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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多边贸易体系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尤其是多哈回合的失败，一些国家开
始转向了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中国即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启动本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
中国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战略启动较晚的新兴大国，在制定和执行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过程中出现了较
显著的“非经济”因素考虑的特征，传统的单纯从福利角度分析自由贸易区参与国经济得失的分析方
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本文运用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对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解析，并同时参照美国、日本等大国的战略
实践，为完善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自由贸易区战略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服务于一国多元化的战略意图。
《中国经济文库·理论经济学精品系列（2）：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从三个层面来
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目标与执行效果。
首先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经济效应，并引用引力模型，将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加入引力模型中
，研究其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
回归结果认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逐年下降，自由贸易区战略中的“非经济”因素考虑占据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
其次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国际安全的关系，认为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石油安全以及反对国际
恐怖主义密切相关。
最后研究自由贸易区战略对中国大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影响，认为中国充分运用了自由贸易区战略
，为大国崛起战略的执行谋求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文库·理论经济学精品系列（2）：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的创新首
先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
本书运用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不但对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而且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
也纳入分析中，研究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国际安全和大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的创新还体现在观点的创新。
《中国经济文库·理论经济学精品系列（2）：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认为自由贸易
区战略可以运用到多个战略意图中去。
对于促进国家石油安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以及维护巩固大国地位等，自由贸易区战略都可以是比较
有效的战略手段，为实现中国不同的国家战略意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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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按定性的方法划分 很多学者用特征描述的方法来确定大国与小国。
如保罗·肯尼迪（1994）把大国界定为“作为世界事务的中心角色的民族国家”；山本宣吉（1989）
定义大国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影响（政策效应），相反，本身的行动、政策
反而给予他国以极大影响”；兰克在其1833年发表的论文《列强论》中，认为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
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用特征描述与列明相结合的方法来界定大国与小国。
如李京文（1990）按照国际地位的重要性，阐述了美国、苏联、日本、德国、印度、巴西、中国等大
国的技术经济特征。
程极明在其课题“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中，选定了美国、苏联、巴西、印度和中国这5个大国作
为研究对象。
赵英（2001）对大国的界定罗列出7条标准，包括：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所处的文明
体系中处于核心国家或领导国的地位；综合国力可以在区域内或全球居于主导地位；在区域内乃至全
球范围内有广泛的、多样的国家利益；在国际冲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调节作用；拥有足够的幅员和
人口；处于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
依据这7条标准，赵英认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
 无论使用定量的方法还是定性的方法，中国都是无可厚非的大国。
大国参与区域一体化有不同于小国的战略意图、布局方法和谈判进程控制等，具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性
质。
 5.2.2 “和平崛起”战略与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关系 1.新兴大国 “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与发展 2003年10
月，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分析和投资计划专家小组撰写了题为《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
》（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的报告书，“BRICs”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开头
字母，从此成为国际关系专家之间使用的新造词，而中国成为四个“新兴大国”之一。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发展模式”，具体就是指以
“和平崛起”战略为核心，在政治体制不发生激烈变革的情况下，通过富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实现经
济跨越式发展，并成功融人世界体系。
①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于访美期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阐述了中国将走“和平崛起”的道
路，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向世界宣告“和平崛起”式的中国国家战略。
但是就中国崛起的方式学术界早有探讨。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个新兴大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当力图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或者
当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和追随者。
而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也指出：近500年来的挑战者国家统统归于失败，而新的世界领导
者统统是前世界领导者的伙伴。
二战前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曾有过“挑战一失败”和“追随一崛起”的经历。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为其他新兴大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式，同时也标志
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已正式展开。
然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非某个国家的国内事物，而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新挑战，新兴大国的崛起，必
将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互依存”理论者看来，新兴大国的崛起将进一步加大大国之间的相互依
存度，但这种依存关系是竞争性的，有时会有温和的冲突发生。
而且新兴大国的崛起会给现有的国际机制带来一定的冲击；现实主义者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国际格
局的影响并不确定，因为一方面“霸权稳定论”的观点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将挑战并削弱现有霸权，
而另一方面“国家主义”的观点却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帮助维系现有霸权；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发展中新兴大国将会改变传统的依附模式，从外围
走向中心，逐步成为“核心国家”，从而左右世界体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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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的创新首先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运用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不但对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进
行研究，而且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也纳入分析中，研究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国际安全和大国战略中的
重要作用。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的创新还体现在观点的创新。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认为自由贸易区战略可以运用到多个战略意图中去。
对于促进国家石油安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以及维护巩固大国地位等，自由贸易区战略都可以是比较
有效的战略手段，为实现中国不同的国家战略意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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