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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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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际体系结构特征对国家间利益分配和国家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在单极世界中, 参与国的参与剩

余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国家极;两极体系将导致利益反向再分配, 即国家极的主导者剩余将作为租金转移

给其他参与国家; 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和经济地理邻近构成了国际政治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 它们决定了

国家间政治结盟的基本分布特征。 /中心 ) 边缘0命题中存在的边缘地区发展陷阱以及战后日本发展等理论

和现实问题, 都可以用不同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国家间博弈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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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是国际政

治与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意在通过博

弈论方法为此建立一个标准的模型分析框架, 并

基于该框架对理论与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解

释¹。国际关系主流观点认为, 国际体系实质上

就是国际政治体系,它由国家行为体组成,主要指

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由多边和双边国

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按照博

弈论的标准术语, 我们可以将国际体系下利益关

联国家的交互策略行为称为国际政治博弈º, 国

际体系下的国家行为体被称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参

与者。

  
¹在国家理论的经济学研究中, 不少学者已经就本文分析框架内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类似的讨论, 参见 A les ina and Spolaore

( 2003 )
[ 1]
, Bolton and Roland( 1997)

[ 2]
, A lesina et a.l ( 2005)

[ 3]
等。

º虽然国际政治博弈中最常见的是利益冲突的博弈,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仍然无法排除共容利益的存在,因此这里采用 /利益关
联 0而不是 /利益冲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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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分析, 下面给出本文的几个研究前提。

首先, 由于国家之间的交互策略行为具有多种形

态,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以国家之间的 /结盟 0为

线索对不同国际政治结构下的国家行为、利益分

配 (寻租 )进行分析。当然, 这也意味着本文是在

承认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前提下研究国家行为,而

非对国际政治结构本身的形成和动态演变过程进

行研究;从博弈论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本文是在

给定的宏观架构内研究微观个体行为。另外,本

文只考虑国际政治体系的几种典型结构: (无极 )

无政府体系、单极霸权世界和两 (多 )极世界体系。

如果将此与同样建立在博弈论之上的产业组织理

论进行类比, 我们可以发现无极无政府体系对应

于自由市场、单极霸权体系对应于垄断市场结构、

两极体系对应于寡头市场结构, 多极体系对应于

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

事实上本文只需考虑单极世界和两极世界这两种

最基本的形态,因为其他结构都可以从这两个结

构中得到延伸。最后,本文忽略 /国际制度 0的存

在,或者将其理解为国家行动的内生结果, 即微观

行为基础决定的宏观架构。当然, 这样的假设并

不意味着本文对国际制度重要性的否定, 其目的

仅仅是为了达到 /研究的经济性0。本文认为,在

霸权衰落之后,由不同国家通过讨价还价, 公共选

择产生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则对维护世界秩序

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制度本身是一种由竞争导

致的合作结果,它可以通过理性预期机制等引导

和约束国家行为。

  二、国际政治博弈的理论模型

  国家之间的结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政

治活动之一,不同国家可以在众多领域,通过多种

方式进行结盟,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国家俱乐部。

联合国是当前最大的全球综合性国家俱乐部,而

区域性的国家俱乐部 (如欧盟 )、以经济为主的各

类贸易协定 (如 WTO )、各类国际司法协议等更是

普遍存在。本文先以单极世界 (垄断政治结构 )为

切入点建立模型,然后从单极世界过渡到多极世界¹。

1. 单极体系下的国家行为与利益分配

假设国际政治博弈中存在 N个国家 (参与

者 ) ,在单极霸权体系下, 唯一的国家极 A (主导

者 )对国家俱乐部的会员吸纳、资格标准确立具有

垄断权力。当国家俱乐部 A(以国家极命名 )的规

模为 YI [ 0, N]时,国家 A所获得的支付为 Rp ( Y),

本文假设该支付函数满足稻田性质: R
c
p ( Y ) > 0,

且 R
d
p (Y) < 0,为了便于论述,再令 y= Y /NI [ 0, 1]。

上述假设的含义非常直观, 即 A国从国家俱乐部

中获得的收益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呈正相关, 以

自由贸易协定为例, 国家数目的增加意味着市场

的扩大; 但是, 俱乐部的规模扩大并不是无成本

的, 随着俱乐部规模的扩大, 俱乐部成员之间的协

调成本将变大, 因此, 支付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

它是对 A国边际收益的一个惩罚,即边际收益递

减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会员国的综合实力, 即

国家俱乐部的 /质量 0对 R p来说更为重要,但对于

本文的研究来说, 以国家数目来简单代表这些变

量已经足够。

现在,我们对国家行为进行分析。如果国家 i

要加入国家俱乐部 A, 当不存在寻租 (此处并不单

指国家极利用权力寻租,后文对此有详细说明 )的

情况下,国家 i加入该俱乐部的支付为

R i ( Y ) = P+ By- C i ( 1)

式 ( 1)中, P代表俱乐部主导国家给 i带来的

收益,它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无关, 称为直接收

益; By代表的是国家俱乐部规模给国家 i带来的

收益,称为规模收益,而 C i则是国家 i加入国家俱

乐部的直接成本 (暂时设为常数 )»。

另外,我们还需要假设国家 i不选择加入国家

俱乐部的保有支付为 R
)
。当国家极 A不对参与国

  
¹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文模型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很多古典经济学家 (如古诺 ) ,此处的核心工作是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构

建适合国际政治背景的分析模型。

º虽然在经济博弈理论中,稻田条件 ( Inad a cond itions)是最常用的标准假设,但此处的二阶导数假设对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影响。可

是,如果要研究国际政治结构的动态特征,这样的假设是必要的,因此,本文保留该假设。

»对规模收益和直接成本的不同设定都可以作为模型扩展的突破口:式 ( 1 )将规模收益设定为一次线性,但如果我们将规模收益视

为网络效应,那么在不同的函数设定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研究政治结盟的动态规模与路径特征,当然,这暂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另

外一方面,在本文的空间扩展部分可以看到,对直接成本设定的扩展可以得到更符合现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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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寻租,国家 i选择加入俱乐部的参与条件是:

R i (Y ) E R) 。然而, 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中, 由于

国家 A具有垄断权力, 在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他

会利用这种垄断权力进行寻租, 假设国家 A向国

家 i收取租金 ME 0,则国家 i的参与条件将变成

R i (Y ) - ME R
)

( 2)

与此同时, 国家 A是否接受国家 i加入国家

俱乐部的决策标准是最大化其收益, 即其目标函

数为

max {Rp ( Y) ; R p ( Y+ 1) + M } ( 3)

结合国家 i的参与条件 ( 2)和国家 A的决策

目标 ( 3) ,我们可以得到垄断国际政治市场结构下

国家 A收取的最大垄断租金

M
)

= R i (Y ) - R
)

( 4)

式 ( 4)说明在单极霸权体系下, 国家极 A的

垄断租金等于国家 i的 /参与者剩余 0。这里,参

与者剩余与经济学中的 /消费者剩余 0是类似的,

它是国家 i加入国家俱乐部所获得的总收益

( P+ By)超过总成本部分 (包括 C i和机会成本 R
)
)

的净收益。 ( 4)式显示了参与国的这种 /参与者剩余0

将被作为垄断租金全部转移给国家极 (主导者 ) A。

2. 两极体系下的国家行为与利益分配

在单极霸权体系下, 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可

以通过垄断权力寻求租金最大化, 从而使得其他

国家的参与剩余发生转移。在多极体系下, 这种

情况将发生改变。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类似,多

极体系可以通过对两极体系的线性城市模型进行

扩展得到, 比如, 经典的 Sa lop( 1979)圆形城市模

型 [ 4 ]。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双寡头国际政治体系

下的国家行为。

首先假设除了国家极 A之外, 还存在另外一

个国家极 B, 并且假设国家极 B主导的国家俱乐

部规模为 X,国家俱乐部 A与 B之间存在竞争关

系¹。此时国家 i加入俱乐部 A的参与条件不仅

需要满足 ( 2) ,同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R i (Y ) - M
a
E R i ( X) - M

b
( 5)

当 ( 5)取 / = 0时,国家 i选择加入俱乐部 A与

B是无差异的, 将 ( 1)式代入 ( 5)式的无差异式, 可

以得到:

M
a
- M

b
= ( P

a
- P

b
) + B( y- x) ( 6)

从上式可以看出, 在国家 i的选择均衡状态

下, 国家极收取的租金差异 (M
a
- M

b
)与国家俱乐

部的规模差异 ( y- x)成正比,国家俱乐部的相对

规模越大,意味着主导国家可以收取的租金也相

对越多。这一点正是规模效应带来的主导国家权

力收益。以上是基于国家 i的选择分析, ( 5)式是

国家 i的一般参与条件。当国家俱乐部之间存在

针锋相对的竞争时, 条件 ( 5)将得到松弛,下面将

讨论一种特殊的情形对此进行说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实力竞

争并不是针锋相对的, 往往表现为一种强弱互现

的特征,但是为了刻画寡头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

特征,本文构造如下环境:在国家 i作出选择之前,

国家俱乐部 A与 B完全相同, 即 X = Y, 这将导致

R
a
p = R

b
p,再假设不存在寻租时,国家 i参与俱乐部

A与 B直接收益是相同的, 即 P
a
= P

b
, 这意味着

R i ( Y ) = R i ( X )。

因此,当国家俱乐部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 以

上假设说明了国家 i的选择将决定国家俱乐部之

间的竞争格局,本文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国家 i掌握

/关键投票 0 º。在这些假设下, 我们可以看到

( 5)将退化为

- M
aE - M

b
( 7)

考虑国家 A与 B的决策: 在单极国际政治体

系下,他们只需要考虑国家 i的参与条件 ( 2) , 并

在此约束下最大化其自身目标函数 ( 3); 然而在两

极国际体系下,由竞争带来的约束 ( 7) (即 ( 5) )也

将成为他们的最优化约束 (本文将此称为 /竞争约

束0 )。这样,在两极国际体系下,我们可以得到主

导国家租金 /收取0的最优均衡解为:

M
)
( = - M

a
) = R p (Y + 1) - Rp ( Y ) ( 8)

与 ( 4)式对比,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 主导

  
¹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国家俱乐部 A与 B之间是合作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一个国家俱乐部。

º事实上, 2008年 8月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发行了一部名为5关键投票 6 ( Sw ing Vote)的电影,暂且不对该电影作价值方面的判断,
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本文所假设的这种政治博弈情景,其结果可以帮助理解本文的结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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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收取 0的租金发生了符号改变, 这意味着租金

的流向发生了改变,从霸权寻租变成了参与者寻

租,因此,竞争的引入导致了政治市场权力与利益

的再分配。另外,分析式 ( 8)可以发现, M
)
事实上

是国家俱乐部的 /主导者剩余0,它与经济学中的

/生产者剩余0是类似的, 即国家俱乐部主导国家

从结盟中获取的净收益。在关键投票的情况下,

主导者剩余将因竞争约束而从主导国转至给参

与国。

3. 点模型的空间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本文假设所有的国家 (除国家

极 A和 B)都是同质的, 即这些国家具有相同的成

本与收益函数。然而在现实中, 这样的假设并不

成立, 不同国家之间会因为文化和政治理念等存

在巨大差异,即参与国是异质的。基于此, 我们有

必要用异质性参与者代替代表性参与者, 为了表

征这种差异性,本文将在上面的分析基础之上对

其进行空间扩展。熟悉古诺模型的读者会发现,

本部分的模型实际上是经典的标准古诺空间

模型。

首先,本文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均匀地分布在

[ 0, 1]区间内, [ 0, 1]区间上的不同点代表了不同

的国家 (注意,这与第一部分的假设 y= Y /NI [ 0, 1]

是一致的 ); 另外,国家极 A和 B分别位于 [ 0, 1]

区间的两端,即国家 A处于端点 0, 而国家 B处于

端点 1。

为了表示参与国之间的异质性, 下面我们将

放松国家 i加入国家俱乐部的直接成本 C i是固定

的假设,即:如果国家 i在 [ 0, 1]区间上的坐标为

y,它加入国家俱乐部 A的直接成本为 ty
2
, 加入国

家俱乐部 B的直接成本为 t( 1 - y )
2
, 且有 t< B。

读者可以发现,该假设是标准的, 这意味着, 当国

家 i与国家极 A越相似, 它加入该国家俱乐部的

直接成本越小, 而其加入国家俱乐部 B的直接成

本越大。现在,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理解为具有

相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国家结盟的成本低于

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国家结盟。将上述直

接成本函数代入 ( 5)式,并取无差异均衡 (即 / = 0 )

可以得到:

(P
a
+ By- ty

2
) -M

a
= (P

b
+ B(1- y) - t(1- y)

2
)-M

b

求解上式可以得到边际参与国 y
*
的坐标:

y
*
= (1/2)- 1(P

a
-M

a
)- (P

b
-M

b
)2/2(B- t) (9)

所以,此时选择加入国家俱乐部 A与 B的国

家数目分别是:

Y= NQ
y*

0 dx= N y
*
; X= NQ

1

y* dx= N ( 1- y
*
)

图 1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表达式的含义,

在异质性成本的作用下, 不同国家对国家俱乐部

的选择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极可收取的租金差异

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差异 (公式 ( 6) ) ,相反,此时

它们的选择具有基本倾向, 即式 ( 9)中的第一项

1 /2。

事实上, 1 /2是一个标准的临界点, 当国家极

收取的净租金相同或者为零, 即 ( P
a
- M

a
) =

( P
b
- M

b
), 边际参与国的坐标正好是 1 /2。联系

第二部分的公式 ( 6) , 此时有 y= x= 1- y= 1 /2。

因此, 差异化成本决定了国家行为选择 (结盟 )具

有内在的基本倾向, 这种倾向决定了国家俱乐部

成员的基本构成; 同时这也意味着端点国家之间

存在的内在矛盾,比如 /文明的冲突0。

图 1  寡头政治市场结构的空间模型

在上述分析基础之上, 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

到关键投票的作用机制。第二部分本文直接假设

R
a
p = R

b
p,而上面的分析证明了该假设,在无寻租状

态下,具有差异化加入成本的临界国坐标为 1 /2,

此时国家极 A与 B的支付都是 Rp ( N /2)。在这

种 /均势0状态下,国家俱乐部可动用的 /调节0工

具只能是 ( 9)式的第二项,即收取的净租金, 当国

家极 A (主导国 )收取的租金越少, 或者转移给参

与国的 /剩余0越多,则临界国家坐标越向右移, 国

家俱乐部 A的规模越大。

与第二部分的分析不同, 此处我们能够看到

潜在 /可调节 0国家的分布: 国家俱乐部能争取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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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围绕 1 /2的 /中间地带 0国家, 这些国家会

根据租金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国家俱乐部¹。如果

简单地将 [ 0, 1]区间进行划分,我们能够得到三段

两种类型的国家分布: 与 0和 1端点紧密相连的

国家群,它们构成国家俱乐部的 /基本盘 0; 与 1 /2

紧密相连的国家群,它们构成国家俱乐部的 /调节

盘 0, 或者采用竞选理论术语, 将其称为 /中间

选民0。

  三、对模型的讨论和应用分析

  从理论模型可以看出, 不同国际体系结构下

的国家行为与利益分配是不同的, 并且根据空间

模型的扩展, 可以得到结盟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

特征。下面,将基于这些结论对政治学中的一些

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1. 霸权世界的财富两极分化

从单极世界模型可以看出, 只有当国家俱乐

部的主导国和潜在参与国结盟的支付都大于不结

盟时的支付,结盟才有可能实施。理论上, 结盟意

味着一种双赢的状态,即主导国和参与国在政治

行动中都得到了好处,用经济学术语来表示, 结盟

行动对于双方都是帕累托有效的。然而, 当主导

国使用它的垄断霸权时,模型显示参与国的行动

收益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主导国, 即垄断权力

扭曲了双方的利益分配,从而使得双方更接近于

/一赢一平, 赢者通吃 0的状态。更重要的是, 该结

论的得到并没有考虑武力威慑在利益获取方面的

影响, 因此, 即使在所谓 /国际关系民主化0的时

代,这种利益扭曲也是存在的。

以上结论有利于我们理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

经典命题: /中心 ) 边缘 0的财富两极分化。沃勒

斯坦认为, 剩余价值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分配是

不公平的、倾斜的, 具有向心性, 从而导致中心的

剩余价值积累速度要快于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积

累,剩余价值向心性的程度依赖于中心区域对技

术、资本和贸易等要素的控制 (沃勒斯坦,

2000) [ 5]。本文的结论可以作为这种财富两极分

化的另外一种解释。首先, 中心区域对技术、资本

和贸易等要素的控制体现了垄断权力的存在, 而

这种垄断权力在经过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讨价还价

之后将转变为垄断租金, 如沃勒斯坦分析中的剩

余价值。但是本文的结论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

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种垄断租金的收取是双方都

同意的,并且是经过理性计算的。这就意味着 /中

心 ) 边缘 0体系存在着内在的发展困境, 边缘国家

试图通过与中心区域的各种结盟方式获得发展机

会, 而中心区域也试图通过这种结盟最大化自己

的收益,虽然两者的一致行动将使得全局的收益

增加,但垄断权力的介入却使得分配机制发生扭

曲, 造成了财富差距的扩大。因此,虽然都是基于

主体行为的自主优化选择, 但垄断权力的存在会

造成边缘地区的 /发展陷阱0。

2.空间扩展来源 ) ) ) 意识形态、文明与经济

地理

空间扩展的关键在于直接成本函数的设定。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 这种差异化的直接成本被视

为交易成本,如运输费用。但是,在国际政治博弈

中, 将其看作运输成本显然不合适,那么这种 /国

际政治交易成本 0究竟是什么? 空间一词似乎很

具迷惑性,它让人容易联想到 /地缘0,但是考察人

类历史可以发现, 地理版图上的邻近往往不是结

盟的催化剂,相反, 它却经常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导

火索。因此, 地缘因素并不是这种政治交易成本

的直接来源。本文认为,不管是国际政治还是国

内政治,意识形态、文明、/主义 0等政治理念与文

化的差异才是政治交易成本异质的根本所在。历

史上,美苏争霸是在意识形态旗帜下的两大阵营

较量,而当人类进入 21世纪, 亨廷顿 ( 2002, 第 5

页 )提出的 /文明的冲突 0更是这种交易成本存在

的最时尚表达,他写道 [ 6] :

/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 从一个文明转变

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成功; 各国围绕着他

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

归属。0

  
¹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中间地带国家并不会像模型所显示的那样相机选择结盟行动。因为在国际体系的动态演进过程中,

国家 /信誉 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缺乏信誉的国家,国际社会或者国家联盟往往会采取集体制裁措施增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失信
成本,这是国际体系维系与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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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文明才是人类最后的部落,国家之间结

盟的政治交易成本将随着文明类同程度的提高而

降低, 而文明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结盟的政治交

易成本将越大。不同国家将围绕共同的文明建立

特殊的国家俱乐部 ) ) ) 文明圈, 这正是本文空间

模型的基本结论之一。

下面,我们再回到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政治

交易成本的其他来源。除文明之外, 本文认为经

济地理的远近当属最重要的政治交易成本来源,

东北亚地区的国家间经济与政治博弈为此提供了

一个现实例证 [ 7]。我们知道, 在全球化的劳动分

工体系下,全球经济呈现块状分布, 不同经济体通

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专业化生产, 并经由贸

易途径与其他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形成

了一张以生产贸易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版图。这

样, 当两个经济体在经济版图上越邻近 ) ) ) 即存

在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他们就越有动机在政治上

保持合作,因为他们一旦在政治上有所冲突, 带来

的经济损失也将相对越多。所以, 经济地理上的

远近将决定 /政治交易成本 0的大小。当然,这种

来源于经济地理的交易成本与来源于文明的交易

成本是不一样的, 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相反,

其核心机制在于将经济利益作为政治合作的

抵押。

3. 占领政策嬗变与战后日本发展

下面以战后日本发展为例给出本文的一个现

实应用。历史上, 美苏争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

极模型的最佳现实版本。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对

日实行占领政策,同时日本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

台,实质上是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中间地带国家,考

察美国在战后对日政策的多次改变, 我们可以发

现国际体系转变对国家行为影响的重要现实证

据。最初,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基调是惩罚性的,

其目的是全面粉碎日本的战争能力, 将日本经济

的未来束缚在第三流国家的行列, 使得日本达到

/去军事化 0状态。然而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特

别是美苏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

两极对垒的国际局势迫使美国不得不转变其对日

占领政策, 由之前的 /削弱政策 0改为 /缓和的与

温情脉脉的东西 0 (小林义雄, 1985) [ 8 ]。美国政

策之所以有这种改变是因为美国要在东亚乃至全

球对抗社会主义阵营, 它必须在东亚地区争取和

培育足够实力的盟友,就这样, 美日之间达成了亲

密的 /主从关系 0 [ 9 ]。因此,在两极世界体系下,

美国理性地给予日本 /租金 0或者说援助,而这些

援助很快使得日本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可以说,

日本的战后发展得益于两极体系下的美苏争霸。

对于该结论,日本学者高桥龟吉 ( 1984)有过论述,

他认为战后日本的发展是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结

果, 但其成功的 /首要的根本原因 0是外因, 即美国

占领政策的改变,他指出, /由于美苏矛盾激化, 美

国政策才发生了变化 0 [ 10 ]。直到战后 20年, 美

国对日本的这种 /租金转移0才再一次受到国际体

系结构的改变而终止,而此时, 日本经济已经走上

了腾飞之路。 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1971年

的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大门, 再到

1972年5中美联合公报 6的发布,彻底改变了原来

的两极格局。对于美日关系来说, 这种结构的再

度改变直接意味着 /租金转移0的改变, 有日本学

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饭田经夫等, 1986) : /日本在

战后二十年枕惯了美国的温室 0, 这种体系转变引

起的美国政策变革让日本必须 /直接面对国际社

会的寒风 0。[ 11]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理论模型部分, 本文以国际体系为背景展开

论述,但是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并不依赖于该背

景。下面,笔者给出更一般性的结论: 政治结构将

通过不同政治行为体的自主选择行为影响利益分

配, 如果将政治行为体分为两类,主导者 (如国家

极 )和参与者 (其他结盟国家 ), 那么 ( 1)在垄断政

治结构下,即主导者具有绝对垄断权, 那么这种垄

断权力引发的寻租行为将扭曲利益分配, 使得参

与者的参与者剩余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主导者;

该结论为思考 /中心 ) 边缘0格局下的财富分化提

供了新的视角, 也暗示了该格局下的边缘地区发

展陷阱。 ( 2)主导者竞争的引入将导致利益发生

逆向分配,以双寡头政治博弈为例,由于存在竞争

约束,作为寡头的主导者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不得不将属于自己的主导者剩余作为竞争租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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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给参与者, 这一点在关键投票情形表现得淋漓

尽致。该结论对于解释战后日本的崛起提供了一

个不同的理论视角。 ( 3)政治结盟具有内在的分

布特征:基本面 +可调节面,该结论与竞争选举理

论是一致的; 而这种分布特征的源起则是由于政

治交易成本的存在,即意识形态差异、文明的冲突

以及经济地理的远近,这三点构成了本文空间模

型的基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只是在给定政

治市场结构下研究政治行为体的行为, 即宏观架

构如何影响微观行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本文

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扩展, 从而研究国际体系

结构或政治结构本身的动态变迁过程, 即微观主

体行为如何决定宏观架构, 这一点在行文中已经

略有说明。比如,在单极世界模型部分,我们可以

考虑租金的动态优化检验霸权稳定论, 此逻辑与

奥尔森 ( 2005)是一致的,他认为, 租金的动态优化

问题将直接导致霸权的兴衰 [ 12 ]。另外,本文的一

个前提是政治行为体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现实世

界并不存在这种理想状态,比如, 在国际体系中往

往伴有武力威慑,武力的存在会不会改变本文的

结论, 以及在动态模型中如何影响利益分配等都

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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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te 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w ill influence the behaviors o f states and the distr ibution o f bene fits. Theo re tica lm ode l

show ed that in themonopo lized inte rnational system, the partic ipa tion surplus o f participants would serve as the rents o fm onopo ly

pow er. H ow ever, when in the o ligarch ic internationa l system, d istr ibution o f bene fits is reversed, that is, the leaders 'surp lus o f

po litica l o liga rchy w ill transfer to the partic ipan ts. Ideolog ica l conflict, c lash o f c iv ilizations, econom ic geog raph ic prox im ity are

the three m ain sources o f po litica l transac tiona l cost, by inco rporated them in the ex tended spatialm ode ,l basic d istr ibu tion of po2

litica l alliance is show n. Based on these conc lusions, the deve lopm ent trap o f develop ing countries in the proposition of " cen ter-

per iphery " and Japan s' postw ar deve lopm ent is reinterpreted and d iscussed.

K eyW ords: interna tiona l system struc ture; sta te behav ior; rents; surplus; d istribution of bene fits; po litical transactional cost;

post- w ar deve lopm ent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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