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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世界形勢和東亞

林芳正

壹、圍繞東亞的國際環境

在目前的東亞，重大「機遇」與「課題」兩者共存。作為「機遇」，

首先指出，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地區內的相互依

賴關係正在加深。比如：在近十年間，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易額增加了 3

倍、中國和 ASEAN 之間增加了 5 倍、中國大陸與台灣之間增加了 16 倍1。

區域內貿易依賴程度也從 1980 年的 33.6%擴大到 2004 年的 55.9%。這雖

不及 EU 的 65.7%，但也大大超過了 NAFTA（北美自由貿易協定）的 43.5%

（參見表 1）。通過 WTO 的貿易自由談判雖然停滯不前，在區域內簽署

FTA（自由貿易協定）及 EPA（經濟合作協定）的動向卻很活躍。第二，

借助於 IT 行業的發展及手提電話的普及，都市裡正出現新中間層，他們

擁有以流行文化為主的共同的生活「實感」。可以說這種時代潮流正預示

著東亞地區的「一體化」。

相反，作為「課題」，首先，在東北亞地區存在著各種各樣歷史遺留

的安全保障方面的憂慮。比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海峽問題、中國軍備

現代化透明度的欠缺等問題。以美國與日本、澳大利亞等兩國同盟為基礎

的美軍的絕對存在支撐著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但仍會出現恐怖分子及海

盜、大量破壞型武器的擴散等新的威脅、以及民族主義高漲等不安定因素。

此外還出現了人口數量均超過十億的中國和印度同時崛起等史無前例的地

緣政治上的結構變化。有關未來的地區秩序將會如何變化，仍存在著極大

的不確定因素。

                                                       
1 日本台灣之間增加 0.5 倍，台灣與 ASEAN 之間增加 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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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世界主要地區的區域內貿易依賴程度（2004 年）

EU EAS＋香港、台灣
ASEAN＋3＋
香港、台灣

NAFTA ASEAN
南方（南美）

共同市場

65.7% 55.9%(1980 年 33.6%) 53.2% 43.5% 23.4% 14.6%

貳、關於東亞地區合作框架的基本看法

由於現存地區內多種歷史文化的背景、政治經濟體制的差異，東亞地

區的區域秩序的形成動向，還不能立即形成制度化。其間，要想一邊著眼

於未來的地區共同體的形成，一邊確保東亞的繁榮、安定、和諧，在以經

濟社會方面為中心的各領域不斷加強具體合作的「有效的途徑」才是關鍵。

在東亞地區以恐怖行動、海盜、傳染病等非傳統的安全保障、清邁協

議以及培育該地區債券市場的金融和經濟、文化、環境等社會方面為中心，

正在展開大範圍的地區合作。目前，ASEAN＋1、ASEAN＋3、APEC（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ARF（ASEAN 地區論壇）等多種協議框架並存，並

有人指出各種框架有重疊的部分。但鑒於本地區內的多樣性，還是通過多

重渠道的對話，充分發揮各框架的特色，更有助於地區內的長期穩定與繁

榮。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和印度納入這種「高效的合作」結構的同時，

有必要糾正擔當地區合作協調作用的 ASEAN 自身的內部差異，推進它的

統一。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為了確保東亞地區長期的安定性、可預測性，

必須把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主義等普遍的價值觀一點一點的植根於該地

區內。依此觀點，日本特別重視去年 12 月成立的東亞首腦會議（EAS）。

EAS 包括安定民主的印度、澳大利亞、新西蘭，在開放性、透明性、包含

性的原則下，尊重普遍的價值觀，共同意識到遵守全球化規則的重要性。

我們期待它能明確指出改善投資環境、金融、能源、環保等具體的優先合

作領域，以便今後在東亞共同體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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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東亞地區合作與台灣

台灣在 90 年代以後，迅速推進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同時，如此

穩步發展了經濟。按照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觀，迅速地實現了

經濟增長，從此意義上，可以說它已成為東亞地區的楷模。

日本與台灣之間的交流近年來迅速擴大。在經濟方面，日本對台灣來

說是第二大貿易夥伴，而對日本來說，台灣也是第四大貿易夥伴。來往人

流也在增加。去年日本訪問台灣的人數首次突破 100 萬。另外，從去年起，

日本採取了對台灣居民免簽證的措施，希望通過交流進一步促進相互理

解。我認為日本與台灣的這種積極的交流在實現東亞地區的更加繁榮與和

諧方面起到了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經濟方面，台灣在 91 年加入了 APEC、2004 年加入 WTO（世界貿

易組織）。在醫療、保健、衛生等領域，正討論以觀察員的資格加入 WHO

（世界衛生組織）。台灣根據民主及自由市場經濟的普遍的價值規律，取

得了發展。作為典範，具備為未來的地區共同體趨勢的形成作出貢獻的潛

在能力。雖然現實中要面臨各種各樣的困難，但一致認為通過個別領域的

多重協議框架及交流，能夠謀求階段性加入區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