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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区域合作的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为背景，
以相关文献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以主权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中国与亚洲转型国家之间的区
域经济合作为经验证据，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区域合作形成与演变的基本特征与规律。
从比较优势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研究国际区域合作的动力与基础。
以中国和周边的蒙古国、哈萨克斯坦、老挝的国际区域合作为实证依据，从理论角度分析国际区域合
作的地缘优势与邻国效应。
以中国和朝鲜、越南、老挝等周边转型国家的国际区域合作为实证依据分析国际区域合作中的模仿学
习效应。
以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五国，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和俄罗斯五国为实证分析，研究国际区域合作中利益
冲突、风险控制与制度创新问题。
以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之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证依据，分析国际区域合作中区域一体化发
展问题。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首先论述国际区域合作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基础与现实背景，进而对国际区域合作理论研究
文献进行回顾与分析评价，据此从条件、机制与模式选择角度对国际区域合作进行理论解释，最后介
绍《国际区域合作的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的分析框架与主要内容。
国际区域合作是指不同主权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跨国界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权
国家或者地区在跨国界的经济地域或者特定经济地域进行经济分工与经济交易活动的总称。
协调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周边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的重要
环节。
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亚洲转型国家的区域合作特征与模式，能够揭示国际区域合作的基本特
征与规律。
虽然对国际区域一体化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对国际区域合作进
行专门的系统性研究的中文与英文文献都相对较少，且大多数研究文献关注发达国家间区域合作特别
是欧盟国家间区域合作。
国际区域合作是在一定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可以区分为
不同类型，具有内在的运行与演变机制，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
国际区域合作的条件变迁、机制演化与模式选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显示出某些共有的特征
与规律。
国际区域合作的形成、演化与发展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安排形式与规则体系进行的，具有内在的运行机
制，这就是国际区域合作机制。
政府推动与市场力量促进成为国际区域合作的两种基本模式。
　　第二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区域合作中的跨国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与禀赋优势。
可以把自由产品以外的经济产品区分为国家自用产品、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三种类型。
国家自用产品主要由本国生产和提供，跨国公共产品则需要由世界各国联合提供。
跨国俱乐部产品则需要由多国联合提供；跨国公共产品与跨国俱乐部产品总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
要性和比例会不断提高，其有效供给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
跨国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国家之间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基础，国家经济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到该国参与
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和政策，大国关系直接对国际区域合作的模式与绩效产生影响。
如何随禀赋优势的动态演化不断调整国际区域合作模式，直接关系到国际区域合作参与者的利益与资
源配置效率。
禀赋优势的动态演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资源的国际市场需求与国际市场供给的非均衡性差
异、参与国家经济增长差异、时间长短、参与国家数量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等是影响禀赋
优势动态演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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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而言，中亚五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会逐渐丧失，如何在资源禀赋优　　势改变的情况下保持与深化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区域合作关系，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共同面临的任务。
　　第三章在国际贸易纯理论论争文献评析的基础上，构建技术进步与要素密集度逆转的国际贸易均
衡模型，分析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要素和产品相对供求与均衡相对价格对国际贸
易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进而分析国际区域合作的动力与风险。
新贸易与新兴古典贸易论者试图否定或者推翻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基本分析框架仍面临理论与实证困
难，但必须改进与扩展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以适应动态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结构调整的影
响。
技术进步可能导致要素密集度逆转和产品与要素相对价格调整，最终导致国际贸易均衡变动。
国际贸易纯理论研究不能忽略技术进步与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的国际贸易影响效应。
东北亚地区各国国内利益冲突可以外溢到本地区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国内的利益冲突也可能影响本国
经济发展，形成错综复杂的跨国利益冲突和博弈关系，推动着本地区经济格局的调整与演变。
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本
地区各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但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东北亚各国应　　防止跨国利益冲突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不利影响，推进本地区国家之间经
济关系的民主化，构建公平合理、和谐有序的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发展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但也面临着风险。
　　第四章在文献概览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从效率和福利的角度分析国民经济增长国际外部性影
响效应及内部化问题，进而分析国际区域合作的目标与机制问题。
一国经济活动负外部性可能降低本国承担的经济活动成本，使得该国经济增长规模超出国际社会最优
经济活动规模，造成资源过度利用和国际社会整体效率和福利损失。
一国宏观经济增长正外部性可能降低该国经济活动的收益并抑制该国扩大经济活动规模的积极性，造
成资源闲置和国际社会总供给不足及整体效率和福利损失。
外部性内部化可能提高国际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和效率，促进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防止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构建公平和谐和富有效率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国家经济活动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
中国和东盟都是成长较快、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大规模经济体系，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不仅具有
地缘和区位优势，还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双边贸易发展带动了双边和多边投资和跨国区域经济合作，
使双方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双边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的不断深化，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推动着整个亚太地区和世
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和对比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为双边与
多边区域合作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和国际化环境。
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为两国间的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第五章在文献概览的基础上构建邻国效应模型，利用相关统计数据，以中国和俄罗斯、蒙古国之
间的跨国区域合作为例，分析邻国效应、地缘优势、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互补性对国际区域合作的影
响效应。
地缘优势与资源禀赋互补性直接影响到国际区域合作的规模与层次。
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的地区既可以获得利益，也必须支付成本，当一个国家退出国际区域合作的损失和
成本不断上升时，就会形成国际区域合作的自我强化与自我深化机制。
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亚欧大陆上彼此相邻的主要大国，两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在资
源禀赋与产业结构方面存在互补性，在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互补性则更为明显。
蒙古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内陆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俄两大邻国的影响，邻国效应较为明显，只是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随着邻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稳定性的影响，蒙古国经济运行相对稳定，经济增长波动程
度相对较低，但经济转型阶段，蒙古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增加，甚至出现多年的经济负增长，经济
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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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有利于蒙古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中俄两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比重较低，
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但波动性较大，且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
重相对较低，相互之间的投资有待进一步发展，两国区域合作具有多方面比较优势，但仍然面临诸多
问题。
　　第六章在文献综述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经济转型、模仿
学习与国际区域合作问题。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可能作为任何经济转型国家的唯一目标选择与参考标准，转型国家之
间的相互模仿学习对经济转型具有积极效应，后转型国家能够从先转型国家学习到丰富的经济转型知
识，中国的经济转型经验对其他经济转型产生了模仿学习效应。
中国和越南作为亚洲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转型国家，虽然都选择了渐进式经济转型模式，但越南
选择渐进式经济转型模式的同时，选择具有激进式特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政策。
在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经济增长绩效还是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成熟程度，中国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经济转型时期，越南的相对经济规模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相对稳定。
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学习了中国成功的经济转型经验。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先发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具有逐渐递减的趋势，中
越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会逐渐趋于缩小。
独立以来中亚各国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明显，在整个亚洲经济中的比重和影响保持相对稳定，对世界经
济中的影响则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目前处于恢复和上升阶段。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绩效在大多数年份优于中亚五国的多数国家，双边区域合作表现出不
平衡性、波动性和风险性特征，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变化也对双边区域合作产生影响。
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区域合作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加以克服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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