外 ， 多边援助机构是 国际发展融资的重要主体 。 为什么有 的多边援助机构在很大程度

上沦为大国实现其利益的工具 ？ 而另
一些机构则保持了较高的相对 自 主性 ， 对庞殉 、 何泄焜

（
２０ １５

） 这
一

问题进行了研究 。 作者选取美洲开发银行 、 非洲 开发银行 、 亚洲 开发银行和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四个地区援助机构 。 考察并解释了美 国对这些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 的差异

及其原因 。 并根据委托一代理理论、 制度理论和政治联盟理论 ， 提出影响操控程度差异的 四

个解释因素 ， 即地区开发机构所属地缘区域和业务范围与美国利益的攸关性 、 美 国是否主导

机构创立 、 机构的决策权力分散程度和行政官僚机构复杂程度 ， 以及美 国在机构 中是否有足

够多的可靠盟友来建立获胜联盟 。
？

多边援助行为 的国 内政治根源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
ＭｃＬｅａｎ（

２０ １ ５
） 探讨了 国 内经济利益

对多边援助的影响 。 文章指出
，

已有关于对外援助的研究认为援助 国 国 内的经济团体
，
例如

出 口商应该反对多边援助 。 因为多边援助并不能够使得援助国严格进行援助绑定 ， 或者促进

国内经济利益 。 但是经济团体确实能够从
一些类型的多边援助中受益 。 这成为援助国政府通

过支持国际组织获益的动机 。 文章通过
“

蒙特利尔议定书
”

多边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援助

分配数据 ，
以及按商品划分的 国际贸易数据来检验提出 的观点 。 文章发现强有力 的经验支持

了
， 当捐助者的国 内经济集团可能从国 际环境组织的计划创造的机会中获益时 ， 捐助 国政府

会增加对这些组织 的援助分配的观点 。
？

①孙伊然 （ ２ ０ １ ５ ） ：
“

隐 含的利益交换 ： 囯 际发展兴衰的逻辑
”

， 《 外交评论 》 ， 第 ３２ 卷第 ３ 期
，

第
７２

－ １ ０３页 。

② 黄梅波 （ ２ ０ １ ５ ） ：
“‘

后 ２０ １ ５ 发展议程
’

与 中 囯 的应对
”

， 《 囯际政治研究 》 ， 第 ３６ 卷第 １ 期
，

第
９ １－ １ １２页 。

③ 庞殉 、 何植焜 （ ２ ０ １５ ） ：
“

霸权与制度 ： 美 囯如何操控地区开发银行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第 ９

期
， 第 ４ － ３０ 页 。

④Ｍ ｃＬｅａｎ
，Ｅ． Ｖ．（ ２ ０ １ ５ ）． Ｍｕ

ｌ
ｔｉ

ｌ
ａｔｅｒａ

ｌＡ ｉｄａｎｄＤ ｏｍ ｅ ｓｔｉ ｃＥ ｃｏ ｎｏｍｉｃＩｎｔ ｅｒｅ ｓ ｔｓ ．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ｏｒｇａ ｎｉｚａ ｔｉｏ ｎ

，６９

（
１
） ，９ ７

－ 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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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双边发展援助

双边援助 的 国 内 政治经济动 因 ，

一直是对外援助 的重要研究议题 。
Ｂｅｍｉｅｏ ＆ Ｌｅｂｌａｎｇ

（
２０１ ５

） 探讨了移 民与对外援助之间 的关联 。 他们指出 ， 当讨论移民 与对外发展援助的全球

分配之间的联系时 ，
居住在援助国 的受援国 的移 民人 口规模是决定援助承诺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两个互补性的假说证明了这种关系 。 首先 ， 援助 国利用外 国援助实现更广泛的移 民 目标 。 通

过推动移 民来源地区的发展 ， 降低 向援助 国移民 的需求 。 其次 ，
已经在援助 国生活 的移 民 ，

动员和游说该国向其家乡 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 。 通过收集 １９９ ３ 

—２００ ８ 年期 间 ，

２２ 个援助 国

和 １ ５０ 多个受援国组成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 其结论强烈支持了 以上结论 。
？

此外 ，

Ｓ ｔｅ ｉｎｗａｎｄ（
２０ １ ５

） 探讨了援助碎片化问题 。 指出援助 国的扩散和援助碎片化是 困

扰对外援助政策的
一

个重要问题 。 既有研究认为 ， 援助碎片化对援助效率具有消极影响 ，
而

且会破坏接受 国的制度 。 增加援助协调被认为是处理这一 问题的重要方法 。 但是既有实证研

究发现 ， 援助 国在援助协调方面的进展非常有 限 。 该文从区分对外援助中私人物品和公共物

品特性出发 ， 分析了援助国协调行动时的动机和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 。 文章引入了援助国领

导权的概念 ， 用以说明接受国和对外援助领导 国之间建立的排他性的长期绑定关系 ， 发现援

助领导权在长期内会衰落 。 文章通过合并空间 自 回归 （
ＳＡＲ

） 模型 、 非参数模型鉴别技术 ，

以及援助渠道数据对理论进行了检验 。 发现援助领导权的存在 ， 能够帮助其他援助国协调行

为 ， 从而降低援助的碎片化 。 援助领导权之下 的援助是
一

种私人物品 的逻辑 ， 是降低竞争和

碎片化的有效方式 。
？

对外援助对受援国 国 内政体的影响 ，

一

直受到研究发展 问题的学者 的关注 。 Ｇ ｌａｓｇｏｗ
＆

Ｇｏｌｄｅ ｒ （
２０ １ ５

） 从对外援助视角 ， 探讨了为什么 民主化带来增长 ，
而成为民主 国家后却没有

带来增长这一问题 。 在 民主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一个未解决的难题 ， 为什么一个国家在 民主化

的进程中会带来经济增长 ，
而成为了民 主国家之后却不再伴随经济增长 ？ 文章表明 ， 大量和

立即涌入的外 国援助进入新的 民主国家 ，
解释了 民主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 因此没有 民主或民

主化的 国 内政权特征似乎带来了增长 。 援助在解释民主化
一增长关系 中 的重要性 ，

表明 民 主

化不是在真空 中发生的 ，
不能单单从内部因素进行充分理解 。

③

作为新兴援助 国 的代表 ， 中 国 的对外援助行为正在成为新 的学术热点 问题 。 白 云真

（
２０１ ５

） 对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与中 国对外援助转型进行研究 。 提出 中 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与

战略规划 ， 需要服务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增长 、 政治 、 社会与道德 四大 目标 。 提出制定 中

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 、 确定中长期的沿线 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 、 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 目评

估 、 推进公私伙伴关系 、 提出
“

共同发展伙伴关系
”

倡议、 深化三方发展合作 ， 以全球视

①Ｂｅｒｍｅｏ
，Ｓ． Ｂ ． ＆Ｌｅｂ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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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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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Ｓｔ ｅ ｉｎｗａｎｄ
，Ｍ． Ｃ ． （ ２ ０ １５ ） ．Ｃｏ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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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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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ｅｍ ｏｃｒａｔ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Ｂｒｉ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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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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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 世界眼光来提高援助项 目 的有效性与质量等 ， 创新对外援助模式的路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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