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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格局逐渐形成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进入到关键阶段。
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审时度势，拓展思维空间，立足国情，博采众长，是使我国在不远的未来跻
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目前，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冲突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
我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互为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对各自都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战后日本崛起于亚洲和世界，成功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研究的广
阔空间。
基于此，我校经数年筹策，于1990年正式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
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另外，通过对
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的全面研究，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深化两国人民的
友好交流关系，扩大双边多领域的合作。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我们希望这套凝聚着中外学者智慧结晶的丛书，能够成为我国和国际日本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于《日本研究丛书》首本付梓之际，对给予我们这项工作以热情支持、帮助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
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以及中外有关朋友，谨表示诚挚的谢忱。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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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地区主义到新地区主义的演
变分析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重大事件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演变，
从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领土争端问题和东亚文化认同问题等方面探讨东亚
区域合作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此外本书还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日本和美国对东亚共同
体建设的影响。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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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地区国家
间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经济贸易合作加强，利益相互依赖加深。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地区经济集团组织不断涌现，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的建
立与发展，更加激发了东亚国家建立某种形式的经济贸易合作组织的热情。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东亚国家接连提出各种建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议，宣告了创建东亚地区
经济合作组织的时代的到来。
当今国际经济合作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国家和地区间谋求建立区域经济合作集团，一般要沿
着如下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进行：缔结优惠贸易协定（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准备阶段）——自由贸易
区（一体化的第一阶段）——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
东亚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建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首先应该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不能超越阶段。
目前，东亚地区缺乏建立其他更高级经济合作组织的条件和能力，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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