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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多边机制 

  ——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60届年会在上海召开 

  冯绍雷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60届年会在上海的召开,是一件举世关注的大事。众多

高层政商人士势必将通过这次难得的机会,研判国际社会走势,关注亚太区域合作

发展进程,聚焦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同时,由于此次会议是亚太经社会在57年之后

重回其诞生地上海,因此与会代表也必定会将注意力投向上海——这个当今世界

发展最为迅速的都市。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发展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因此,代表与

专家显然将会集中就当前国际社会的全球化与区域化相互关系问题进行讨论。从

理论上说,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究竟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抵触,还是一个悬而未决

的问题。有人认为,区域层面上经济自由化进程是全球自由贸易和资本、技术包

括人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但有人不以为然,并以欧洲一体化的实例加以反驳,认为

在欧盟范围建立起来的“体内”的经济自由化过程,是对全球范围内缺乏节制的

经济自由化过程的一种平衡与制约。事实上,无论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甚至

是亚太地区十分有限的区域整合安排多少都与对全球化进程所伴生的不可测影响

的某种防范有关。但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全球化与区域化进入了胶

着状态,恐怕还只是一种阶段性的、静态的描述。用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当前蓬勃

崛起的区域化进程,应当视为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特别是

20世纪末空前伸展过程中的一次断裂与回摆。从根本上说,区域化进程恐怕不能

脱离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推动,而全球化也需在区域层面上经过阶段性的盘整聚敛,

尔后方能蓄势再发。 

  如果说,欧洲联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对而言是更具有区域阻隔特征的经济

联盟,那么亚太区域另当别论。亚太地区一体化过程的最大特点便在于它的开放

性。亚太区域之内的不少国家相当大程度的经贸关系,乃至于政治合作的对象不

在区域之内,而在区域之外。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特征,便是亚太区域之内各国各地

区经济社会条件差异巨大,文化价值观念更是多样纷呈,合作难度巨大。如果作深

究,那么亚太地区之难以整合,除了各种人为的社会经济动因,恐怕还在于高山大

洋的阻隔,使之难以像欧盟与北美那样易于抱成一团、浑成一体。 

  正因如此,在当前态势之下亚太地区如何进一步实施区域整合,势必会是本次

会议的讨论重点。依笔者对国际学术界的接触,时下对亚太区域一体化前景的研

判,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以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

与货币联盟、政治联盟为先后发展阶段的一体化过程。这一模式显然伴有深重的

来自欧洲区域整合的经验色彩。第二种是以地区清算基金、地区货币体系、经济

与货币联盟、政治联盟这样循序发展而成的区域发展模式。这显然与1997年金融

危机之后,人们对如何摆脱金融危机干扰的思考有关。第三种是从次区域合作出

发,然后逐步形成区域之内的一体化过程。这样一种一体化模式自然是与当前亚  



太地区各个次区域正在出现的整合试验有关。当然,关于如何实现从次区域合作

向整个区域合作的过渡,又有各种不同意见。比如,有人认为应该首先在东北亚地

区和东南亚地区实现次区域合作,然后再对两个次区域的合作加以整合。另有人

认为,亚洲地区首先应是中日之间的合作,类似于法德合作成为欧盟合作的主轴那

样,然后推进整个区域的合作。 

  以笔者之见,亚太地区(首先是亚洲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很可能是上述各种模

式的一种综合。理由是:第一种模式很可能不光是对欧洲一体化经验的简单抽象,

而是具有普遍性,因为任何一体化过程恐怕都离不开先货品后金融、先经济后政

治安全这样的逻辑顺序。同时,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于资本运作的特殊

敏感性和金融危机所警示的金融危险,很可能成为区域金融合作的动力。我特别

还想强调的是次区域合作在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是简单

重复欧洲的老路,仅由本地区最重要的国家首先成为区域合作的轴心;也并不是各

次区域合作简单相加。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出现的一个环形的多边合作圈,很可能

会成为整个亚太地区(首先是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一种巨大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标志的中、俄及中

亚诸国的区域合作组织,开创了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意识形

态、不同大小规模的转型国家于一体的历史性实验;东南亚“1+10”机制,以及由

中国与东盟共同开启了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探索进程。2003年以来在北京

举行的“六方会谈”,中国更是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承担了如此重要的推动地区

和平进程的角色;如果再加上正在酝酿之中的中、印、俄三边合作机制以及“一

国两制”解决港澳回归问题,那么,可以明显地发现在中国的周边正在形成一个前

所未见的充满活力的多边合作圈。这样一个多边多样合作地带的形成不仅有利于

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势必有益于地区的发展与稳定。 

  一方面,中国在上述次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正

处于一个空前学习过程之中。推动多边合作、学习多边机制应该是政府官员、企

业人士包括学界共同努力的目标。 

  上海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处,成为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诞生地并非偶

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亚太经社会重归故里当然也事属有因。但愿上海人的

理性、宽容、敬业、谦虚能够引来更多的国际总部在此地落脚生根。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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