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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东亚区域合作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目前，以“东盟+3”框架为中心，各种层面上为加强合作而召开的会议以及实质性合作都在稳步推进
。
2005年12月，在吉隆坡的东盟系列峰会上，“东盟+3”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相继召开，作为长期
的构想，会议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首届东亚峰会虽然形式多于内容，但至少搭建了东亚地区扩大合作对话的新平台，东亚各成员国对实
现地区整体目标达成的共识，对于推动东亚一体化及其区域合作的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东亚地区除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方
面的差异外，还背负着“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历史负遗产。
这种负面影响又与某些现实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区域内各国政治互信的缺失，从而阻碍东亚一体化的
发展。
现实中，我们还必须认真思考下述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
诸如，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问题将如何解决，随着“10+3”机制向东亚峰会的机制转换，新的
机制该由谁来主导并起核心作用？
如何处理东亚与美国乃至世界的关系？
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最合理、便捷的路径在哪里？
　　为加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以期为实际推进东亚一体化提供些许学术性支持和政策性参考，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院于2006年11月6日至8日召开了以“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区域合作”为题的国际学
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三十余位专家学者莅临，共同探讨了东亚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决定
因素、机制特征、发展趋势、战略措施、路径选择等诸多问题。
本文拟在梳理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对主要观点进行简要概括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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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面向东亚共同体目标：东亚区域合作的若干思考（代序）构筑共同利益，发展中日关系构筑东亚共同
体的条件与途径--寻找亚洲之路理解东亚一体化：政治成本约束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过程与日本的东亚政策东亚共同体的动因与新亚洲价值观的创造东亚多边安全合
作理论的基础与实践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与国际组织、论坛的运用--以能源合作为基轴建立亚洲版标准
的倡议--东亚一体化构想中的政策选择东亚经济合作的趋势与课题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分
析21世纪的潮流和东北亚时代--试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发展银行的作用全球
化进程下的东亚农产品贸易与地区农业振兴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分析日
本东亚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发展及其课题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东亚“钢铁三强”一体化分
析天津与东北亚金融服务合作前景分析--构建滨海新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中国、东盟、日本间的多边
文化合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一体化的进展及其区域合作�>>

章节摘录

　　二、组织经济学的视角：　　为什么会出现区域一体化？
　　无论已有的文献提供了多少种关于东亚一体化的目标模式，最终实现的东亚一体化，其一必须是
深度融合的，其二必须是组织形态的。
当我们以区域一体化组织为研究对象时，组织经济学会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
　　关于组织经济学的故事始于科斯。
①我们知道，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或者说市场是一种协调经济活动的方式，在市场完全和私人
产权的假定下，任何私有权利都可以在市场上直接交易。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产生企业这种组织呢？
　　科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利用市场价格机制不是免费的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至少包括：首
先是发现价格的成本，其次是签约和履约的成本。
这就是现在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交易成本。
科斯认为，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才导致了企业这一经济组织的出现，只要在企业内组织经济活
动的成本低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成本，利用企业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因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
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协调经济活动的方式。
利用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却会产生组织成本，如管理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等等，只有在
组织成本低于交易成本时企业才会存在和扩张，当组织成本与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时就确定了企业
与市场的边界。
　　企业理论或者说组织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正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且充满争
议，但上述科斯的洞见已经足以为我们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出现和发展提供睿智。
在我们利用这一洞见展开具体论述之前，首先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组织”
吗？
它显然不同于我们通常看到的国内企业、跨国企业这些完全具备组织要素的经济组织，但它的确具备
了组织的特征，是一个放大了的、稀释了的组织，在相对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理解为“准组织”。
仅限于在我们特定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对“组织”和“准组织”的一些重大差别进行一下比较。
　　（一）企业是为组织经济活动所必须投入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集合，而区域一体化组织则是
拥有国家主权的经济实体之间的契约集合。
　　（二）企业的扩张空间可以是非常大的，它可以发展成规模巨大的、甚至超越国家界限的经济组
织，这种扩张空间取决于边际组织成本与边际交易成本的关系，而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空间是给定
的，就是该区域本身，边际成本分析可能意义不大。
　　（三）企业是一个利用“权威”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特殊装置，而区域一体化组织很难产生被
公认的并愿意接受其指挥的权威，尽管一体化形成过程中通常是由一些大国充当实际上的主导国家，
但政治主导权不妨让渡给小国，如欧洲的荷兰那样，反而容易让各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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