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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改编自笔者的博士论文。
全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新区域主义，另一条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本书从新区域主义概念切入，在系统梳理和评析国内外有关新区域主义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沿着这条
主线转入对东亚新区域主义的研究，在分析和描述东亚新区域主义历史沿革及特点的过程中，对东亚
新区域主义的特殊性作了阐述。
然后，笔锋一转开始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分析。
论文以实证的方式，从贸易、直接投资与金融的视角分析了市场驱动下的东亚经济体的一体化。
两条主线相互映照：第一条主线强调的主题是制度安排，即区域主义(regionalism)；第二条主线着重点
则放在市场推动的区域化上(regionalization)。
两条主线还相互支持：区域主义通常需要区域化支撑，而区域化则表明区域主义的必要性。
沿两条主线进行研究和梳理，是为了提出中国区域主义的战略思路和策略。
由此，两条主线在本书的末尾实现了合拢。
本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在界定区域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全面介绍和评述了新区域主义的各种观点，然后转入对新
区域主义特点的分析，在本章的最后分析区域主义与多边机制的关系。
　　第二章从提出东亚区域主义形成的原因切入，接着分析东亚区域主义的特点，并对东亚区域主义
的前景提出分析性看法。
最后，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展开了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研究。
　　第三章从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维度分析了东亚经济体在市场驱动的情形下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相互
依赖性，指出了东亚背景下贸易与直接投资相互促动的特征。
　　第四章是第三章的延续和深化。
本章通过区域内零部件贸易数据，说明了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形式(沿产品价值链的分工)的存在及重
要性，新分工形式下形成的生产网络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本章以数据说明了中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并从理论角度提出了改进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
策略。
　　第五章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通过对东亚区域内资金流动分析、东亚经济体股票市场
的相关分析，说明东亚经济体在金融领域的一体化程度和相互依赖性。
第二部分，分析了东亚区域主义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和前景。
　　第六章首先通过对东亚区域主义历史进程的描述，指出了中国对推进东亚区域主义的贡献。
接着，以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为依据，提出了中国区域主义策略。
　　在以上论述中，本书提出了以下观点和基本结论。
　　(1)新区域主义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仍处在完善之中。
具体地说，所谓新区域主义理论，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欧
美出现的区域主义新特征从不同维度提出的解释和分析。
　　(2)欧美学者提出的新区域主义观点不能全部解释东亚新区域主义现象。
由于东亚的特殊性，东亚新区域主义具有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
可以这样归纳欧美和东亚新区域主义的差别：欧美新区域主义是规则引导的(即“小国”向“大国”的
规则靠拢)，而东亚新区域主义则以问题导向为主。
问题导向指的是东亚新区域主义主要以解决区内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主，东亚经济体在区
域认同上逊于其他地区。
　　(3)由于东亚经济体的高度异质性，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东亚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潜力受到了限制
。
　　(4)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东亚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程度较高，但仍与美国、欧洲存在着密切的贸
易联系，并接受了来自两地的大量投资。
就东亚而言，贸易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区域主义与东亚经济一体化>>

　　(5)由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差异性较大，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东亚经济体逐
渐形成了以生产工序分工为主的区域生产结构。
中国在这一新的区域分工体系中起了重大作用。
　　(6)东亚经济体在建立浅层次的金融政策协调及紧急救助机制方面已有一定的进展，在建立区域性
债券市场方面也迈出了一小步，但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如汇率合作)殊为不易。
　　(7)进入21世纪中国显然加快了区域合作的步伐。
中国在实施区域主义战略的进程中，应考量安全、政治、经济等因素，谨慎选择合作伙伴，详细协商
协议细节，正确取舍各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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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    四　遵守“拇指法则”    小结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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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国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夹在中日之间，韩国乐于充当这样的平衡角色。
韩国不仅想通过与区内国家（组织）合作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韩国希望能与中日商讨共同建立东
北亚合作机制，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但任何地区任何形式的一体化也会遇到政治上的障碍，东亚新区域主义发展的障碍有三，第一，
东亚地区政治体制不同，既有民主政体，也有被西方国家称为独裁的政体（缅甸），还有介于两极之
间的其他政体。
这些国家的全球以及区域安全观各不相同，加之不少国家都与美国结盟，它们与中国走得太近，势必
会受到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一直存有戒心。
第二，东亚区域缺少强力的政治领导。
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显示了大国政治决心，以及抛弃陈见携手并进的重要性和勇气。
在东亚大国——中国和日本目前还看不到这种政治愿望及迫切性，期望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新区域
主义发展更是奢望。
第三，日本对待二战的态度使得战争期间受到日本侵害的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根本不可能
抛弃前嫌，忘却历史，共同推进东亚区域主义。
由于在东亚大国之间政治障碍尚存，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这种障碍可能还会存在，因此，东亚的区
域合作可能主要体现在涉及区域国家的共同及具体问题上，如能源、环保、安全等。
东亚新区域主义的发展道路一定会充满荆棘和坎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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