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13位ISBN编号：9787807453352

10位ISBN编号：7807453354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尤安山

页数：280

字数：32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前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60多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世界经济格局却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格外引人瞩目的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两大并行
不悖、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其影响已渗入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令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无
法置身其外。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往往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局部性实践和阶段性探索所构成的；世界各国和地区
在努力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十分注重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尤
其将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寻求更大经济发展空间的重要战略。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FTA为特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从欧洲、北美迅速向亚洲推进。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签订
的第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协议，更是构建面向21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新型
关系的一个伟大创举，实现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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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在查阅、整理和分析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以及中国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的视野，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探讨。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它密切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轨迹，尤其是其中的新特点
、新问题与新的变化趋势；本书力求使学术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重视前瞻性对策研究，针对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深化与拓展和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而深入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决策参
考价值的对策建议；本书力争做到资料翔实、数据新颖、论证充分，有助于读者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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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安山 ，1955年12月生，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亚太经济、港澳经济。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多次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韩国进行课题调研及参加研讨会。
本人负责的各类重大课题主要有：国家社科课题《关于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市重
点课题《“一国两制”条件下，沪港经济合作的新机遇新思路》、《21世纪初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
》；院重点课题《上海金融市场发展与沪港澳合作机遇》。
参与的各类课题主要有：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世界三大区（欧盟、北美、亚太）运行特点及其发展趋
势》、市社科课题《中国WTO四成员方一体化研究》、院课题《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多边合作关系》
。
香港回归前后承担了对《“九七”前后香港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对策》等重大课题的调研；特别是
近几年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的《沪港城市竞争力比较》课题，连续五年在香港举行课题成果新闻
发布会起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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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政府作用——个性分析　　由于区域经
济一体化具体参与方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际目标和组织架构也各有特色，
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自然具有不同于他人的鲜明特色。
　　（一）欧盟中的政府作用：在自愿让渡一定权力的基础上发挥主导作用，法德处于轴心地位　　
开风气之先的欧盟是基于成员国的相互信任而结成的现实中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
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更为不同的是，其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高远目标，要以经济一体化推动政治
一体化，最终实现欧洲的联合；与此相适应，其设立了相对独立于成员国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
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着一部分本来属于成员国的职能：不仅协调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按条约
规定的一体化范围、时间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还直接管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建立和维护
市场秩序，参与整个组织的对外经济贸易交往，甚至具体负责与非成员国第三方国家的经济贸易谈判
；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既不寻求也不接受来自任何成员国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指示，完全
独立地决定相关事务。
但综观欧盟一体化进程，无论超国家机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主权国家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
各成员国政府依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也体现在作为欧盟利益代表的欧盟委员会、
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的设立与运作过程中，尤其是超国家权力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予以让渡。
欧盟一体化就是主权国家的主导和超国家一体化的结合与平衡。
　　1.各成员国政府对经济一体化起主导作用，拥有最终决定权　　首先，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倡议
，尤其条约的签订与修改，都是由主权国家政府提出，经过在欧盟组织内部和由各国政府首脑亲自参
加的“政府间会议”的反复讨论才形成一致意见，按照成员国各自的制宪程序履行批准手续后方可生
效，并具体加以实施。
在这一复杂过程中，每一成员方政府都拥有双重的否决权。
其次，作为欧盟决策机构的理事会，是由代表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级官员组成，具有鲜明的“政府间
合作”的性质，使欧盟依然能够运行在“政府合作”的轨道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