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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09年度报告》可以视为是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取得的最
新成绩的报告单，报告描述了2009年以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
报告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回顾了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以及令人鼓舞的亚洲经
济领先复苏的态势。
　　报告强调，中国和印度等经济体在此次全球危机中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在经济复苏上的表现也尤
其突出，为全球战胜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报告指出，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没有停滞，亚洲经济体彼此之间相
互关联的程度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在一些国家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时，今天的亚洲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最大支持者。
报告详细叙述了亚洲经济一体化和经贸合作的进程，包括东盟+3进程，APEC及其为实现自由贸易区
的愿景而做的努力，以及四个次区域（东亚、中南半岛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体化进程等。
总体上讲，亚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充满活力，进展迅速。
　　至于哥本哈根会议和亚洲环境问题报告并没有忽视。
在气候变暖问题上，亚洲虽然尚未形成清晰的区域合作框架，但是为亚洲地区未来合作提供了新的内
容。
亚洲在环境上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一些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作出积极的贡
献。
　　亚洲的经济已经率先走上复苏的道路，亚洲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其现有的活力。
亚洲地区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成员之间的合作日益加深，合作领域正从贸易和投资向金融和宏观
经济管理等更深的层次发展。
我们期待着亚洲各国在全面战胜金融危机和进一步推进经济一体化建设上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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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亚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商青睐的地区。
对于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能够带来技术、管理经验和所需的资金。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际直接投资还可以推动各种形式的区域内贸易发展和一体化进程
的加快。
　　随着中国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际直接投资目的地，亚洲其他地区对于中国引进外资规模所带来
的“投资转移”效应表示担忧，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吸引外资大国的存在，是否会影响投资流入本地
区其他经济体的数量？
　　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在选择出口平台时，可能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做出选择，如泰
国或印度尼西亚。
此时，跨国公司将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工资水平、政治风险、基础设施等，这些因素将决定哪里是更
理想的低成本投资目的地。
在这一情况下，投资中国将减少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投资，这一效应称为是“投资削减”效应。
　　第二个观点强调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在生产和资源方面的联系。
在制造业方面，这一联系表现为垂直分工的深化和生产过程的分解，跨国公司将根据相关地区在生产
过程不同阶段竞争力的特点，分别在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如马来西亚）设立工厂。
这样的布局将导致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展开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引进外资增加的同时，亚洲其他经济体引进外资的数量也会增加，中国与亚洲
其他经济体引进外资数量呈互补关系。
　　另外一个类似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也在扩大，结果对自然资源的
需求大幅上升。
市场机会的出现将诱使外资进入中国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会在亚洲其他经济体进行投资，开发矿产和自然资源，向中国出口。
满足中国工业化的需要。
这一效应被称为是“投资扩张”效应。
在理论上，很难判定“投资扩张”效应和“投资削减”效应在中国引进外资上究竟哪一个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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