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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的一体化需要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既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又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更多的金融风险。
亚洲各国、各地区和各金融中心，应以亚洲的共同繁荣和稳定为目标，加强金融合作，增强应对金融
风险和促进经济社会稳定的能力。
各国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安全有效的地区汇率协调机制，维持汇率的动态稳定，消除各经济体之间汇率
恶性竞争的基础。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对其周边国家也有着重
要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中国主动适应国际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举措；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整，
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
中国将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亚洲共同市场的建设。
　　拥有多元文化的亚洲各国、各民族，共同传承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
亚洲各国、各民族应该增进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的文化沟通与交融，经济往来与合作。
亚洲曲折的历史还告诉人们，只有和平共处、平等合作、互济互助，才能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论坛2007大会演讲和论文选编>>

书籍目录

上海论坛共识：亚洲的和谐发展将造福全世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东亚金
融合作模式：东盟+1还是东盟+3？
能源消费与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地缘政治新格局Progress toward Common Currency Basket
System in East AsiaAsia's New Regionalism：A View from WashingtonWomen's Participation in Employment in
Asia：A Comparison of China，India，Japan and South KoreaVery 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n Economies
：Causes and Policy ResponsesAsia's Geo-economics and Politics：Southeast Asia's PerspectivesClimate Change
in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An Asia That Says“Yes“World Cities and Mega-urban Regions in Pacific Asia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OutlookTriggering the Economic Growth in Post-reform China：What Have We
Known？
The Role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China's Energy System Transformation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论坛2007大会演讲和论文选编>>

章节摘录

　　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地缘政治新格局郑永年　　一、亚洲地缘政治中的新因素　　在过去的三十年
间，亚洲地缘政治正在形成一个不确定的新格局。
有很多因素促成亚洲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
从时间次序上看，首先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这一政策不仅导致了中国国
内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改变了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
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在继续。
尽管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但也必然产生其外在影响力。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的结束。
冷战把亚洲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苏联阵营。
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这两个阵营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很少有中间地带。
冷战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
苏联后的俄罗斯再也没有能力来组织一个反西方的组织。
苏联的解体同时也表明西方阵营的力量强大。
因为没有了一个像苏联那样强大的敌人或者竞争者，西方阵营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
不再有冷战时代所具有的内部凝聚力。
在西方内部松散化的同时，美国就成了唯一的超级霸权。
很显然，冷战以后，美国的国际行为仍然表现为冷战逻辑，一方面，不时地在寻找外在的敌人和竞争
者，另一方面也试图和一些国家结成具有军事政治色彩的联盟。
在亚洲也不例外。
　　从美国霸权寻找“敌人”的角度，很多国家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中国。
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中国的崛起于是被视为是改变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讨论亚洲地缘政治变化时，不可过分强调中国因素。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起着并不亚于中国那样的影响，即日本和印度的崛起。
就是说，亚洲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主导地区局势的大国，亚洲地缘政治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同时存在着多
个大国。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
但现在日本开始追求其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地位。
尽管因为历史等原因，日本地位的变化非常具有敏感性，但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似乎不可避免。
而今天的日本国家正常化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日本从来就没有受到任何内外政治因素的制约。
日本把自身称为一个“非正常国家”主要是因为其军事力量所受到的限制。
日本已经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其军事影响力正逐渐走向海外。
所谓的“和平宪法”的修正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从人口规模上说）也开始了崛起之路。
这些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迅速。
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印度的军事现代化也不可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的国家认同发生了变化。
传统上，因为各种历史因素，印度政治精英们都认同西方并努力向西方接触。
但今天，因为亚洲的崛起，印度政治精英们越来越认同亚洲。
这表明，印度的战略重心是亚洲。
在亚洲发展自己的影响力是印度的大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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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论坛2007大会演讲和论文选编》收录了在“上海论坛2007”上发表的绝大部分论文（包括
中文和英文）。
论坛主要探讨当下全球范围内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东亚金融与货币合
作、全球气候变暖与能源消费、亚洲增长模式与经济一体化，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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