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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大学与学者的作用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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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冷戦体制終焉後、UNDP と関連諸国の努力によって、東北亜地域協力が強化され、

とりわけ二国間の経済貿易協力が大いに発展されてきた。東北亜地域協力の中、関連諸

国の大学および研究機関が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まず、関連諸国の大学および研

究機関、学者たちは、東北亜地域協力の各分野について研究し、各国間協力の強化、協

力レベルの向上、そして東北亜経済一体化のために理論面の支えを提供した。第二、各

国の学者たちは政府、企業と協力し合って、共同研究、国際会議開催などを通じて企業

と政府に情報を提供し、「官、産」連携の重要な絆として、東北亜地域経済協力の発展に

貢献した。第三、各国の学者たちは政府部門の地域協力参与に諮問の役割を果たした。

吉林大学東北亜研究院が中国における東北亜問題の重要研究機関として、長期にわたっ

て東北亜地域協力の人材を数多く育成して、東北亜地域協力理論と実践の研究を促進し、

国際学術交流を通じて地域協力の発展に力を尽くした。 

経済のグローバル化と地域経済一体化の加速を背景に、東北亜地域協力が、協力水準

向上と協力分野拡大の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各国の大学が地域協力促進においては、よ

り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より積極的な姿勢をとるべき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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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东北亚地区军事对抗和意识形态冲突开始下降。在全球和平与

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20 世纪 90 年代初，东北亚区域合作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重视，在 UNDP 和各国的推动下，东北亚区域合作逐步加强，特别是双边经贸合作取得了长

足发展。在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的过程中，相关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在推动区域合作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该地区探讨解决各种问题的重要通道之一。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国家关系的主旋律，各国相互竞争的重点已经从政治军

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成为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和俄

罗斯的市场化改革，淡化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推动下，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俄

罗斯、韩国、朝鲜和蒙古就加强区域合作达成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初步共识。东北亚各国政

府和企业积极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中、日、韩三国贸易、投资逐步扩大，相互之间的经

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近年来，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进展和特点如下： 

1．贸易和投资规模逐步扩大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最突出的表现是，贸易和投资的规模逐渐扩大，特别是中、日、

韩、俄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加深。从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来看，1995

年，中日、中韩、中俄的贸易总额分别为 576.67 亿美元、169.8 亿美元和 54.63 亿美元，

2004 年分别增长至 1678.36 亿美元、900.46 亿美元和 212.26 亿美元，分别增长了 1.9 倍、

4.3 倍和 2.9 倍。1994 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 30.61 亿美元，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为 7.95 亿美元。2004 年，日本对华投资达 55.19 亿美元，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达 62.48 亿

美元，分别增长了 0.8 倍和 6.9 倍。 

2．产业、物流、金融、劳务、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东北亚各国间的实质性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物流交通、

产业合作、金融合作、能源合作、劳务合作、环境保护等领域，双边经济合作不断发展，

充分发挥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互补优势，使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 

3．地方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 

经过多年的发展，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初步形成。珲春、境港、大连、北

九州、束草等城市之间都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由中国吉林省、日本鸟取县、韩国江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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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建立起了“环日本海地方政府首脑会议”制度，每年举行一次地方政府

首脑会议，商讨区域合作与发展问题。由日本新泻县主持的“东北亚经济会议”成立了组

织委员会，成员包括日本新泻县知事、中国东北三省副省长、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区长、韩

国和蒙古政府高级官员组成，重点讨论东北亚地区运输走廊、投资、贸易、环境保护等问

题。 

 

二、各国学者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 

 

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就东

北亚区域的各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发挥了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作用。从各国学者的研究

来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以下方面： 

1．国别与双边经济合作研究。日本经济调查协会在 1987 年提出《东北亚经济圈—现

状及发展方向》研究报告，提出建立超越社会制度的经济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中国一些

专家开始研究东北亚政治形势变化和促进与周边国家地方贸易口岸的开放，进而研究恢复

中国经图们江的出海通道及图们江的开发问题。90 年代以来，东北亚各国为了增进相互了

解，开展了国别研究和双边经贸合作研究，各国学者主要探讨东北亚国别政治经济特点、

双边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劳务合作等问题。比如，吉林大学东北亚国别经济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包括：王胜今教授的《现代朝鲜经济》、张宝仁教授的《现代韩国经济》、

朱显平教授的《俄罗斯转轨经济》、余昺鵰教授的《现代日本经济新论》、庞德良教授的《现

代日本产权制度研究》等著作。 

2．东北亚经济合作模式研究。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起步晚，探讨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

和合作机制，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各国学者总结了东北亚

地区的经济互补性、经济差异性、文化多元性等特征，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和主要

障碍，探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以及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合作模式。比如，吉林大学李

玉潭教授的《东北亚区域经济概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李靖宇研究院的《中国与东北亚区

域经济战略对策》等。 

3．环日本海经济合作研究。环日本还经济合作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日本早稻

田大学西川润教授、日本新泻大学小川和男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金森久雄教授等

就这一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西川教授主张中、日、韩、朝四国在航空、贸易、基金等

方面加强合作；小川教授把俄罗斯纳入环日本海经济圈，提出日本以地方为主导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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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俄罗斯远东自然资源等建议。金森久雄先生对前两者的设想作进一步探讨，提出环日

本海发展战略等，为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4．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对区域合作油整洁的影响，各国学者对朝鲜

半岛问题、东北亚各国政治关系、安全格局等重要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为东北亚区域经

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外，一些学者还对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多样性进

行了研究。 

上述研究，对于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

各国学者对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合作体制、合作模式、合作路径等方面的研究，为各国

加强区域合作，提升区域合作的水平，推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次，各国学者与政府、企业界人士紧密配合，通过共同研究、召开国际会议等形式

交流学术成果，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各种信息，成为连接“官、产”的重要纽带，有力地

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比如，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主持了“东北亚经

济论坛”，重点讨论设立区域合作基金、成立东北亚开发银行等金融支持问题。 

第三，各国学者为政府参与区域合作提供了咨询服务的作用。东北亚有关国家政府，

委托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东北亚贸易、投资、物流、金融、区域一体化等问题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为有关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和参考。比如，日本新泻环日本海

经济研究所（ERINA）多年来对东北亚运输通道的研究，为图们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在 ERINA 的推动下，2006 年中国吉林东北亚博览会期间，中、俄、韩、日四

国联运航线开通。中国、韩国、俄罗斯的学者也对图们江地区物流通道、跨国旅游、产业

合作等开展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王胜今教授等完成《中朝、中

俄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规划研究》、《珲春市城市功能定位研究》等提出了建立中朝珲春-

罗先、中俄珲春-哈桑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具体规划，为图们江地区开发从单边自主开发向双

边联合开发转变，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现在，俄罗斯、朝鲜地方政府已经原则上

同意了这种模式，各国正在就具体问题进行磋商。 

 

三、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作用 

 

吉林大学对东北亚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先后成立

了有关日本、朝鲜、韩国及前苏联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

一体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东北亚地区国际问题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1988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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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东北亚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发挥已有优势，加强综合研究，1994 年在原东北亚研究中

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实体研究机构——东北亚研究院，对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历史、

文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等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研究。 

1997 年，由东北亚研究院牵头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项目，被国家

批准为“九五”期间“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在“九五”“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

设项目圆满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之后，2001 年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

社会发展”，被国家批准为“十五”“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1999 年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首批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2003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重点研究基地评估，并且获得了专家组的好评；2004

年，以东北亚研究院为主联合相关，又被国家列入“985 二期工程”——东北亚研究与东

北振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多年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为开展东北亚区域合作培养了大批国际人才。东北亚研究院具有较强的人才培养能

力，现有 5 个研究所，7 个博士点，7 个硕士点。现有科研人员 56 人，其中教授 20 人（35.7%），

博士生指导教师 17 人；副教授 19 人（33.9%）；讲师等 17 人（30.4%）；已获得博士学位的

教师 25 人（44.6%）。多年来，东北亚研究院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而且逐渐扩大为东北亚有关国家培养国际人才的能力，为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

2000-2005 年，东北亚研究院毕业硕士研究生 287 人、博士研究生 51 人。现在在校硕士研

究生 245 人、博士研究生 152 人；招收硕士留学生 12 人、博士留学生 17 人。同时，连续

2 年为韩国培养“中国商务人才研究班学员”共 61 人。 

2．促进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东北亚研究院按照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相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取

得了大量有影响的科研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加强了东北亚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而

且为东北亚区域合作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2000-2005 年，东北亚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共专

著 36 部；出版译著 4 部、工具书 2 部、教材 1 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678 篇、学术译文

20 篇；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 105 篇。科研成果共获得各类奖励 40 项。 

3．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了东北亚问题研究的发展。多年来，东北亚研究院通过国际

交流与合作，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已经同日本的早稻田

大学、名古屋大学、岛根大学、富山大学、环日本海研究所、鸟取总研、韩国的江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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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忠南大学、朝鲜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所、美国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式签订了交流协定或意向书，互派学者、

留学生，共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此外，还与国外 30 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着图书资料

交流关系。连续召开了 12 次“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召开多次中日

韩俄四边国际研讨会和中韩双边会议，接待了大量境外学者来访，派遣专职科研人员出国

留学、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 52 人次。2006 年 9 月，东北亚研究院与日本鸟取大学等单位

联合举办了“东北亚和平与发展低 12 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 110 余

人，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等问题开展了深

入的讨论，各国学者交流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四、未来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东北亚区域合作正处于提升合作

水平、深化合作领域的转折时期，各国大学应当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形

成官、产、学紧密配合的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目前，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的大学和研究

机构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在通过构建东北亚地区大学合作平台等方式，在推

动区域合作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2006 年 11 月 6 日，我代表吉林大学出席了在日本鸟

取召开的“东北亚大学教授协议会”准备会议，中国的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日本鸟取

大学地域学部、韩国江源大学经营学部等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宗旨，

“东北亚大学教授协议会”的目的是：探讨和构建东北亚地区大学间交流网络；开展共同

研究；把共同研究成果应用到各国政府的决策上等。 

这种机制是各国大学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在经济全

球化的时代，各国大学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建立更广泛的学术交流网络，培养

国际合作人才，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