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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描述了东亚经济及其模式的一般特点，重点阐述了其显露和隐含的问题。 文章指出：在经济全

球化发展的时代，东亚国家必须突破日本一雁领头的
“

雁形结构
＂

，尽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国领先的
“

双头鹰结构
”

,

或由日本、中国和韩国三足鼎立的
“

鼎形结构
＂

，提高产业调整速度，共同实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要在和平条件下提高区域合作紧密化程度，其中，“东盟十中国十日本十韩国
”

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组织的不

断完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将为东亚和整个亚洲经济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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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经济及其模式的一般描述

人们对东亚各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一般如下：在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以日本

为起点呈雁形向外扩展。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
＂

雁形模式
＂

，即东亚各国与地区的经济跟随日本陆

续起飞，形状如同雁群。 雁形模式的原型是日本从欧美引进产业技术，尔后，亚洲
“

四小龙
”

和东

盟从日本引进产业技术，通过
“

模仿
“

别人的
“

模仿
＂

，共同创造
“

东亚奇迹
”

。

在 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亚经济模式的表现是相当具有活力的，它使东亚经济在战后获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在日本，经过战后的经济调整和恢复发展，1970-1980年代日本一

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1960年代开始，亚洲
“

四小龙
“

抓住时机，推行出口

导向型发展战略，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欧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

迅速取得了高速增长。 1980年代，日本受日元升值的影响而加快向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转移

国内产业，东盟国家和中国由此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促进了经济的高级化。 这段时期内，

整个东亚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1966 — 1973年为5.3%,1973 — 1980年为4.9 %, 1980-1989 

年为6. 2%，创造了自产业革命以来的最高增长速度。 其中，韩国、马来西亚等成为中等收入国

家，新加坡更实现了人均GDP超万美元的骄人业绩。 进入 19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与此

同时，”四小龙
”

和东盟后来居上，雁形模式不再显著。 1997年的亚洲金恐危机给东亚各国带来

严重打击，直至1999年下半年才转入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
一般认为

“

东亚模式
”

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政府作用方面，政府进行较强的调控和干预，一般以行政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

式推动经济发展。

2. 在产业定位与发展战略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最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推行出口导向型

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些国家还大量引进外部发达国家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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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区域经济交往方面，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即“雁形模式”。地区内部贸易

比重较大，经济联系较紧密。
东亚经济模式的这些特点是与本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分不开的。多数东亚国家、地区自然

资源相对缺乏，日本、亚洲“四小龙”原材料几乎全部靠进口；国内、地区内市场狭小，因而普遍采

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依靠出口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普遍较低，只能

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加工和装配等，这是其经济起步时的优势所在。

二、东亚经济显露和隐含的问题

1.雁形模式的依赖性：科技依赖和市场依赖
东亚后进国家在外资主导下大跨度地跃过结构转换的各种约束，在较短时期内迅速从出口

木材、原油等提升到出口彩电等家用电器，呈现为外资移植的结果，并伴随着两个弱点，一是技术

依赖投资国，二是投入市场依赖于日本、产出市场依赖千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从而为发展的
可持续性埋下了隐患。

(1)科技依赖
东亚若干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而日本在基础科学方面依赖于美

国。“四小龙“经过 1980 年代以来持续大规模资金注入和改良技术创新机制，在应用技术方面取
得了显著进步，但总体开发技术仍较落后。东盟则在各个产业技术上都缺乏自主性，对日资企业

和技术依赖性最为严重。这种技术依赖的实质是后进国把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列车拴到先进
国产业发展上，依赖性越严重的国家越容易受到侵害，经济衰退的打击就越剧烈。金融危机以东
盟各国损失最为惨重的原因即在于此。

(2)市场依赖

由于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多数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自身产
业的关联度有限，且本地区市场狭小，这些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决定了东亚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

出的外向型产业。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需要从日本大量进口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经过加工组
装再出口到北美和欧洲，其实质是日本出口导向型产业在海外的延续，是日本面向欧美市场的加
工组装车间。这种不平衡依赖关系反映在贸易收支上，往往表现为对美国的长期顺差和对日本
的长期逆差。

2. 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垂直型分工和生产工序型分工
在东亚产业梯次转移和传递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分工体系，一种是垂直型分工，另 一种是生

产工序型分工。前者是指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深加工工业品，欠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衣副产品
和初加工工业品；后者是指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发展某一产业，但各侧重于生产工序的不同

环节，发达国家致力于研究开发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包括制成品的品牌），出口中间产品，进口

制成品，欠发达国家侧重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进口中间产品，出口制成品。这两

种分工形式和内容均不相同，但国家和地区组别却极为相似，即处千分工顶层的是日本，中间层

是“四小龙”，底层是东盟。
(1)垂直型分工
1980 年代以来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

级，促进了重化工业在东亚的移植和发育。但是，由于东亚特别是东盟国家重化工业的生成不是

自身比较优势发挥的自然结果，而是源于先进国家投资而嫁接的跨国公司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

基地，这是产业脱离于自身优势资源的深加工，因此，“四小龙 ”发展初期和目前的东盟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资源开发产业与深加工产业严重脱节的“两层皮“现象。

(2)生产工序型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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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东亚制造业的直接投资较多地集中于机电工业。 从生产的工艺流程看，机电工业是

融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千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序进行

分解、组合。 日本正是利用机电工业这一特点，根据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把原本需

要由市场完成的分工，转换成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工序分工，即一项产品的开发、设计定型及关

键零部件生产在日本本土进行，一般零部件转移到
“

四小龙 “生产，而在东盟完成最后组装，产成

品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一部分返销日本，一部分销往欧美市场。

在这样的分工方式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不对称关系。 一是
“

名
”

与
“

利
”

的不对称，即出口产

品原产地标识为从事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后进国家和地区，并获得产品全部增加值中较低比例的

组装加工费，相反，从事设计、零部件生产的先进国家和地区虽没有最终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

名份，但却获得全部增值中的绝大部分。 二是生产工序间依赖关系的不对称，即劳动密集型工序

的繁荣完全依赖于技术密集型工序的发展状况，同时，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区位选择既依赖于技术

密集型工序的技术特点，又存在着同类国家间的激烈竞争。 这两种不对称事实上把国际竞争的

大部分风险转嫁到处于分工底层的国家，一旦遇到供过于求的国际竞争，从事组装加工成品的国

家一方面要承担价格损失，另一方面又因为退出成本极高而难以迅速调整产业。
3. 产业同构 下的激烈竞争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发展陷入长期萧条，产业升级趋缓的时候，“四小龙＂、东盟却继续

沿着雁形模式的产业阶梯向上攀登，产业差距迅速缩小，趋于同构，产生了激烈竞争。 比如，由于

东亚电子工业生产工序型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建立起来的，本地企业也

大多属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本国、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缺乏，难以形成差别化优势。 在产品结

构雷同、技术近似的情况下，竞争优势只能靠低成本实现。 同时，该地区生产的电子产品绝大部

分属千可替代性强的家电产品，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大环境下，国内需求普遍不足，出口比重过大，

出口市场又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发达国家的需求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都极易

引发东亚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和恶性竞争。

4. 政府非科学干预下的市场无序性

市场经济中引入政府于预，能够矫正市场盲目性，摆脱国内外各利益集团对本国、本地区经

济的干扰，制定并执行经济计划，确定主导产业，集中推动资金积累，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促进经

济的高速发展。 但政府不科学的强弱干预都会显露缺陷：（l）造成信贷资金需求上的
“

软约束 “ ,

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利于公平竞争和自由的价格控制。 (2)不利于市场经济国家向高度的社

会、法治化发展。 (3)
“

政府质量
”

下降，官商结合，权钱交融，助长了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的蔓延。

(4)对企业的不适当保护会影响其竞争生存能力。
5. 引进外资结构上的不合理

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离不开外资的大量引进，这成为东亚模式的特点之一。 然而，各国争相

引资所带来的盲目性造成了不合理局面。 一方面，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导致外国资本对本国

经济不同程度的控制，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例过大，而民族经济的力量被相对削弱；

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外国投资，东道国政府往往只注意改善投资环境，却忽视了对外资的管理和

限制，造成投资结构失当，致使大翟外资流向房地产、证券部门，极容易形成产业结构失调和经济

泡沫。 再一 个是举借外债的规模和结构不尽合理，有些东亚国家过度地引进外国短期资本（如泰

国），这样极容易使其经济受到冲击。

三、东亚经济调整与进一步合作的基本思路

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亚洲奇迹之神话》一书中指出，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要索投入

的增加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 这种不是靠本国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随国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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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动员能力的衰减而趋于下降；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高速增长下隐藏的结构问题就将浮出水

面，并在外部冲击下引发经济动荡。 克鲁格曼的评价似乎有些过头，因为至少日本并非如此，韩国也不

完全这样。 但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问题，必须逐步消除。

1. 减 少技术依赖度

亚洲
“

四小龙
”

和东盟在迈向工业国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导致应用研究 发展

到一定程度后，难以向纵深挺进，并引发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产业发展的技术决定权不得不取决于

国外。 从产业发展史上看，随着专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一国产业升级赖以支撑的技术进步只能主要源

千本国的知识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一国可以通过 引进技术、忽视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来实现

应用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双重跃进，但它迟早要遇到基础研究落后的制约，并在结构升极上陷入缓慢的

状态。 以往的日本即是如此，它有的是快餐式人才，却对基础研究重视不足。 人口素质较低是东亚各

国的普遍现象，对来自发达国家新技术领域的挑战，东亚各国的科技人才明显匮乏，已形成了经济向更

高阶段发展的瓶颈。 因此，“科技立国
”

、“科教兴国
”

的战略措施在东亚各国纷纷出台。 东亚国家必须

培养更多的、有创造力的科技人才，抓住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关键。

2. 多层面和多方位开拓国内外市场

东亚各国的国内市场因大力提倡外向型经济而相对受到忽视，而开拓国内市场对于东亚各

国应付对外贸易环境条件的变动、稳定本国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 对国外市场则应该

在继续重视扩展欧美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俄罗斯、东欧、非洲、南亚、南美等地区的市场。 尽

管有美国在伊拉克和朝鲜等地区制造政治和经济的不利因素，以及
“

非典
”

的负面影响，但 只 要中

国等东亚国家及时采取进出口贸易产品和服务结构的调整等措施，就能将
“

非典
“

对经济增长的

负面效应控制在 0. 5％左右，并化解美国制造的非正面经济影响。

3. 打造企业的
“

双头鹰结构
”

或
“

鼎形结构
”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是无法使东亚某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动地位

的。 随着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相对较低 的劳动力价格已不具

有竞争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日趋占主导 地位的时代，东亚国家必须突破日本
一雁领头的

＂

雁形结构
“

，尽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国领先的
“

双头鹰结构
＂

，或 由日本、中国和韩国三

足鼎立的
＂

鼎形结构
“

，提高产业调整速度，共同实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目前，在

日本经济相对萧条、欧盟经济发展缓慢和美国经济需求不稳的态势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巳使

东亚地区 2002 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6. 7%，比 2001 年提高1. 2%。 2002 年中国吸引外资，创 了

历史新高，占当年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37%，首次超过 美国 成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

资接受国。 世界银行预计，2003 年东亚经济增长 5%,2003 年至 2005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外

商直接投资净额将每年平均增加 10%。 中国逐步调整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 向互动开放战略措

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成为东亚产业
“

双头鹰结构
”

或
“

鼎形结构
”

的一员。

4. 区域合作进一步紧密化

东亚各国的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消除 美国和日本等右翼的反和平思潮，就可以在投

资技术、货币、品牌、劳动力、资源 、市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更 紧密的有效合作。 例如，东亚各

国和地区目前的技术结构现状，反映了整个东亚的工业化 发展进程。 而这种互补型的 结构，为建

立新的经济技术网络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领域处千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

临着缺乏
“

基础性技术
“

，因而将扩大对中国的依存范围；东盟各国正希望充实
“

基础性技术
”

部

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技术转移；而中国则要致 力于
“

中间技术
”

产业，并积极拓展高 科技产业。

以这种动态相互依存的
”

技术群体结构
”

为基础，可以在东亚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体系。 又

如，
“

东盟十中国十日本＋韩国
”

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组织的不断完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亚洲

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都将为东亚和整个亚洲经济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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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st Asian Economic Readjustment and Cooperation 

CHENG En-fu1 ,XIA Hui2

(1.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s Study of Shanghai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I，Shanghai Univer.I飞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fter describ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Asian economy and its pattern, the 

paper demonstrates its obvious and immanent problems. It points out that in an era of accelera

ting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sin

gle-headed model led by Japan alone,and format the double-headed model headed by both Japan 

and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or the triple-headed model led by Japan,Korea and China,so as 

to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to capital-in

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ones. We should enhance regional cooperation under peaceful 

condition. The continual ameliorating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 a

mong "ASEAN, China, Japan and Kore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sian Monetary Fund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will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effective cooperation of 

East A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whole Asia. 

Key words: East Asian economics; regional economics; opening-up of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辛辛辛辛辛选辛辛选选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选辛选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选辛辛辛辛辛

"2003年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机制、

商业银行改革的前沿问题
“

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宏观金融研究的发展，积极探索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金融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

题，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财经研究》编样部联合举办主题为
“2003 年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 ： 资本市

场开放、人民币汇率机制、商业银行改革的前沿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会议将于今年 10 月底（暂定 10 月 25-26

日）在上海市举行。 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文，应征论文要求有一定理论深度，并符合学术规范（参照本刊所栽文

章的格式）。 论文的选题范围如下：1.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步骤与策略；2.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 3. 人民

币汇率机制的建立； 4. 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 5.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6. 金融产品创新与资本市场发

展； 7． 新一代金融危机理论研究。

应征论文务必于 9 月 1 日前邮寄至：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邮政编码 200433)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

心谈儒勇收，电话 ： （021)65111000-5301; E -ma止 rcmf@mail. shufe, edu. en。

与会代表名单将在对论文遴选的基础上确定，请作者在论文上详细，主明通信地址和其他联系方法，并请在

信封上注明”征文“宇样。 高质量的论文将优先在《财经研究》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 会议正式通知将另发。

欢迎广大读者应征与会。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财经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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