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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写作的学术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界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
）。
在当时这场颇具影响的运动中，其支持者坚持认为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层面，重要的政治结果都应该
通过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来加以解释。
在此之前的分析模式都用正式的法律与宪政结构来解释政治结果，而法律与宪政结构则依靠政治领袖
的才能以及理念来协调。
行为主义在思维上的革命无疑是远远超越了过去这种分析模式，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政治文化的重
要性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观点差异。
这一切正是我在大学本科时所学到的政治科学。
同时，在60年代与70年代，政治学的研究还受到了以集团为基础的理论模型的影响。
无论是诉诸社会阶级，还是更狭隘一些的利益集团，这些理论都用社会集团为了控制稀缺资源而展开
的冲突来解释政治结果。
一般来说，这些集团的利益以及它们在冲突中的动机都是诉诸新古典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
释的。
利用这些理论，可以很自然地将一系列利益归属到相关的社会集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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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政治经济学有很多问题，很多疑惑。
对霍尔来说，问题在于英、法两国的经济决策模式何以会存在持续的不同模式。
二十年了，他基于“组织结构”的回答在今天读来仍然铿锵有力、不管在尊其为开山之作的历史制度
主义者，还是其他反对制度主义解释的理论家看来，霍尔的《驾驭经济》都是一座大山，你要么倒下
崇拜、紧紧地跟随，要么迎面攀登、费劲地挑战。
自从有了《驾驭经济》这本书，任何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都得面对来自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竞争，
想要轻易绕过去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对于检验一部经典来说，二十年也许还不够长，那么就让我们中国的读者也来领教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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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国资本的组织结构已经为大家所熟知。
其著名之处在于其金融资本的国际导向，以及金融与产业资本的管理者在利益与运作上相对严格的区
分。
作为第一个工业帝国的家乡，英国旱在19世纪就发展出在世界范围内牟利的金融部门，在这个帝国衰
落之后，伦敦城也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结果，与德、法的银行家相比，英国的金融家更善于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来抵制货币贬值（长期以
来这都被视为对其国际业务的威胁）。
这里的例子充分说明，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侵害了其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结果也可以与第三章所介绍的英国产业资本的组织结构联系起来。
一方面，英国的企业主要依靠内部产生的资金和股份来进行资本投资。
结果，与欧洲大陆的情况相比，英国的产业资本对银行金融的依赖更小。
另外一方面，银行提供给英国产业的资本主要是以短期贷款的形式实现的，这样银行涉入产业管理的
程度相对不深。
①相应地，与欧洲大陆的银行相比，英国银行对英国工业的运作不那么了解，对特定产业部门的盈利
能力也并无太多兴趣。
因此，英国金融资本更多地将自己的利益与产业利益划清了界限。
在英国，劳工的组织结构也与众不同。
与法国形成对比的是，英国有一个中央的工会代表大会，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隶属其下，而工会代
表大会对工人们也享有相当大的道德权威。
但是这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缺乏官僚资源以及制约成员的制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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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比较政治经济学有很多问题，很多疑惑。
对彼得·霍尔来说，问题在于英、法两国的经济决策模式何以会存在持续的不同模式。
二十年了，他基于“组织结构”的回答在今天读来仍然铿锵有力。
不管是尊其为开山之作的历史制度主义者，还是其他反对制度主义解释的理论家，霍尔的《驾驭经济
》都是一座大山。
你要么倒下崇拜、紧紧地跟随，要么迎面攀登、费劲地挑战。
总之，自从有了《驾驭经济》这本书，任何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都得面对来自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
竞争，想要轻易绕过去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对于检验一本经典来说，二十年也许还不够长，那么就让我们中国的读者也来领教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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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中，霍尔正是在用英、法两国国家、资本、劳工的组织
结构差异去解释两国在经济政策和绩效方面的差异。
首先，英国财政金融政策的决策权较为分散，而法国的财政部却同时掌管了这两种政策，所以法国的
国家对产业的干预能力要远远强于英国。
其次，英国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较为分离，金融资本专注于国外投资而不理会国内的产业发展
，金融资本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法国的金融资本却与产业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业对银行的依赖
很强，国家通过银行来控制产业发展。
最后，英国的工会组织力强，不受政府控制，而法国工会的政治影响力弱，所以法国政府的宏观经济
政策可以牺牲劳工利益，而英国政府却在收入政策上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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