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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根外交政策国内分析模型的适用性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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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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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韩国政府对北政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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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海根模型)是分析国内政治因素"特别是国内政权的反对势力特征如何对该国

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型$该模型的目的在于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内反

对势力的特征如何影响政治领袖的应对策略%二是政治领袖的对应政策又如何影响了该

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根据对
#%

世纪
&%

年代韩国政府对北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该模型

在说明国内政治因素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关键词!海根模型%外交政策%政治领袖战略%韩国

目前"外交政策的理论分析模型主要集中在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面"鲜有从国内层

次进行分析的模型"海根&

Q*

A

*0

'模型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外交政策国内分析模型之一$

该模型虽然在国外被频频引用"但在国内教材和期刊上却还没有看到任何相关介绍和研

究"因此很有必要对该模型进行介绍并进一步检验其适用性$

为了说明并检验海根模型的适用性"本文将以
#%

世纪
&%

年代韩国政府的对北政策

为例"对该模型进行详细的介绍#剖析和检验$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是因为通过对韩国

这样的东方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海根模型是否适用于西方文化以外的其

它类型国家"从而提高该模型的一般化水平$另外"韩国属于亚洲政治民主化基本完成的

国家"以该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外交决策为研究案例"对其他民主化进程中亚洲国家也具有

一定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外交政策模型的构建具有参考价值$

一#海根模型!的内容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乔-海根&

]9,G"Q*

A

*0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

一套模型"用于说明国内政治变动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该模型的核心在于说明"当一

国的政治领袖遭遇国内反对势力不同程度的挑战时"政府会根据反对势力挑战的特征采

取不同的战略,,,和解战略#孤立战略和动员战略"随后这些不同的战略又会对外交政策

产生不同的影响,,,风险增加#风险减少#风险无变化$该模型包括两个关键内容!一是

政权正在遭遇国内反对势力挑战时"不同的反对势力类型会导致执政领袖采取不同的对

应政策%二是执政领袖为应对挑战而采取不同战略时"不同的战略会导致该国的外交政策

风险程度发生不同的变化$

首先"海根为了测定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方向"提供了以下三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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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对国内反对势力的特征加以测定分类的方法$此方法首先假定政治领袖对国内反对

势力的特征最为敏感"政治领袖所制定的对应政策直接依存于反对势力的位置#能力和强弱$反对势力

的位置是指"反对势力与国家权力机构间的距离远近"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

'反对势力位于现政权的下

属机构内%&

#

'反对势力位于政府和政党机构内有组织的集团中%&

'

'反对势力位于社会大政治环境下的

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反对势力的能力是指反对势力试图改变现政权的政策#颠覆现政权时"可以动员的

政治资源的多少$反对势力的强弱是指反对势力对现政权挑战的程度$根据挑战程度从弱到强的顺

序"可把反对势力的强弱分为三种情况!&

!

'对有限的政府政策提出挑战的情况%&

#

'要求政府领袖下台

的情况%&

'

'试图颠覆整个政体的情况$海根认为"反对势力越是接近政权中心"越是掌握大量政治资

源"越是要求政体作出全面改变"现政权政治领袖也就越会集中精力加以应对$

海根认为"政治领袖们所采取的应对反对势力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和反对势力的特征相关$例

如"拥有的社会政治资源不多"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不极端"且位于政权内部的反对势力"政治领袖一般会

对其采取和解战略$相反"针对极端的#不妥协的#处于政权外部的#拥有丰富社会政治资源的#强有力

的反对势力"政治领袖一般会采取动员战略$

第二种方法是针对政治构造而提出的方法$该方法认为政治构造是政治领袖对付反对势力时的具

体政治状况"包括当时政治领袖的政策选择#政治联合的形成#权力斗争的博弈等等$民主化和制度化

的程度"是判断政治构造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民主主义领袖对反对势力非常敏感"在外交政策制定中一

般会吸取反对势力的意见$相反"权威主义领袖则倾向于通过对反对势力的收买和压制"来合理化其外

交政策并维护政权的威信$制度化是指一国的政治规范和程序是否健全"能否被顺利实施"执政势力和

反对势力的政治行为是否受这些政治规范和程序的约束$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体下"政治领袖倾向于和

反对势力进行妥协$相反"在制度化程度低的政体下"政治领袖更多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来对付反对势力$

第三种方法是用来测定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中介变数"也就是决策环境的方法$海根在过

去和赫尔曼&

Q,+H*0

'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政府内的政治形态#环境和决策议题的特征等因素会影响

政策决策的体系和类型$在此基础上"海根进一步提出了决策单位的概念$这里的决策单位被定义为"

为了实现特定的外交行动路线"由拥有动用国家资源的权限和权力的个人组成的决策体$决策单位可

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强硬领袖型#单一集团型和自律集团联合型$这三种决策单位类型的每一种"又可

以再细分为封闭型决策单位和开放型决策单位$封闭型决策单位一般强调决策单位内部的互动性"对

反对势力采取排斥和漠视的态度$开放型决策单位一般会考虑外部反对势力的立场"甚至会出台包容

反对势力的政策$

海根综合以上三种方法"具体就这些方法在外交政策说明过程中的运用进行了如下论述$首先"他

认为反对势力的特征直接决定了现政权领袖的应对政策"因为反对势力的位置#能力和强弱关系到了现

政权的存亡和变动"现政权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不得不考虑该政策的实施对国内政治特别是政权的存

续#政治联盟的聚散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次"他认为"现政权用于对付反对势力的政治博弈策略"会直

接影响到该政权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具体来讲"现政权应对反对势力的策略包括以下三种!&

!

'主张

协商和回避纷争的和解战略%&

#

'镇压或收买反对势力的孤立战略%&

'

'合理化现政权及其政策的合法

性"依靠社会动员来获得支持的动员战略$关于这三种国内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之间形成的关系"海根

具体作出了以下说明$

&一'和解战略!协商和纷争回避

使用和解战略时"现政权政治领袖一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受到了反对势力的牵制$这种牵制也

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批准过程中必须获得反对势力的赞同"因此不得不对反对势力作出妥协的情况$

妥协是指政治博弈中"对立的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选择中间方案的情况"是协商战略的一种特殊结果$

当反对势力对现政权领袖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时"选择和解战略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回避可能发生的国内

政治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领袖为了维护其统治"通常会回避可能给反对势力以口实的外交政

-

;L

-



焦
!

佩!论海根外交政策国内分析模型的适用性

策"推行和解政策$

&二'动员战略!现政权及其政策的合法化

动员战略是政治领袖在主张其政策和统治的正当性的同时"直接对抗反对势力的极端战略$动员

战略的目的不仅在于镇压反对势力"而且在于保持和增加人民对现政权和其政策的支持$政治领袖常

用的动员战略包括!&

!

'高举民族主义或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把和外国势力相关的集团或者个人作

为替罪羊"从而达到获取民众支持的目的%&

#

'政治领袖向社会大众显示其超凡的个人魅力和政治能力"

使人民相信他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特殊能力$动员政策一旦成功"将会把人民对国内政治的关心转移

到对外交问题的关心上来$在特殊情况下"政府甚至会做出对外使用武力和发动战争的高危险性外交

决策来博取民心$

&三'孤立战略!对反对势力的镇压和收买

孤立战略是政治领袖对付国内反对势力的又一方法$使用孤立战略的政治领袖"面对国内强大的

反对势力时"一般会把国内政治和外交问题分离"排除外交决策中的国内政治干扰因素$使用孤立战略

的政治领袖"或是推行强有力的镇压措施"或是使用收买手段"或是答应反对势力在外交政策以外的其

他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使反对势力屈服并不再干预外交政策$使用孤立战略的政治领袖一般都具有

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强烈决心$

综上所述"海根认为"一个国家在政权和政治领袖遭遇反对势力的挑战时会采取三种不同的战略"

这三种战略的取舍由该国国内政治条件决定"三种不同的战略选择对该国的外交决策分别产生不同的

影响$和解战略下"政治领袖在外交决策中会不同程度地吸收反对势力的意见%孤立战略下"政治领袖

坚持原有外交决策立场不变%动员战略下"政治领袖为了获得民众支持会更倾向选择武力和战争等高风

险外交政策$

图
#

!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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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

二#海根模型适用性的案例分析

&一'

$%

世纪
2%

年代韩国国内政治特征

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对海根模型中的第一阶段"即国内政治特征对政治领袖战略选择产生的影响

进行案例分析$特别将对第一阶段中的核心命题,,,不同的反对势力类型会导致执政领袖采取不同的

对应政策,,,进行检测$

#%

世纪
&%

年代的韩国"政治体制还处于前民主化阶段"制度化程度较低"总统采取封闭强硬型领

导方式$

!L;L

年"已经两次当选为总统的朴正熙违背诺言,,,(为了阻止每逢总统任期结束就修改宪

法的恶习"以后宪法修正不仅必须经过国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而且还要获得全民公投中过半数

以上的支持)

!

,,,强行修宪后第三次当选为总统$朴正熙上台后推行总统权限无限强化的总统制政

体$政党#内阁#中央情报部#总统秘书室#军部等国家核心机关都被朴正熙的亲信所把持$这些机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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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之间完全是上下等级关系"但却相互牵制"权力的核心集中于朴正熙本人和其属下的总统秘书处和

中央情报部$按照海根的见解"朴正熙这种封闭型的强硬权威政治领袖一般会对反对势力采取漠视态

度"对付策略也不外乎收买和镇压两种$

事实上朴正熙一上台就受到来自韩国社会民主进步势力的强烈反对"学生是其中的先锋和主体$

面对朴正熙的(三选改宪)"学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野党也对学生运动进行了声援$

!L&!

年的

国会选举中"新民党获得
ML

席"对获得
!!'

席的执政党&民主共和党'直接构成了威胁$在议会里"在野

党不断通过放弃议员资格#妨碍议案表决#集体退场等方法来表达对朴正熙政权的不满$按照海根对国

内反对势力的特征加以测定分类的方法"朴正熙政权的反对势力主要存在于社会大政治环境下的大规

模群众运动中$它们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反对目的不在于要求政府对特有政策进行修改"而在于

改变整个政治体制"这使朴正熙不得不集中精力加以应对$民主化和制度化较低的朴正熙政权在面对

极端的#不妥协的#处于政权外部的#拥有丰富社会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反对势力时"正如海根所言"动

员战略成为首选$事实上"朴正熙总统也正是通过颁布(休学令)和(提前放假令)来应对学生运动$

!L&%

以来"朴正熙政权为了对付学生运动"先后两次颁布(非常戒严令)"两次颁布(卫戍令)"三次颁布

(休学令)$

综上所述"

&%

年代的朴正熙政权"在政治体制结构方面"民主化和制度化的程度低下%在决策单位

方面"推行封闭强硬的个人领袖模式%在遭遇的反对势力类型方面"面临来自大众层面的学生运动的强

烈反对$在这样的国内政治状况下"朴正熙政权更倾向于采取动员战略来对付反对势力$在冷战缓和

期通过制造国家危机局面"一方面借机镇压学生运动"另一方面提高领袖威信和魅力"使人民相信他具

有在特殊情况下维护国家安全的特殊能力$

&二'朴正熙的动员战略促成对北政策的变化

在这一部分里"本文将对海根模型中的第二阶段"即领袖采取的应对反对势力的战略类型对该国外

交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案例分析$如前所述"

&%

年代韩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决定了朴正熙对反对势力主要

推行动员的战略$下面"将分析朴正熙的动员战略如何影响了韩国的对北外交政策#增加了其危险指数$

朴正熙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已经不再具备操纵议会再次改宪的能力$面对反对势力的强大攻势"朴

正熙不再满足目前的任期总统制"开始追求终身专权$当时"全球冷战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政府推行尼

克松主义"开始部分撤回海外驻军$随后美韩达成协议"约定到
!L&!

年
;

月为止"驻韩美军将由过去的

;

万
'

千名下降为
=

万
'

千名$驻韩美军的部分撤出"再加上中美关系的破冰"韩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

忧虑大幅增加!

$另外"当时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朝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军事政策"不

断刺激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半岛安全$青瓦台袭击事件#美国情报收集舰艇事件#韩国东海岸间谍事件#

美国侦察机被击落事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朴正熙政府利用变化的国际环境"夸大国家安全危险"着手

修正过去的国家安全政策"

$他警告韩国国民"表示韩国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越南"提出(一边战争"一

边工作)的口号"动员
#$%

万名国民组成(乡土预备军)"就连学生也通过军事训练被组织起来$结果"朴

正熙总统利用
&%

年代的半岛安全紧张环境"提出主动对应国家安全危机的口号"并以此为借口在
!L&!

年
!#

月
;

日宣布国家进入非常状态"

!#

月
#&

日出台*国家保卫法+"在全国树立军事独裁体制$这些

在动员战略基础上形成的准战时外交政策"危险指数显然大大高于以前$

!L&#

年以后"朝鲜因为国际援助减少"没有能力发动频繁的武力攻击"对韩国突然攻击的次数开始

减少$

$南北局势趋于缓和"战时动员政策不再奏效"朴正熙又巧妙地推行新的动员战略来显示其具有

保卫国家安全的特殊能力"巩固其权威政体$先是"韩国的红十字会和朝鲜的红十字会举行了双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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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论海根外交政策国内分析模型的适用性

谈"就离散家族会面问题交换了意见!

$随后"朴正熙开始秘密推进南北直接谈判"

$

!L&#

年
=

月
#L

日"韩国中央情报部长室和朝鲜组织指导部长室之间开通了直线电话$随后"

!L&#

年
&

月
=

日上午
!%

点"韩国和朝鲜同时发表了*七-四南北共同声明+$朴正熙和金正日共同表示"南北双方可以超越理念

和体制的差异"在民族团结原则的基础上追求和平统一$接着"朴正熙秘密组织一批法学家制定了*维

新宪法+"批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浪费且没有效率"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建立新的政治体制$

$这显

然是动员政策的又一种变形"朴正熙通过*七-四南北共同声明+的缔结向韩国人民展示了其具有维护

国家#民族安全的特别能力"从而既打击了反对势力又合法化了独裁统治%

$这种通过秘密外交手段来

达成目的的政策"危险指数也要比正常高出许多$

综上所述"

&%

年代韩国政府的对北政策是国内动员政策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达到镇压反对势力#

合法化权威统治的目的"其危险指数要高于正常水平$

三#结
!

语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海根模型"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第一"

&%

年代的朴正熙政权属于制度化#

民主化较低的范畴"总统推行封闭的强硬领导方式"在应对学生和在野势力的反对时"采取了动员战略$

第二"

&%

年代的朴正熙政权把国内动员战略和外交政策巧妙结合起来"先后推行了危险指数较高的准

战时外交和秘密南北对话外交"来巩固其独裁统治$通过此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海根模型在分析国内政

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无论是发达的民主主义国家"还是民主化过程中的国

家"都可以通过对该政权决策单位特征和国内反对势力特征的分析来预测该政权的外交政策变化趋势$

但是"在运用海根模型来说明一国外交政策时"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整个外交环境"从而无法排除其

他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了在
/

条件下
R

结果的出现"但却无法断定
R

结

果一定是由
/

引起$因为
R

结果很可能是由
/

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或者是由其他原因和
/

共同

引起的$在本案例中"当时的国际环境其实也对韩国的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

年代美苏缓

和#中美缓和#驻韩美军部分撤出等等国际条件都造成了韩国国家安全危机"这一时期出台的包括*七-

四南北共同声明+在内的对北缓和政策"也可以看作是国际大环境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仅仅运用海根

模型显然无法得出满意的答案$

此外"通过对海根模型的案例分析"至少可以看到该模型具有以下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价

值方面"海根模型创造性地把一国政府对内应对国内反对势力的战略和对外应对他国的外交政策结合

起来"在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之间架起了桥梁$相比罗伯特-普特南&

F97,+3G"J>30*H

'提出的(双层博

弈)模型"海根模型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双层博弈)模型在说明内政和外交的关系上"指出外交政策

批准受到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影响"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国内批准问题$这样"在非民主国家"(双

层博弈)模型很难适用$然而"海根模型不仅适用于民主国家也适用于非民主国家"一国的民主化和制

度化程度成为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实践意义方面"海根模型对中国外交政策模型的构建具有启

发和借鉴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制度完善和民族自治制度完善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会面临诸多势力挑战$特别是面对民族分裂势力和西方干涉势力时"如何制定既维护国内稳定又

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极为重要"海根模型就此可提供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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