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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与世界的未来》

内容概要

在全球治理之重大挑战面前，东亚的三个强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相应参与，对策和基本立场，并
分析差异所在和深层原因。
与世界其它次区域在地区组织基础上或多或少形成某种集体立场相比，东亚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
这里是越来越强势的世界经济最主要动力机，在全球治理上，世人对于东亚给予很大的期望值；另一
方面，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机制建构上——却一直滞后不前，在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体
和韩国之间，目前并不存在一种建立在彼此协商基础上的共同或相似立场。
据悉，外部强权介入的因素，历史恩怨的遗留待理，政体之间的差异，三国各自外交自主性的大小，
都使得东亚一体化机制的建立进度缓慢，大大落后于他们之间经济融合的进展。
本书介绍，在这个世界权力重组加速时代的新背景下，三国都面临着一个过渡和转型时期。中国随着
习李执政新班子地位的巩固，在对外事务上，其自信程度和自主程度明显加强，同时，其面临的诸多
内部困难之处理也决非易事，同样引人注目；日本则经历了多次短命内阁的换届，目前安倍首相的内
外政策的持续性还有待观察，面对全球治理的对策之举尚不具备牢固的内部协商基础；至于韩国，也
存在着如何平衡安全、外交利益和地区经济利益的考量，在对日、对华和对美多边关系互为牵扯，决
断不利，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给人一种志大才小和力不从心的感觉。然而，在观察到这些国家间重大
立场差异之时，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是其内部的部门因素。这也是本书的出彩之处。
实际上，在每个国家内部，都长期存在着利益集团或部门利益之争，这使得它们在内部协调上往往很
难摆平和兼顾各方，进而难以形成一致和稳定的立场。在若干全球治理议题上，有些部门之争甚至公
开化（例如：日本的外务省和大藏省），以至于国家在对外表态和承诺上，出现前后不一和数度反复
的局面。
围绕着历届二十国集团会议，作者详细分析了三国在逐项全球治理议题上的表现和立场，特别是中国
——鉴于其越来越大的份量——，以及与其他国家、集团行为体的协调度和相似性，展示了自2008年
以来的变化趋势。
最后，本书还探讨了在气候变迁和备受争议的转基因话题上，三国的基本立场和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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