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的 话

冷战结束后,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复兴,国际经济合作与国内政治或国家
安全的关联度趋于减弱.但近年来,这一趋势正在发生逆转,无论是西方大
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把国内政治考量纳入对外经济政策之中.在这种
考量的背后,既有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对国家安全认知的变化.无
疑,这将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基于上述考虑,本期设立 “国
际经济合作中的政治化”专栏,以鼓励学界就该问题展开讨论.本期有三篇
文章,分别以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以经济、政治、安全等综合视
角,展示了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紧密互动的新特征.

竺彩华通过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和安全为一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美
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底层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市场逻辑和国家逻
辑的双重视角,对美国国家逻辑的变化如何影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行了实
证分析.秦北辰和石有为认为,现有对价值链分工的研究高度集中于国际政
治与经济层面,对国内政治的关注尚存不足,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
特征出发,对其产业层面的政策差异及背后的政治逻辑的分析尚不系统.对
此,两位作者将选择人理论拓展到产业层面,重点分析了马来西亚、泰国和
菲律宾三国汽车政策的发展逻辑,以及对三国在价值链分工中位置的影响.
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研究不同,候为刚强调普通民众的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
全战略制定的微观基础.作者以中美经贸摩擦这一经贸安全事务为议题材
料,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法,重点分析了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时代,媒
体信息框架如何影响受众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及应对态度,以及这种
影响是否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以系统考察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型塑逻辑.

以中国历史经验补益基于西方历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国际关
系理论构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刊鼓励的研究方向.漆海霞和孙兆瑞以体系
演化和规范变迁为视角,通过梳理春秋霸主国的更替方式指出,权力转移过
程中是否爆发大规模战争,除了受到崛起国与霸主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之外,
还受到大国崛起方式究竟是采用尊周模式还是强权模式的影响,通过构建两
个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案例分析,作者有力验证了权力实现和平转移的假
设,也为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启发.

在中美经贸摩擦日趋加剧的背景下,作为重要的第三国,越南是否会替
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杨盼盼等人以中美
经贸摩擦期间中国对越南出口增速与结构性变化作为切入点,运用统一的数
据分析框架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中越贸易关系的影
响.作者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冲击效应显著,大幅推动了中国对越南的出
口,中越之间持续性的生产地转移效应不容忽视,但互补效应仍是中越贸易
的基础.上述结论对我们全面认识中越经贸关系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