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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尽管世界局势局部动荡，但总体保持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

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世界大潮汹涌澎湃。东亚区域合作也顺应潮流而

不断发生发展。但复杂的非经济因素仍然比较严重地阻碍着东亚区域合作进程。 

    东亚区域合作系大势所趋 

    东亚区域合作与世界发展潮流相适应，是地区经济与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较长一个时期

以来，东亚地区内部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等把主要贸易眼光瞄向西方的欧盟和北美市场。但这

一情况正在日益发生改变，东亚尽管区域合作起步较晚，但已开始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如果发展

顺利，各方努力，东亚的区域合作水平和层次可望不断发展深化，最终与世界区域一体化进程并

轨，与欧盟、北美经济区真正形成三强并进之势。 

    东亚展开大规模区域合作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客观条件正在发展。东亚合作的正式进程从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每年都有新的进展。近几年，亚洲区域贸易发展迅速，亚洲经济增速连

续十年超全球平均水平。东亚（更广泛一样上的亚洲）一体化正在成为火热的新名词，并将在未来

不长时期内，成为亚洲各国政府力推的经贸合作重点。当前，东亚区域贸易发展迅速，区域内贸易

的增长速度超过全球贸易增速，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建立后，双方的贸易额猛增。目前，东盟已跃升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虽然存在诸多分歧和阻力，中国、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发展谈判也在进行中。东北亚的中日

韩一直被视为目前亚洲拥有最大增长潜力的重要区域。从去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

的贸易伙伴，而中韩之间的贸易往来亦逐年加强。受东亚经济活力的吸引与鼓舞，印度、澳大利亚

等东亚区域以外的国家也极力关注并热衷于商谈与东亚尤其是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发展与合作，以

期从东亚经济发展快车中获益。2005年，澳总理霍华德访华时就表示，澳决定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

经济地位，愿与中方启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深化两国经贸关系与合作。可以说，阻挡东亚经

济合作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宗教、政治因素，而推动其冲破这些藩篱向前发展的恰恰是经济发展和

贸易市场的魅力。至于东亚经济合作发展层次和水平进度问题，目前还是宜以发展自由贸易区域合

作为主，借助其推动，在条件成熟时再向货币同盟等更高层次发展。 

    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东亚区域合作 

    中国在推动东亚经济贸易成长方面功不可没。在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受阻、全球区域经济合

作浪潮加速的形势下，加快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中国的一项必然选择。中国在开展区域经

济合作领域起步较晚，但却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推进者。2001年，中国与东盟率先达成建

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中国经济主要通过投资和贸易两条渠道与亚洲以及世界经济相联系。中

国经济实际上存在由外国投资推动对外贸易增长，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一机制。中国经济的发

展模式是一种和其他国家共享发展的模式，这在亚洲表现得更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

经逐步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日本以及东盟国家与欧美贸易之间的桥梁。每年我们对韩国、日本、

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德国等保持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我们又对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保

持巨额的贸易赢余。通过我们，这些贸易赢余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进入21世纪，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的贸易关系有了大幅发展。尽管中国对美贸易保持了一定顺

差，但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在亚太地区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却出现了显著的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仍

在不断扩大中。可以说，中国从美国获得贸易顺差总额的大部分都“送给”亚太地区的其他贸易伙

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发动机角色，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对

拉动本地区的经济成长和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中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出现相互

不可分离的密切态势。日本经济从对华贸易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从这个角度分析，中



美、中日、中欧，以及中国与东亚区域内部的贸易伙伴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各方同

时从中获得程度不同的经贸收益。任何一方企图借用经济贸易手段打压对方或其他有关方面，受伤

的不仅是对方，自己一方同时也将受到伤害。 

    认清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诸多因素 

    由于近年来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导致中日政治关系趋于冷淡，并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经冷”，进而影响东亚区域合作。欧洲、北美的经验表明，大国及其协调配合是区域经济

合作顺利进展的关键所在。中日占东亚13国（东盟10国＋中日韩）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80％。由于

在政治方面缺乏足够的互信，中日不能通过协调配合共同发挥主导作用，影响了东亚经济合作的顺

利进展。另外，油价急剧攀升和美元持续贬值，对中日两国造成的风险和冲击都极其严重。中日如

果单靠自身力量加以应对和防范，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对策，不仅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还会加重双

方的风险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合作不仅有利于双边，也有利于东亚区域合作与发展。构建

东亚经济共同体、能源共同体是有利无害的。中日之间的有关政治问题波及区域合作，日本政府没

有处理好有关问题，中国和日本如果不能建立切实的互信关系，将严重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效果和

进程，最终使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想流于空谈。 

    另外，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因素还不是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而是政治、文化等背景差

异。就内部而言，一是东亚国家大多是民族主义意识比较强、非常看重主权的国家。二是东亚国家

的国内市场大多比较封闭，特别是区内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国内市场远没有美国和欧盟开放。三是

东亚许多国家之间大多存在历史积怨，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信任。特别是东亚国家历史上深受日本

侵略之害，但日本至今仍然不能真正反省和道歉，并有意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在军事化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但就建立东亚自贸区而言，如果中日之间不能建立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

日韩自贸区、日本——东盟自贸区建设得再快，东亚自由贸易区并不能因此而形成。美国因素也在

一定程度上从外部影响着东亚区域合作。美国政界和学界一些人士认为，东亚的区域合作计划直至

东亚共同体设想故意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排除在外，将改变亚洲的政治全景， 最终削弱美国对亚

洲的影响，美国应针对这些事态发展制定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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