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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合作的进展与问题 

陆建人 

   

  2003年10月6-8日，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和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在印

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并取得了多项成果，把东亚经济合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也要看

到，东亚经济合作仍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挑战。 

   

东亚经济合作的最新进展 

   

  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东亚经济合作出现了四大进展，一是中日韩大力推动东北亚次区

域合作，二是东盟提出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 进一步推动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三是东盟分

别与中、日的双边合作出现突破，四是10+3合作进程进一步深化。 

  10月7日，中、日、韩三方领导人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

合宣言》。此举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东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得到了官方的大力

推动。多年来，东亚合作处于“南热北冷”状态，即东北亚次区域的合作落后于东南亚。这

一地区各经济体，包括中、日、韩、俄、蒙之间，尤其是最主要的三个经济体中、日、韩之

间，迄今没有达成任何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尽管关于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已

提出多年。这次三方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宣言》，旨在改变现状，推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

除了继续加紧研究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外，还提出开展信息通讯产业、财金、交通、旅

游、科技、环保等广泛领域的合作，从而明确了东北亚合作的方向与目标。 

  同一天，东盟首脑会提出了在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将东南亚经

济一体化从目前的自由贸易区初级阶段升级为以单一市场为特征的经济共同体高级阶段，这

将使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实现质的飞跃。 

  此外，10+3框架内的10+1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

的双边合作又有了新的突破。首先，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

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前者使双边关系正式化，法律化，后者

则大大地提升了双边关系的性质。这两项举措，必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为“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其次，东盟与日本的合作也出现了突破。双方在会上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框架协议》，确定了建立“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即2004年开始部长级磋

商，2005年开始正式谈判，2017年最终建成该自由贸易区。此前，东盟部分老成员与日本订

立双边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业已开始。除了自由贸易区外，东盟与日本还将开展技术援助、

人员交流等其他领域的合作。 

  最后，10+3合作进程也在加快中。中国在会上提出深化东亚合作的四项建议，即：一、

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二、推进财政、金融合作，建立“亚洲债券市场”；

三、加强政治、安全合作；四、拓展社会、文化、科技合作。目前，10+3的合作已形成领导

人峰会—外交部长会—司局长会及专业部长会议等较完善的机制，这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十分有利。 

   

东亚经济合作的问题 

   



  尽管东亚经济合作已取得不少进展，但总的看，与北美、欧洲相比，东亚的区域合作仍

然滞后。当前，东亚合作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10+3合作要向什么目标迈进？成员们认识并不一

致。早在2000年10+3会议上，新加坡就提出要建立“东亚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是如今天

欧盟那样政经合一的超国家组织，还是松散的“东亚大家庭”，却并不明确，更谈不上时间

表了。 

  不过，大多数成员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抱有期望，这个目标相对“东亚共同体”

而言更为现实。在这次巴厘岛会议上，中国呼吁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进行可行性研究，表

明了中国的态度。依笔者之见，“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最晚应不超过2020年，即亚太经

合组织（APEC）实现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最后期限，否则将失去其意义。至于“东亚共同

体”，应当列为远期目标。欧盟化了50年才搞成今天的共同体, 东亚的困难更多，道路更漫

长，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要不要搞“东亚峰会”？迄今为止，东亚的合作是在10+3框架中进行的。这一框

架的特点是10为主3为客，即经济份量较小的10国（2001年10国GDP总和仅占东亚的8.8%）是

东道主和核心，而经济份量巨大的中日韩三国（2001年3国GDP总和占东亚91.2%）必须作为

被邀请的客人参与合作进程。这种格局的优点是充分发挥了中小国家在地区合作中的领导作

用，在一定程度是可避免大国争夺主导权对合作进程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缺点是东盟的

经济份量太小，随着合作进程的深入，其推动力捉襟见肘。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共

同体，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靠经济份量较大的国家来推动的，前者如德、法两国，后

者如美国。另外，东盟对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影响力也很有限，难以担任推动整个东亚地

区合作的重任。 

  早在两年前，韩国就提出改变东亚合作以东盟为核心的格局，把10+3改为“东亚峰

会”。“东亚峰会”的成员仍然是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但13个成员的地位一律平等，无客

主之分。会议不再限止在东盟成员国召开，也不必放在东盟峰会或部长级会议之后开，而是

在13个成员国中轮流召开。换言之，中、日、韩3国也不必再以客人的身份与会了，这3国各

自也可以东道主身份召集东亚会议。客观地看，“东亚峰会”更适合于推动10+3合作进程，

更有利于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这两个目标。但东盟对此存有疑虑，担

心其核心作用将会因此消失。依笔者之见，“东亚峰会”可与“10+3”同时进行，前者的议

题可以更宽广，着眼于整个东亚地区。“东亚峰会”最好在2004年就启动。 

  第三，中、日两国互不信任成为东亚合作的难点。东亚经济的重心不在东南亚，而在东

北亚。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占东亚13个经济体总量的91.2%，其中，中、日两国占了东亚

的84.5%。很显然，东亚合作应当以中、日为核心。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之间存在的一系列

问题导致双方互不信任，影响了东北亚和东亚的合作进程。这些问题包括历史问题、领土争

端和经济竞争三个方面。最突出的是历史问题，日本政界几乎年年都会出现伤害中国人民感

情的事情，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及最近发生的遗留在中国的毒气弹事件等

等，无时不刻地在给两国关系投下阴影，也使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挥之不去。在经济领

域，日本对中国颇有戒心，担心被中国超过，“中国威胁论”总是不断地出现新花样。最近

的论点是“中国向日本输出通货紧缩”及“人民币不升值损害日本经济”，而日本插手中俄

石油管道谈判，已成为双方经济竞争的新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日本提出的有关东

亚合作的建议，如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及“东亚发展倡议”等持有疑虑也不难理解。反

之，日本也不愿意看到东盟与中国走得太近，担心地区合作主导权落在中国手中。 

  另一方面，日本自身对地区合作的热情也不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眼光是

全球的，而非地区的．日本的对外投资和贸易重心都不在本地区。日本今后究竟是继续脱亚

入欧还是回归东亚，定位并不清楚，这就决定了日本对地区合作的态度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的压力下亦步亦趋。在与东亚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日本有一



个致命的弱点，即害怕开放农产品市场。这是日本与韩国及与东盟搞双边自由贸易区的一个

难点。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论是东北亚三国还是东亚的自由贸易区都无法建立起来。 

  第四个问题是东亚的区域意识薄弱。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建立在地区主义的基础上，即

各经济体应当以区域利益为重，从区域利益中寻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欧洲做得最成

功。历史上，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也曾十分强盛，但通过战后半个世纪的融合，欧洲的国

家、民族意识已让位于区域意识，人们从对国家的认同转向了对区域的认同，这才有了今天

使用统一货币的欧盟。反观东亚，目前正处于国家、民族意识的上升时期。13个经济体各有

各的想法，都强调自己的民族特性。如果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将其置于地区利益之上，

那么东亚一体化就难以向前发展。如何强化区域意识已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欧盟和北美

自由贸易区都在扩展中，东亚今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东亚合作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解决上述问题尚需时日，东亚合作进程将

是漫长而艰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