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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日益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预想中的亚洲经济共

同体将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东盟，届时这个共同体的总人口将占到世界人口的一

半，贸易规模将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汇储备规模则会超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总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是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必

然要求。从现实情况看，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少局限。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

直接反映和客观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升级的。由于

世界各国在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达到完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还需

要较长的发展过程。因此，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加强

经济合作，为谋求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建立起一体化程度较高的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国家集团。从 1956 年成立的欧共体到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统一市场的

形成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充分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

的伴生物。 

据 WTO 统计，到 2003 年 5 月，全球 WTO 的区域贸易协议已超过 265 个，其中 190 个已

生效，其中有 138 个是 1995 年 1 月 1 日后达成的，大部分属双边 FTA 性质。到 2005 年，正

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已达到 300 个左右。 

亚太地区最早的双边 FTA 是 1983 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在

1989 年以前，它一直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双边 FTA。1997 年，全球 GDP 排名前 30 位的国家和

地区中，唯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及香港特区没有加入任何双边 FTA。但是，

1997 年以后，东亚各类双边 FTA 开始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亚太地区处于不同阶

段的双边 FTA 已超过 50 个。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是完全存

在的。 

 

 

二、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 

首先，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趋势看，未来的一段时期，区域经济一

体化无论在广度、深度、影响力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方面，都势必形成更加浩荡的

潮流。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等人 2002 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由于

担心中国将占据亚洲的中心地位，一直不愿意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才导致亚洲区域

经济至今无法形成。此观点可能有失偏颇，但亚洲经济一体化迟迟迈不开步伐，除了有亚洲

各国社会、文化与经济差异较大及历史原因等因素外，确实与有些大国特别是日本、印度乃

至美国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但是最近两、三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对于以亚洲

作为整体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仅正在形成共识，而且有一种强烈的紧迫

感，一些国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实质性的推动。例如，2002 年 1 月，日本首相小泉

纯一郎访问菲律宾，正式提议与东盟建立全面经济联盟，包括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等。当



年 5 月，阿罗约总统访问日本，明确表示支持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倡议。2002 年 4 月，

以推动亚洲全面合作为宗旨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其实，在此前后，日本、印度等国家

就不断有学者和民间人士提出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或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倡议。2002年 11月，

印度迈索尔大学的学者发表《区域贸易安排：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通向亚洲经济共同体》一

文，其核心观点就是中国、印度和其他的南亚国家、东盟国家和东亚国家应该走到一起来，

为形成一个亚洲经济共同体而努力，并认为这将成为抗衡发达国家区域贸易安排的利器。

2003 年 7 月初，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等近 40 位专家学者联名发表《东亚经济共同

体构想及日本的作用》一文，倡议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为核心，建立包括东盟 10 国

及中、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参加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并提出了包括所谓“推动

中国完善体制并发挥部分主导作用”等 15 条具体政策建议。 

第二，“亚洲意识”逐渐形成。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一些新独立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泛亚洲主义的思

想，这是早期“亚洲意识”的萌芽。随后，“冷战”开始，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对峙，形成

了一些地区或双边军事同盟，但这些军事同盟并没有给亚洲新兴国家带来多少安全感。总体

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亚洲的地区合作发展得并不充分，而且当时经济合作组织少，

到 80 年代中期，随着亚洲局势的缓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

的发展，使得“亚洲意识”得以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亚洲各国越来

越意识到，尽管各国之间经济与社会环境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文化及传统具有多样性，

但争取平等和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各国都有着共同发展的愿望；充分挖掘亚洲巨大的

自然、人力资源潜力，是消除贫困、增进繁荣、提高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亚洲各国之间通

过对话、协调与合作，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增加亚洲各国经济福利和政治地位。2004 年 5 月 26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马赫布巴尼发

表的一篇题为《亚洲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吗？》的文章，就是这种“亚洲意识”的体现，亚

洲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与时机正趋于成熟。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虽晚，但各国正迅速向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努力迈进。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目前都把区域合作作为扩展其贸易自由

化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国以及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等对一体化的重视意味着亚洲经济融

合的条件和时机趋于成熟。 

第三，中国成为构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重要轴心。 

中国在 2001 年率先与东盟就建设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此举促进了区域内其他国家如

日本、韩国及印度开展了类似的行动。日本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关系框架协

议》，确定了建立“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韩国正在与东盟国家开展类似的研

究和谈判。2002 年 11 月，中国提出了中日韩三国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的建议，

得到了日韩两国的积极回应。2003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韩国总统

卢武铉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国与俄罗斯及四个中亚国家共同组成的

“上海合作组织”，虽然经济合作并未成为其中的重点，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走向经济合

作也是必然。2005 年以来，中国还宣布与新西兰等国家或地区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可行

性研究。 

第四，其他亚洲国家也在积极开展类似的区域经济合作。 

日韩之间在 2003 年 6 月重新开始了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印度也逐渐将其经济合作

的重心向东亚靠拢，2002 年印度与东盟建立了领导人会晤机制，形成了继中国－东盟、日

本－东盟、韩国－东盟之后的第四个“10+1”合作机制，而且还与东盟签订了建立自由贸易

区的框架协议，决定在 2012 年建成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区；2004 年年初，印度还向中国提

出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在 2003 年 10 月的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提出了在 2020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三、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局限 

从中长期来看，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现实且意义深远的选择。构筑“亚洲经

济共同体”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促进本区域经济活动和谐发展、经济协调增长，增强经济的

稳定性，不断提高生活标准和密切成员国之间的联系。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要达到的具

体目标，应当包括消除关税壁垒和进口配额；建立共同的对外关税体系；实现人员、资本和

劳务的自由流动；制定共同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逐步形成一个货物、劳力、劳务和资本

自由流通的市场等。但是目前，实现这一构想还存在以下诸多局限： 

1、亚洲经济一体化尚缺少一种机制化的安排。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长期性以及当前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使得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机制

化显得日益紧迫。从以往的情况看，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要发挥效力，实现既定目标，必

然对成员要有强制性的约束机制。尽管东亚国家目前大部分参加了 APEC，但是，由于各成

员国之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致到目前

为止，各成员国对 APEC 的组织性质和原则仍然存在严重分歧，更谈不上建立统一的约束性

规则。APEC 目前实际上只是各成员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一个协商论坛。 

2、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尚未实现利益最大化。 

从欧盟的经验看，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固然可以为区域经济合作各方带来利益共赢，但是

比之建立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市场，这种安排的利益局限是明显的。面对欧洲、美洲经济一体

化如火如荼、亚洲经济一体化呼声日高的形势，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如果仍停留在建立“自

由贸易区”一类的规划上，将从根本上浪费机会与丧失总体竞争优势。 

3、亚洲部分国家之间关系呈现复杂性。 

亚洲作为总体，目前的经济总量、资源总量及各种经济要素组合的合理性,都与欧盟、

美洲存在一定差距。而从长远看，一旦亚洲的近邻国家如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加

入到亚洲经济共同体中来，情况将会发生根本改变，届时亚洲经济共同体这一“巨无霸”经

济体无论人口总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地域面积（约占全球三分之一）、自然

资源还是经济总规模，都将超过欧盟和美洲共同体，并将使内部的资源和各种要素具有更大

的互补性。但是，这样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目前亚洲部分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影响，

将难以很快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