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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李向阳 

    在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东亚地区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其中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

来，在“10＋3”框架之下，东亚合作进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有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仍然没有实质性突

破。依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模型的分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最有合作潜力的选择方案，并为各方所普遍认同。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仅靠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传统合作收益并不足以推动中

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而现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模型忽略了许多非传统收益。由于非传统收益具有公共产品特性，

各方对待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存有分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供给不足现象。因而我们需要以更广的视角来看待区域合作

的潜在收益，并促使各方对此形成共识，才可能真正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进展。 

    一、有关区域经济合作非传统收益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

    二、东亚地区国际生产网络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

    三、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国际经济格局 

    ......

    四、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的空间 

    ......

    五、东北亚区域环境保护的合作空间 

    ......

    六、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化解政治、历史、外交纠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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