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亚区位吕乍写论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凡点思考

刘闷明
’

朱明权”

近年来
,

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不断发展
,

东亚

国家开始酝酿建立东亚共同体
。

这是关系到东亚地

区发展大局与地区各国根本利益的重大事件
,

将对

东亚局势与地区国家关系
,

以至对整个世界形势和

国际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

一
、

新世纪伊始
,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问题开始

提上东亚 国家的重要议事 日程
。

年和

年
,

由东亚 国专家组成的
“

东亚展望小组
”

发

表了建立
“

东亚共同体
”

的研究报告
。

年

月
,

日本与东盟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发表的合作宣言

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 目标
。

年底
,

在马来西亚召开首届东亚首脑会议讨论有关成立东

亚共同体的问题
。

东亚国家能够在地区合作方面迈出如此重要的

步伐并非偶然
。

首先
,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

经历了

年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认识到
,

东亚地 区主

义的发展符合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这一理念

形成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

其次
,

东盟及
“ ” 、 “ ”

等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为东亚共

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初步的组织基础
。

再次
,

世界其

他地区区域一体化潮流对东亚国家走向一体化
、

建

立共同体是一个激励
。

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 日益增

强的当今
,

建立和发展东亚共同体不仅有利于区内

国家提高竞争力
,

促进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

而且有

利于促进整个亚洲以至世界的发展与稳定
。

逐步实

现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

是东亚国家的普遍要求
,

也

是东亚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
。

这表明成立东亚共同

体既有必要
,

也有可能
。

二
、

迄今为止
,

东亚共同体还只是一个初步构

想
,

关于它的性质
、

内涵
、

定位
、

发展前景
、

成立

与启动时间等仅处于酝酿阶段
,

各方尚未展开实质

性商讨
,

更谈不上有什么共识
。

鉴于东亚地区情况复杂
,

不少 国家在政治制

度
、

意识形态
、

宗教信仰
、

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

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
,

外交政策取向和安全

理念也明显不同
。

东亚国家建立共同体
,

全面实现

紧密的一体化难度很大
,

不可能一毗而就
,

而将是

东亚国家一个长远的奋斗 目标和一个充满矛盾
、

曲

折发展与循序渐进
、

逐步积累的长期过程
。

如果不

顾东亚的实际情况而急于求成
,

只会欲速而不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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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研介

东亚共同体的可能发展轨迹是 从易到难
,

从

高到低
,

由浅人深
,

由表及里
,

循序渐进
。

东亚国

家一体化合作将首先集中在经济领域
,

而后再逐渐

涉人政治和安全及外交领域
。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深人推进
,

世界和平
、

发展潮流的

激荡
,

在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
,

意识形态因

素与集团及集团对立意识将愈趋淡化
,

东亚共同体

将主要是一个经济联合体
,

与政治
、

安全合作体
,

而不会演变成为北约那样的政治
、

军事集团
。

三
、

在东亚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的将是东盟
,

而不是大国或大国轴心
。

在东亚
,

不存在大国在区

域一体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客观条件
。

中国

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以真正平等态度对

待包括邻国在内的各个国家
。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坚

持
“

决不当头
”

方针
,

也不会在区域一体化机构包

括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谋求发挥核心或主导作

用
。

东亚其他有的大国对中国有
“

瑜亮情结
” ,

也

不愿看到中国在东亚合作机制中
“

领头
” 。

东亚另

一大国 日本有充当地区合作
“

领头雁
”

的意向
,

但

由于它在外交上惟美国马首是瞻
,

缺失独立性
,

在

历史观上存在错误倾向
,

对 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侵

略罪行没有真诚的悔过与反省
,

缺乏充当东亚一体

化组织核心的政治和道义权威
。

东亚中
、

小国家独

立 自主意识和民族 自尊心都很强
,

对大国在区域合

作机制中起核心作用心存疑虑
,

担心这样会使 自己

边缘化和影响自己的国际地位
。

因此
,

东亚不同于

北美与欧盟
,

不存在由一个或二
、

三个大国发挥核

心或主导作用的现实条件与可能
。

东盟则具有在东亚一体化进程和机制中发挥核

心和主导作用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

首先
,

东盟不是

一个国家
,

而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上联系紧密的一体

化国家集团
,

既具有在区域一体化合作中发挥中心

作用的能力
,

又不会因此而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
。

其次
,

东盟奉行独立 自主和具包容性的明智的外交

政策
。

它同区内外所有大国发展密切关系
,

又不依

附于任何大国
,

在大国中保持不偏不倚和等距离
,

并在同其他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时不针对第三

国
。

这使它深得东亚国家的信任与推崇
。

再次
,

东

盟迄今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要推动作用
,

是
“ ”

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

这为它在未来

东亚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奠定了基础
。

中国一向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中心

纽带作用
。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中国一东盟领导

人会议上强调说
“

一个繁荣的东盟是 机制

不断发展的前提
。

中国继续支持在包括 在内

的各种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中发挥独特和重要作

用
。 ” 〔”支持东盟在东亚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不但

是中国
,

也是其他东亚国家的普遍共识
。

当然
,

由东盟在东亚一体化机制中发挥主导作

用
,

并不排斥东亚大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其中起着

必不可少的驱动作用
。

只有通过所有东亚地区国家

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
,

东亚共同体才有可能从设想

变成现实
。

四
、

东亚共同体将在相当时期内是一个经济共

同体
。

东亚共同体将首先以经济合作为出发点和基

础
,

即以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

为两个轮子
,

逐步推动地区经济整合
。

东亚共同体

先期目标与内涵是在整个区内实现 自由贸易
,

即建

立东亚 自由贸易区
,

然后在关税
、

金融货币
、

财政

政策等领域进行深人合作与整合
。

东亚共同体在相

当长时期内实际上将是一个逐步深人融合的经济共

同体
。

东亚共同体将长期以经济整合为优先 目标与一

体化主轴的原因和背景是

一 在世界和平
、

发展潮流与经济全球化的

推动下
,

发展经济已普遍成为东亚各国的战略重点

和中心 目标
。

优先发展经济将长期是地区各国的主

要国策与战略取向
。

与此相适应
,

成立东亚共同体

的动因主要是为地区各国发展经济这一优先战略目

标服务
。

二 绝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是外向型经

济
,

对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依赖性很大
,

外贸额占其

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大多超过
,

有的国家和

地区甚至超过百分之百
。

东亚国家又大多注重地缘

经济因素
,

以区内国家或地区作为对外贸易与投资

的主要伙伴之一
,

与区内国家的贸易量 占其外贸总

粼翼翼翼翼黑翼翼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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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皿吕乍套论

量一般都在 以上
,

且这个 比例还在不 断升

高
。

区内国家相互发展经贸关系愈益成为各自保持

经济增长和发展后劲的支轴和主动力之一
。

因此
,

优先和重点进行经济融合即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长期

首要使命
。

三 当前区域一体化浪潮席卷全球
,

而几乎

所有世界各地区的区域合作组织都以建立区域 自贸

区为先导
,

以经济整合为中心
。

东亚国家为了提升

竞争力
,

在与世界各地区国家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占

据先机
,

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在地区一体化机

制中长期突出经济融合这一主题
。

四 东亚国家经济整合已有一定基础
,

而政

治
、

安全合作明显滞后
。

东盟在实现贸易 自由化方

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

并提出了到 年建立东

盟经济共同体的 目标
。

东盟与中
、

日
、

韩先后达成

并在稳步实施建立 自贸区的协定
。

不少东亚国家之

间启动了实行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

机制

密切了以经济合作为主要 内容的东亚 区域合作活

动
。

这些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打下 了 良好基

础
。

而东亚的政治
、

安全合作尚处于论坛对话的初

始阶段
,

远 落后 于东亚 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合作

水平
。

西欧国家拥有基本相同的社会制度
、

宗教信仰

和社会状况
,

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尚长期是经济共同

体
,

其政治
、

安全融合起步很晚
,

至今效果有限
。

东亚的情况 比之要复杂得多
,

在东亚一体化道路

上
,

经济整合先行
,

政治与安全合作滞后的状况将

会远甚于欧洲国家
。

五
、

东亚共同体虽然长期内主要是一个经济共

同体
,

但不断推进区域政治
、

安全合作也是东亚共

同体发展的重要方向和 目标
。

这是因为东亚国家实

行经济优先战略和经济整合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稳定

的和平区域环境
,

而这离不开 区域内国家加强政

治
、

安全合作
。

同时
,

经济合作与政治
、

安全合作

是密不可分的
。

经济合作是促进政治
、

安全合作的

基础 政治
、

安全合作是促进经济合作的保证
。

在

东亚共同体框架下
,

东亚国家不断加强与深化经济

整合
,

将有力地促进地区国家政治
、

安全合作
,

深

刻地改变地区政治
、

安全环境和面貌
。

其一
,

增强东亚各国相互理解与信任
,

促进各

国政治关系的深人发展
。

东亚地区是一个经济
、

文

化
、

政治形态纷繁复杂的地区
。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

原因
,

东亚很多国家曾经处于冲突或战争状态
,

冷

战期间
,

它们的关系进一步受到了外部大国的影

响
,

至今一些国家仍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

题
,

彼此间相互理解和信任不够
。

走地区一体化之

路
,

建立东亚共同体
,

将为东亚国家间消除相互猜

疑和促进相互信任
,

致力于和平解决有关争端和分

歧
,

化解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对立创造一种适宜的气

氛和环境
。

而经济合作的成功和成果将显著地促进

各国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发展大局
,

从而为地区各国

增进互信与友谊
,

发展密切的政治关系奠定扎实的

经济基础
。

其二
,

为东亚各国在政治
、

安全问题上 的对

话
、

合作提供平台
。

东亚地区总体形势趋于和平
、

缓和
、

稳定
,

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传统与非传统

安全威胁与挑战
。

特别是恐怖主义猖撅
,

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和毒品走私严重
,

以及一些国家的领

土纷争
,

是引发地区形势紧张动荡和对抗危机的根

源与隐患
,

也是东亚国家面临并须巫待解决的严重

安全问题
。

其中不少问题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

的
,

而必须依靠地区国家的通力合作
。

东亚共同体

就将顺应东亚国家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
,

确保地

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需要
。

因为它既是东亚国家实

行经济整合
、

实现共同繁荣的必要途径
,

也是各国

加强对话合作
,

合力解决地区存在的安全威胁与隐

患的必要平台
。

其三
,

逐步为地区的长治久安构建政治
、

安全

机制
。

为了实现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

仅仅依靠

改善气氛与进行对话是远远不够的
,

必须逐步建立

制度性的政治
、

安全机制
。

东亚共同体既是以集

体
、

共同安全原则为基础而建立的地区政治
、

安全

机制
,

也是区域安全规范与安全文化的载体
。

它不

但能促进全地区经济合作和政治
、

安全合作逐渐走

向平衡发展
,

而且能提升东亚地区解决内部政治
、

安全问题与分歧的能力和效率
,

更有效地化解区内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困境
。

撇鬓翼薰戮翼翼篡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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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般都在 以上
,

且这个 比例还在不 断升

高
。

区内国家相互发展经贸关系愈益成为各自保持

经济增长和发展后劲的支轴和主动力之一
。

因此
,

优先和重点进行经济融合即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长期

首要使命
。

三 当前区域一体化浪潮席卷全球
,

而几乎

所有世界各地区的区域合作组织都以建立区域 自贸

区为先导
,

以经济整合为中心
。

东亚国家为了提升

竞争力
,

在与世界各地区国家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占

据先机
,

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在地区一体化机

制中长期突出经济融合这一主题
。

四 东亚国家经济整合已有一定基础
,

而政

治
、

安全合作明显滞后
。

东盟在实现贸易 自由化方

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

并提出了到 年建立东

盟经济共同体的 目标
。

东盟与中
、

日
、

韩先后达成

并在稳步实施建立 自贸区的协定
。

不少东亚国家之

间启动了实行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

机制

密切了以经济合作为主要 内容的东亚 区域合作活

动
。

这些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打下 了 良好基

础
。

而东亚的政治
、

安全合作尚处于论坛对话的初

始阶段
,

远 落后 于东亚 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合作

水平
。

西欧国家拥有基本相同的社会制度
、

宗教信仰

和社会状况
,

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尚长期是经济共同

体
,

其政治
、

安全融合起步很晚
,

至今效果有限
。

东亚的情况 比之要复杂得多
,

在东亚一体化道路

上
,

经济整合先行
,

政治与安全合作滞后的状况将

会远甚于欧洲国家
。

五
、

东亚共同体虽然长期内主要是一个经济共

同体
,

但不断推进区域政治
、

安全合作也是东亚共

同体发展的重要方向和 目标
。

这是因为东亚国家实

行经济优先战略和经济整合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稳定

的和平区域环境
,

而这离不开 区域内国家加强政

治
、

安全合作
。

同时
,

经济合作与政治
、

安全合作

是密不可分的
。

经济合作是促进政治
、

安全合作的

基础 政治
、

安全合作是促进经济合作的保证
。

在

东亚共同体框架下
,

东亚国家不断加强与深化经济

整合
,

将有力地促进地区国家政治
、

安全合作
,

深

刻地改变地区政治
、

安全环境和面貌
。

其一
,

增强东亚各国相互理解与信任
,

促进各

国政治关系的深人发展
。

东亚地区是一个经济
、

文

化
、

政治形态纷繁复杂的地区
。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

原因
,

东亚很多国家曾经处于冲突或战争状态
,

冷

战期间
,

它们的关系进一步受到了外部大国的影

响
,

至今一些国家仍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

题
,

彼此间相互理解和信任不够
。

走地区一体化之

路
,

建立东亚共同体
,

将为东亚国家间消除相互猜

疑和促进相互信任
,

致力于和平解决有关争端和分

歧
,

化解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对立创造一种适宜的气

氛和环境
。

而经济合作的成功和成果将显著地促进

各国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发展大局
,

从而为地区各国

增进互信与友谊
,

发展密切的政治关系奠定扎实的

经济基础
。

其二
,

为东亚各国在政治
、

安全问题上 的对

话
、

合作提供平台
。

东亚地区总体形势趋于和平
、

缓和
、

稳定
,

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传统与非传统

安全威胁与挑战
。

特别是恐怖主义猖撅
,

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和毒品走私严重
,

以及一些国家的领

土纷争
,

是引发地区形势紧张动荡和对抗危机的根

源与隐患
,

也是东亚国家面临并须巫待解决的严重

安全问题
。

其中不少问题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

的
,

而必须依靠地区国家的通力合作
。

东亚共同体

就将顺应东亚国家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
,

确保地

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需要
。

因为它既是东亚国家实

行经济整合
、

实现共同繁荣的必要途径
,

也是各国

加强对话合作
,

合力解决地区存在的安全威胁与隐

患的必要平台
。

其三
,

逐步为地区的长治久安构建政治
、

安全

机制
。

为了实现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

仅仅依靠

改善气氛与进行对话是远远不够的
,

必须逐步建立

制度性的政治
、

安全机制
。

东亚共同体既是以集

体
、

共同安全原则为基础而建立的地区政治
、

安全

机制
,

也是区域安全规范与安全文化的载体
。

它不

但能促进全地区经济合作和政治
、

安全合作逐渐走

向平衡发展
,

而且能提升东亚地区解决内部政治
、

安全问题与分歧的能力和效率
,

更有效地化解区内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困境
。

撇鬓翼薰戮翼翼篡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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