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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中的流通环境分析

孫　前進・陳　宏・香川敏幸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日本、韩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相继腾飞、东北亚已成为世界

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贸易量急剧增长、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但是、东北亚经济合作

发展还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障碍。目前还没有本区域的经济合作贸易组织、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抵御经济

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和冲击、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

　从根本上看、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前景是光明的。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经济结构梯次明显、资源条件各具特点、具有强烈的经济互补性特征。中日韩三国乃至于东北

亚经济空间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局势稳定是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优势互

补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巨大的消费市场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必然。

　只要各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都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实行政经分离的原则、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加强

对话、求同存异、就一定会增信释疑、坦诚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 : 东北亚、 经济空间、 优势互补、 流通环境、 物流港

【日本語概要】

　1960年代から、日本、韓国、中国における経済が次々と発展するに従い、世界経済の中で北東ア

ジアは潜在的な発展可能性が最も高い地域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欧米のそれと比較して、北東アジ

アの経済協力には依然として政治的・経済的障害があり、世界経済の中で不利な地位にある。例えば、

北東アジアには未だに経済協力機構が存在せず、グローバル化に伴うリスクを防止する力が弱い。

　しかし本質的に北東アジア地域の経済協力には積極的要素のほうが多く、将来の見通しは明るい。

北東アジア各国は経済の水準・構造ともに大きな相違があるものの、資源や技術の面では相互補完関

係にある。この補完的な国家関係が北東アジアの経済協力を可能にし、同時に巨大な市場の存在は北

東アジアの経済協力を必然的なものにする。

　こうした協力の実現は政治情勢の安定を前提としている。中日韓三国を中心とした現実的かつ、未

来志向の対話を通じて、可能な分野から協力体制を構築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北東アジア、経済発展可能性、可能な分野からの協力、流通環境、物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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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 “ 前景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合作是必然的 ”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日本、韩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相继腾飞、东北亚经济发展举

世瞩目、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东

北亚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环境。

　东北亚地区各国主要是中日韩三国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迅速发

展成全球制造业中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东北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　怎样才能保持良好的势头、为世界经济

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又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 ( 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俄罗斯的

远东地区和东、西西伯利亚。现在和可以预计的将来、东北亚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前景是光明的。前提是积极加强和扩大区域经济合作、

保持和平发展环境。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是东北亚地区广大人民的希望、是有关各国利益选择

的必然结果。

一　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的进程和现状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 1992 年中韩建交、对双边和东北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三国

之间不仅具有地域毗邻优势、而且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随着贸易急剧增长、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各

自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和产业发展动力。

　但是、相对于贸易水平、中日韩之间的直接投资要低得多、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是投资的接受方、

日韩是投资方。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也远远落后于贸易往来。

　中国经济实力仍然有限、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难

以在经济合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加速发展。但是、目前东北亚地区还没有本区域的经济合作贸易组织、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处于落后和被动状态。

二　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的障碍

　与欧洲和美洲相比、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存在较大的障碍。不仅有经济上的障碍、而且政治上的障

碍影响更大。

　东北亚各国不仅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不同、而且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和

文化背景也相差甚远。相互之间存在历史问题、同区域外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上也存在巨大差异。

　中日关系正常化已经 31 年了、但两国之间尚未实现真正的和解、使双边关系问题不断、麻烦不断。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中日两国的民族感情。台湾问题和钓鱼岛的妥善解

决、对中日双方都是一个挑战。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引起的中、日在未来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之争、

也是妨碍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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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仍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只要朝鲜半岛没有实现和平统一、就仍然是爆发冲突的不

稳定因素、真正意义上的东北亚合作就不能建立。

　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问题也影响双方经济上的深入合作。

　日本与韩国之间、也由于历史问题、双边竞争强于双边合作。

　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5 美日、美韩都保持

着双边同盟。美国对东北亚经济合作存在着重要影响。

　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政、但因外部势力的干涉、有越来越复杂的倾向、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热

点问题。

　东北亚许多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国内经济存在各种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初步建立、还很不完善、经济结构仍需进行较大调整。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开

始经济不景气长期化、全面的国内经济调整还在进行中。韩国也未完全从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经济结

构也在调整之中。朝鲜、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更是处于边缘性的困难状态。

　由于以上原因、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自主自愿的渐进原则和不排斥区域外国家的开

放性地区主义、没有在制度化和机制化方面努力。现在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的需要、

也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和冲击、在已经初步形成的以欧盟、北美、东亚为三

极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　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前景

　虽然、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和制约着东北亚经济发展和合作、但是、从长远看、从根本上看、

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前景是光明的。只要东北亚地区各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都主动采取有效措施、

实行政经分离的原则、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加强对话、求同存异、搁置主导权之争、就一定会增信释疑、

坦诚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与欧洲、美洲并列的世界经济三大区域。这个

结论基于以下理由 :

　首先、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北亚各国

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经济相互依赖、合作程度不断增加。根据经济引力模型学说、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量

和相互投资的因素包括 : 规模 (GDP、人口、国土面积 ) 和交易成本 ( 距离、文化相似性 )。中日韩经济

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 日本、韩国国土相对较小、人口相对较少、本国市场狭小 ; 三国距离很近、且是

海上邻国、贸易运输成本低、这些都是积极因素。东北亚特别是中日韩文化的共同性也是提高相互信任、

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从而成为区域内投资和贸易增加的重要方面。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

一书中明确指出 :“ 共同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各民族口语的工具这一事实仍然是汉文化诸国聚合的一个强

有力因素。它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汉文化圈内部的语言障碍。尽管各国民族语言差异极大、但是从交流

角度出发、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在朝鲜、或一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在中国都要比一个法国人在意大利

更为方便。” 区域内的共同经济利益是合作发展的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日

韩三国经济增长对本地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区域意识日益觉醒。1997 年金融危机后、更痛感经济

融合的必要性、经济合作欣欣向荣。现阶段的目标是建立稳定、规范和具有发展空间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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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商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平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

期世界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 1)。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区域内市场迅速扩大、

能够大量吸收区域内产品 ; 同时、东北亚制造业迅猛发展、国际竞争力强、在区域内竞争获得优势、扩

大了市场份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市场进一步开放、

给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再次、中日韩三国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日本是最先进发达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

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资源与市场大国。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构成看、日本、韩国和中

国正好处于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次、经济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随着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发展

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重要。1985 年和 1993 年日本先后两次成为中国最大的

对外贸易伙伴国、中日贸易额占中国贸易的比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 20% 的水平。1996 年、中国成为日

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韩贸易迅速发展、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大

幅度消除和降低各种障碍和壁垒、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区

域内产业分工与合作格局、总体经济收益远大于损失、能够实现 “ 共赢 ”。

　最后、除了有外部推动力、主要是内部的切实需要。国家要合作、人民要和平是历史的潮流。和平才

能发展、和平才能进步、合作才能 “ 共赢 ”。中国合作的态度是积极的。虽然、建立自由贸易区、将

会对中国的汽车、钢铁、石化等工业造成极大的冲击、也会压制中国纺织业、造船业和机械工业等产业

的结构升级。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处于比较劣势的中国东北地区将带来发展机遇。中国的东北

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存量资产、良好的产业基础、明显的科教优势、众多的技术人才和

较为完备的基础条件。在经济发展上、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潜力大的特点。引进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和

技术、加强调整改造、就会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成为

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日本和韩国由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优势、附加值高、建立

自由贸易区、利益是明显的。

第 2 部　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中的流通环境分析

　东北亚一般是指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等六个国家。从地理位置来看、一般是指环

渤海湾的国家和地区。

　东北亚经济空间 ( 东北亚经济圈 )、是当今世界经济中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因为其中、中、日、韩

三国的 GDP 之和、占到亚洲经济总量的 70% 以上。2000 年、东北亚地区人口比重占世界的 19%、GDP

占 25%、交易量占 25%。

　东北亚经济空间的中心应该说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一般是指中国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并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及山东省。

　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的可能性在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趋向和解与该地区各国经济结构存在着很强的

优势互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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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的设想、10 多年前已经得到该地区各国政府和首脑的重视、学术界的研究

也早以进行、虽然目前仍旧处于一个探讨和研究的阶段、但是在 21 世纪、东北亚地区经济很有可能与

和欧盟及北美地区齐驱并驾、共同成为世界 3 大经济中心之一。

　本文试图对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中的流通环境进行考察与分析。

一　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1　局势稳定是东北亚经济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003 年 8 月 26 日、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朝鲜在北京举行了六方会谈、这次会谈对东

北亚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包括东北亚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乃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是韩国、

中国、东盟、澳大利亚 ( 澳出口市场 40% 在北亚地区 ) 与日本的国际分工网络如果因为朝美对峙受到严

重冲击、高度依赖海外原料和海外市场的日本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俄罗斯的经济还没有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朝美对峙将危及俄罗斯太平洋滨海地区的经济、社会

稳定、损害俄罗斯与中国、韩国、日本的经贸关系。

　朝鲜是和平与稳定是东北亚经济发展的一块试金石。曾一度被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看好的图们江流域

开发、就是因为朝鲜半岛局势不稳而迟迟没有进展、

　中日韩与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开发、也受到朝鲜问题的困扰。

　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直接影响到东北亚的经济投资环境、朝鲜半岛形势一好、韩国的股市就大涨、外

国的投资就增加 ; 反之、就是股市动荡、外资急剧减少。所以局势稳定是东北亚经济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　优势互补、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

　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结构梯次明显、资源条件各具特点、具有强烈的经济互补性特征。

比如、日本、韩国的优势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的优势是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充足且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

而朝鲜、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则有丰富的资源。

　具体地讲、就是日本已进入后工业时代、有巨额的资本储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韩国是新兴工

业国家、拥有先进工业与建筑业技术并处于东北亚中心地位。中国是加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不仅拥有

丰富的农业、矿产等资源、而且拥有大量的劳动资源。三国在发展阶段上各有差异、应在人力、资源、资本、

技术等方面加强协作和互补。特别是实施经济开放政策的中国、经济强劲持续的发展、中国入世后、大

大改变了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格局、并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此、如果把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济区域考察的话、那可能成为除 “ 京津唐 ”、“ 珠

江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 ” 经济圈后的 “ 第四极 ” 是非常有可能的。

　3　巨大的消费市场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必然

　东北亚区域将形成一个有持续购买力的世界级消费市场。如果对中俄两国再作进一步的地域细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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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分别是中国的东北、华北与华东地区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些地区加

上日韩等国的消费基础约有五亿人口的庞大规模、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 而以消费增长的角度来看、

东北亚区域的市场扩容能力也将超过欧盟。这里还将是进口关税的低谷区、并且在推动关税减让方面起

着对国际社会的引导作用。目前、日本和韩国都执行着国际最低水平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约在 5% 至

8% 之间 ; 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今年已降至 12%、2005 年将再降至 10%、2010 年则为 5%。而俄罗斯如果

在近期内能够顺利地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那么 2010 年前的俄罗斯也将出现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

的行动、届时的俄远东地区将成为东北亚区域的重要贸易口岸。

  与此同时、东北亚区域的消费市场将主要集中在一批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如中国的京津唐地区、长江

三角洲地区、大连地区 ; 韩国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圈、以釜山为基地的港口群、日本的东京首都圈、大

阪神户经济圈 ; 加上俄罗斯远东地区将兴起的消费和贸易型城市、以及拥有国际经贸合作能力的平壤和

乌兰巴托、东北亚地区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4　东北亚经济融合有助于 ( 中国 ) 环渤海经济圈的兴起

　中国东部正在形成的上述三大经济圈、根据 2002 年的统计、共创造了全国 61.2% 的 GDP、58.3% 的

工业增加值和 86.5% 的外贸出口额。

　早在 1986 年就被提出由京津领衔的的环渤海经济区尽管还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由于环渤海它处于

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

移的趋势下、它巨大的潜力开始凸显、吸引了国际上众多的目光、它很有可能成为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

洋的国际物流中心。

　据统计中日的物流量至少有 1 亿吨、中韩的物流量将有 3,300 万吨、而未来将会保持 6% 以上的增长

速度。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物流量 70% 集中在中国东部的泛黄海地区。

　5　东北亚经济融合有助于解决朝鲜半岛危机

　朝鲜半岛周边的 3 个邻国即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利用能源、运输和建设项目来创建一个一体化经济

区的多边努力、可能会给该地区带来长期和平、并有可能避免朝鲜半岛爆发灾难性的战争。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官员中野保认为、由于冷战格局在亚洲仍然存在、所以 “ 必须通过用与东北

亚五国及美国有关的能源、运输及其他项目来清理类似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的各种项目、从而把这些

不同种类的项目融合在一起 ”。

　一些国外专家同样认为、要解决朝鲜核危机并将朝鲜带入全球社会、其办法在于加强东北亚的经济和

社会融合。

　6　中日韩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中、日、韩三国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5%;年贸易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

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12%。其中、中日双方贸易额由 1972 年的 11 亿美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880 亿美元。

现在日本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韩两国的贸易规模 1997 年的 240 亿美元、1999 年到 2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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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达到 345 亿美元。中国在成为韩国第三大贸易国的同时、也成为韩国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

　2001 年地区内贸易比例、欧盟为 65.6%、北美自由贸易区为 54.1%、中、日、韩三国 19.8%。中、日、

韩三国经济合作其潜力巨大。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必将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进行。

二  不懈的努力与国际产业结构分工

　对于东北亚经济圈的设想和提议、得到了各当事国的积极回应与支持。各国不同程度的为东北亚经济

圈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着各种前期工作。

　1　为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多国间的政治及外交努力

　(1) 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准则谅解备忘录

　1995 年 1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各国政府、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蒙古在纽约签署了《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准则谅解备忘录》、并于 1996 年 2 月 6 日生效。

图们江经济开发区主要包括概念上的边界线通道范围内的区域、从北朝鲜的清津、经过中国的延吉到俄

罗斯联邦的 Nakhodka( 纳霍德卡 )。 

　具体上是指包括北朝鲜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中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 包括延吉和珲春特别

经济区 )、俄罗斯联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 Nakhodka( 纳霍德卡 ) 自由经济区 ( 包括 Vstochay、Primosky 

Krai 镇和南部的一些港口城市 )。

　(2)“ 东北亚经济共同体 ” 设想

　中国前总理朱熔基、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三人曾作出 “ 东北亚经济共同体 ” 设

想提议。韩国总统卢武铉在 2003 年 10 月 25 日访问日本时、提倡 “ 东北亚经济共同体 ”、“ 亚洲新

干线共同体 ”。

　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学者们在多年前就开始对东北亚自由贸易进行磋商、经过三国领导人的提议、

使中日韩三国在洽商自贸进程上显得更积极。三国学者所进行的共同调查和研究、更是国家领导人在进

行经济贸易决策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3) 中日韩商务论坛

　“ 中日韩商务论坛 ” 是金大中 2001 年 11 月、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提议建立的一

个民间合作机构。

　第一次韩中日商务论坛会议由韩国新亚洲经济技术联盟、中国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经团连共同

举办。来自三国的 250 多名经济界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围绕 “ 建立网络空间的三国共同体

方案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国经济合作发展展望 ” 以及 “ 东亚经济联合后日本产业界的

对应 ” 等三个主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了一些具体项目上的合作方案。

　韩国总统金大中 2002 年 11 月 22 日说、韩国、中国和日本应该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这样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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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共同应付世界经济出现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提高自己的地位。

　当天会议发表的 “ 汉城宣言 ” 说、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日益发展之时、东亚经

济界的合作非常重要。三国经济界应努力创造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互补性的

发展。

　(4)“ 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 ” 可能性研究的设想

　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东盟与中日韩峰会上提出适时启动 “ 中日韩三国自由

贸易区 ” 可能性研究的设想。在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签署框架协议之后、中日韩这三个亚洲

重要经济强国未来的合作前景就更加引人关注。如果能够成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彻底改变亚洲

区域经济合作滞后的局面。

　中日韩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国、在 2000 年世界贸易排名中、中日韩分别居第六、第三和第十一位。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韩国经济在摆脱金融危机后重现健康增长势头、日本虽尚未摆脱经济不振状态、但

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 “10+3” 框架下、加强中日韩合作对于推动实现以 “10+3” 为主体的整个

东亚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日韩合作还有助于推进包括中、日、俄、韩、朝、蒙六国的东

北亚区域合作、成为东北亚共同体的核心。

　从统计数据来看 2001 年、三国间的地区内贸易比例占三国全部外贸的比例为 19.8%、远远低于欧盟

的 65.5%、北美自由贸易区的 46.5%、这意味着三国进一步发掘相互间的经贸合作潜力还有很大的扩展

余地。

　中日韩可说是 “ 近邻中的近邻 ”、有着共同的环境利益、同时中日韩三国需要在资源进口的安全稳

定方面共同努力、并把资源问题与环境联系起来、这就更需要深化三国合作、并将这种合作扩大到整个

东北亚地区。

　(5)“ 东北亚开发银行 ” 设想

　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去年总统竞选时也曾表示、“ 要将韩国建成东北亚核心国家、将投入 400 亿美元

成立东北亚开发银行 ”。东北亚开发银行的宗旨是 “ 对重大项目、基础设施投资 ”、其中、中国境内

的项目有图们江项目、中俄安大线石油管道、三江平原开发、运输通道等。

  2002 年 9 月在天津召开 “ 东北亚开发研讨会 ” 时、与会者曾经肯定了 “ 东北亚开发银行可能落户

天津 ” 的意向。

　(6) 东北亚经济会议组委会六次会议

　2002 年 9 月 9 日东北亚经济会议组织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7 日在长春召开。参加会议者有日本、俄罗斯、

韩国、蒙古、朝鲜以及国际组织的几十位高级官员和代表。由本届会议组织委员会委员长、环日本海经

济研究所理事长金森久雄主持会议 2)。

　会议内容主要是围绕图们江地区多国合作开发、东北亚交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区域内双边及多边经

2) http://www.northeast.com.cn/dbynews/zgd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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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交流等诸多问题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

　在会议中、日中东北开发协会会长古贺宪介报告了 2002 年中日经济合作会议情况 ; 日本贸促会亚洲经济

研究所所长山泽逸平报告了 APEC 及 PECC 的最新动向 ; 东北亚经济论坛议长赵利济介绍了东北亚经济论

坛工作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图们江秘书处主任卓赛罕介绍了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活动 ; 联合国经济社会局

高级官员米川佳伸介绍了东北亚地区社会开发工作会议情况。日本新潟县知事平山征夫应邀出席了会议。

　2　积极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区域的韩国

　(1) 韩国总统卢武铉的重视

　2003 年 7 月 6 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说、韩国首要的外交目标是在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同时开

拓 “ 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 ”3)。

　1992 年韩中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两国间首脑会谈和交

流频繁、两国的民间交流也超过了年均 200 万人。2002 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了 400 亿美元、韩中两国

已互为第三大贸易对象国。

　他强调、朝鲜也打开了可能通过对话解决核问题的大门。韩国在与美、日合作的同时、还将以与包括

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为基础、为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

　并说、东北亚国家有必要加强合作、因为韩、中、日三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东北亚地区的

GDP 已占全球 GDP 的 20%、人口也超过欧盟的 4 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中、日三国应发挥带

头作用、加强合作、同时利用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组织机制来推进同区域外国家的合作。

　(2) 东北亚经济论坛 2002

　韩、中两国的贸易规模在过去 10 年间增长了 5 倍、1992 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为 2 亿美元、2001 年激

增至 50 亿美元。2001 年访问韩国的中国游客达 44 万人、访问中国的韩国游客更是高达 110 万人 4)。

　中、日、韩三国互为近邻、1999 年开始、韩、中、日三国间的首脑会谈每年定期举行。

　最近正热烈地讨论构筑联结韩、中、日三国主要城市的统一的东北亚物流系统、指定主要港口为关税

自由地区等事务、这些方面也要求加强合作。

　东北亚地区的资源领域也正成为需要加强合作的领域、中、日、韩三国都是资源进口国、这就需要三

国在资源的安全稳定进口方面共同努力、共同开发俄罗斯资源、把资源问题与环境联系起来、这些事项

使得三国间资源部门的共同合作正备受人们的关注。

　经济协议体讨论韩、中、日三国间一致的经济合作问题及主要经济论题、藉此扩大、深化三国的经济

合作、这将对消除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因素起重大作用。

　针对环黄海圈区域、1991 年召开的东亚 ( 环黄海圈 ) 城市市长协议会、1992 召开的韩国海协权市道知

事会议、1994 年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城市市长会议、都是超越国境为增进城市与地区间的合作而召开的会

议。这些会议的召开能为使三国间的交流从以活动为主向实质性的经济交流的转变提供一种基本的框架。

3) http://www.runsky.com/homepage/news/special/hanguo2/userobjectlai340497.html
4) http://www.ecdc.net.cn/newindex/chinese/page/northeast/2002_proceedings/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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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韩经济研讨会议

　2002 年 3 月 27 日、中韩经济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韩国 SK 会长孙吉丞在《韩国企业的成长战略》的

演讲中强调、建立东北亚合作体制是韩中两国在 21 世纪生存和繁荣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因为东北亚 3 国具备了互补的经济形式、虽然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仍存在很多难题、但东北亚

合作体制必然会实现。因为这一地区一体化的效果将会强于任何区域的联合。另外、这一地区不仅是世

界上最活跃、最具潜力的全球最大市场、而且还有很大的经济高速发展的空间。

　东北亚的区域合作将成为凌驾于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上的强大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心。

　(4) 总统卢武铉的韩半岛和平发展构想与东北亚经济理想 

　1) 韩半岛和平发展构想 5)

　2003 年 2 月 25 日卢武铉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讲到 : 要实现真正的东北亚时代、首先应该从制度上

实现韩半岛的和平。这样的韩半岛在 21 世纪要蜕变为面向世界的和平地区、成为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

洋的东北亚和平之门。要提前实现这一目标、使得能够早日乘坐从釜山开往巴黎的火车、经平壤、新义

州、中国、蒙古、俄罗斯到达欧洲腹地。

　2) 东北亚经济理想蓝图

　2003 年 9 月 21 日、卢武铉总统在访华期间描绘了 :“ 东北亚地区正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其

GDP 占全球的 20%、再过 10 年或 15 年有望超过 30%、到那时、北京的学生可以买张火车票就可以经平壤、

汉城和釜山到东京旅行。” 的蓝图。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世界 GDP 前 30 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 26 个是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关

税同盟的成员、只有 3 个国家游离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它们分别是 : 日本、中国、韩国、其 GDP 世

界排名分别为第 2 位、第 7 位、第 13 位。这在当前全球加强区域化合作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利于东北

亚经济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这个地区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3　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带来的国际分工

　如前所述、中国是加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不仅拥有丰富的农业、矿产等资源、而且拥有大量的劳动力

资源。中国也不仅仅是 “ 世界的工厂 ”、同时也是 “ 世界的市场 ”。同属东北亚地区的日本及韩国企业、

多年来在中国投资建厂的热潮有增无减。特别是日本企业在大连、韩国企业在山东省的青岛、威海地区已

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这些为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亚大陆桥的起点、连接俄罗斯的

中转、通向蒙古的通道、中国西部的四通八达的铁路及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网络、生产基地、尚未成熟

的巨大消费市场等等可以足够地说明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渤海湾地区是东北亚经济空间的核心地区。

　但是、中国的企业、还正在成长和壮大之中、向日本、向韩国、向海外的直接投资还刚刚开始。正因

为如此、更足以证明中国的东北地区将是东北亚经济空间的中心地区。

　大量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是国际产业重新分工、重新组合、也就是说带来的是东北亚经济区域的

大流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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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东北亚经济圈的重镇—中国天津

天津地处中国北方海岸的中部、毗邻首都、是中国华北、西北地区的出海口、是亚欧大陆桥中国境内距

离最短的东部起点。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也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物资出海通道。

天津港、是连接中国西部和经过二连浩特通过蒙古连接欧洲的最近陆上至海上通道、并可通过欧亚大陆

桥起到欧洲与东北亚互相连接的纽带作用、同时可利用韩国的仁川、釜山及日本的北九州等各港口中转

作用至北美及世界各地。

　2002 年底为止天津市共有外商投资企业 15,765 家、外商投资资金到位额 243.32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

达 228.27 亿美元、其中出口达 115.95 亿美元、比 1997 年的 50.18 亿美元、增长了 1.31 倍。口岸进出

口总值达 365.35 亿美元、比 1997 年增长 67.4%。港口吞吐量 1.29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 240.81 万标箱。

　2002 年 10 月为止、韩国在津企业已达 1,517 家、总投资额已达 43.9 亿美元。同时日本在天津的投资

企业 1,355 家、总投资额已达 35 亿美元。

　目前天津港已经成为“亿吨”大港、吞吐量在国内居第四位。天津市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达68亿元、

占地达 5.4 平方公里的天津港集装箱物流中心已经启动建设。如果建成、将大大拓展天津港的陆桥运输

功能、强化本市向西部广大区域的辐射能力、使自身在与东北亚经济圈其他港口城市的竞争与合作中处

于有利位置、实现东北亚地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国际物流枢纽港的目标。

　(2) 日本企业的集聚之地—中国大连

　2001 年底为止、有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大连开发区投资、累计引进外资项目 1,384 个、合同外

资 77.9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35.5 亿美元。其中投资额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 287 家。有 30 多

家著名的跨国公司、财团投资开发区、其中佳能大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万宝至马达大连有限公司、东芝电视大连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投资额全都超亿美元。跨国公司的国别和

地区分别是 : 日本的各大综合商社、新日铁、清水建设、佳能公司、三洋电机和松下电器 ; 韩国的大宇、

鲜京、现代和浦项 ; 美国的辉瑞制药 ; 法国的道达尔 ; 香港的华润集团和联合集团。各国在大连的投资

比例如图所示。

　(3) 韩国企业的集聚之地—中国青岛

　2002 年底为止、青岛全市已有韩国投资项目 3,629 个、合同吸引外资 56.5 亿美元、实际吸引外资

30.1 亿美元、分别占全市总数的 28.2%、24.3% 和 26.8%。日本投资项目 797 个、合同吸引外资 15.2 亿

美元、实际吸引外资 11.7 亿美元、分别占全市总数的 6.3%、6.7% 和 10.2%。在青岛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

合同外资方面、韩国、日本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五位 ; 实际外资方面、韩日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三位。2001



15

年青岛对韩国进出口总额 29.6 亿美元、占全市对外贸易总额的 23.9%、其中出口 8.7 亿美元、占全市的

12.3%、居第三位。对日本进出口总额 27 亿美元、占全市对外贸易总额的 21.9%、其中出口 17.8 亿美元、

占全市的 25.2%、居第一位。

　青岛保税区正在建设东北亚国际物流集散地等 13 个大型项目、预计 2003 年底投入使用 6)。

目前、韩国在青岛人口有 3 万多人。

　4　中国东北地区必将成为东北亚经济空间的核心

　(1) 经过改革改造中国东北地区将会成为新的重要的生产基地

　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曾经为中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同时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许多问题、

比如结构不合理、其中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

有经济占东北经济的比重高达 70% 以上、民营经济发展滞后。从产业结构来看、主要以第一产业和第

二产业为主。且以如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汽车等重化工业为主、这些产业的特点是规模大、资

本密集、技术水平要求高、而这些产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加上技术改造投入不足、成本上升、效率低下、发展艰难。另外东北平原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但是东北地区具有资源优势、比如大庆油田、鹤岗煤矿、鞍山铁矿等等。从工业基础来看、20 世纪

20 世纪开始、前苏联援建项目形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体、国家重点项目投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以

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比如沈阳的装备制造、长春的汽车、吉林的化工、大连的造船、齐齐哈尔

的机械制造、哈尔滨的动力等。还拥有有有全国最大的熟练工人队伍。

　现在、这些重化工业的技术水平已经严重落后、如果把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的产业结构

调整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东北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能够被纳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如果从国

外引进技术与资金、对传统产业原有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如果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的话、那么该地区就

会成为中国新的重要生产基地。

　(2) 消费市场有待开发的中国东北地区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认为、东北当前最大的经济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要改善。消费需求不足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收入看、人们的收入分三个层次、即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低收入者购

买力低 ; 中等收入者属于谨慎消费阶层、受升学、医疗、养老等种种情况制约、可买可不买的不买、购买

力不强 ; 高收入者没有可提供的消费对象、能买的都买了、这是造成市场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所以、到

目前为止、国内经济尚未进入良性循环。经济良性循环就是靠经济内部力量能够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

本平衡。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政府的投资、民间投资还没有真正启动、消费需求仍然不足。

　5　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会带来东北亚经济大流通 

　(1) 落后的流通业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将生产者与流通行业分开来进行管理的。现代流通的作用中最重要的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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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应该将消费市场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反馈给生产者。

　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与流通之间是脱节的、其结果就是在不十分了解市场动向和销售预测的情况下

就进行投资和生产、导致工厂停产和产品积压的情况十分严重。这样的生产与流通的关系、如果打个比

喻的话那就是高性能发动机但却配着又破又小的轮胎的汽车。流通业与制造业不相称的发展已影响提高

整个经济水平的瓶颈、而东北亚经济空间的形成将会改变这种状况。

　(2)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流通业的改革

　东北亚经济空间的形成会带来东北亚经济大流通、更会促进中国流通产业的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众

所周知在开始改革开放的 1980 年之前、中国流通部门是按不同地区和物资建立起的配送机构。进出口

与国内流通也是分别由不同的行政系统管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流通领域在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

使得中国失去了许多引进外资和创造就业的机会。

　现在的流通部门已有很大进步、现在垄断供给网已经破除、在大城市中出现现代化百货商店、增长的

货物量的流通网也建立完善起来。地区销售代理店、批发、零售的共同市场等新的业态也随之产生。

三  支撑东北亚经济空间形成的流通环境与现状

　1　东北亚 ( 环黄海 ) 三国十大物流基地城市

　这是指中国的天津、青岛、大连和烟台、日本的北九州、福冈、下关、和韩国的仁川、釜山和蔚山市。 

　(1) 中国的天津、青岛、大连和烟台

　天津、青岛、大连和烟台都是环黄海地区的港口城市。2001 年天津、青岛大连港口吞吐量超过 1 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达到 201 万、264 万、122 万标准箱、三港鼎足而立。预计三港 2010 年的集装箱吞吐

量、将达到 1,200 万 TEU 左右、成为东北亚港口群中一支突起的异军。

　据统计中日的物流量至少有1亿吨、中韩的物流量将有3300万吨、而未来将会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

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物流量 70% 集中在中国东部的泛黄海地区。

　(2) 日本的北九州、和福冈、下关市

　北九州、和福冈、下关市自古以来为九州地区之交通要冲、又作为与韩国、中国等大陆贸易来往的重

要港湾城市。北九州、福冈和下关共同形成该地区物流的重要枢纽。九州地区与亚洲临近、具有极大的

发展潜力。

　(3) 韩国的仁川、釜山和蔚山

　仁川、釜山和蔚山共处东北亚的中心地带、仁川具有国际机场与海港、是韩国以及东亚环黄海地区的

互通地、一直发挥着门户城市的作用。釜山是韩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该港占韩国集装箱年吞吐量的 90%

以上、居世界集装箱吞吐量第 3 位、对东北亚地区物流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蔚山是韩国的 “ 工

业首都 ”、拥有韩国规模最大的现代汽车、现代重工业以及 S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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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环渤海湾的港口运输体系 7)

　中国港口地域组合呈现出七大组合区 : 东北沿海、华北沿海、黄海沿海、华东沿海、东南沿海、华南

沿海、西南沿海港口组合区。区域经济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且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所依赖的港口运输。

　环渤海地区分布着 40 多个港湾、可建中级以上泊位的港址 53 处、其中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港址

17 处、其中开展集装箱运输业务的港口到 1998 年有 14 个 ; 港口依托城市经济发达、沿海分布着丹东、

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 20 多个经济辐射力极强的重要港口城市。

　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建成了以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为主枢纽港、包括大连、营口、秦皇岛、天

津、烟台、青岛、日照等年吞吐量在千万吨以上的七个大型港口、丹东、锦州、龙口、威海等年吞吐量

在 100 万吨以上的中型港口、庄河、旅顺新港、皮口、葫芦岛、蓬莱、长岛、乳山、凤城、岚山、黄骅

等 30 多个地方港口等在内的有机港口运输体系。

　环渤海地区港口运输体系如表 1 所示 :1998 年环渤海地区沿海主要港口完成吞吐量 35,472 万吨、占

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的 35.2%、其中外贸吞吐量 14,141 万吨 ( 其中辽宁沿海港口完成外贸吞吐量

4,555 万吨、占全区主要港口的 32.2%、河北完成 2,242 万吨、占 15.8%、天津占 24.6%、山东占 27.4%)。 

　　　　　　　　　　　　表一　中国环渤海湾主要港口吞吐量统计　　　　　　　　( 单位 : 万吨 )

　3　环渤海湾地区—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 

　环渤海地区的众多港口是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比如、

　大连、营口港北上可通过哈大线、滨洲线经过满洲里同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与北欧亚大陆桥融为一体 ;

　天津港北上经过北京、通过集二线进入蒙古与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与北欧亚大陆桥连接为一体 ;

7) 2001 年７月 中国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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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通过新日线、侯月线接入陇海线、成为新欧亚大陆桥的双桥头堡之一 ;

　烟台港和青岛港通过蓝烟线和胶济铁路、经过徐州或石家庄到郑州、与陇海线接轨、与新欧亚大陆桥

相通、为新欧亚大陆桥的客货流起分流作用 ;

　秦皇岛港可以经过京山、京秦、大秦三条铁路到二连浩特上西伯利亚铁路、接上欧亚大陆桥。

　京津唐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拥有 5 个沿海大型城市及大港即天津、大连、青岛、秦皇岛、烟台。

　目前辽东半岛对日本企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山东半岛成为韩国的投资热点、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

唐山、秦皇岛等城市的首都经济圈进入到经济发展高潮。 

　4　中国 “ 东北边境铁路 ” 的规划与建设 8)

　“ 东北边境铁路 ” 是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边界线上的一段新近规划的铁路。线路走向是

从中俄边境城市抚远沿着中俄、中朝边境、经东宁、珲春、图们、丹东等城市一直延伸至大连港。这次

建成通车的是黑龙江省绥阳镇至东宁县城段的 100 公里线路。 

　如果全线建成、中俄、中朝边境抚远、东宁、珲春、图们、丹东等城市将通过 “ 东北边境铁路 ” 联

为一体、并与大连港接通。

　5　东北亚经济空间信息中心—哈尔滨

　处于东北亚经济空间中心位置的哈尔滨市、确定以建设东北亚信息中心为该省信息化发展的长期战略

目标。 

　其涵义为东北亚信息中心是指以覆盖东北亚经济圈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信息网络为基础、综合各种

领域的信息资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有效组织、开发和建设各类完善的数据库及应用系统、形成

直接服务于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信息资源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 一是包含多

种语言、文字和视像的诸多数据库 ; 二是通向东北地区、连接周边国家的技术先进、功能完善、能提供

全方位服务的信息网络 ; 三是相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达到较发达的信息化水平。 

　6　国际商贸中心—大连

　大连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交汇的中心、是该区域进入太平洋、走向世界最便捷的海上门户。

　大连保税区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保税区。市政府拟定了加速推进港区一体、联动发展的大连国际物

流港规划。国际物流港规划将港口资源优势和保税区功能优势充分融合、依托东北、服务东北和开发东

北的基础上、希望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物流枢纽、商贸中心和信息中心。

　据悉、大连成立了物流局、这可能在中国仅此一家。其主要职能设计如下。

　拟订大连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拟订大连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政

策。负责现代物流产业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工作。负责大连国际物流园及其他物流园区的规划、计划和政

策研究与宣传工作。负责两区一园物流项目的招商工作、重点吸引国际知名物流企业进驻大连保税区。

代表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参与物流园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工作。协调有关业务部门、理顺通关渠

8) http://news.2118.com.cn/773/2003-8-31/136@2982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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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缩短通关时间、推进港区一体化进程。

　负责大连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物流企业行业管理及服务工作。负责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交通运

输管理工作。做好物流分拨性企业的认定和管理、负责全区物流企业外汇管理的协调。负责仓储企业的

行业管理、认证和服务工作。参与协调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退税工作。完成管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7　综合性物流中心的建设—沈阳

　沈阳以建设北方现代物流港为目标、构建以大型物流园区为核心、综合性物流配送中心和专业性物流

配送企业为节点的现代物流体系。在这种框架下、沈阳将以周边为重点发展区域、建设铁西、张士、沈海、

桃仙等八大物流中心 ; 建设苏家屯综合物流园区、逐步培育铁西装备制造物流园区、沈海汽车工业园区、

张士综合物流园区、形成服务产业和行业各异的四大物流园区 ; 重点培育 30 个现代第三方物流配送企业、

建立完整的供应链系统。

　沈阳计划、依托作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商业流通中心城市的优势、培育和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使之成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沈阳制造业、商贸业的助力器。  

　8　东北亚国际集装箱枢纽—天津港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城市、其规模在东北亚中仅次于东京、汉城和北京、居第四位。2003 年 9

月、天津市准备把天津港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计划到 2010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

到一千万标准箱。

　1973 年 9 月、日本川崎汽船公司 “ 渤海一号 ” 货轮由神户港驶抵天津港、中国大陆第一条国际集

装箱班轮航线由此在天津港开辟。

　1980 年、天津港率先在中国成立集装箱公司、同年 12 月、中国首个按国际标准建设的专用集装箱码

头在天津港建成投产、并陆续开辟了东南亚、美洲、欧洲等集装箱班轮航线。

　天津港已建成集装箱专用泊位 11 个、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241 万标准箱、进入世界集装箱港口 25 强行

列。已具备建成东北亚地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独特优势。

　天津港现已开辟 68 条定期班轮航线、与世界 300 多个港口有业务往来、集装箱航班每月多达 300 多班。

　为建成集装箱枢纽港、天津港将投资 70 亿元人民币建成十个大型集装箱专业码头、投资 11 亿元建成

占地面积达 5.4 平方公里的集装箱物流中心。同时、天津市将在 2010 年前投资 119 亿元建设港外 20 个

配套工程、构成与天津港现代化国际大港相适应的、完备的集疏运体系。

　9　东北亚的物流中心—中国绥芬河

　绥芬河正成为中国通向东北亚的现代物流中心。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

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 “ 桥梁 ” 和 “ 窗口 ”、拥有铁路和公路两个国家级口岸。

　1993 年起、他们先后引资 7 亿多元、对铁路口岸站进行扩能改造、使过货能力由百万吨增加到 640 万吨。

2003 年底竣工后、通货能力将达到 900 万吨。据统计、2002 年口岸过货量达到 538 万吨、比上年增长

28.4%; 对外贸易额实现 15.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9%; 通过这一口岸进行的对俄贸易额超过全国对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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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的十分之一。

　10　国际中转大港目标—青岛

　青岛港充分发挥靠近国际主航道的优势、利用在东北亚经济圈中的区位优势、建深水大港、发展国际

大中转业务。

　近十余年来、随着世界一流的 20 万吨级矿石码头、全国最大的油码头的启动和老港区集装箱码头的

改造、青岛港在油、矿、箱三大货种中、已经部分开展了国际国内中转业务。

　青岛港计划到 2005 年、基本建成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力争港口年吞吐量突破 1.5 亿吨、集装箱

吞吐量 700 万标准箱。到 2010 年、港口吞吐量力争达到 2 亿吨、其中集装箱达到 1000 万标准箱 9)。

　1995 年、青岛港将中远集团的集装箱国际中转业务争取到青岛、成为国内第一个国际集装箱中转港。

10 个国家和地区、20 多个港口的集装箱在青岛港中转、虽然箱量只有 10 万箱左右、却意味着青岛港真

正拉开了迈向国际中转港的序幕。油、矿两大货种主要开展了国内中转业务。近年来、青岛港发挥大码

头的优势、用大船将进口原油、矿石接卸进来、再用小船分拨到国内各大港口。特别是今年以来、青岛

港成为国内第一大矿石进口港、全年接卸外贸进出口矿石 2,450 万吨、其中实现矿石中转 600 万吨。另外、

接卸进口原油 2,300 万吨、其中中转原油 560 万吨、两项指标均居国内第一。

　前湾新港区已建成投产 5 个集装箱泊位、并拥有全国最大、设施最先进的两个水深 16.5 米的集装箱

泊位、可满足 8,000 至 10,000 标准箱大型集装箱船舶的靠泊需要、不久、还将再有一个水深 17 米的大

型集装箱泊位交付使用。按照规划、建成后共有 11 个深水泊位、泊位水深一律在 14 米到 17.5 米、码

头全部为国际通行的顺岸式集装箱专用泊位、同时拥有国际港口中少有的纵深 1.5 公里的广阔堆场。

　香港、新加坡、釜山、高雄等众多国际集装箱中转大港、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码头的软件配套功能同

样发达。 青岛港要成为国际中转大港、必须成为三个中心、即信息中心、物流中心和融资中心。

　11  东北亚粮食物流中心—中国大连

　大连依托东北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粮食集散功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大连正在成为东北经济区的粮

食物流中心。按照《大连市现代物流规划》确定的目标、将用 3 ～ 5 年时间、力争建成东北亚粮食物流中心。

　2002 年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交易量达到 510 万吨、连续三年名列全国现货交易市场榜首。大连港

粮食吞吐量超过 1 千 1 百万吨、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交易量继续保持亚洲第一。 

　12　东北亚中心机场—韩国仁川新机场

　2003 年 4 月、在汉城、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代表参加了由韩国《文化日报》主办的 “ 东

北亚经济论坛 ”10)。

　韩国总统卢武铉在题为《东北亚前景设想》的演讲中指出、韩国在地理上位于东北亚中心、具有世界

一流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和物流基础。韩国基于现有资源、与周边的中国、日本等国家携手共进、定能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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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和平、繁荣的东北亚新时代。 

　韩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金振杓指出、要构筑繁荣的东北亚经济圈、离不开连接海内外的物流网络。

韩国具有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和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中国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如果能将仁川新机

场建设成东北亚中心机场、将釜山和光阳港建设成东北亚中心港口、加之拥有具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和

全球性的信息技术、韩国便能在东北亚地区确保物流及商务方面的中心地位。

　13　东北亚的物流中心—韩国釜山

　韩国前总理南德佑先生说、韩国位于东北亚的中心、正在逐渐成为东北亚的物流中心。例如、釜山市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第四大集装箱港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中国的货物的增长。仁川机场是

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机场之一、并且与仁川港相连、韩国航空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航空公司、2000

年运送旅客 4,200 万人次、运送货物大约 200 万吨。在韩国航空公司运送的货物中、67% 的货物从中国

各港口和东南亚运往北美目的地。在黄海的另一边、天津、大连、青岛和上海等沿海城市为了满足日益

增长的进出口运输的需要、为了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物流和经济中心、目前都在紧张地扩建港口设施。

四、存在问题与展望

　从东北亚经济空间的现在产业状态分析、如前所述日本拥有先进的的技术与雄厚的资本、韩国随说次

于日本、但同样拥有先进的的技术与雄厚的资本、他们急需开拓国际市场、而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特别

是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大部分产业需要同国外的技术与资本合作、进行升级换代。

　1　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日本和韩国的国内市场已趋饱和状态、为各种利益所驱使、拥有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能力的日韩企业

在不断地增大国外直接投资规模与领域。在日本、曾经流行于十多年前的因为向国外直接投资所给本国

带来的 “ 产业空洞化 ” 观点已经几乎不予存在、现在所研究和注目的是 “ 产业全球化 ” 问题。企业

在海外直接投资所设立的生产企业、其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要在企业所在国 ( 或地区 ) 销售、一部分要

返回企业本国销售、一部销往第三国。这样海外直接投资就会改变本国、投资接受国、第三国的产业结

构。日韩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最典型的比如日本企业在大连、韩国企业在青岛的集中事例、在极大

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产业结构。

　但是、海外直接投资对接受国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即可借机发展自己、也可能回失去发展自己的机会。

　2　基本形成的流通环境

　从中日、中韩、韩日间的贸易货物品类来看、来自日韩面向中国的进口商品、从以前的先进的工业产

品慢慢地转移到现在的大部分是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产品、而来自中国的大多是原材料及初级产品。从

日韩企业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直接投资来看、所生产的产品也几乎是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

　正是在东北亚地区的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消费层次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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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水平、表明该地区的流通基本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3　东北亚地区国际分工与流通环境的形成的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

　中日、中韩之间贸易的扩大、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改造

以及消费市场的扩大与开发、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发展与发达。

　文中所提及的环渤海湾 3 国 10 大城市、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港口的争相建设也都会

直接或间接促进流通的发展与发达。

　但是、在中国环渤海湾地区存在着一种物流过热的倾向。

　4　竞争加速而引发的各种贸易摩擦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地区之一、但由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形态有着天壤之别、各国经济

发展水平反差很大、贸易规模、劳动力资源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别、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企业之间竞争激烈、

国家之间贸易磨擦将会不断发生、这些可能会给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也有可能

演变发展成国家间的外交与政治问题。

　5　黄海的污染

　环黄海的东北亚地区是一个经济增长快、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黄海地区环境的

巨大变化。如果黄海这样的半闭锁海域的污染达到很严重的程度、黄海沿岸地区的经济将很难持续高速

发展下去。 

　韩中建交以后于 1993 年缔结了韩中环境合作协定、根据此协定每年召开共同委员会、会上双方互相

交换信息商讨共同合作等事务。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韩、中、日三国环境长官会议、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

等各种形态的沟通渠道。

　1999 年在韩国召开了韩、中、日环境长官会议、决定为增进三国民间环境团体的交流合作而共同努力、

为使这种交流与合作更具体化、三国的民间环境教育团体正在积极参与推进环境教育网络的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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