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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下的抉择》

内容概要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有2大特点：
第一，主要借鉴和运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强调国际语国内的关联性。
第二，根据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特征，重点分析国内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以及国内政治行为体与社
会行为体的关系。
精彩节选：
假 设偏好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在现实主义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现实主义研究将国家看作是国
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关系就是国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过程。现实主义者都强调国家利益概念的
重要性，但是对国家利益的内容争辩不休，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内容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国家偏好的设
定过程。国家偏好或被界定为安全，或是财富、领土，或是人口、资源。这种假定大多源于学者对国
际关系历史的判断，也是最接近偏好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经济学中，消费者是最大化财富的，厂商
是最大化利润的。经济学家也就是利用这个基本假设来分析经济现象。但是，这种设定方法在国际关
系研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国际关系中存在比经济学研究更多种类的行为体，包罗个人、公司、
集团、国家、国际组织、跨国行为体等，这些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偏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即使是同类
的行为体其偏好也不一定相同；第二，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对行为体偏好作出明确的设定；第三，国际
关系研究的议题更加广泛，从贸易、货币到安全、军事，很难假定出国家的唯一偏好。19尽管学者们
对国家偏好假设的共识是如此之少，但是这种设定方法由于简单和利于研究，仍然被很多学者所采用
。
通过归纳法来设定行为体偏好也就是通过考察行为体的行动来确定其偏好。很多学者通过这种方法来
研究国家偏好形成，将国家的偏好看成是由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或是由精英理念所决定。这样通过
研究一国的认同、文化或共同信念，或是精英的战略思想来确定国家的目标。这种方法实际上接受了
显示偏好理论，认为可以从国家的行动中来界定国家偏好，莱克就认为“选择显示了偏好，因为我们
可以通过结果反向推导，结果实现和目标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因此这种方法也就存在前面所
提及的显示偏好理论的缺点，对实际偏好和选择结果之间没有进行很好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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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设偏好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在现实主义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现实主义研究将国家看作
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关系就是国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过程。现实主义者都强调国家利益概
念的重要性，但是对国家利益的内容争辩不休，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内容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国家偏好
的设定过程。国家偏好或被界定为安全，或是财富、领土，或是人口、资源。这种假定大多源于学者
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判断，也是最接近偏好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经济学中，消费者是最大化财富的，
厂商是最大化利润的。经济学家也就是利用这个基本假设来分析经济现象。但是，这种设定方法在国
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国际关系中存在比经济学研究更多种类的行为体，包罗个人、公
司、集团、国家、国际组织、跨国行为体等，这些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偏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即使是
同类的行为体其偏好也不一定相同；第二，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对行为体偏好作出明确的设定；第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更加广泛，从贸易、货币到安全、军事，很难假定出国家的唯一偏好。19尽管学
者们对国家偏好假设的共识是如此之少，但是这种设定方法由于简单和利于研究，仍然被很多学者所
采用。　　通过归纳法来设定行为体偏好也就是通过考察行为体的行动来确定其偏好。很多学者通过
这种方法来研究国家偏好形成，将国家的偏好看成是由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或是由精英理念所决定
。这样通过研究一国的认同、文化或共同信念，或是精英的战略思想来确定国家的目标。这种方法实
际上接受了显示偏好理论，认为可以从国家的行动中来界定国家偏好，莱克就认为“选择显示了偏好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结果反向推导，结果实现和目标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因此这种方法也就
存在前面所提及的显示偏好理论的缺点，对实际偏好和选择结果之间没有进行很好的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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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三星半|最近几年新出由博士论文改写的“红皮书”里相对好的一本，很典型的博士论文“倒漏斗
”结构
2、曲老师这本书主要解释的问题是面对东亚金融危机，韩国和马来西亚所选择的汇率制度为何如此
不同。不出意外，在研究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时无法忽略国家对经济政策选择的决定性作用。书中也格
外强调政府的发展战略，认为其与政策偏好联系紧密，甚至认为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不过是由政府所塑
造的。然而在考虑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区别时，政府合法性来源不同，政府受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同却仍
是解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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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出版信息：曲博：《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2．�本书主要解释的问题是面对东亚金融危机，韩国和马来西亚所选择的汇率制度为何如此不
同。不出意外，在研究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时无法忽略国家对经济政策选择的决定性作用。书中也格外
强调政府的发展战略，认为其与政策偏好联系紧密，甚至认为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不过是由政府所塑造
的。然而在考虑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区别时，政府合法性来源不同，政府受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同却仍是
解释的重要原因。3．�关于东亚金融危机，书中提出并试图解决如下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1）为什
么在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愿意采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2）
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韩国选择了接受IMF的援助计划，而采用了浮动汇率制？（3）为什么马
来西亚选择了资本控制和固定汇率制？（第8页）4．�本书的主要观点：通过分析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政
府应对政策的选择，本书提出了下述主要观点：第一，提出了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对外经济政策
选择的修正模型，认为建立在西方民主国家经验现实基础上的对外经济政策分析（end of p.29）模式应
用于东亚分析存在局限性。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民主选举、代议制以及利益集团的表达和参与政策制
定途径都仍不完善，国家力量主导政策选择，并决定社会经济行为体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因此，对
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而言，政府的政策偏好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社会经济行为体的选择与分化
不能依赖要素的流动性来确定，因为社会行为体的结构及其政策偏好是由政府所创建的，所以，需要
通过对政府发展战略的考察，来确定社会行为体及其政策偏好。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之间是一种
策略性联盟关系。外部的国际力量打破这种策略性联盟，并促使国家发生制度变革的能力并不如设想
的那么强。第二，提出了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汇率政策偏好形成的新视角。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般是通过选举制度、政府承诺或货币制度功能来确定政府的汇率政策偏好，本书则是通过政府为了
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政策组合来研究政府汇率偏好的形成。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而言，促进其实现高
速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政府的汇率政策偏好。第三，在对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政策选择分析中，
作者认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削弱了政府干预性经济政策组合的能力，从而降低了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
意愿。而对马来西亚而言，政府干预性政策仍然是其维持统治的关键，所以政府选择固定汇率的偏好
并没有改变。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观点能够深化对东亚政治经济的理解，为深入分析全球经济与国家
之间关系、国际压力条件下国内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以及世界经济开放程度等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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