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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东北亚经
济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无论是GDP增长的速度、总量，还
是国际贸易的增长、科技竟争力的提高，东北亚地区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中，尤其是以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融合

最为引人注目。

从现在来看，日本和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分别是日

韩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从日韩之间来看，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韩
国是日本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依存度在不断提高。从投资来看，

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二、三大投资来源国。中日韩三国间存在巨大的经济互

补性，如在市场、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等方面。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体制进一步趋向于相互吻

合，这进一步促进了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

从现实来看，三国都有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望。中国一直以积极
的态度推动东北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韩日两国已于2003年开始双边自由贸易

区谈判。中韩两国在2005年启动了两国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中日两国尽管仍未

将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上日程，但双方已经就双边投资、贸易、服务等有关内容的紧
密的经济伙伴协定问题开始探讨。三国还成立了关于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联合

研究工作组，并于2003年共同提出了《关于加强三边合作的报告和政策建议》。

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尼签暑了《促进三方合作的共同宣言》，标志着

中日韩三国向达成经济一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韩国已经与美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区
协定，客观上为启动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创造了条件。中日韩三国的政界、经济
界、学术界、企业界甚至民间也都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因此通过实现经济一体

化建立以三国为主体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似乎已经具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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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东北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将会是漫长的，一些重大

而现实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否则，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永远是水中月，

镜中花。因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同时，在这一

进程中，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国际和地区安全格局，大国因素，各自国家利益的

取向，历史文化因素等都对这一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有四个方

面，即国家关系、历史问题、半岛形势、美国因素。

（一)国家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一直处于极其不稳定的

状态。这其中，中日、韩日、朝日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最为突出。中日之间的国家关
系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相对健康稳定的发展过程之后，随着两国在历史问题、

靖国神社问题、东海油气开发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修改和平宪法问题等历史、

领土问题上的矛盾激化，中日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导致了两国关系

陷入低谷，甚至一度出现了两国元首多年未能互访的局面。尤其是日本从配合美国
的全球战略，进一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这一立场出发，在地区安全、台湾问题上制

造两国间的不信任，使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极不稳定。小泉之后的安倍内阁和福田

内阁对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做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些举动，

并且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但在这些华丽外表下，影响两国关系的真正矛盾并
未解决，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样，在韩日关系上也是由于历史和领土问题
导致的民族情绪对立，致使两国关系时有坎坷。尽管李明博总统上台以后，在对日

关系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有意模糊了韩国政府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对日本的

态度，但这并没有改变韩国国民对日本认识的主流民意。关于日朝关系，日朝两国
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近来更由于朝核问题更趋于尖锐，有关日朝建交的谈判已全部

中断，双方关系已处于冰冻期。政治关系是经济关系的基础，建立自由贸易区，实
现经济一体化是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国家间政治关系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必要的政治

前提。国与国之间脆弱的政治关系是难以承载自由贸易区这一经济合作架构的。

(二)历史问题。东北亚各国之间，尤其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中韩日朝等国家有着悠

久的历史交往和频繁的文化交流传统。但千余年历史交往的过程，也给当代各国留

下了难以化解的历史纠葛。由于这些历史纠葛，造成了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的心理芥

蒂和不信任。其中最突出的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日本对中韩朝及周边国
家的的野蛮侵略和掠夺，对中华民族、朝鲜民族及周边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沉重灾

难，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创伤。战后，如果做为加害国的日本能彻
底清算历史，为过去的侵略行径深刻反省以求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完全可以弥合创
伤，重建国家间的信任。但日本至今并未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彻底清算和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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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国内右巽势力的膨胀，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和行动，充斥于国内
朝野，从而激化了与周围边国家的矛盾，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间的关系，更对长
远的经济合作关系投下了阴影。此外，中韩朝之间也有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问题、

间岛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近年来又因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申遗问题而在两国民间产
生了对立和不信任的情绪。尽管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国家间的关系造成实
际的影响，但作为一个潜在的问题，对于影响中韩、中朝关系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忽

视的。东北亚主要国家如果背负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是难以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上真正携起手来，实现共同繁荣的。

(三)半岛形势。朝鲜半岛作为冷战后残留的最后战线，一直是威胁地区安全，牵
动大国神经的一个热点地区。在半岛北部，以“先军政治”为治国理念的朝鲜不断强

化其军事实力，甚至不惜以核试验来应对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同时挑战
国际社会。而美日也针锋相对，不断施压，使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这
里有必要提一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六轮，应当
说，六方会谈建立起了一种对话机制，这一机制客观上建立起一个美朝双方可以相

互对话或相互摸底的平台，二是为朝美双方有可能发生的直接军事冲突建立了一个
缓冲地带，起到了一个能量释放的作用。但是，这一对话机制的作用不是无限的。

迄今为止，经过了六轮会谈并签署了《2. １３》共同文件，并在第六轮六方会谈第

2阶段会议上发表了共同文件，朝鲜向国际社会作出了解决核问题的积极姿态，朝

美关系也有缓和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朝美两国间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朝鲜
维护现有体制的决心和美国试图改变朝鲜现有体制的努力是无法调和的，因此可以

认为朝鲜在核问题上有时采取的缓和态度是否是一种临时策略、朝鲜是否与美国继
续玩老鼠和猫的游戏也未可知。尤其是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韩半岛南北关系持

续恶化，朝鲜与美国的关系也再度后退。显然，在布什总统的剩余任期内不可能指

望朝美关系会有突破，而在“后布什时代”，美国能继续以布什政府的耐心与朝鲜进
行猫鼠游戏吗？因此，朝鲜和美国、日本、韩国之间不得不最终摊牌的可能性仍然

存在。而一旦爆发某种形式的对抗，中俄等周边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也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问题。总之，朝鲜半岛南北的军事对峙及朝鲜核试爆引发的地区安全危

机，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东北亚各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很

难想象在朝鲜半岛这样一个巨大弹药库下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由贸易区。真正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缓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拆除战争引信，这是实现本地区经济一体

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四)美国因素。美国虽然远在北美地区，但在东北亚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东北亚地区发挥着政治、军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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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三重作用。从政治和军事上看，美国以惯有的冷战思维，在本地区推行其全球战
略。美国通过深化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

存在。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施加影响的真正目的，一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尽量减少

中国对其利益的所谓威助；二是要改变朝鲜的国家制度，从根本上消除朝鲜对美国
利益的威胁；同时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保持台湾不统不独的状态，以牵制中国。

这里要指出的是，日美同盟与韩日同盟是有区别的。日美同盟要反制的国家是中

国，日美两国在共同遏制中国这一方面立场是一致的；而作为韩日同盟的一方——

韩国来说，其意图主要是对付“北方的威胁”，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美国在这一地区
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加深了东北亚各国间的对立。从经济上看，美国作为中、

日、韩三国的主要经济伙伴，对三国的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以中、日、韩
三国为主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美国不希望自己置身事外，更不希望丧失在东北亚
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就在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提上议事日程之时，美国又提出

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反映了美国希望掌握东北亚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意

图。鉴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存在以及它对同盟国国家政

策的影响力，其对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及可能采取的措施将直接影响这一地区
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

关于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构建，欧盟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我们可

以通过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共性和差异性，来进一步探讨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构建过程

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从共性上看：

1．地理的接近。各国相互邻接，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2．历史文化的共通性。从各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看，尽管各自有各自的文化特

征，但相互交流、征战、融合，在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着文化的

融合，从而在思维、认知、伦理、道德等方面具备了共同的文化背景。

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分别在这两个地区，并且都在战
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4．地区内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性，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都是WTO成员国(朝

鲜例外)。

5．地区内各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

(二)从差异性看：

1．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自冷战结束后至今，东北亚各国在国家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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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别，既有日本这样的比较成熟的西方民主政体，也有韩国比较晚
熟的西方民主政体；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有朝鲜式的传统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更有初步走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蒙古。在国家体制上的多样性，同时也

反映出各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而欧盟各国除了老牌西方国家外，原属“社会主

义阵营”的东欧部分国家在加入欧盟前均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模式改变了其原来的政治

制度，从而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一致性。

2．国家间互信机制的差异。东北亚地区中作为二战策源地的日本在战后并未深刻

反省战争责任问题，相反却不断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罪行，由此导致了周边各国
对日本的强烈反感和高度戒心，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强国——日

本不能取信于东北亚各国的这一政治现实。而同样作为战争策源地的德国，战后在

国家体制、国民意识、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彻底清除了纳粹的影响，并以深刻反省战
争罪行的实际行动取得了周边国家、尤其是战争受害国的信任，从而与周边国家建

立了稳定而正常的国家关系，国民之间的不信任也得以消除。这为本地区经济一体

化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3．区域政治板块的差异。历史上的西欧传统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随着冷战在欧
洲大陆上的结束，部分东欧国家在转而实行西方民主政体并加入欧盟后，除美国外

的其它大国势力已全部退出欧洲。在这一板块内，不存在不同的势力范围或大的集

团利益冲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单一和相对稳定的的政治板块。而东北亚地区
则不同，由于日美、韩美军事同盟的存在以及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在

本地区内形成了事实上的对立国家或国家集团。冷战阴影仍在本地区产生着影响，

使得本地区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关系格局，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相对脆弱，难以形

成一致的命运共同体。这无疑会对本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诸
多严峻的课题。

四

以上仅就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前提条件进行了一般性的分析。

除此之外，东北亚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科技水平、国
际竞争力、金融体制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差距，有些差距的存在对自由贸易区的影

响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

(一)东北亚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利益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的地区。这一复杂的利益关
系将使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变得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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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北亚地区也是世界上历史的和现实的矛盾集中的地方，历史上的恩怨和现
实中的对抗使得这一地区的稳定变得极为脆弱，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随时会触动敏

感的神经而影响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东北亚地区也是当今大国角力的场所。美、日、中、俄等大国在这一地区有

着重大的利益，各国在这里角力的结果就是维持着目前的暂时的力量平衡。而一旦

这一平衡被打破，将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四)东北亚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的地区。建

立自由贸易区，实现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是本地区各国走向共同繁荣的必经之

路，是大势所趋。各国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及利益冲突中最终寻找出一条正确

的道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