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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路径选择研究》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出发，深
入探讨了影响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路径选择的经济基础和约束条件，通过对南北型自由贸易区
路径选择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东亚国家应如何借鉴EU、NAFTA的成功经验并吸取APEC自由贸易安排
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竞争格局中，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成为东亚地区与欧美地区进行区
域经济一体化竞争的一种新思维和新形式。
然而，由于成员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的建成将面临任何其它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从未有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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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目前，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学和产业经济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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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咨询课题若干项，曾先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国际经济合作》、《科技进步与决策》
、《当代财经》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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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90年代以来，欧洲与北美洲正在展开一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
在欧洲区域，以英、法、德、意等区域大国为主要成员的欧共体（包括后来的欧盟）积极参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使欧洲一体化进展比较顺利。
1986年欧洲共同体决定于1992年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合并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使世界经济结
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
基于抗衡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考虑，美国放弃了依赖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孤立主义”传统，于1986年
开始和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1987年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在1989年正
式生效）。
在欧盟1992年签署《欧洲统一法》的同时，美国也在同一年把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区
。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生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标志着美欧之间的竞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美国总统布什和前贸易代表佐里克曾公开宣称：欧盟已经和27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或关税同盟协定
，并且还将和15个国家签署类似的协定，而美国目前只参加了三个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
以及分别与约旦、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美国完全有理由继续扩大双边或诸边区域经济
一体化①。
 欧盟在2000年的尼斯会议上正式决定实施欧盟“东扩”计划（2001年选择了第一批加入欧盟的国家）
。
一旦完成欧盟的“东扩”，欧盟将增加到27个国家，几乎涵盖了欧洲所有国家。
美国在1994年完成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也开始推进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2005年之前签署美洲
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以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把“美国后院”完全纳入美国
的势力范围之内。
布什执政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试图获得国会授予的“陕车道”（Fast Track）贸
易谈判权，争取把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完成的时间提前到2003年。
针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欧盟也没有坐视等待。
欧洲与南美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种族关系，欧盟与南美的贸易占南美地区外贸总额的30％
左右，欧盟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南美的投资占该区域所有外国直接投资近40％，因此欧盟自然要保护它
在南美洲的经济利益。
欧盟首先与墨西哥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随后开始与南方共同市场及智利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
。
在世界其他区域，美欧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手段也在进行类似的竞争。
 为了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美国构成威胁，同时应对欧盟的一体化，美国积极倡导并推动亚太经
合组织（APEC）的成立。
1993年的美国西雅图会议使APEC成为涵盖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非正式区域贸易组织。
这是美国防止东亚地区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它把美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国
家和地区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它的开放性和非约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不会真正
有所作为。
欧盟应对APEC的举措就是寻求与亚太区域的合作。
1995年欧盟与东亚地区的13个国家（东盟加中日韩，即后来的“10+3”）首次举行了亚欧首脑会议
（ASEM）并形成了定期化的机制。
 相比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作为世界经济三极中重要的的一极，东亚地区（尤其是
东北亚区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却是严重滞后的。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对此并非毫无知觉。
90年代以前，日本曾经对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提出过许多建议，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一则是该区域国家（包括日本）对美国市场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国的态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则是历史的纠葛造成该区域国家对日本充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领导者怀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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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和亚洲金融危机刺激了该地区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欲
望。
欧盟一体化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客观上构成了对东亚国家的贸易歧视。
纽约大学华裔教授熊玢2001年的研究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国与日本贸易的比例从14.7％降
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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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路径选择研究》最后探讨了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路径选择中应遵循
的基本原则，并从时间角度提出了东亚自由贸易区具体的最优现实路径以及我国参与东亚自由贸易区
的对策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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