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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潮流。
开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合作的进程。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东亚合作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关注。
但是，总体来看，东亚整体合作的进展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快，尤其是前景尚不太明朗。
　　2008年发生的空前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使东亚地区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极需要地区
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各国采取集体合作行动，应对危机，推动经济复苏，然而，在这方面东亚合作机
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东亚合作进程中形成了多层框架，出现了各机制之间的竞争。
面对这种局面，如何分析、认识东亚地区的合作？
如何使东亚合作的进程能够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
在我看来，一方面，这需要各国进行深入、认真的讨论和协商；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家对合作进程和
前景有新认识和新思路。
　　东亚合作多框架并存，“多条道上跑车”：有东盟自身的进程、有东盟启动的多个“东盟+l”（
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欧盟等）、有“东盟+3”（中日韩）和“东盟+3+3”（
东亚峰会，或东盟+6），1.还有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合作。
究竟如何看待东亚地区这样一种多头并进的格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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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东亚合作进程继续发展。
但是，人们对东亚合作目前的进展不免有些失望。
空前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亚地区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需要各方就如何应对危机、推动经济复
苏进行协商。
采取有效行动。
然而。
因为泰国国内的政局动荡使东亚合作的系列会议一再推迟、东亚合作多层框架、东亚和亚太地区多国
博弈使得东亚合作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东亚合作的进展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快。
面对这种局面。
如何分析、认识东亚地区的合作?如何使东亚合作的进程能够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如何预测、判断东
亚、亚太区域合作的未来?面对新的和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对区域合作的发展和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
．并且提出具有深度和具有政策可操作性的建议。
本书汇集了全国研究东亚和亚太区域合作的专家对区域合作的发展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
希望本书能够对读者了解和认识东亚和亚太地区合作的发展有所帮助，尤其是对决策部门有启发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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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动东亚合作制度化的加速器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
危机中，东亚地区领导人认识到东亚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抵御国际投机基金的
冲击。
APEC的无所作为又使得东亚地区领导人将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目光转向东亚地区内部。
1997年12月，东盟9国（当时柬埔寨尚未加入）在吉隆坡召开纪念东盟成立30周年的大会邀请了中国、
日本、韩国参加，共商应对策略和区域合作大计。
东亚历史上首次召开的12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演变成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会议，开始了东亚区域
合作制度化建设的第一步，将合作从东盟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正式启动了东亚的合作进程，并由此
衍生了东盟10国+中日韩3国（简称“10+3”）的合作模式，形成了东亚“10+3”合作框架。
同时，金融危机还促进了东亚金融合作的展开，从1997年提出“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
到2000年《清迈倡议》达成“10+3”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基金。
　　而今，“10+3”合作框架已发展为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一整套机制。
与“10+3”合作机制同时出现的，还有3个“10+l”合作机制（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
和“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
这四个东亚合作机制就像驱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四个轮子”，相互促进，共同推进。
这种东亚地区主要经济体之间已经或可能发生的双边和多边经济谈判形成了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
四轮驱动模式”。
在东亚合作机制的推动下，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从东盟10国起步，21世纪初东亚掀起一波双边。
FTA浪潮。
2002年11月，东盟与中国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日本在2002年与新加坡签署
《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连携协定》后，2003年10月又与东盟签署了《日本一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框架协议》，2005年12月东盟与韩国签署了《东盟一韩国双边自由贸易框架协议》，到2008年4月为止
，东盟已经分别与中日韩签订了3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这三对关系的发展程度并不一样，但是它们基本上都形成了包括领导人会议、多种部长级会议以
及各式各样的高官会议在内的制度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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