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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韩三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课题 

[日]西川博史 

【内容提要】  近些年构筑“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FTA)的议论也不绝于耳。

文章根据m对日本GDP拉动效果的估算，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贸易互补性、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以及三国技术密集型

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分析研究，认为目前无须强调建立地区经济共同体，而更有必要关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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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  言 

    旨在构筑“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准备工作正在东亚地区展开。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是：东盟(ASEAN)+中日韩

(简称“10+3”)这一“框架”在东亚地区是最现实的“地区”划分标准。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

判中也在推进这一“框架’’的实施。不过，伴随着这种发展趋势，却面临着把诸多研究者的思考方法埋没于以国家为主

体的“地区”概念之中的危险。迄今为止，研究者们是在不拘于国家框架的基础上，自由地设定了“地区”概念。在经济

全球化进程中，要想实现“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这一理念，并非只能依靠以国家为主导的“地区”形成运动。而是

有必要构筑一条与国家牵头的“地区”形成相抗衡的独立的新路线。 

    日本内阁于2005年编制了一份关于日本与哪个贸易伙伴国签订自由贸易区(FTA)效果最大的估算报告。就FTA对日本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拉动效果而言，效果最大的是中国，其对日本GDP的拉动幅度高达O．5％；东盟5国(泰国、印尼、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居第二位为0．24％(见表1)。但已经与日本签订m的国家对日本GDP拉动幅度却较小，如墨西

哥为0．06％、新加坡只有0．002％，并未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对FTA效果的推算不仅包括促进GDP增长的正面效应，也

包括降低农林水产业生产的负面效应，为此日本内阁对两方面的效应都进行了估算。如果日本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签订

FTA，将分别使日本的农林水产业产值下降3．8％和1．7％。从上述对日本GDP与农林水产业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效果来

看，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与中国、欧盟、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正面效应更大。 

    日本经济企划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把中日韩经济合作作为政策评价的一个重要领域来研讨其政策效果，并将研

讨成果写成年度报告(《政策效果分析报告》)公之于世。在2000年度的《政策效果分析报告》中，以《面向加强日中韩三

国之间经济关系的课题》为题，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的日中韩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现状进行分析：与1985年

相比，1997年日中韩三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呈减弱的趋势。另外，日本对中国和韩国的直接投资也停留在与欧美同步甚至

略低于欧美的水平。这表明日中韩三国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地理优势来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据此，该报告建议，应加



大力度推进三国之间签订FTA和实现《茂物宣言》目标的进程，并以若干模拟实例说明这两项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将取得的

巨大经济效果。不过，如表2所示，就韩国而言，中韩之间签订FTA比日中韩三国之间签订FTA将能获得更大的绥济效果。 

    从日本今后的亚洲战略来看，中国和韩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是，对于日中韩三国来说，为什么FTA是必要的?

为什么要建立三国地区性的经济一体化，其战略意义何在?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答案仍然不甚清楚。这或许是受到北美

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等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就想当然地认为东亚地区也应该有对应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一种触

景生情思潮的反映。 

    二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现状 

    ......

    三  日中韩三国的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的实际状况 

    ......

    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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