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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关注的焦点正在转向亚洲：亚洲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
增长并继续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亚洲国家是否会彻底改革其出口导向型模式，以应对“再平衡”的挑战，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作出
贡献？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是不可抗拒的趋势还是暂时的幻觉？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关系到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就是我们选择专题篇的基本考虑。
　　2010年对全球和亚洲都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是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出于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诉求和对中国崛起的遏制考虑，美国已
经开始全面实施重返亚洲战略。
这不仅会改变亚洲原有的区域合作格局，而且有可能使我国周边环境步人一个震荡期。
为此，我们从政治、安全、经济与区域合作角度对这一变化的进展与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在报告的结构安排上，我们进一步压缩了国别篇的数量，只保留了五个区域性大国。
这样做主要是基于篇幅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区域内其他国家不重要。
我们对其他国家在本年度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变化所做的分析放在了地区热点篇。
　　本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主编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从本年度开始，我们邀请
了研究所之外的学者（包括国外学者）参与撰写，作为提高报告质量的一项举措。
本报告从体系设置到编辑出版都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与他的同事们的支持。
同时，本报告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与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共同资助。
在这里对他们的贡献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读者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提出批评意见，以让我们提高报告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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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年度的《亚太蓝皮书》主要围绕以下两大议题展开：一是后危机时代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以及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二是在美国开始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背景下亚洲区域合
作格局和中国周边环境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
　　☆2010年，亚洲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
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经济体，以及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全面
实施是2010年亚太地区的两件大事，对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1年，亚洲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但亚洲经济可能将不得不为率先复
苏“支付代价”。
美国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心态开如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这将对本地区的区域合作格局产生重大
影响，面具可能会导致中国周边环境现一个震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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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4～1957年为朝鲜战后恢复时期，也是社会主义阵营集中对朝提供援助时期。
其间，中朝经济合作主要围绕着执行中方8万亿元人民币援助，从铁路、邮政、货币领域展开，并正
式开始了两国的易货贸易。
　　1954年，中国、苏联、朝鲜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开展国际铁路联运，中朝签订了国境铁路、互
换邮政包裹、货币比价等协定，以及边境货币兑换和非贸易汇兑议定书。
从当年起，中国对朝分批派遣了建筑、造船、焊接、水泥、珐琅、玻璃、陶瓷、织绸、日用品等方面
的大量技术人员和工人，接收了数千名朝鲜技术人员和实习生到国内企业，学习炼钢、铸造、造船、
建筑、修筑铁路、制造肥料、纺织、印染、缫丝、印刷、制革、木材加工、制造罐头、制烟等专业知
识。
大批建筑器材、交通器材、金属制品、货车、机器、化工原料、纺织器材、煤炭、布匹、纸张等援助
物资从中国调运到了朝鲜。
1957年底，中国提供的8万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顺利执行完毕。
　　在此期间，根据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签订了执行年度易货贸易议定书，使双方贸易迅速增
加。
1954年，中国对朝鲜提供了价值3万亿元人民币的煤炭、渔船、建筑材料、机器、工业原料等货物，朝
鲜对华提供了电力、矿产品、海产品、药材等货物。
到1957年，中国供应了粮食、棉花、棉纱、棉布、煤炭、原盐、钢材、化学工业原料、纸张、建筑材
料等货物，朝鲜供应了铁砂、矽铁、工具钢、山形钢、有色金属、水泥、电石、水果、海产品和土特
产品等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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