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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空间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世界经济的
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
进展与课题

日中合作
促进

东亚知识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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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

世界体系变革的动力

信息革命带来了广义的运输费用的降低
（人员、物资、资金、信息）

（国民经济：”too small” and “too large”）

全球化 ＆ 区域化

边境的作用↓ 区域经济圈的形成
都市与地区的重要性 ↑

在全球规模重组经济与社会体系
（探索超国家体系和分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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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夜晚灯火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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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15国、NAFTA与东亚的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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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NAFTA、欧盟15国的GDP(百万美元)

欧盟15国

NAFTA

东亚

7926

11086

7334

注：东亚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香港（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台湾（中国）。

资料来源：Alan Heston, 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ICUP), October 2002 

占世界份额 (2000)
欧盟15国 25%
NAFTA        35%
东亚 23%

83%

占世界份额 (1980)
欧盟15国 29%
NAFTA        27%
东亚 14%

70%

25%

3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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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

34.9

52.4

ASEA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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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贸易（出口＋进口）比率，1980－2003

东亚实际上的地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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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向以主要都市为中心的多核心经济转变



8The Dynamics of Urban Grown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Oxford, 1997)

北京・天津

上海

香港・広東

hand in hand

Economic Growth

Agglomeration

hand in hand

Disparity

经济增长

集聚

贫富差距

出处：Shahid Yusuf and Weiping Wu

中国经济活动的重新集聚于都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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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 2006年3月6日

“If farmers are rich, then the country will be prosperous.
If villages are stable, then the society will also be stable.”

— President Hu Jintao, China
(TIME, 13 March 200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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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什么是空间经济学

多样性与近邻性
产生出

集聚力与创造性

关于地理空间（都市、地域、国际）的

统一经济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动态一般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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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国境

欧洲新经济地图？

EU统一

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欧盟的统一与
经济无国界化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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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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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逐步变化

集聚力 分散力

自我组织化

不稳定化

向新结构转变的自我组织化

稳定的空间结构

（多层次・分化的“核心”－“周边” 结构）

矛盾运动

《空间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运输・生产技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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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消费品

中间品

人员

集聚力

规模经济

（不可分性）
运输费用

内在的集聚力

positive feedback效果

（滚雪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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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滚雪球现象）Positive feedbacks形成集聚

组装企业
（set makers）

汽车／机电・电子

零件・原材料
供应者

出口 劳动者

资本

技术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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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在曼谷
郊外的集聚

汽车企业
丰田、铃木、
日产、本田
五十铃、日野、
马自达、三菱、
雅马哈、川崎
GM、BMW
・・・

零部件和原材料企业
电装、 ・・・・・・

曼谷周边的主要工业基地和日资企业

38个工业基地
约1300家日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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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九州

上海

广州

北京/天津

马尼拉

科伦坡

雅加达

曼谷/罗勇

中国

东盟

印度

德里

孟买

韩国

亚洲的汽车工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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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的“运输费用”降低后的影响

ＩＴ革命

运输技术的进步
（集装箱革命）

ＷＴＯ

ＦＴＡ／ＥＰＡ

人员、物资、资金、信息
的

“运输费用”下降

（世界体系变革的动力）

地球上
经济活动

更趋均等分布？

“运输费用”下降的非线性效应



20

（注）技术革新 新活动／产业 ：信息・知识集约型 向少数都市集聚

（e.g.  游戏、软件）

（注）IT ←→ 面对面 ：相互补充

运输费用充分下调

分散与再集聚

运输费用的
进一步下调

形成集聚

运输费用降低对集聚的非线性效应

运输费用

集聚度

分散

高工资/地价
避免竞争的加剧

集聚

集聚经济相
对增大

分散

向不动
方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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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亚网络性贸易结构的形成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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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007, METI

第2-2-11图 东亚地区中间品贸易的推移（按产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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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通商白皮书2007》

第2-2-12图 东亚地区内中减贫贸易额的变化（电气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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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通商白皮书2007》

第1-3-5表 世界各国的贸易额排名(2005年)

＜出口＞ ＜进口＞

排名 出口国
金额

(亿美元)
比率
(%)

世界整体

(资料) 根据WTO《国际贸易统计2006》制成。

Germany

USA

UK

Netherlands

France

Italy

Canada
Belgium

排名 进口国
金额

(亿美元)
比率
(%)

世界整体

Germany

USA

UK

Netherlands

France

Italy

Canada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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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通商白皮书2007》

跨国公司在中国贸易中的作用

第1-3-21图 中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及占总出口额份
额的推移

(亿美元)

外资企业出口额

外资企业占出口总额比率(右标线)

(资料)根据CEIC数据库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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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and NIES

中间品
资本

（消费品）

China
ASEAN

US
(and the ROW)

消费品
中间品

消费品
（零件）

消费品
（零件）世界工厂

东亚网络型生产据点与
亚太三角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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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In 2002 ($)

Cambodia 297

Laos 331

Vietnam 440

Indonesia 819

中国 963

Philippines 969

Thailand 1,993

Malaysia 3,880

Korea 10,006

Taiwan 12,581

Singapore 20,887

Hong Kong 24,014

日本 31,161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人均收入（2002年）

５．亚洲的收入差距

India                             511
(2003年)

31,161

297

东亚各国及地区的人均GDP(200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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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通商白皮书2007》

第1-3-39图 中国各地区人均GDP(2006年)

(备考)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资料)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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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 2006年3月6日

“If farmers are rich, then the country will be prosperous.
If villages are stable, then the society will also be stable.”

— President Hu Jintao, China
(TIME, 13 March 200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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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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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007, METI



在亚洲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课题
（１）WTO的局限 → 在补充WTO的同时，通过FTA・EPA等进一步推进一体化

（２）EU, NAFTA, MERCOSUR → 避免亚洲的相对不利点

（３）进一步推进建立在国际间、亚洲地区间座标上的实质性市场一体化

（４）确保真正紧密关系的地区内贸易和稳定的投资

→ 构筑亚洲地区整体的金融合作体系

（５）共同解决新的地区内整体问题

（国与国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安全保障、环境、能源、资源、知识

产权、流感、恐怖活动等）

（６）支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特别是CLMV）的结构改革及经济发展，

构筑亚洲整体的合作体系

（７）构筑亚洲地区内的劳动力和人才在国家之间得以顺利转移的共同制度

（８）通过ASEAN+日中韩・东亚峰会，形成“东亚共同体”，以及

强化亚洲（按机能组成的）地区合作 （不同于EU型或者是NAFTA型，

而是具有亚洲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发挥潜在能力，公开而且具实质性的独特

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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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通商白皮书2007》

第4-3-6图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ERIA)的组织结构

政策提案

驱动力

与东亚地区内的
研究机关合作

政策提案 对调查分析课题的建议

实施共同研究
派遣研究人员等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准备在东盟内设立

援助发展中国家
的能力开发

(提交资金等)

培养政策决策人
员、研究人员
等

(提交资金等)

(资料) 经济产业省制图

经济界

研究机关

主要东亚各国

经济界

研究机关政府 政府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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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制造据点
（World Factory）

世界的创造据点

世界的文化中心

East Asian  Renaissance

Brain Power Society
（创造知识的社会）

７．面向东亚知识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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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Italian) Renaissance

1250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1550       1600   

知识爆炸
centered around Italian city states

covering most fields

文学、古典学、哲学

ダンテ（文学）
ボッカチオ（文学）
レオナルド・ブルーニ（古典）
ボッジョ・ブラッチョリーニー

（古典）

万能人

レオン・アルベルティ
Leonardo da Vinci
Michelangelo

绘画

ジョットー
ウッチェッロ
フラ・マンジェルコ
ピエロ・フランチェスカ

Botticelli
Raphael

雕刻、建筑

カンピオ
ドナロッテ
ロッビア
ヴェロッキオ

科学、技术

Gutenberg
Galileo
Copernicus
Kepler

航海

Marco Polo
Columbus
Vasco da Gama
Amerigo Vespucci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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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ociety
（资本主义）

Brain Power Society
（脑力主义）

在智力基础上的
创新和知识创造

基于资本的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

知识爆炸

全球化与信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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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科学技术指标》 2004年版、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日本经济新闻
2007年9月4日晚报

世界专利申请(2004年)

其他

APEC域内其他
国家、地区

中国

韩国

美国

日本

约
160
万
件

图7-2-1 世界专利申请数量的推移

专
利
申
请
件
数

世界专利申请总数→

跨越国境的
申请数量

各国国内的申请状况

资料:1993年以前的数据源自专利厅、WIPO，其后为WIPO《工业专利统计
1994-2001》。

参照：表7-2-1

patent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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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未来

现在：世界的工厂

（普通的）财富的制造据点
＝

私有财富

将来：世界的创造据点

新Ideas・技术・知识的创造据点
＝

公共财产 ＋ 积累效果 ＋ 连锁反应效果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滚雪球般地增长） （联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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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换到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式

“粗放（资源浪费）型” 向“集约、循环（资源节约）型”转换

“出口・投资主导型” 转向“内需主导型”

“倾斜型” “均衡性／和谐型 ”
重视沿海部

重视都市

重视工业

重视增长

重视中西部、东北部

重视农村

重视农业及服务业

重视环境

“技术引进型” 转向“技术革新（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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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6年2月发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06-20年）》

到2020年以前：“科学技术大国”
成为在基础科学及尖端技术研究方面

给世界很大影响的国家

（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到2050年以前：“科学技术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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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 RIET研究主任 长冈贞男《日本技术创新的特点与课题》2007年10月16日

图2-3-1 主要国家的研究开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的推移

研
究
开
发
经
费
与
国
内
总
产
值

(G
D

P
)的

比
率

(%
)

日本 3.13

Korea 2.85

USA 2.68

Germany 2.49

France 2.16

UK 1.88

中国 1.31

日本

USA
Germany
France
UK
Korea
EU-25
中国

出典：OECD《主要科学及技术统计》
注1 研究开发费是指各国国内使用的研究开发总额，GDP为名目数字。除EU-25以外，各国的研究开发经费、

GDP均按外汇汇率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后，换算成日元。
注2 表中记载的数字，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法国为2004年，英国、EU-25、中国为2003年的数字。

EU-25 1.82



42出处：DRC吕薇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2007年10月16日在RIETI的发言



43出处：DRC吕薇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2007年10月16日在RIETI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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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发挥东亚的多样性特长，实现知识复兴
accelerating East Asian Renaissance together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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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造型社会中多样化的重要性

・具体人才・头脑（Brain Power）
（头脑＝惟一“越用越丰富的资源”）

・多样化的头脑＝多样化的人员和人才
产生出的协同效应（synergy）

在知识创造型社会中，最重要的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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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寄れば、文殊の知恵”

抵个诸葛亮”

With three ordinary persons together,
splendid ideas will come out.

“三个臭皮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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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知识
B

固有知识
A

固有知识

A的知识总体 B的知识总体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

从多样化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
在知识创造方面的协同效应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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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知识总体 B的知识总体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

“三年过去，只不过是平凡的常识”

能否长期维持下去？

共同知识
B

固有知识
A

固有知识



知识分子愈发集中

二元悖论的效果

短期性

各种人员进行的
密切交流使

知识的外缘性增大

长期性

共同知识增加后
多样性的减少

（千人一面）

组织・都市・地域・国家之间人才和人员的交流与流动

防止的方法



出处：《达芬奇——天才的实际》朝日新闻社、NHK、NHK企划

达芬奇一生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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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国家的个案

地区间交流

移住
地区内
交流

地区
A

地区
B

iK jK

ijCAji ∈,
lKkK

klC Blk ∈,

iK lK

ilC

地区内
交流

Ai∈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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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都市间的知识界交流（1985-2002）
——专利注册中时，高技术企业间专利引用数量

出处： M.M. Fisher et. al. (2005) 



The World Bank,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2007, p.163

Seven East Asian economics = Korea, Taiwan (China), Hong Kong (China),
Malaysia, Singapore ant Thai

东亚专利的引用程度



54The World Bank,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2007, p.166

电子产业专利的引用程度



55日本経済新聞 2007年9月3日



出所： Nobuhiro Horii, Kyushu University, 2007年9月

中国：能源供给中对煤炭的依存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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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企业通过FGD装置的开发，减少SO2

FGD装置的厂家数量

2003年

7家

2005年

46家

2006年

100家以上

FGD装置的生产成本（per KW）

2000年

800-1300yuan

2005年

150-250yuan

2006年

200yuan以下

预测：到 2010年，使用FGD装置能消减SO2 30%。

出典： Nobuhiro Horii, Kyushu University,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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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东亚20亿人将实现的知识复兴

世界制造据点 世界知识创造的据点

East Asian Renaissance

经济・产业

教育・研究
人才培养

艺术・文艺
文化

innovation
everywhere
（都市与农村）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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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 2006年3月6日

“If farmers are rich, then the country will be prosperous.
If villages are stable, then the society will also be stable.”

— President Hu Jintao, China
(TIME, 13 March 200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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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经济发展概念

农业 制造业 服务

新经济发展概念

制造业

农业(自然资源型产业）

服务

innovation
everywhere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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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Capitalizing
on

Brand Agriculture
ーTurn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Its Head－

Masahisa Fujita

China-Japan Joint Seminar on Applied Regional Science
Shanghai, 23-24 September 2006

应用地域科学 中日联合研究会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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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Agriculture ＝ 创造型（创新型）自然产业

例１：日本“一村一品（One Village One Product）运动”
德岛县上胜町的『彩（irodori）』事业

例３：非州 马拉维 “一村一品运动”

例４：非洲 肯尼亚 在高地种植玫瑰花（rose）

（例２：泰国“一村一品运动”

（例５：日中在缅甸的农村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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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彩』事業／徳島県上勝町

（横石氏、1980年）（横石専務、現在）



上勝町『彩』事業の主力商品、「つまもの」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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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胜町“彩”事业

•1986年，农协的横石先生（当时27岁）与四名主妇开始
活动

•1999年，第三产业“株式会社彩（IRODORI)”成立（统筹业务）
现在：横石总经理和三名工作人员（26岁（来自神奈川县）、

27岁（返回故乡就业）、31岁（来自相邻地区）

• 参加者（农业人员约150人）

• 平均年龄67岁（多为女性）
最高年龄94岁

• 参加者人均年收170万日元（约合1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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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笑顔の町」上勝町、『彩』事業の主役の人々



(c) 出荷用パッキング (d) 専用トラックで空港へ

おのおの社長で労働者：コンピュータを駆使して市場直結
(a) マーケット情報に基づき出荷戦略 (b) 特別なキーボードと大きなマウ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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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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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非洲马拉维的“一村一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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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
2007年10月13日夕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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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East Asian Renaissance together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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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与
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的研究交流

2007年10月16日

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
吕薇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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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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