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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法，以主导问题为切入口探讨东亚经济一
体化问题。通过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东亚历史文化的“淘金”，提出国际一体化的大国“和善主导
”观点，用以阐释东亚一体化主导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作为东亚最大的市场和经济的“发动机
”，参与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符合历史发展逻辑。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能够在提供资金技
术等方面发挥其主导性，而且，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积极动向。因此，中国
应该努力发挥“和善主导”作用，、采取与日本合作的主导战略，通过东亚的、“法德核心”来推动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主导地区一体化能够获得政治经济收益，中国主导符合中国利益。但东亚
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中日合作、其他国家支持、经由创设地区机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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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自由贸易以及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是东亚地区的热门话题，当下东亚地区无数关于自由贸
易问题的双边谈判以及谈判取得的成果使人们看到了地区统合的希望。尽管多是双边对话，但建立正
式的东亚共同体确实是一个求得某种共鸣的洞见，许多东亚国家领导人开始思考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有
关对策。不管道路如何选择，东亚地区诸多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巨大的差异性，需要政治社会精英通过
慎重而周全的计划来推动地区一体化向前发展。毫无疑问，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创设具有深刻的内
在动因。东亚各国经济的外向性，以及它们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必将促成东亚地区机制的生成
。有关文献表明，贸易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更愿意加入国际地区组织的机制网络。弱小国家单靠自
身难以从全球贸易协定中获利，它更乐意通过加入国际地区组织来增强自己的能力，从地区贸易和投
资机会中受益，以此作为没有能力广泛加入全球贸易协定的替代手段。此外，弱国因为难于抗拒由支
配性大国创设的结构性安排的企图，或者希望通过紧跟霸权国家的“随大流”策略来增强自身能力，
它可能参加由地区强权主导的国际地区组织。我们需要把国际结构性因素看作组成制度基础不同利益
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利益决定制度，权力分布状况决定利益；也就是说，一国在国家体系中的权力大
小，是该国的政策选择的依据和国际行为的依据。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状况，决定了国家间互动的国
际环境和国家政策选择的优先次序，因而也决定了国际制度形成的动因和预期。甚至连基欧汉这样的
新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尽管维持制度化的国际合作并不需要长期依靠霸权所提供的条件，但这种条件
在建立机制时是必要的。功能性机制论也不能不考虑最初创建机制的结构性条件的变迁。因此，国际
地区一体化的制度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地区外部的环境和结构，决定了地区内部行为者的选择和偏
好，而地区内“大国”常常可以决定小国的选择与偏好，由此在塑造地区格局中取得某种主动性，并
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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