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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东亚一体化新战略》是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所资助的课题“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研
究”的结题成果，收录的文章曾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上，专供省
部级领导同志决策参考，分析了中国的战略新气象和东亚地区的新格局，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中国如
何制定和推行地区一体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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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门洪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兼职于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战略理论、大国国际战
略等。
主要著作有专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译著《局部全球
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2年版）、《从财富到权力——美国世界地位的独特起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等12部
，主编、合著《中国：大国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4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
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与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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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胡鞍钢　门洪华：研究中国东亚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意义地区主义新论点门洪华胡鞍钢：国家主义
、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耿协峰：地区至上——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国
战略新气象胡鞍钢　门洪华：中国对外开放与融人世界苏长和：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门洪
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基本框架东亚地区新格局门洪华：聚焦东亚——中美的冲突与合作胡鞍钢：“
威胁论”还是“互利论”：中国经济崛起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庞中英：地区主义和新的亚洲秩序—
—探索中国与东盟的共同战略目标胡鞍钢刘莹：中日韩美四国贸易结构实证研究常志霄：东亚货币一
体化展望推进一体化新战略胡鞍钢：如何通过全面开放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门洪华：参与、创设与主
导——以国际制度建设为中心推进东亚一体化胡鞍钢：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加速东亚经济
一体化进程孟健军杨韵新：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方向胡鞍钢温军：西南国际大通道建设与贸
易自由化庞中英：货币地区主义、社会地区主义和安全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东亚一体
化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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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全面开放和战略崛起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实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开始
全面融人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之中，积极提供地区公共物品
。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经从典型的封闭者和边缘者演化、进步到开放主义者，正在迈向全球主义者，
且其地区主义者的角色正在凸现。
　　在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发展的世界潮流之下，任何国家的超常规发展，不仅需要天时、
人和，更需要地利。
换言之，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有其战略依托地带。
中国天然处于东亚的中心，因此，东亚就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依托。
　　要实现中国的战略崛起，必要有大战略的谋划，而地区一体化战略应是这一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且其战略价值将会越来越重要。
①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地区（Region）角度出发来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双边
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
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积极接受地区的概念，并将战略重点放在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上
。
以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两大趋势并行不悖为观照，这一转变显然深得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之三昧。
《孙子兵法》云：“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
”①在诸大国均以促进乃至主导本地区一体化作为未来国际竞争基础的情势下，东亚一体化对中国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将加强东亚一体化视为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实为长远之举。
鉴于此，中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意义将会进一步凸现，其研究更具有了深远的价值。
　　中国的战略崛起　　中国崛起，是20世纪的晚霞，更是21世纪的曙光。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
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
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
②改革开放成为现代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序幕，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追赶模式成为当代中国演绎的绚
丽传奇。
③中国已经由世界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人类发展指标
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贫困人口急剧减少，贫困人口比例明显下降，总体上人民生活已经由贫困或温
饱进入到小康水平；从总量上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工业产品第一生产大国、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外资吸引国。
概言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综合实力大国。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把国内事情作为第一要务、改变自己的面貌、培养国
民健康的大国心态仍将是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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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亚洲大陆，中国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在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
、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安全等方面成为东亚地区一体
化的推手，在东亚一体化中的导航地位逐渐凸现出来。
　　——胡鞍钢　　10年、20年后，一个既有的大国（美国）和一个兴起的大国（中国）究竟应当有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应当如何进行合作？
这是超越两国目前许多争论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约瑟夫·奈　　中国应确立明晰的大战略框架，其中包含以富民强国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战略
，以创设．主导国际制度为目标的地区主义战略和以参与、分享为目标的全球主义战略，而地区主义
战略即东亚一体化战略应被视为这一大战略框架的核心。
　　——门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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