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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区域合作 促进经济转轨
——读 《 中 东 欧 国 家 区 域经 济合作转型 》

张锦冬

中 国 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的年轻学者贾瑞霞撰写 中 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朱晓 中教授为该书 作序 ， 他 主

的 《 中东欧 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 》
①一

书是我 国 学者在 要从地区一体化和经互会的建立和发展功能 两个层面对

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取得的
一

项新成果 。 该书从实践和 该书进行评价 。 他指 出 ， 地区
一

体化的影响大致可分为

理论层面探讨中东 欧国 家从经互会到 欧洲联盟的区域经 两层 。 在宏观上它影响所在地区甚至全球化的进程和秩

济合作的进程 。 中东欧国 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转型折射了 序构建 ； 在微观层面上它关乎
一

个国 家 、 企业 甚至社会

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也在
一

定程度上为 区域主 运动的发展 。 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经互会进行系统研究 ，

义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 。 中东欧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 并对其最终结果 体 的原因进行剖 析和检视 无疑对深

是对国 际格局变化以及全球化的理性应对。 在国 际金融 化理解东欧国 家剧变 、 苏东集 团 的解体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 、 欧债危机背景下 中东 欧国 家受到 的波及也从一个 更重要的是 ，
通过对经互会的 回溯性研究 对理解当今蓬

侧面反映出 这些国 家参与欧盟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压力 勃发展的地区
一体化 、 民族 国家与地区

一体化的关系 以

和挑战 。 及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关系均有效益 。

全书结构如下 ： 第
一章概述本书写作的缘起 、 国 内外 贾博士根据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 采

相关研究以及本书 写作的 目 的 、 内 容和结构 ； 第二章阐述 用 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
，
比较完整地阐述了 中 东欧

东欧国家参与经互会区域经济合作 的背景 ； 第三章介绍 国 家从 年迄今的 区域经济合作历程 介绍 了 中东欧

年间 东 欧国 家在经互会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国 家在经互会 、 中 欧 自 由 贸易协定以 及在欧盟内 进行区

的历程
， 分析经互会内 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 ； 第四章阐述 域合作的内容与特点 。 作者在书 中用大量第一手材料阐

中 东欧国 家在 中欧 自 由贸 易协定内 的次区域合作 分析 述了 中东欧国 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 的发展进程 同时论

其缘起 、 合作进展以及作用 与前景 第五章阐述经互会区 述了区域主义理论和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理论 。

域合作的缺陷 ， 分析导致中 东欧国 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 区域主义理论 。 作者引 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界

的内在动因
； 第六章阐述 世纪 年代东西方经济 定 指 出

“

区域主义
”

是
“

区域
”

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的相关

关系的发展 分析导致经互会凝聚力 下降 的外 部冲击因 语
，
是由区域内 的那种认同 意识发展起来的 在进行许多

素 ； 第七章从比较欧盟与 经互会区域经济合作 以及介绍 历史的 、 政治的及社会学的分析研究时非常重要 。 观察当

爱尔兰等国 家加人欧共体 欧盟 的经验人 手 ， 分析欧共 今世界存在的各种 区域合作 可以看出形成区域的主体在

体 欧盟对中东欧国 家产生的示 范效应 揭示 中 东欧国 家 扩大 超越了 国家的范畴 。 区域的形成需要地缘 、 政治 、 经

区域经济合作转型 的又
一个外部动 因

； 第八章介绍 中 东 济 、 战略 、文化等相关因 素 即具备区域特性
；
国 际环境是

欧国 家加入欧盟后 的新区域经济合作 ， 分析中 东 欧国 家 超越地缘局 限的 区域出 现的重要因素 。 对区域的
一种解

加入欧盟后的趋同 与 追赶进程
， 欧盟对 中 东 欧成员 国的 释与领土和地理相连 另

一

种解释与 民族和共 同体相关
，

财政支持以及中 东欧国 家加入欧元 区的前景 ； 第九章剖 具备共同的认同和 经验。 区域主义意在巩固与凝聚 区域

析国际金融危机对中 东欧 国 家政治 、 经济等层面 的影响 或国家间的共同体
， 对国 际秩序有建设性的积极影响 。 从 ‘

以及中东欧国家在欧盟 内 的博弈 第十章探讨 区域主 义 促进经济 、 政治 以及安全合作来看 区域主义可以创造或

与 区域经济合作实践 的互动 评论中 东欧 国 家的区域主

义实践 ’
展望区域主义与全球化 、 国 际格局的关系 以及 中

① 贾瑞霞 《 中东欧 国家 区域经济合作转 型》 ， 中 国发展 出

国可 以获取何种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 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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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
一种规范或价值观 ， 增加透明度 敦促国 家与 国 际组 阵营 ，

而与资本主义阵 营相对立 。 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

织更具责任感 抵消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 学者们用功能主 所造成的经济结果 就是统一 的 无所不包的世界市 场瓦

义与新功能主义方法研究 区域主义 。 区域主义 的早期实 解了
，
因 而现在就有 了 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 的世界

践主要在经济领域展开 参与者为主权国家 。 世纪 市场 。

”

这
一

理论是在 东西方两大阵 营存在的特定历史

年代 ， 随着殖民体系解体 亚非拉众多国家独立 在这些 条件下 对东西方政治 、 经济斗争做 出 的理论概括 曾 在

地区出现了一些区域组织 。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广 为流行 。 苏联十月 革命胜利

作者指 出 世纪 年代末到 年代初 国 际形势 后 世界上出 现了 两大并行的经 济体系 。 在社会主 义经

变化以及
一

些新兴 区域组织 的 出 现 使 区域主义 出 现新 济发展的 头 年中 ，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指引 下 社会

的发展趋势 。 世纪 年代后期 ，
区域主义的理论研究 主义经济制 度显示了 极大的优越性

； 但在 世纪 年代

不断推进
，
聚焦点从受

“

国 家中心主义
”

限制 的
“

区域 中心 以后 世界经济形势发生 了 很大 变化 。

一方面 苏联和东

主义
”

转移开来 从全球化与 区域主义 、 区域主义与全球 欧的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 发展速度降低 ； 另
一方面

，

安全发展以及转型等方面广泛比较 了 当今世界的各种类 西方国 家资本主义借助科技进步 摆脱了 经济危机 经济

型 的区域合作 。 走 向大繁荣 。 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 二战后世界市场上出

作者分析了 当代区域主义的全球性特征 。

一些地区 现的新形势 。 他只看到两种不同 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矛

的区域合作发轫 较早 而且较为成功 。 世纪 年代 ，

盾的
一

面 而没有看到还有相互依赖 的一

面 ； 只是强 调社

新兴的区域合作在
“

学习效应
”

中前行 一些超越地缘局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 斗争 否认 了 二者在经 济上

限 的区域合作也 在出 现 。 区域合作表现多样 很难简单 的相互联系 结果造成了世界市场的人为分裂 其中 包含

区分为政治 、 经济以及安全合作 。 着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误读 。 这一

理论造就了人们 因循

虽然当今世界区域化进程形式多样 各具特色 但它 守旧 、 自 我封闭的 习 惯 产生了 很多消 极的影响 。 苏东 国

们也有共性 ： 和平 、安全和发展是各 区域组织发 展的大方 家通过经互会这种形式对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进行了 积极

向 。 西方学者借用基督教教义中 的普世主义来概括这
一 的尝试 最后走 向失败 。 原因 很清楚 其一 苏东 国 家的

共性 。 现实 主义者相信 ， 合作可以减少国 际无政府主义 区域经济合作是以
“

两个平行市场
”

理论为基础 的
， 该理

的混乱 ； 理想主义者认为
，
区域主 义是为更健全 、 合理的 论否认东西方经济上的联系 ， 在实践 中必然使区域经济

国际秩序而生 也是为 了众多小 国的声音得到响应。 合作走向封 闭 。 其二 苏东经济合作不是经济发展到
一

作者论述了 区域 主义和全球化的关系 。 她指出
， 区 定水平的情况下 自 然产生的 更多 的是人为 外力推动 的

域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对 世纪末两极格局解体以及市 结果 。 换句话说 ， 这种经济合作是特定条件下与政治合

场 、 生产与资本快速全球化 的反映 。 区域主义是全球化 作紧密相关的 ， 随着政治联盟关系 的破裂 经济上 的
“

密

的
一个结果 。 区域主义和全球化同 时加强 了 相互依存并 切合作

”

也就随之消失 。 其三 在苏东经济合作的初期是

弱化了 国家对 自 由 贸易的 阻碍。 区域主义在冷战后进
一 双边主义 占优势 而在双边主义 中 苏联又 占 主导 。 经互

步发展 对国 际关系产生更多影 响 。 为 避免区域组织发 会是一个成员 国讨价还 价的场所 。 起初 谈判基础 是苏

生冲突 加强 区域组织之间 的协调极为 重要 。 这也是应 联政治优先 和东欧国 家政治经济稳定 。 在苏联看来 ， 经

对全球化挑战 的对策之
一

。 在多数区域合作 中 ， 国 家仍 互会保证了 其政治 利益
，
苏 联把东欧 国 家视为防御北 约

起主导作用 ，
区域合作进程仍然受国 家利益牵制 。 法 国 的缓冲带 东欧可 以作为苏联建立战后国 际秩序 的资源 。

与荷兰两国 在 年夏天的欧盟宪法公决中 持反对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苏联的大国 主义倾向 越来越明显 苏联

度 即 表现了这
一

点 。 可 以 预料 ， 今后 区域主义与 国 家利 在经互会中 不断获得越来越多 的经济利 益 其他国 家的

益的博弈仍将继续 。

经济 在一定程度±成 依附经济 。 这不仅窒息 经济合

苏东社会 主义经济一体化理 论 。 区域经济
一体化 作的活力 而且加剧 了东欧 国家的逆反心理和离心倾向 ，

是生产和经济生活 不断国 际化的产物 ， 出 现在二战后 。
于是 苏东 国家经济合作的破裂也就在所难免了 。

它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 （ 责任编辑 张昊埼 ）

必然规律 。 违背这一规律 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

响 。 年 ， 斯大林提出 了
“

两个平行市场
”

的理论 。 斯

大林指出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 的

最重要的结果 应当认为 是统
一

的无所不包 的世界市场

的瓦解 。 这个情况决定了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

步加深 。

” “

中 国 和欧洲各人 民 民主 国 家却脱离了资本
① 斯大林 《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题 》 人民出脈 年

主义体系 ， 和苏联
一

起形 成了 统
一

的和 强大的社会主义 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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