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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不同程度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变迁。
这场从威权主义转向民主治理的运动曾经如此广泛，以应对严重经济危机以及市场导向改革的背景。
这些事件的同时发生引发了关于经济改革和政治变革之间关系的长久争论。
经济危机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新的民主政治能够应对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令人生畏的政治挑战么？
民主体制在何种经济和制度环境中更有可能巩固？
    在利用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十二年拉丁美洲和亚洲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斯迪芬·海哥德、罗伯
特·R.考夫曼发展了一种研究民主化转型的新视角。
从分析经济危机和威权退却的关系开始，他们继而分析了威权统治的经济和制度遗产如何影响新民主
政府发动和保持经济政策改革的能力。
最后，作者分析了政治经济改革成果在长时段内巩固的问题。
    作者在本书中强调了经济环境、竞争性群体的利益和权力以及代表机构(尤其是政党)居间调节角色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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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迪芬·海哥德（StephanHaggard），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事务研究院教授。
海哥德教授一直担任美国国际发展署、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经合组织的顾问，而且是
美国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他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分析》（2000年出版）一书的作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书籍目录

前言  理论方法  总的概念和观点  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稳定  新兴民主政权的经济改革和经济
绩效  市场改革和民主体制的巩固  经验分析方法：案例选择  本书的结构第一部分  威权体制退出的政
治经济分析  第一章  威权体制退出的政治经济分析    经济发展和威权体制的稳定    经济危机和威权体
制的退出：经验事实规律    不同的反应：军人统治的制度基础  第二章  经济危机和威权体制的退出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政策动态    商业精英的背弃    经济危机和大众动员    退出权位    结论  第三章  渡过危
机，在经济繁荣时期退出    渡过危机继续执政：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    危机、崩溃和重新确立军人统
治：韩国    在经济繁荣时期退出    结论威权统治和社会现实的产物  第四章  不同的威权体制退出模式
比较    军队特权的退出    建立政治竞争体系    政党的重建    结论第二部分  新兴民主体制变革的政治经
济分析  第五章  民主化转型和经济改革    确定问题：经济政策和绩效    经济改革的政治障碍    经济遗产
的政治含义    政治起点：行政权力和政党体系    政党体系的政策影响    对危机和非危机国家政治制度
和经济政策的对比    结论  经济政策的政治后果  第六章  新兴民主体制和经济危机    失败的政策：玻利
维亚、秘鲁、阿根廷和巴西    转折：1980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方案    菲律宾和乌拉圭    结论  第七章  
非危机转型民主体制的经济治理    韩国    泰国    土耳其    智利    结论  对非危机转型国家改革行动的政
治分析  第八章  一党主导体制下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墨西哥和中国台湾    主导政党型统治的政治经济
分析    对中国台湾发展历程的政治经济分析    墨西哥体制：1980年代的危机    围绕墨西哥经济改革展开
的政治活动（1982～1988年）    主导政党体制下的政治改革    结论第三部分  民主体制的巩固和经济改
革  第九章  经济改革和民主体制的巩固    新自由主义改革、重建政府以及增长的前景    收入不平等和
贫穷问题    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以及民主体制的巩固  第十章  制度、民主体制的巩固及可持续增长    
行政机关责任的两难处境    功能型代表：社会协定的前景和合作主义    立法型代表：总统制与议会制
的争论    结论总结  比较不同的民主化转型模式  经济危机与威权体制的退出  危机与非危机转型以及新
兴民主秩序  政党、民主以及经济治理  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启示  民主体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威权体制退出的政治经济分析　　几个不同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何在1970和1980年代威权
体制退出的数量大幅增加。
民主化运动在地域上的广泛传播显示，国际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欧民主国家的外交压力及欧盟会员国地位的吸引是南欧国家发生转型的重要原因，并导致1980年代
初限定了土耳其军队掌权的时间。
在加勒比海地区、中南美洲和菲律宾，美国的影响起到了作用。
美国鼓励立宪政府的做法反映其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对付左翼力量威胁的意愿，这一战略可以追溯到“
进步联盟”时期。
1980年代末期的转型大部分发生在无法继续依靠它们的苏联主子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的东欧国家。
　　劳伦斯?威特海德的著作中所讨论的“传染效应”是威权体制的另一个国际压力源。
一个国家中成功的民主反对运动可以对相邻国家或与其有较强文化联系的国家内的政治参与者的认识
和行动发生影响。
西班牙的进展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共鸣。
菲律宾的“人民权力”革命对其他亚洲独裁政权构成挑战。
波兰和东德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其他东欧和苏联政权，几乎所有地方随后都会就它们的垮台展开辩论。
　　和长期经济增长相关联的结构性变化是第三种产生影响的力量。
在南欧、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欧、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要求提高政治参与度的更为复杂、教
育水平更高的中产阶级社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