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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以外东亚区域主义的动态》探讨了东亚区域力量对比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日
本、美国及东亚的新社会力量对东亚区域发展的影响。
该书认为，东亚的区域动态，已不再是针对某一国家发展模式进行简单扩展的结果。
尽管日本的制度体系和政治实践在其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在逐步建立而形成的新东
亚将不同于，也不仅限于地区内各个国家部分的数字相加之和。
新世纪之初，在日本因素以及中、美等其他国家影响的共同作用之下，一个新的独特的东亚地区正在
孕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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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特·卡赞斯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小卡朋特国际关系讲席教授，国际关系理
论建构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其主要著作有：《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体系中的亚洲和欧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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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in Europ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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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美国化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
全球化是普遍的现代化和具体的采纳美国的产品和做法的结果（ Nye 2000）。
自从17世纪以来，全球化缔造了美国，而不是美国缔造了全球化，这主要表现为将人口（其中有自由
人也有奴隶）大量带到新世界。
今天，由于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它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许多在其他国家出现的现代化的产
品都披上了美国的伪装，因此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美国化的产品。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而且，因为美国对移民的开放，许多产品（其中包括比萨饼、汉堡包和法兰克福香肠）看上去是地道
的美国货，而实际上它们是进口货。
  美国化的标志是英裔美国人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这是一个长达200年的传奇。
这种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物质上的能力和制度上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美国今天在东亚的优势就像美国半个世纪前的优势一样。
但是今天这种优势更加明显，原因是不再受传统的强权政治限制的那些进程正变得日益重要。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科技的领先者。
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际上大约2/3的未物化的专利技术来自美国，英国排在
第二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 Ernst andO' Connor 1989.29）。
从1977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把它们在海外的研发开支从70/0提高到1％，这使德国和日本
公司的同类数字相形见绌（ Howells and Wood 1993，22-23；Pauly and Reich 1997，13-15）。
如迪特尔·厄恩斯特（见第7章）所说，经过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从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后美国和日本科技上的差距再次被拉大了。
美国化还指美国流行文化被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世代所喜爱，每一个群体又创造出特有的次文化
，所有这些文化合到一起又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Jarausch and Siegrist 1997，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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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以外东亚区域主义的动态》编辑推荐：日本，一个家庭国家在新世纪的改变地区的虾，全球的
树、中国的蔬菜：日本-东亚关系中的环境寻找亚洲区域发展的新动力：东亚的新社会力量。
谁主未来东亚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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