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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西方政治学新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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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环境下的个人是基于对“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的”而非“什么样的行为会

带来更多回报” 的思考来选择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适当性逻辑”与“因

果性逻辑”之间的区别。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政治科学领域兴起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

义。虽然使用“新制度主义革命”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但新制度主义的确已经深刻

地影响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主流争论中的一

股强劲思潮。 

  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到新制度主义 

  正如马奇（March）和奥尔森（Olsen）所说：“政治科学与其说是由一套理论

化的概念所界定的，不如说建立于对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经验研究之上。”

政治学不可能无视制度的存在，没有了对政治制度的关注，西方传统政治学就根本

不可能产生。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学术史上任何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者，首

先关注的就是政治制度的存在。通过制度来把握人类行为从来都是传统政治学的正

统思维方式，因而“新制度主义”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概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马奇和奥尔森在1989年出版了他们的专著《重新发现制度》。既然谈起“重新发

现”，就意味着制度被一度遗忘。事实上，政治科学家们对制度的兴趣在二战结束

时落到了最低点，多数西方学者都把注意力转向行为主义或体系理论，制度一时间

成了政治科学的弃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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