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路径选择
*

耿丽华
(辽宁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关于对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至今越来越

活跃。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依据。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重点研究东北亚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路径选择。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路径必须

分四步走,即第一步: 中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 日本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 韩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

第二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第三步:中日韩+ 俄罗斯自由贸易区;第四步: 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而其中的

必经路径是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这是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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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

迅猛发展进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甚至呈现出区域一体化比全球化发展

更快的势头。这对于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无

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关于东北亚区域经济一

体化问题的研究,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就已经开

始了,至今越来越活跃。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并不是对欧洲、北美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简

单地效仿,而是有其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条件。

一、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在与内在因

素

东北亚地区地域辽阔,总面积为 936万平方

公里。主要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地

区、日本、朝鲜、韩国、蒙古等地区和国家。这一

地区既有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又有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东北亚地区几乎囊括

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经济形态。早在 20 世纪

90年代,对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就被明

确地提出来了。迄今,这一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

济中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一)外在因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是推动东北亚

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在因素和推动力。根

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截至 2002年 6月,向世

界贸易组织正式通报的自由贸易区( FT A)模式

已多达 143个, 其中 80%以上是近十余年间达

成的协议或开始实施的。目前,作为世界两个区

域经济合作影响最大的合作组织欧盟与北美自

由贸易区, 正在积极谋求扩张: 欧盟/东扩0 ) ) )

从 2004年 5月 1日起已扩大为 25国,欧洲统一

可望实现; 北美自由贸易区/南下0 ) ) ) 美洲国家
在 2005年 1月以前结束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

谈判, 从而建立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世界上覆

盖面积最大、实力最雄厚、竞争合力最强的自由

贸易区。

当前, 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一种

世界潮流。就全球而言, 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

各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还仅仅有 26个, 然而

到 2002年底时,便激增到 255 个之多。不仅在

地域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间形成很多

自由贸易协定( FT A) , 还产生了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 FT A) , 甚至还

出现了跨越不同地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FT A)

以及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建立广泛合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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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自由贸易协定 ( FTA )。就亚洲而言, 在

2000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签订过自由贸易

协定( FT A)。从 2001 年以后, 亚洲各国也展开

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 FTA )的竞争, 在其后的

两年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已

经达到了 16个。特别是 2002年 1月, 日本与新

加坡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 FTA ) , 对双边贸易

中 99%的商品和新加坡对日出口中 94%的商品

予以免税,同时对农产品以外的进出口商品作了

减免税规定。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包括了

商品贸易自由化、还包括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相

互投资自由化; 包括了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共同

开发等。随着 2003年 9月世界贸易组织坎昆部

长会议无果而终,今后世界经贸关系的重点将放

在扩大双边贸易协商和自由贸易区方面,显示了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具有发

生新变化的可能性。这对于各国各地区无疑是

个机遇与挑战。

(二)内在因素

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

前提条件,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东北亚地区

实行经济合作有其内在的优势。这一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梯次结构。日本是发达的

工业化国家, 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 中国的东

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 朝鲜、蒙古和俄罗

斯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则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水

平的这种梯次结构对于开展地区经济合作具有

明显的互补性。

11 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情况
近年来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 2003 年第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1% ,已经连续 6

个季度增长, 且换算成年增长率为 31 9% , 大大
超过了日本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 也高于美

国的同期经济增长率。韩国经济自 2002年以来

恢复得越来越明显。股市升温,主要出口产品在

国际市场价格攀升以及韩国/振作内需0政策发

挥了作用。中国经过 25年的改革开放,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 经济总量已跃居为

世界第 6位。按照汇率计算,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占世界的第 7 位, 年平均增长率在 71 5% 以

上。2003年达到 81 5%。俄罗斯自普京执政以
来,政府为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经

济形势出现转机。从 1999 年止跌启稳开始, 俄

罗斯经济增长势头良好。1999年到 2001 年增

长率达到 61 5% , 2002 年上半年, 仍然保持了
31 8%的增长率。蒙古的经济状况呈低速增长状
态, 2001 年由于受雪灾的影响, 畜牧业损失惨

重, 2002年上半年,蒙古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 1

至 7月的工业产值接近 11 3亿美元。失业率有
所下降, 2002 年 1至 8月,比 2001年同期下降

101 7%。亚行估计 2003 年的 GDP 增长率将达
到 5%。朝鲜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 正

探索最大限度提高效益的一整套经济管理模式。

从 2002年 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措施主要包括大

幅度地全面提高物价和提高职工工资两项内容。

人均工资从 110朝鲜元提高到了 2000朝鲜元。

21 地缘优势与资源的互补性
第一, 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缘优

势。拥有通向海洋的通道、互为近邻、共同的地

理结构。东北亚地区地貌特征以山地为主。俄

罗斯远东地区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80%以上。

远东的森林覆被率为 45% ,木材蓄积量 12亿立

方米。蒙古的天然草场面积约 11 33 亿公顷, 占
国土面积的 84%; 日本森林覆被率达 661 8% ,木
材蓄积量 241 8 亿立方米; 韩国山林面积达
6431 6万公顷,占总面积的 661 6%, 木材蓄积量
是 31 6亿立方米。各国的水资源丰富,俄罗斯河
网密布;蒙古境内的地下水资源为 120 亿立方

米;中国东北地区水资源比较丰富, 共有干支河

流 158条; 日本与朝鲜半岛河网稠密,水量充沛、

水力资源丰富。第二,东北亚地区具有自然资源

的互补性。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蕴藏着十

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下矿产

资源极为丰富。已发现和探明储量的矿物有 70

多种。另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

源也十分丰富, 仅现已探明的工业用石油储量就

达 32770万吨, 天然气为 15976亿立方米。蒙古

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现已探明煤、铜、钨、萤

石、金、银、石油等 80 多种矿产都具有较大的储

量。而俄罗斯与蒙古缺少资金、技术和人力, 因

此,这对于矿产资源均衡较贫乏的日本、韩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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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来说与蒙古和俄罗斯合作,可发挥各自的比

较优势。第三, 鉴于能源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

重要性以及能源开发需要巨大财源及市场等,日

本是能源消费大国, 韩国和中国也由于经济发展

而能源消费量增加, 因而东北亚的能源需求迅速

增加。为了加强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 需要成立

协调能源政策的能源合作机构来共同参与开发。

第四,劳动要素禀赋的优势。俄罗斯地广人稀,

2002年人口普查时, 全国人口是 11 45182 亿。
地域分布上也不均衡,远东地区面积达 620万平

方公里,占幅员的 361 4%, 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
51 3% ,每平方公里仅仅 11 25人。我国是一个劳
动要素丰裕的国家, 俄劳动力最缺乏的远东地区

和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人口密集、劳动力过剩的

东北地区毗邻, 对俄劳务输出有利于实现我国的

比较优势,实现充分就业。

东北亚地区各国均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或

绝对优势。日本、韩国的优势是资本和技术, 中

国的优势是廉价、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广阔

市场,朝鲜、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

丰富。经济的互补性是开展经济合作的基础。

东北亚地区各国和地区历史上的密切交往、文化

上的融合也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

条件。东北亚经济合作对内来讲, 通过合作充分

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 促进本地区各

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增长, 达到双赢或共赢的目

的。对外来讲, 合作是基于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经

济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这样一种战略性考虑。

通过合作, 可以提高东北亚地区经济竞争的能

力,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早日实现。

二、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路径走向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决定事物发展的规律,

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条件。而外因是重

要的条件, 内因则是根本, 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

作用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其

内部因素。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冲击着东北亚地区, 东北亚地区内在的经

济发展变化, 需要其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这是大势所趋,是东北亚地区发展的需要,振兴

的需要。那么, 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

径问题如何选择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合作

的类型选择应该是自由贸易区,那么在东北亚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走向上的选择则是关系到

未来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其深度与广

度的问题; 也关系到这一自由贸易区的实现是否

能够如愿以偿的问题。存在决定意识,在目前的

情况下, 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成东北

亚自由贸易区可以分四步走。即第一步: 中

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 ) ) ) 东盟自由贸易

区,韩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 第二步:中日韩自

由贸易区; 第三步:中日韩+ 俄罗斯自由贸易区;

第四步: 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而其中的最佳路径

选择是不失时机地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是

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步,也是最关

键的一步。

(一) 起步阶段: ( 10+ 1) @ 3FTA

以区域外的双边合作,促进区域内的双边合

作,无疑是一个好办法。中国根据贸易投资自由

化的实际能力, 首先提出了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
贸易区。2001年 11月,在文莱召开的第 5次东

盟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一项在 10

年内建成/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0的协定。

2002年 11月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柬埔

寨金边举行。经过 6次谈判后,中国与东盟就自

由贸易区的多数主要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同意

削减数百种商品的关税,以期 10年内建立自由

贸易区。2001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总额为

416亿美元, 东盟的贸易顺差为 48亿美元。中

国是东盟的第 6大贸易国,而东盟是中国的第 5

大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一

直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双边贸易不断扩大。日

本政府也提出了建立日本 ) 东盟自由贸易区。

受中日两国的影响,韩国对与东盟的自由贸易也

持积极态度。这样, 便形成了( 10+ 1) @ 3FTA

模式意向。与此同时,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

朝、蒙、俄等国也进行双边合作,建立双边自由贸

易区, 使区域外的合作与区域内的合作互相影

响、交融、渗透、拓展。

(二)关键阶段: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

趋。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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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上加快步伐。由于三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优

越的地理条件、经济上的互补性, 建立自由贸易

区实行三边合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从中国、日本、韩国在亚洲及世界经济中所

占的比重看, 2000年人口为 141 7亿, 占全世界
的 231 4%,约为北美自由贸易组织的 31 6倍, 欧
盟的 41 5倍。从三国的 GDP 规模看, 2000年为
63540万亿美元, 占亚洲的 79% , 占全世界的

151 5%,这是相当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 112440
万亿美元)的 561 5%, 欧盟( 84980万亿美元)的
741 8%的规模。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 GDP 约
为美国的 68- 70%。如果以购买力为平价标准

来计算的话,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 GDP 比美

国的更多。另外,三国的贸易规模为 16670万亿

美元, 占亚洲的 541 8% , 全世界的 141 5%。因
此,从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

发展可能性来看,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北

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极大的潜力。因此,建立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使之适应走向东北亚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三)雏形阶段: 3+ 1自由贸易区

所谓 3+ 1自由贸易区指的是建立中日韩+

俄罗斯自由贸易区。2003年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公使衔参赞贡恰罗夫在与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

中心研究人员座谈时,就中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关于振兴东北与东北亚地区合作问

题: 贡恰罗夫说, 俄罗斯把中国提出的振兴东北

是一个机遇,是一个系统工程,俄愿意积极参加。

他建议中国振兴东北与俄开发东部能同步进行,

如能抓住这个机会, 对中俄两国都很有利。在中

日韩三方合作机制已经形成, 俄希望能以/ 3 十

10形式(有俄罗斯参加)进行地区合作。这是一

个良机。中日韩在印尼巴厘岛发表的联合宣言

中提到, /三国将扩大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0, 但
是三国都是能源进口国, 如果吸纳俄罗斯参加,

在/ 3十 10框架内一起讨论能源合作、水资源保

护、环境保护,以及开展旅游等多领域的合作,就

更有利于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四)定位阶段: 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从双边合作、三边合作、四边合作、多边合作

到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是实现东北亚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基础模式。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动态的运行机制做保证。东北亚地区或国家在

发展进程上与欧洲各国不同,针对该地区自身的

发展特点, 充分考虑到各地区各国家经济体不同

的发展阶段,有目标、有步骤地推进区域性合作,

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到这一地区能否在自由

贸易区的基础上, 进一步向高一层次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以及经济联盟阶段顺利发展的问题。

因此, 要审时度势,在现有水平基础上,不断地扩

大合作范围,来寻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一是

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求扩大经济合作的重

点和方向, 制定一个能符合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发展特色的方针, 要体现一种较为长远的思路。

二是为东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良好的环

境,推动东北亚地区物流、人员交流和信息技术

交流的发展。三是利用东北亚地区优势互补,扩

大合作,按照WTO 的原则解决争端。四是加强

东北亚地区人才的交流与培养,以推动经济合作

发展。

三、中日韩要共同成为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发动机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东北亚区域经

济一体化能否实现的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否迈

出去, 关系全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一

则可以带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二则可以主导东

北亚地区的发展;三则可以使东北亚区域经济一

体化具有一定坚实的基础。只有中日韩自由贸

易区建立了,东北亚地区合作才会有个确定的时

间表。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其重要的动

力源在于中日韩三国要齐心协力,共同携手成为

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动机。从目前

三国的经贸关系来看,其积极作用还是比较明显

的。

(一) 中日经贸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市场不断扩

大,给日本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商机。据中国海关

统计, 2002年中日贸易额达 10191 1 亿美元, 与
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相比, 30 年间增

长了 100倍。1993年以来, 日本已经连续 10 年

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自 1995年以来,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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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8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 2004

年的贸易统计, 中国则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

贸易对象国。2002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达 501 3
亿美元, 2003年上半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达 67

亿美元。预计到 2010 年, 中日贸易额将达到

2100亿美元。截至 2002年底,日本企业对中国

的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 3621 5亿美元,按国
别统计仅次于美国, 为中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国。

据预测,到 2010年, 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将继续

增加。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日本的投资也将不

断扩大。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

发展,经贸关系已不仅仅立足于两国之间,特别

是中国加入WT O 后, 要求构建面向 21世纪的

新的以发展国际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强

化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中韩经贸关系

近年来,中韩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时至

今日,我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二大出口国,第三大

贸易伙伴,最大投资对象国。据韩国产业资源部

统计, 2003年上半年两国贸易额达 1821 3 亿美
元,比 2002年同期增长 461 9%, 其中韩国对华
出口增长 58% , 达到 125 亿美元。为促进中韩

经贸关系的发展,韩国政府采取的主要举措有:

一是不断提升经贸合作层次。韩国 2003年 2月

虽然经历了新旧政权交替, 但无论是金大中政

府,还是卢武铉政府均把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放在

重要地位。2003 年 7月 7 日, 卢武铉总统访问

中国时提出/通过开发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

谋求发展面向未来的对华经贸合作关系0, 并表

示韩方的目标是在今后 5年内将两国贸易规模

增加到 1000亿美元。二是通过民间交往带动经

贸发展。在加强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上,韩国社

会各阶层积极发展同我国的民间联系, 以增加两

国民众的互相了解与信任,带动双边的经贸关系

不断发展。据韩方统计, 2002年两国人员交流

高达 230万人次。目前, 中韩双方已建立了由企

业界、金融界共同参加的/中韩环境产业投资论

坛0等磋商机制, 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

展。三是积极协助韩国企业拓展中国市场。随

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奥运会、世博会

申办成功和西部大开发计划全面启动, 相关市场

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韩国政府除借重传统的

政治、外交手段促进对华经贸交流外,还有针对

性地指导韩国企业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与此

同时, 韩国经济专家还建议韩国企业调整对华出

口的产品结构, 灵活利用中韩产业结构互补的特

点,重视开发高技术出口产品。并要设立中韩产

业合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加紧培养具有尖端

技术和中文水平的专业人才,同时建立经常性监

控体制,实施贸易均衡战略。

(三)日韩经贸关系

日韩两国首脑, 于 2003 年 3 月已达成对有

关于 FTA 问题共同开展调查研究。就日本来

说,农产品和水产品将成为最大的悬而难决的问

题。我们希望, 双方能够从目前及长远利益出

发,切实关注贸易及投资构成的现状,进行真诚

而坦率的对话。因此,在两国间交涉协议的基础

上,加强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尤为重要。

2003年 7月, 韩国总统卢武铉在总统府召

开会议, 要求立即成立相关机构, 制定与外国签

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路线图0。按照韩国政府制

定的自由贸易协定/路线图0计划,韩国的短期计

划是在 3年内,与新加坡、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

定;中期计划是在 5年内, 与墨西哥、东盟、美国、

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长期计划是在 10年内,

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并与东盟和欧盟

签订这一协定。韩国总统卢武铉还提出了建立

/东亚中心国家0的口号。其主要意图是根据韩
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加快对

外开放的力度, 把韩国建成东北亚地区的物流和

商业中心。

四、结论:各国多方合作,促进东北亚区域经

济一体化早日实现

第一, 加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制度性合

作, 是建立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和先

导。虽然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都优先重视与东

盟的自由贸易, 但是,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

实质上的经济合作还很不足。到目前为止,区域

内交易及投资比重低, 贸易指数的相互不平衡,

产业重复和过度的竞争结构等。目前,韩国政府

很有紧迫感。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

的地位十分重要, 但是,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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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 中国能否最大限度地加

快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乃是中国、日本、韩国

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关键。

第二,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决

定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行进速度与发展前

景。从动态博弈中的可信性问题和重复博弈问

题来看,都揭示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的长期稳

定性,对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此, 政府在决定经济政策时, 要尽量保持政策的

长期稳定性。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过程中注重各国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作

用。

第三,加强东北亚地区安全, 是实现东北亚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保障。

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 均希望在地区稳定

中发挥作用,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韩国总统卢武铉和其内阁要员多次强调

韩国应该在东北亚地区发挥/平衡作用0即韩国

要成为地区事务的/平衡者0, 以维护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避免冲突。只要东北亚各国多方努力,

就会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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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est Choi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Northeast Asia

GENG Li2hua

( L iaoning Univer sity ,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T he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econom ic integr at ion in the No rtheast Asia originated

from 1960ps and is becom ing mo re and mo re part icipated. T he r eg ional economic integrat ion has it s

inter2motiv at ion and outer2dependence. From this po int of view, the paper fo cuses on r esearching
the best path choice o f the reg ional economic integ ration in the Nor theast Asia. W ith the present

developing tendency , the best path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s integrat ion in the Northeast A sia could

be sequent ially div ided into four steps: a. Free T rade Ar ea of China and the A ssociat ion of South2
East Asian nations, Free Tr ade Area of China and Japan, Free Tr ade Area of South Korea and the

Associat ion of South2East Asian nat ions; b. Fr ee T rade Area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 ea; c.
Free T rade A rea of China, Japan, South Ko rea and Russia; d. Free Tr ade A rea o f No rtheast Asia.

Among these steps, the necessary path is to set up the free t rade area of China, Japan and Kor ea,

w hich is the key step to realize the r eg ional economic integr at ion in the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Nor theast Asia; reg ional economic cooperat ion; f ree trad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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