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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工人阶级革命党

到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再到纳粹时期的地

下党!二战后的建设性在野党!再到改革后的人民党!屡次经历了

指导思想的改革和组织的分合"德累斯顿学派的演进制度主义

为制度演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范畴!在演进制度

主义视阈之下!这些制度演进的原因可被解释为制度模因系统内

部选择和小环境外部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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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党研究可以追溯到罗伯特(米希尔斯#

+,-./01234.56

%和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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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希尔斯在其代表作)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社会学*

!中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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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为例论述了现代政党中的寡头趋势和精英主导&韦

伯也在其专题论文中论述了政党分类学&

! 这些理论奠定了现代政党学的基础&

法国政党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

1:8/23.#8K./

9

./

%发展了米希尔斯的学说'

其著作)政党*

"至今仍具影响力'被当代政党政治学者广泛引用&在二战之后行

为主义#

L.4:K2,/26M86

%和历史制度主义#

N260,/2634./C=6020802,=:526M86

%相继在

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其在政党学上的应用分别表现在对政党行为的研究和对政党

组织的研究&德累斯顿学派的演进制度主义#

OK,580,/2634./C=6020802,=:52M686

%

为政党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这一范式在德国学术界已非新宠'在

议会研究+政府研究+企业研究和政策研究中都已有广泛的应用&本文是演进制度

主义应用于政党分析的国内之首创'也是中文介绍和引入这一范式之始创'甚至在

德国学界数据库中也尚未发现类似的专题论文&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范式形

成的脉络进行简单的梳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落并未阻止人们尝试将生物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的研究'现代社会学中的!系统概念"无疑都源引自生物学&

# 二战之后结构功能

主义或功能结构主义统治着宏观社会学界$

'但结构功能主义显然难以回答制度

发展的路线和与之相关的功能实现和稳定的问题&

% 之后尼克拉斯(卢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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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系统论'提出了系统结构形成的内部和外部选择条件和偶联性'

随后社会生物学概念兴起'人们开始探索社会和政治行为的深层生物学原因'安东

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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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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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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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泽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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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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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些理论

都在一步步搭建起宏观和微观研究之间的桥梁&

&

演进制度主义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制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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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范畴&这一理论建立在卢曼的系统论+理查德(道金斯#

+234:/T#:XQ2=6

%的

模因学说!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的基础之上'实现了进化论在政治学和制度学上

的应用&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演进制度主义提供了制度演化在微观层面机制

的分析范畴'制度内部选择要素如$模因学#

1.M.02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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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承载结构#

M.M.E

02634. L.-\/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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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析+ 功 能 承 载 结 构 #

@8=Q02,=.55.

L.-\/T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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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而相比行为主义'演进制度主义又提供了制度的结

构+功能+路径依赖等宏观分析范畴'制度外部选择要素...小环境#

P2634.

%'

如小环境行为体#

P2634.=:Q0.8/

%分析+资源和功能分析等&受进化论和基因

学 #

S.=.02Q

%的启发'演进制度主义将这些内外选择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认

识论上形成了统一体系'从而打破了新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难以跨越的

鸿沟'这都得益于演进制度主义对历史制度主义+系统论和模因理论的融合&

这一范式还借鉴了生物进化史和物种进化中的形态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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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体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特点&

模因和基因的不同之处在于模因的复制+重组+突变+留存等行为是由人主

观参与的'就这点而言'为解释这些微观的选择过程'演进制度主义范式也具有

向生物社会学#

L2,6,W2,5,

9

2.

%+民俗方法学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演进制度主义的

开创者帕泽尔特'将制度演进解释为模因#

1.M

%

$在内外选择要素的作用下的

复制+重组+突变+消亡和留存的过程&模因之于制度可相较于基因之于机体&

制度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人所建立的'那些制度的构建思想要素即是模因&众

多模因以一定的承载结构表达出来就形成了制度的现实&模因可以是指导思

想+行为模式+认知模式+符号概念+组织结构+功能机制+策略等一切构成制度并

可被认知和传递的信息&

% 模因所表达出来的功能承载结构构成一个总的系统'

它涉及$

)

%是否能够在其小环境中得到必要的资源-

'

%是否能够提供小环境所需

要的功能'从而可以持续地从小环境获得资源-

G

%系统内各功能是否相互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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