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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全文]

  东北亚地区在地域范围上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半岛(韩国、朝鲜)、蒙古等5方6国，其
中，中、日、朝、俄四‘饲相互关系在该地区占主要地位。近50年来，东北亚地区各国关系可以用政
治、经济、合作并行发展进行概括。以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为分界点，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两大
阶段：前一阶段在美苏争霸控制下的两极世界格局中，东北亚各国分属于东西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其经
济发展也分S，j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轨道，这一阶段各国合作的基础主要是以
意识形态为依据的政治同盟；后一阶段苏联解体标志两极世界完结，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
展，东北亚各国国家问题、民族问题提上日程，导致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此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地位日益
重要，各种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各国都在寻求一种更加完善的发展道路，这一阶段各国合作的基
础主要是以和平发展为原则的经济合作。在东北亚地区从霸权秩序走向合作依赖的两个阶段中，大国关
系均占有重要地位。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是东西两大阵营“交锋”的“前沿”，经过激烈的争夺之
后，美苏最终在该地区形成势力相当的对峙局面；冷战结束后，美国非但没有放松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反而进一步把这一地区确立为其推行全球计划的重点，积极制订“亚太战略”，在该地区谋求更多的政
治、经济权力。 
一、朝鲜战争至冷战结束(1953年-1989年) 
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在各国关系上以政治军事两霸势力均 
衡，实现霸权稳定为特征，经济关系上以体制内合作、体制间竞 
赛为特征。 
(一)政治环境 
“冷战”及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两极世界主宰这一时期东北亚 
地区政治格局。中、朝与苏联结为社会主义同盟，日、韩及中国 
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分属于意识形态对立的 
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紧张对峙为主。中国海 
峡两岸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分裂为韩、朝两 
国。社会主义同盟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60年代中苏由友好 
合作走向对立；日苏邻土争端更是旷日持久。 
(二)经济环境 
由于日韩与中朝分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所以 
两方经济也分glj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道路。战后日、韩仿 
效美国倡导自由竞争，以市场机制调节全部经济过程，两国先后 
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推行“出口主导”为外向型 
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其经济获得腾飞。1968年， 
日本GDP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1988年，韩国进入世界经济 
实力前20个国家行列。战后中朝以苏联为样板，建立了偏重于 
重工业发展的经济结构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 
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建设过程中，计划经济 
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仍较为 
落后，朝鲜则由于体制过于僵化致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三)合作关系 
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合作以对超级大国的依赖为特征：日韩 
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日、韩结成所谓三角体制的 
军事同盟，在经济上，日韩更是把美国当作最大的资金、技术供 
给国和产品销售市场。日韩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行“出口导 
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不断以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需求带 
动国内支柱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日美、日韩贸易摩擦也不断升 级。与此同时，中朝对苏联也形成了



“合作”体制。中朝结成了 牢固的睦邻友好同盟，两国共同取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中、朝照搬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第—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我国设计了156个项
目，极大增强了我国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但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援助我国的几百个合同，撤
走全部专家，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增兵边界，威胁中国的安全。两国由互助同盟、友好合作到反
目成仇。 
二、冷战结束到新千年伊始“989年—2000年) 
这一时期本地区各国关系以政治军事冷战对立告终，经济体 
制改革开端为特征。 
(一)政治环境 
1989年，苏联解体，宣告“冷战”结束，美苏两极争霸的 
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过渡。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意识形 
态的对立已不再是东北亚各国政治关系的首要决定因素，而国家 
问题、民族问题提上日程，各国关系呈现出发展的互利趋势。 
1．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正式启动 · 
1997年-1999年中、美、朝、韩在日内瓦举行了四次“四方会谈”，朝鲜半岛拟建立新的和平机制取代
停战协定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过程中，韩国金大中总统提出对朝实行“阳光政策”。2000年6月，朝
韩两国领导人正式会晤，并发表共同宣言，极大地促进了半岛统一事业的发展。 
2．海峡两岸形势风云变幻 
1992年海协、海基两会设立，双方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两岸对话也逐渐向
制度化方向发展。 
但近年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加紧分裂活动，为海峡两岸 
关系正常发展造成障碍。 
3．日俄紧张关系有所松动 
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力图改善俄日关系，日本政府对 
俄外交政策也转向“多层次接触”。1997年以来，日俄高层互访 
频繁，两国关系打破僵局。日本首相桥本提出日俄关系三原则，· 
两国推出“叶利钦—桥本计划”，在各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4．中日关系坎坷不平 
1998年江泽民主席首次访问日本，日本首次承认对中国的 
侵略，但仍不愿为其侵略向中国进行书面道歉，使日本又一次失 
去为历史问题划上句号的机会。 
(二)经济环境 
本时期前后东北亚地区经济存在三种依赖现象： 
1．对政府依赖 
(1)战后日本建立起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追赶欧美”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干预极大 
地阻碍了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市场调节，是一种“变形”的市场 
经济体制。 
(2)韩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方法、手段的选择与 
日本相比，其性质上表现为更广泛，更直接和更具强制性。这种 
控制导致腐败现象应运而生。 
(3)解放以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其特征是，以国家 
指令性计划作为指导全部经济的主要工具，排斥市场机制对经济 
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一体制的弊端不断暴 
露。 
2．对美国依赖 
(1)美日贸易的不平衡和摩擦由来已久，1994年美日进行 
框架协商，谈判中美国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做了较大让步， 
而日本因为在经济上仍要仰仗美国，所以只好采取妥协，最终两 
国达成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贸易协议协商说明美日贸易关系开始进 
入平等伙伴关系阶段。  
(2)日韩在货币上实行与美国挂钩的钉住汇率制度，致使短 
期资本市场控制在美国手中。美国根据本国利益制订宏观经济政 
策，使货币区国家官方汇价与市场汇价不符，最终导致被国际游 
资冲击而爆发金融危机。在这方面，日韩都有深刻的教训。 
(2)中俄在向市场转轨中存在许多问题：俄罗斯采取激进方 
式“休克疗法”，使本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但俄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陷人了极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之中；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完善进展很快，但在许多环节仍受原来计划体制制约，与国际 
·带场经济体制有较大差距。 
3．对出口依赖  
这种状况以日本最为突出。日本战后一直推行“出口导向” 
战略，以国际市场带动国内经济增长。80年代以来日元升值， 
东盟各国技术水平提高，加之美国90年代以来“新经济”奇迹 
致使美产品竞争力提高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原因，使日本 
：产品越来越难以占领海外市场，外需已难以牵动经济增长。 
(三)合作关系 
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合作多层次展开。 
1．环黄渤海区域经济合作实力加强 
各国对这一经济圈均报以积极态度，纷纷调整经济结构的地 
理空间和沿岸城市的发展战略，并不断扩大环海地区地方政府的 
自主权。该地区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紧密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 
2．环日本海区域经济合作开始起步 ’ 



1999年召开的第六次环日本海地区国际交流与合作地方政 
府首脑会议，环日本海的经济合作由具体领域向全面化发展。 
1999年6月在蒙古召开的东北亚合作研讨会即图们江地区开发 
项目政府间协商委员会会议从务虚走向务实。这两大进展标志着 日本海区域经济合作已开始启动。 
· 3．东盟10+3构想成功 
1998年，中、日、韩三国与东盟9国在越南河内举行领导 
人非正式会晤，即9+3会议，就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维 
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交换意见。1999年4月，“十国大 
东盟”正式形成。1999年11月，第三次“10+3”会议取得重大 
成果。首次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东盟的发展壮大及同三 
国首脑的会晤，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地区的合作，也带动了东北亚 
地区关系向密切友好迈进。 
三、新千年目标 
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关系应是以最终解决冷战遗留问题，建 
立优势互补、相互依存的经济合作关系为特征。 
(一)政治环境 
多极化的世界体系将在新千年确立，东北亚地区也将迎来新 
的前景： 
1．朝鲜半岛将完成统一大业 
2000年朝韩首脑会晤发表了由五项条款构成的共同宣言为 
半岛统一提供了可行性方案：朝鲜民族将自主地解决统一问题， 
朝着具有共同点的南方提出的旨在实现统一的邦联制方案和北方 
提出的联邦制方案方向努力。 
2．海峡两岸达成实现一个中国的目标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范例：祖国统 
一众望所归，相信这一问题终会得以圆满解决。 
3．日俄邻土争端解决 ’ 
日本可以先得到齿舞和色丹群岛，然后日俄缔结条约，以某 
种方式确定日本对另外两岛的主权，对两岛采取日俄共管或限期 
归还的方式。 
4．中日信赖关系建立 
正视过去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如果 
日本对侵略中国的过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指 
日可待。 
5，日美安保条约解除 
1999年，月本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这些法案 
具有更强的进攻性和侵略性，成为亚洲的不安定因素+只有将这 
法案废除，东北亚地区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二)经济环境 ， ’ 
1．朝鲜半岛实现民族自主统一，经济均衡发展 ． 
朝鲜资源极为丰富，但资金、技术缺乏，韩国资金、技术较 
为充裕，但资源贫乏，市场狭小，半岛统一后小两国互补长短， 
合作发展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 ，： 
2．日本走出危机，完成体制改革 · 
新千年内，日本应尽快完成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加快本国体 
制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速度将使日本走向新生。 
3．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济翻两番 
随着中国加入WIT)步伐加快，其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展更 
加迅速，改革开放使我国在新千年伊始收到累累硕果，·国民生产 
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十达到小康水平，并将使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 。 
4．俄国完成新10年计划 
新千年俄罗斯需要坚持经济转轨符合俄具体国情的第三条道 
路，采取实际行动，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争 
取达到8％，人均C10P在15年之内赶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如增 
长速度达到10％，即可达到英、法水平。 · 
(三)合作关系 
I．松散型合作体制 
东北亚地区当前还处于松散的双边合作为主的形势下，因各国间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别太大，
各国双边合作还存在 
不稳定因素等原因，短时间内本地区直接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是 
不现实的，所以应以松散型合作为基础。  
2，多层次合作关系 
新千年东北亚地区应着重组建多层次的小范围的地区合作组 
织，在此基础上，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1)东北亚区域合作组 
织。目前较有发展前景的是环黄渤海区域合作组织、环日本海区 
域合作组织、中蒙俄区域合作组织。中、日、朝三国可选择建立 
成长三角，作为区域合作组织的基干部分。 (2)亚洲自由贸易 
圈。日韩两国先建立自由贸易圈，在此基础上，还可构筑亚洲货 
币体系。(3)APKC组织。东北亚各国在此层次上的合作较为广 
泛，新宫泽的构想就是一个例子。 
3．优势互补，共同开发型合作目标 
东北亚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各占优势，但由于政治、经济形势 
复杂，在短时期内应以共同开发为目标。俄罗斯的资源，日本和 
韩国的技术、资金，中国的劳动力都是具有深厚潜力、有待开发 



的要素。 
4．开放型合作形势 
日韩早在战后就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的经济 
体制外向性质H益明显，俄罗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正在紧密依托 
国际市场，朝鲜也在加快开放步伐，各国共同的外向型发展取向 
决定了其合作必定采取开放形式。 
5．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机制 
因东北亚各国经济、政治状况差异较大，建立国家层面上的 
交流合作局限性也较大，因此该地区将形成中央、地方；政府、 
民间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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