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亚区域合作通向东亚共同体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北亚区域合作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

13位ISBN编号：9787802321625

10位ISBN编号：780232162X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时事出版社

作者：何志工，安小平　著

页数：5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亚区域合作通向东亚共同体之>>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对东北亚区域的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合作的意义、途径、对策及发展前
景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描绘，并提出了六国九方大东北亚区域的概念。
第一部分围绕东北亚区域贸易，投资、图们江次区域合作机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北亚能源安全
与合作展开论述。
第二部分对东北亚区域政治合作、东北亚政治争端问题、中日关系这三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第三部分着重于对东北亚区域安全环境，战略、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朝核问题与中美关系、六方会谈
框架这四个领域进行分析、梳理。
第四部分就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这三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本书认为，只有东北亚区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走上一体化道路并结合东南亚区域整合，才能真正推
动整个东亚社会走向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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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东北亚区域贸易、投资及次区域经济合作　　东北亚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大国较
多。
虽然各国在发展阶段上有一定差异，但是它们在资金、技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
层次性和梯度性，地缘优势和区域经济互补优势明显。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日渐认识到通过改善多边和双边关系、加
快区域经济合作以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是符合各国长远发展利益的。
尽管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其合作仍处于初级阶
段。
东北亚一些国家的市场开放度不高，如日本国内市场至今仍然控制很紧。
目前，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仍以双边为主，兼有地方性的小型合作，如“图们江区域开发”、“环黄海
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合作”等次区域、小区域合作，以及东北亚各国之间
的边境合作、地方合作等。
限于合作规模，东北亚的区域合作停留在自然资源开发的水平上，资本、技术等核心生产要素还没有
实现完全自由化，没有实现真正的优势互补，无法发挥出群体优势。
东北亚合作的主体仍然是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尚未形成由国家或中央政府推动的制度性合作
。
这些都是东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克服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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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意义，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东北亚区域政治合作，东北亚区域政治合作，东
北亚区域安全合作，东北亚区域社会文化合作，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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