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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

第一，抽象性。基于国别研究的具体现象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概括和抽象，使之成为

跨国别和跨领域交流与探讨的基础要素，成为学术有效积累的前提条件，但要避免

简单套用西方词汇。

第二，结构性。国别研究要在结构化的基础上进行分工与合作，从而在改变目前国别

研究肤浅而驳杂的不利局面，形成兼顾深度与广度的合理格局。

第三，务实性。对象国研究的领域相当广阔，但在方向选择上，还是以契合时代需要

的务实研究最为合理，有必要挖掘学术兴趣背后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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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结构示意图



什么是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是指：一组由各类政治的和非政

治的影响因素共同构成的、有可能直接

影响国家核心政治权力集团的基本立场

与行为偏好、并会对国家权力运作特别

是重大方针政策产生制约和引导作用的

要素集合。

第一，政治环境是以国家权力运作为参照

对象的有限集合。

第二，政治环境是各类影响因素集合交叠

形成的多元集合。

第三，政治环境是始终处于发展与变化过

程中的稳定集合。



以政治权力集团博弈为观察视角

政治环境具有相当复杂的多面性特征。这就使得观察视角的选择相当重要，否则就有可能

面临管中窥豹难题，尽管准确反映了某一方面的特征和规律，但却无法对政治环境形成

客观的全面评价。

有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以政治权力集团为观察视角。理由是，作为政治环境诸要素影响国

家权力运行的关键载体，政治权力集团尤其是核心权力集团的行动选择与诉求分歧，将

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展现政治环境诸要素的内在特征、相互关系与变化规律，从而为全面

评估政治环境提供有效切入点。



什么是政治权力集团

“政治权力集团”，是指由多元身份认同相似的社会公众组成的、拥有政治自觉意识、并

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有组织的参与政治权力博弈以实现其利益诉求的社会聚合体。

1、社会公众的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多元标识序列组

2、社会聚合体是多元身份认同相似的社会公众组成的松散群体

3、政治权力集团需要满足组织、话语、资金三大要件

常见类型

1、军人集团

2、技术官僚集团

3、城市中产阶级

4、商人群体

5、宗教群体



政治环境指标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开放性与稳定性

开放性，是衡量对象国在基本国策上对外开放的偏好程度。其中，

（1）开放性高是指对象国在道路选择上主张对外开放，并且执行中不存在例外安排；

（2）开放性较高是指对象国在道路选择上主张对外开放，但执行中存在针对性的例外

安排；

（3）开放性较低是指对象国在道路选择上倾向于保守，但执行中存在对外开放安排；

（4）开放性低是指对象国在道路选择上倾向于保守，并且执行中严守对外合作壁垒。



稳定性，是衡量对象国坚持重大国策尤其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与能力。其中，

（1）稳定性高是指对象国政治权力集团拥有长期发展共识，国内领导权变动不会影响既定

国策，有助于建设的持续稳步推进；

（2）稳定性较高是指对象国政治权力集团拥有长期发展共识，但短期目标存在一定分歧，

国内领导权变动有可能引起既定国策的实施方案调整，从而使得建设有可能在稳步推进

的总体态势下出现短暂徘徊；

（3）稳定性较低是指对象国政治权力集团拥有长期发展共识，但短期目标存在严重分歧，

国内领导权变动很可能引起既定国策实施方案的修订或重制，从而使得建设很可能经常

性地出现停顿甚至反复；

（4）稳定性低是指对象国政治权力集团缺乏发展共识，国内领导权变动很可能导致既定国

策的自我否定，从而使得建设无所适从，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发展动力。



开放性与稳定性的分析框架

国家发展模式是指一国
政治权力主导集团在特定历
史传统、文化习俗、社会结
构、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下，
基于本国民众普遍社会经济
发展诉求，经由各方利益集
团反复博弈产生的，以“政
治体制—经济道路”互动关
系为核心架构的一整套制度、
观念与策略的有机组合。



政治环境指标

（二）政治·权力结构的协调性与有效性

“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推进，要求各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唯有切实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方能满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的发展需要。

但是，任何事关体制机制的改革，都将或多或少的引起既得利益分配体系的调整甚至结构

性调整，从而引发对象国政治权力集团对“权力—利益”的反复博弈。

这就意味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象国政治主导集团

推进改革的决心与贯彻决议的能力。



协调性，是衡量对象国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对国内利益分歧的协调能力。

（1）协调性高是指对象国能在存量改革条件下达成体制机制的改革共识，并且改革

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无需回避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

（2）协调性较高是指对象国能在存量改革条件下达成体制机制的改革共识，但是改

革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必须回避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

（3）协调性较低是指对象国仅在增量改革条件下才能达成体制机制的改革共识，但

是改革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无需保证既得利益集团的有利地位；

（4）协调性低是指对象国仅在增量改革条件下才可能达成体制机制的改革共识，并

且改革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必须保证既得利益集团的有利地位。



有效性，是衡量对象国将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加以贯彻落实的执行能力。

（1）有效性高是指对象国拥有完善的监督激励机制与法治意识，体制机制改革方案

能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并能有效防范舞弊现象；

（2）有效性较高是指对象国拥有一定的监督激励机制与法治意识，体制机制改革方

案多数都能得到贯彻落实，但是存在少量舞弊现象；

（3）有效性较低是指对象国拥有一定的监督激励机制，但是缺乏法治意识，体制机

制改革方案很多都得不到贯彻落实，并且存在大量舞弊现象；

（4）有效性低是指对象国缺乏必要的监督激励机制与法治意识，体制机制改革方案

基本得不到贯彻落实，并且存在常态化的舞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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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结构的动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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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性 有效性

单极自律 高 较低

寡头自律 较低 较低

单极多元 高 高

无序多元 低 低

衡平多元 低 较高

政治权力结构的类型与特征



政治环境指标

（三）外交·地缘博弈的自主性

自主性，是衡量对象国在制定“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决策尤其是战略决策过程中受

到大国博弈影响的程度。其中，

（1）自主性高是指对象国完全免疫不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大国博弈影响；

（2）自主性较高是指对象国基本免疫不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大国博弈影响；

（3）自主性较低是指对象国难以有效免疫不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大国博弈影响；

（4）自主性低是指对象国政权依附于相关大国，完全无法免疫大国博弈的直接影响



政治环境指标

（四）文化·多元交流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衡量对象国在对外交往中对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意愿与能力。

（1）包容性高是指对象国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吸纳中国文化，并对华人移民持鼓励态度。

（2）包容性较高是指对象国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吸纳中国文化，但对华人移民持保留态度。

（3）包容性较低是指对象国在对外交往中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但对华人移民持否定态度。

（4）包容性低是指对象国在对外交往中坚决排斥中国文化，并对华人移民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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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风险

案例：1、缅甸密松电站事件

2、中泰高铁项目的一波三折

定义：政治风险是指在自由市场经济风险之外，主要由政治因素造成，特别是政府行为

或政策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状态，使得相关合作或项目难以达成预期目标，并产生损

失，或在战略博弈中处于不利态势。

形成机制：政治风险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象国政治环境存在不足

，未能防范意外状况，并在意外状况出现后缺乏有效的管控和补正能力，从而使意外

状况对相关项目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相关项目应对不利情势的能力不足，未能

积极化解意外政治状况引发的负面影响，从而无法达成或无法全部达成预期目标。



双六边形叠加法



在“短板效应”的影响下，判定“对象国—项目”组合的政治风险时，要采用级差累加的方

式进行比较。以坐标轴上双六边形间的刻度差为计算标准，对非覆盖区面积加以近似度

量，则政治风险的级差累加可表示为（坐标轴最大刻度差×最大刻度差指标数量+坐标轴

第二大刻度差×第二大刻度差指标数量+……）。

进行不同组合间的政治风险比较时，需要从前至后逐级对比。例如，如果其他组合存在3级

或4级风险，则相应组合的政治风险大于图 1.9 的政治风险；如果其他组合最大也是2级

风险，则进一步对比其他组合是否存在1个以上的2级风险，如果有，则其他组合的政治

风险大于图1.9的政治风险，反之，则对比其他组合是否存在 1 级风险及其数量多寡；

如果级差累加结果完全一致，则其他组合与图 1.9具有相似的政治风险，进行优先组合

选择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特别是市场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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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all.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