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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
－2001年的人口和人均GDP（美元）－

日本
127.3m
$32,490

菲律宾
80.1m
$914

印度尼西亚
213.5m

$691

老挝
5.3m
$330

缅甸
51.1m
$151

新加坡
4.1m

$20,659

柬埔寨
13.1m

$270

泰国
62.9m
$1,831

香港
6.7m
$24,383

韩国
47.3m
$8,900

台湾
22.4m
$12,550

文莱
0.35m
$12,245

中国
1,276.3m

$908

越南
78.9m

$416
Source: ADB, ASEAN 
Secretariat, other statistics

马来西亚
23.8m
$3,696



东 亚 ＝ 多 样 性
面积
（k m 2 )

人口
(百万人 )

名目 G D P
(亿美元)

G D P / 1人
(美元)

主要
宗教

华裔
市民 旧宗主国

印度尼西亚 1,919.0 235 1,620 774 伊斯兰 3% 荷兰

泰国 514.0 64 1,148 2,208 佛教 10% －

马来西亚 329.8 23 952 3,884 伊斯兰 24% 英国

新加坡 0.7 5 856 25,804 - 77% 英国

菲律宾 300.0 85 771 942 天主教 2%西班牙·美国

越南 329.6 82 350 418 佛教 1% 法国

缅甸 677.0 51 61 120 佛教 3% 英国

文莱 5.8 0.3 43 12,344 伊斯兰 15% 英国

柬埔寨 181.0 12 31 237 佛教 1% 法国

老挝 236.8 5 17 324 佛教 1% 法国

中国 9,597.0 1,287 11,586 908 - － －



金融危机的打击与东亚经济的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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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17.8中国

4.00.8- 13.1印度尼西亚

4.03.4- 0.6菲律宾

5.74.2- 10.8泰国

4.56.1- 7.4马来西亚

3.95.90.3新加坡

1.43.0- 5.3香港

3.05.44.6台湾

6.010.9- 6.7韩国

200219991998



东亚地区主义的抬头
• 金融危机的经验：外汇汇率暴跌“污染” →地区内
各国认识到难以通过自己国家进行防卫。

• 此时欧美采取旁观（甚至批判）的态度。IMF主要
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华盛顿共识”。将对冲基金
等投机行为作为“市场行为”而使其正当化。IMF利
用“条件限制”，大举介入国内政治。→刺激东亚的
国家主义（但是，各国极为需要提高治理能力），
因此东亚各国强烈希望IMF改变政策。

• 影响世界规模的地区主义潮流（NAFTA、EU扩大)。

· WTO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加强了东亚向FTA的倾斜。
出现东亚经济圈构想。日本甚至考虑到综合经济合
作（EPA＝FTA+）。

各国对此方向表示赞同。问题在于实施时期。



                 亚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1 9 9 7 . 1 = 1 0 0 ,  i n  U S  d o l l a r  p e r  o w n  c u r r e n c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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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地区内人均收入
（以美元计算）下跌，同时“南北”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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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东亚的直接投资额占GDP比率(%)

1980 1985 1990 1995 1999 2000 2001
印 度 尼
西 亚

n.a. 0.4 1.0 2.5 -2.0 -3.0 -2.3

韩国 0.01 0.25 0.31 0.36 2.30 2.01 0.76

台湾 n.a. n.a. n.a. 0.59 1.02 1.59 1.46

香港 n.a. n.a. n.a. n.a. 15.3 37. 5 9.0

新加坡 10.6 5.9 15.2 10.6 14.3 5.8 10.1

泰国 0.6 0.4 2.8 1.2 5.1 2.8 3.3

菲律宾 -0.3 0.0 1.0 2.0 0.8 1.7 2.5

马来西亚 3.8 2.2 5.3 4.7 4.9 4.2 0.6

中国 n.a. 0.55 0.9 5.1 3.9 3.6 3.7
出处: U.N.,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and national statistics on GDP.



东亚出现赢家与输家
→ “南北问题”＝ASEAN的危机

• 中国与ASEAN之间在增长力、贸易扩大的步伐、FDI
吸收能力上出现较大差距。

• ASEAN各国之间在经济增长和所得方面出现巨大的
差距。泰国、马来西亚是赢家，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是输家→ASEAN团结松弛（以往的盟主印度尼西
亚没落）。

• 新加坡实施360度经济外交。与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关系微妙。

• 泰国实施独自经济外交。ASEAN出现丧失向心力危
机。

• FDI能够顺利进入的国家是赢家，难以进入的国家
是输家。



泰国

• 最先遭遇金融危机。由于政治安定得以迅速复苏（2003年实
现6％的增长率）。扼制通货膨胀（2002年不足2％）。银行
不良债权大幅度减少。股市价格高水平上升。对内FDI：
2003年1－9月、比上年同期增加65.9％。企业恢复主要业务。

IMF的“优等生”＝东亚、ASEAN的“赢家”。
• 国家目标明确。①以集团为基础。②改善投资环境（→汽车
产业的群聚化）。③地方：草根式财政政策。④湄公河开发
据点。

• 他信总理：除在ACD（亚洲合作对话）实行“ASEAN+3”，还邀
请南亚、中东各国参加。



泰国（续）
＜最近泰国的经济外交特色＞

• ASEAN的决定：主张将以往的共识方式转变
为原动力方式。AICO方式不受欢迎。

• 对于FTA谈判态度十分积极（与中国、印度、
美国、日本、日ASEAN、澳大利亚、秘鲁、
巴林）。

• 希望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立“对等伙伴”关系。
在亚洲债券构想的实施方面发挥指导作用。

• 提高对CLMV的影响（向CLV提供泰国铢借
款）。并不强烈要求日本的资金援助。



印度尼西亚
• 由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失误，导致苏哈托政权崩溃。 IMF解
决方案中的重大失误→汇率暴跌、政治经济大混乱。→投
资环境恶化。在东亚和ASEAN是“输家”。

• 继任的哈比比总统出于政治目的着手地方分权→由于人材
不足而出现地方行政混乱。贪污蔓延，外资撤出。

• 有关民主化进程，最近的舆论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人
认为“苏哈托世代更好”。

• 经济景气处于日薄西山的状态（目前的增长率为３－
４％）。出口还几乎维持原状，但是几乎没有新的投资，
所以难以保证能够持续发展。与美国、澳大利亚的关系趋
于冷却。与中国关系密切。



世界140国中印度尼西亚的
排名（UNCTAD调查）

•对对内FDI成效指标
(1988-1990) 63位 → (1998-2000) 138位

•对对内FDI潜力指标
(1998-1990) 73位 → (1998-2000)  110位



印度尼西亚：“国际竞争力”排名推移

4949474744＞基础设施

4948454641＞商业效率

4545414635＞政府的效率

4241363041＞经济成效

4749444740综合排名

20022001200019991998

(出处）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 IIMD



菲律宾
• 对于金融危机，初始阶段似乎应对较好，但是其后
由于政治混乱，FDI不能进入，使经济的持续增长
出现疑问。

• 没有国家理想，标榜“懂英语的优秀人才很多”“菲
律宾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教育水平很高”（但是本
质上的问题在于：封建残留体制＋美国式民主化→
南美式政治体系）。

• 无视正确的政府姿态→在极端的民营化思想和迎合
大众的保护行政之间摇摆。→社会基础设施恶化→
投资环境恶化。

• 成为东亚、ASEAN的“输家”。



中国巧妙的应对方法：

• 掌握华人、华侨的人际关系。
• 资源外交（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与援助的结合。
• 与ASEAN的FTA：以打破美国的包围这一大战略为背景？

• 实施中泰FTA中的提前减让关税→在泰国商店里随处可见中
国产的苹果等。让普通民众感受到FTA的益处。

• （风险）由于ASEAN设备运转率较低,中国向ASEAN大量出口
产品的可能性增大。



ASEAN丧失向心力与
“地区公共财”的成本

• 虽然ASEAN正在渐渐失去其向心力，但是在一些
领域合作较好。例如，在金融合作方面（清迈计
划、建立亚洲债券市场等）、在反恐怖、反海盗
方面的合作。

• 有必要就包括环境问题、社会基础设施完备、各
国·地区·农工间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等“地区公共
财”的成本由谁来负担、怎样负担等问题进行深
入讨论。日本因为是东亚的富国而理所当然的提
供援助，而应该作为“东亚市民”与其他市民共同
承担责任。



东亚·ASEAN地区的公共财

• 缩小地区内、国内收入差距
• 培养中小企业和创投企业
• 改善投资环境
• 防御金融危机的卷土重来
• 强化金融体系、扶植债券市场
• 完善社会基础设施
• 保护和改善地球环境
• 制止恐怖主义行为和海盗行为
• 改革司法和教育
• 保护知识产权

应该由地
区内成员
负担成本
解决问
题。



结论－提案（１）
１．当前，东亚形成一股FTA浪潮，日本为了赶
上这股潮流容易忽视ASEAN内出现的政治经
济社会的变化（ASEAN内的离心力＞向心
力）。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日本与ASEAN各
国拉开距离。“失去的十年”后遗症？

２．为了实现东亚经济圈（ASEAN＋３的经济
一体化），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东亚市
民”。作为市民不仅可以享受FTA等经济一
体化的“益处”，更要履行承担公共财的义
务。要在各国彻底贯彻这种思想。



结论－提案（２）

３．促使中国中国与日（韩）等合作，支撑
“地区域公共财”。首先，要求ODA等公开信

息，呼吁在ASEAN等构筑共同支援体制。以
这种形式，日本发挥倡导者的作用。

４．时刻牢记经济不恢复，日本的主导力也会
渐渐丧失。

５．必须对ASEAN全体、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对
策。必须强化产官学合作（美国政府事实上
已经终止了对ASEAN的结构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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