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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在国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奇观”，一方面，区域内各-国之间，特别是中、
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非常密切，在各自的贸易和投资领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相互又存在合作上的政治障碍，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缺乏政治互信。
东北亚区域合作呈现经“热”政“冷”的状态已经多年了。
由于同属儒家文化圈，中、日、韩三国的民间往来十分密切，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一种“东亚”的认
同感逐渐在形成。
　　“奇观”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迟早要改变。
如果东北亚这三个主要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越来越多，合作越来越紧密，政治方面的
合作也会随之推进。
从我个人多年来研读制度主义文献的体会出发，我设想，如果区域内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制度化
程度高，而且合作制度密集，会形成一种整体的制度效应，自发地出现政治合作制度的需求，从而推
动区域内政治方面的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东北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的制度研究，分析该区域合作制度的
总体情况，从合作制度的整体发育水平探讨政治合作的前景，探讨如何促进政治合作。
　　这是一个多少带有一些“空想”色彩的题目，不但难度大，而且有失败的风险。
戴扬以“初生牛犊”的精神，接受了我给她的这个艰巨任务，以“东北亚区域合作”作为她的博士论
文题目。
经过艰辛的努力，戴扬顺利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其论文得到评审专家的肯定与好评。
我的假设也初步得到证实。
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也感谢戴扬的辛勤努力。
戴扬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拓展为一本专著，提出研究东北亚区域合作一种新的角度，值得相关
领域的研究者参考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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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历史进程中各种力量长期演化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
  　本书以历史制度分析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二战以来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进行回顾与总结
，考察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历史禀赋；从历史制度分析的演化博弈视角，通过历史经验与逻辑解释的结
合，揭示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各种深层次结构性因素；从历史制度分析的三种制度变迁模式探讨东
北亚区域合作可能的演变趋势，探讨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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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理论背景：历史制度分析　　第一节制度的广泛含义　　一、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制度　　
（一）政治学中的制度　　在某些方面，制度主义和制度分析方式如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古老地影响着
我们的社会。
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的制度被千年来的思想家们研究和理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了系统的制度研究。
在传统上，政治学中的制度研究集中关注法律理论、立法以及政治制度之间的规范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始，这一正统的研究观念发生了转变，出现所谓“新制度主义”，它是制度研究在经
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复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制度主义代表了一种向政治学原初基础的回归。
谓之“主义”，因其有两个维度：一是作为理论的制度主义，二是作为方法论的制度主义。
　　政治学中的制度研究有新旧之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度研究在理论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向，这种转向，或者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
论上的转向，既有认识论上的因素，也有方法论上的考虑。
制度分析在认识论上的变化和方法论上的转向，是我们将当今的政治学中的制度研究划分为新制度主
义和旧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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