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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屡屡受阻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却在迅猛推进。
面对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寻求区域合作，我国也不例
外。
为此，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进行尽可能全面、科学的剖析，从中发现规律，对我国更好地参与区域
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载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为具体分析对象，从组织经济学的视角，
围绕“区域组织租金”这一核心概念，沿着寻租、创租、分租的线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研究。
　　全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对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立意和思路以及文章主要观点和写作
框图进行简要介绍。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
第三章是本书理论支点的构建。
第四、五、六、七章运用第三章构建的组织经济学理论分别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性质、形成原因、目
标和边界以及利益分配四层面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第八章是对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进行的相关探讨。
　　第二章，本书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原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关系以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实证分析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本书将相关论述概括为六种学说，即：政治派生说、相互依赖说、生产
力决定说、集团博弈说、外国贸易壁垒与运输成本说以及非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理论。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分析，本书从维纳模型及其拓展、关税转移效应、米德模型、克鲁格曼的
对称集团模型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等方面对相关研究及其观点进行了介绍。
　　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本书主要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极限吗?”“区域经
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有哪些影响?”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哪些影响?”三个问题对
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对于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实证分析，本书主要从早期经验性研究、对发达国家间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实证研究以及对欠发达国家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证研究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
最后是文献评述。
在肯定已有研究重要贡献的同时，本书认为，它们仍存在如下不足：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性质深入
研究不够；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原因的分析较为片面；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福利影响以及与
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三大问题的分析之间分割明显，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④对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原因和福利的分析未能超越传统思路；⑤重效率而偏公平，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分配问题研
究较少；⑥相关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际模拟不够。
　　第三章，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进行了定位，将其界定为“自组织型逐利性经济组织”。
之后对有关经济组织的两条研究主线：管理学主线和交易费用主线进行了比较。
在此基础上，以“自组织型逐利性经济组织 ”（简称为经济组织）为对象，围绕“组织租金”这一核
心概念，从经济组织的性质、形成原因、目标与边界以及利益分配四个方面对组织经济学进行了重新
构建，并将其作为贯穿本书始终的理论支点。
　　对于经济组织的性质，本书首先运用系统论对经济组织的共性，包括整体性、有机关联性、预决
性或目的性进行了分析；继而运用自组织理论对经济组织的自组织特性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组
织租金”概念的提出对经济组织的逐利性进行了介绍。
本书认为，经济组织是一种能够产生组织租金的机制，经济组织的性质是其作为组织的共性与作为自
组织型逐利性经济组织特性的结合体，具体来说包括整体性、自组织性（有机关联性 ）与目的性（逐
利性）。
　　对于经济组织的形成原因，本书认为包括诱因与形成条件两个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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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出其诱因是由于组织租金的存在，各成员是为了寻求组织租金而走到一起的事实之后，重点对其
形成条件进行了探讨。
经济组织的自组织特性表明，其形成是自发的，而不是外部意志的强加，因而经济组织的形成条件也
就是其自组织的条件。
对此，本书在综合运用普里高津、哈肯等人的自组织理论和库珀等人的协调博弈理论，并对其进行相
互借鉴、相互拓展的基础上，指出经济组织自组织的过程也就是各经济体协调博弈的过程，经济组织
的形成条件在于博弈各方互补性的存在，博弈各方之间的互补性包括由强到弱的三种，即：绝对互补
性、相对互补性和准互补性。
其中绝对互补性具体表现为协调博弈环境的改变，这种改变了的协调博弈环境类似于协同学中的序参
量，役使着博弈各方的行为，使其义无反顾地选择合作；相对互补性也就是库珀一约翰协调博弈模型
中所定义的策略互补性，是博弈各方之间固有的相互关联性的反映；准互补性则是指博弈各方之问需
要通过特意创造与构建才能形成的互补性。
至此，区域经济一一体化的原因可概括为：具有互补性的各经济体为寻求组织租金而协调博弈的结果
。
　　对于经济组织的目标、边界及其利益分配问题，本书在借鉴科斯、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思等人有
关企业组织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指出组织租金等于组成经济组织的收益及其成本之差，经济组织的
目标是为了寻求组织租金最大化，经济组织的边界在其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处，经济组织的利
益分配应有利于组织租金最大化。
　　第四章，运用新构建的组织经济学对本书的核心概念——区域组织租金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性质进行了探讨。
本书认为，区域组织租金是区域内各国组成经济联盟净福利的增加，包括总收益和总成本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包括：区域总市场的扩大带来的区域产品价值更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区域产品价格的提高
；市场的扩大以及区域内贸易的增加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增强；区域内部交易费用的减少、交易效率的
提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区域内分工的深化、区域生产能力进而区域竞争力的增强；区域贸易条件的改
善从而对外部资源或要素占有能力的增强。
后者主要指相比组成区域经济联盟之前区域管理和协调费用的增加。
　　作为一种典型的自组织型逐利性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性质同样包括整体性、自组织
性（有机关联性）以及目的性（逐利性）。
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三大性质进行具体阐述的基础之上，本书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一种能
够创造区域组织租金的机制，一个域内各国围绕区域组织租金而相继展开的寻租、创租和分租的过程
。
　　第五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原因的具体阐述，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是具有互补性的各
国为寻求区域组织租金而协调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其中区域组织租金是诱因，而互补性
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条件；这种互补性同样包括绝对互补性、相对互补性与准互补性；这
三种互补性可以单独作用，也可联合作用；正是在这三种互补性的驱使之下，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才得以不断涌现。
　　首先，对区域经济绝对互补性的来源进行了分析，指出区域经济绝对互补性的来源主要包括如下
五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非成员国利益的威胁与损害；区
域内或区域间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及其升级换代的需要；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存在和威胁；世界范
围内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的日益恶化。
　　其次，遵循库珀一约翰模型的思路，模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本书构造了一个“3×2”（三个
国家、两种产品）协调博弈模型，以此探寻国家之间相对互补性存在的条件，并得出：①只要存在相
互贸易，两国便具有一定的相对互补性，从而在人超国始终具有合作冲动的假定下两者最终极有可能
协调成功。
②从静态看，出超国对人超国的出口量或者自人超国的进口量越大其相对互补性越强；从动态看，出
超国对人超国的出口增长或者自人超国的进口增长都将导致两国相对互补性增强，并且增速越快，其
相对互补性的增强将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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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静态看，相对贸易条件对出超国越有利，其相对互补性越强；从动态看，相对贸易条件对出超国
而言改善越多，两国的相对互补性越强。
④从静态看，相互出口依存度越高两国相对互补性越强；从动态看，相互出口依存度上升两国相对互
补性将越强。
　　再次，本章对出超国的双边贸易合作策略进行了探讨，指出：①静态条件下，出超方应优先考虑
与自身相互贸易量大、相互出口依存度高以及相比之下自身相对贸易条件较为有利的国家（地区）作
为双边贸易合作伙伴；从动态看，在初始条件相同时，出超方应优先考虑相互贸易量增长快、相互出
口依存度上升迅速以及相比之下自身相对贸易条件改善明显的国家（ 地区）作为双边贸易合作伙伴。
②出超方在选择参与谈判并要求伙伴方减让关税的出口部门时，应优先考虑对伙伴方出口量大、出口
依存度高的部门。
最后，本书分析了四种导致区域经济准互补性的机制，即：领导、先例、惯例或制度以及竞争。
　　第六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和边界问题的具体探讨。
　　首先，在假设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利用一个“3×2”大国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福
利增加（包括商品价值的提高、规模经济的增强、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省或者说交易效
率的提高）进行了模型化，由此得出：①当国家之间外向度或者外贸依存度越高时，结成经济同盟后
其福利增加越多。
②国家之间初始关税越高，取消关税后总体福利增加越多。
，③出口供给曲线越平坦的国家之间结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后，其总体福利增加越明显。
④相互进口需求曲线越陡峭的国家之间取消关税后，其总体福利增加越明显。
⑤进口产品国际供给曲线越平坦的国家之间结成经济同盟后，其总体福利增加越多。
⑥结成同盟后，若成员国之间非关税壁垒减少越多，贸易自由化更明显，信息更为通畅，交通更为便
利，相互贸易的交易成本减少越多时，其总体福利增加更为显著。
　　其次，在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管理与协调成本的情况下，将上述 “3×2”模型拓展为“
（n+1）×（n（n一1））”模型，并在考虑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情况下，将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
总收益、总成本以及区域组织租金都具体化为关于成员国数量（n）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I）的二
元函数，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边界在其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处；如果某个区域经济组织
在追逐区域组织租金最大化的冲动下，边际收益始终大于边际成本，那么在理论上说，该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可最终将整个世界囊括其中，从而实现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目标，但在当前，这一美好的图景
由于利益难以平衡，协调与管理成本太高而只能循序渐进。
　　最后，为了不断实现区域组织租金最大化的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其成员国可从以下几方
面努力：①不断削减甚至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②不断推进区域内部的信息化与交通便利化，统一产品技术标准，增进互信，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少成
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
③加强区域内部成员国间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以增强区域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
④加强区域内部市场与产业的整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贸易创造与规模经济效应。
⑤组建科学而强有力的区域领导和管理机构，不断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利益
分配与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区域内部的协商解决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协调
与管理成本。
⑥努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形成和推举权威或核心，通过权威与核心的领导作用来最大可能
地减少区域内部的协调与管理成本。
⑦拓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规模，最大可能地发展更多的成员国。
⑧ 提升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与水平，最大可能地赚取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福利增加。
　　第七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益分配问题的具体阐述。
成员国之间利益分配难以平衡以及成员国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当前区域经济
一体化利益分配问题的焦点。
合理分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也就是区域组织租金有利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体现区域公平；
有利于调动成员国的积极性，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稳定和成功运作；有利于减少区域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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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的管理与协调成本，从而最大化区域组织租金。
　　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及其分配特点进行了阐述，认为：①区域组织租金不可计
量和区分；②区域组织租金的形成国与受益国往往不一致；③区域组织租金由微观主体创造而又须由
宏观主体进行再分配；④区域组织租金是动态的，有时甚至是潜在的；⑤区域组织租金分配具有复杂
性。
有鉴于此，本书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分配应遵循两大原则：区域组织租金最大化和区域趋同
。
并且，由于区域经济的趋同有利于区域组织租金的最大化，因而两大原则是一致的。
按照第一个原则，本书认为，由于在区域管理与协调成本既定时，区域组织租金是关于区域要素的多
元函数，这些要素包括市场、资本、土地、技术以及环境等，因而在某一时点，区域组织租金分配应
按要素的影子价格或者说边际贡献与其赋存量之积进行分配。
按照第二个原则，本书认为，在动态条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分配还应有利于区域趋同。
围绕上述两大分配原则，本书最后提出了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益分配问题的具体措施，即：①建立
科学、公正的谈判机制；②建立区域转移支付机制；③短期调整与长期规划相结合；④微观规制与宏
观调控相结合；⑤在区域内部交通运输网络、通讯网络、教育、科研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更多地考虑区域内部落后国家的利益。
　　第八章，对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的若干思考。
在总结前述相关结论和规律的基础上，本书对我国如何应对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了八项建
议，即：①在战略上要高度重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及其意义；②立足东亚，加速推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③以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积极推动“10+3”合作；④以博鳌亚洲
论坛为平台，努力推动整个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⑤合纵连横，积极发展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合作以及
跨洲合作；⑥本着积极主动和有利于区域组织租金最大化的原则，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⑦进一
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整合本国市场，争取我国应有的区域合作利益；⑧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内相
关政策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合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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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载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为具本分析对象，从组织经济学的视
角，围绕“区域组织租金”这一核心概念，沿着寻租、创租、分租的线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论文利用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及相关结论，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提出
了相关政策性建议。
　　本书的主要创新在于从组织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
论文对理论研究现状把握全面、准确，观点鲜明，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结构合理，语言流畅，并较
为熟练地运用了博弈论、系统论等多种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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