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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21世纪影响中国、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其建设过程和运行效果将影响世界经济格局。
本课题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尝试运用经济学、国际经济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等学科，讨论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国际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现实背景，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选择、经济效应、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合作及其前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西部大开发等现实问题，做了一些比
较深入的探索。
    本书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理论背景的经济学分析。
第二章是笔者从国际经济政治学的视角，尝试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分析。
第三章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实背景的分析。
第四章笔者讨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文化背景。
第五章探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选择。
第六章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景的现实性分析。
第七章讨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合作的问题。
第八章讨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西部大开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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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伟东，男，汉族，1970年2月生于重庆，中共党员。
1991年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99年、2003年分别获得西南财
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在证券公司从事过多年研究、投资银行和管理工作，2004年回校任教于国际商学院。
曾参加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委宣传部、深交所等课题研究，参加出书8本；近年来，在《经济问题
探索》、《财经科学》、《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改革》等全国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研究兴趣：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并购（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现实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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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在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理论背景的经济学分析部分，作者梳理了一体化的理论渊源，探讨
了一体化的含义、性质与机制，并对早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发展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及其最新进展进
行了论述。
作者还从国际经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了分析，指出20世
纪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上的相互依存；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又
过来促进了经济的相互依存。
结果是，世界经济日益政治化，世界政治也不断经济化。
相互合依存理论是中国与东盟确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必须以相互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构建的我国国际战略
框架的重要内容，是对国际合理论的现实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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