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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已成为当今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
作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令世人瞩目，主要表现为区域贸易安排
的加速实施。
目前，东亚主要经济体如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等相继实施FTA战略。
而“10+3”机制的形成对东亚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参与方的福利效应，其中包括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整体福
利影响、提高区域贸易安排福利的途径等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但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公开发表的研究东亚福利效应的成果有限，更缺少专门对东
亚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与中国的参与战略进行系统深入分析的有分量的著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当前，中国正面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形势，这里包括中国积极参与和实施自
由贸易区的战略任务。
在此情况下，研究东亚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与不足，无疑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因此，我认为，余振同志的专著《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福利效应与中国的参与战略》的出版，应该是
很及时、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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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福利效应分析为线索，在总结区域贸易安排静态福利效应、动态福利效应
以及其他福利效应的基础上，依托公共选择理论和分工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经济
性质、产生逻辑、福利来源、福利改进机制等内容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对东亚
区域贸易安排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合东亚区域贸易安排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中国参与东亚
区域贸易安排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对中国进一步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安
排进行了研究。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经济、贸易、管理类专业的师生、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员，政府涉外部门的工作
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国际贸易、对外经济管理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实际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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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区域”的概念是区域贸易安排分析中最基本的概念，它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就其自然属性来讲，是指由于山川地貌等地理性原因形成的，内部交通便利而与外部有一定程度隔绝
性的地区。
因此区域被视为世界的各个地区，它包含地理上相连接的国家形成在外交事务上互相联系的单位
（AshworthandLong1999）。
除了具有可标识的自然属性外，区域还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也有可能突破自然地域界限，使区域的范围发生变化，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互动
。
当某一地区内部的互动明显超过了与外部的互动时，我们说这一地区作为一个区域变得可标识了
（GroomandTaylot1990）。
区域具有可标识的社会属性使人们逐渐充实了对它的研究，进而对其进行划分。
根据互动内容的不同，可以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三种划分。
这三种区域有时是重合的，例如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有时也会相互分离，如APEC更多的是
一种经济区域，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同一性并不多；南亚区域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区域，巴基斯坦和印度
之间不会有多少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
由此可见，区域既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又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又是一个主观
认识，它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因此，很多理论家同意Nye（1968）提出的关于区域的最基本的概念：“由于地理因素，使地区部分
如邦或州等得以相互结合，并同时具备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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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各国纷纷制定并执行自贸区战略。
随着自贸区协定内容的不断扩展，自贸区战略已经成为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中国正式实施自贸区战略，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
中国地处东亚，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等东亚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以及外经贸战略的转型，将对东亚邻国产生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其他东亚邻国自贸区政策的制定以及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发展，也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
深远影响。
研究东亚区域贸易安排问题，对中国制定合理的自贸区战略尤其是东亚战略、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
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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