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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下，通过有关各方的精诚合作和共同努力，中国经济外交直
面挑战，紧抓机遇，积极进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颇值称颂，更需总结。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0》，即拟对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外交进行初步梳
理。
　　2009年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挑战之年。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深化，导致国际经贸环境急剧恶化，给中国经济外交带来了极其严
峻的挑战。
　　2007年夏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夏开始演化为一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2009年的世界经济依旧是在危机和衰退中度过的，且有多项重要指标都创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
的最坏纪录。
尤其是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负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测算，2009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为－0.8％，比上年下滑3.8 个百分点之多。
其中发达经济体的衰退更加严重，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为－3.2％，日本为－5.3 ％，英国为－4.8％
，欧元区为－3.9％，发达经济体平均为－3.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严重下滑，不少经济体也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如俄罗斯
的实际GDF增长率为－9.0％，墨西哥为－6.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为2.1 ％，比上年下滑
了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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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外交”作为国际经济学院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是在全体同仁多次讨论的基础上确定的
，尤其是受聘担任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首任院长的张幼文教授，上任伊始即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来推
动经济外交学科建设。
而这本《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0》更是凝聚了国际经济学院绝大多数老师的心血。
     本书分为了总论篇、机制篇、领域篇、地区篇、大国篇这五篇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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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美国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在东亚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影响力，美国对东亚共同体形
成所持的态度至关重要。
美国积极介入东亚区域合作，将对该地区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将引发东亚区域合作
中的大国竞争。
任何让美国置身事外或令其感到不安的区域合作安排都会危及“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实现。
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启动，与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亚太区域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产物。
东亚各国社会经济制度不完全一样，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因此，亚太区域合作呈现多机制、多层次、
多速度，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
对中国而言，只要是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各种多边机制均进行接触，
开展合作。
继续深化10+3合作的同时，对其他区域合作机制持开放态度。
欢迎域外国家在促进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因此，对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外国家介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持开放态度，中国乐见美国为
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愿与美国加强在亚太事务上的协调合作②；积极称许亚太经
合组织的合作框架，并对其进一步制度化持开放性态度；对非东亚国家（如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参与东亚一体化的讨论（如东亚峰会）和相关经贸活动持开放态度，并积极探讨与相关国家缔结双
边FTA的可能性。
　　在出席东亚峰会之前，温家宝总理曾指出，目前10+1会议、10+3会议和东亚峰会为东亚共同体的
建立创造了条件。
全力把这三个会议进行好，将来才有可能建立东亚共同体。
同时强调，形成一个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过程③。
建立东亚共同体是包括本地区各国的共同目标，各国应该共同努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推动亚
洲和平、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一贯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支持探讨建立东亚共同体，中国愿意本着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同有关
各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以及如何建立东亚共同体加强沟通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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