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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亚国家历史上的“初次相遇”并非始于相互为敌的“霍布斯文化”，某种程度上再现了“康
德文化”的曙光，展现了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东北亚与其他区域完全不同的演进逻辑。
东北亚内部的完整性是“何时”被“谁”破坏的？

　　二战后获得独立主权的东北亚国家建构的“两大”敌对的类属身份，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如何？
如今在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东北亚国家再次迎来了集体身份建构及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的良机，
各国能否把握机遇，重建集体身份认同？

　　作者在对温特建构主义理论重新阐释的基础上，以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的互动关
系为分析框架，从东北亚区域整体的视角，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其中着重阐述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对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从东北亚各国自我身份建构、国家
间身份建构以及集体身份建构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个方向性框架。
同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成功的路径也进行了相应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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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桂娟，1966年生，吉林农安人。
1990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后，任教于延边大学。
现为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承担省级以上课题3项，发表《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缺失及原因》（《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
第5期）、《东北亚中日韩三国间身份的历史考察》（《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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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如今，东北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该地区的GDP占全球的20％，再过10年或15年有望超过30
％。
东北亚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除了本地区经济互补性和互利性强以外，主要是东北亚地区主
要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合作性的战略，尤为重视经贸领域的合作，东北亚区域合作首先就是从经济合
作开展的。
如今东北亚各国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使各国都处于“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关系之中。
然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没有自然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合作。
事实上，东北亚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明显滞后。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结构的解体，东北亚区域安全问题日益走向多元化、复杂化。
其主要表现就是，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处于调整过程中，原有的具有对抗性的军事同盟不是被削弱
，而是得到进一步加强；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盘根错节而十分
脆弱。
各国之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合作机制，在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时，往往陷入“同床异梦”的
局面。
从总体上来说，东北亚区域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与整体区域合作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东北亚区域合作尤其是政治合作缺乏稳定性。
东北亚区域需要的长期合作的制度框架始终难以最终确立。
 从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不平衡状态主要是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导致的，此外，各
国之间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冷战思维、安全困境以及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原
因。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的现状（地区认同观念的缺乏），无疑是导致东北
亚区域合作落后的深层文化根源。
正如有学者所看到的：“东北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与欧洲和美洲相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

编辑推荐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是延边大学“十一五”“211工程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朝韩日经济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国内外学者从当代现实利益角度出发，对东北亚地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国际物流、劳务合作、图们江
流域国际合作开发、朝核问题、地区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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