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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

自然资源的差异和发展道路的不同，往往会

遇到发展的“瓶颈”。这就需要各国和地区间

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互

补。东北亚地区有着广泛和明显的互补性。

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国的自然资源是否丰

富，但市场狭小，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劳动

力和开发资金；中国东北地区人力资源充足，

矿藏资源以十分丰富，拥有面向全中国的庞

大的市场并有良好的工业基础，但同样缺乏

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资金；相反日本和韩国

则是自然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极高，但日

本和韩国工业发达，资金雄厚，拥有先进的

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这种情况使各国具有

很好的合作动力和前景；此外由于东北亚地

区各国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发展

比较悬殊，形成了一种被学者称之为“雁行

模式”的国际分工关系。日本、韩国的产业

结构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中国东北地

区、俄罗斯、朝鲜、蒙古产业结构多以资源

或劳动力密集型为主。东北亚各国的这种阶

梯形产业结构，有助于各方发挥自身的比较

优势，在区域内开展垂直型国际分工，实现

区域内产业转移。同时这种产业发展上的传

递性，带来了东北亚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

的互补性。这些互补性和潜在的巨大经济效

益构成了东北亚经济金融合作的物质基础。

一、各国金融合作的趋同性比较
1、中日韩三国经济开放性高

1963年，麦金农(McKinnon)提出了把

“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

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

产品的比率。他把社会总产品分为贸易产品

和非贸易产品，经济开放度与可贸易商品在

社会产品中的比重成正比关系，该比重高，

经济越开放。麦金农定义的开放度和国际贸

易领域中经常用到的开放度是不同，他的开

放度计算公式为:

OI= （X1+X2) /X3，

其中，OI表示开放度，X1表示产品出

口，X2 表示产品进口，X3 表示非贸易品。

麦金农强调对于一些经贸联系紧密的

开放经济国家来说，组成一个货币区并在区

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的目标，

由于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居重要的地

位，通过固定或盯住的汇率减少国际经济交

易成本所带来的收益更大。而对那些与其经

济关系不够密切的国家，区内国家对其实行

联合浮动。因此麦金农提出把区域内的开放

程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

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

外贸易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而应考虑综

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

而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在计算综合开放

度时，分别给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

和对外投资比率各1/3的权重。根据这一权

重可以计算东亚各国的综合开放度(见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的综合

开放度比较高。2002年中日韩三国对外开放

度分别为52.54%，21.41%，35.26%。由于

中日韩三国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敏

感，因此需要稳定汇率，进行金融货币合作。

2、工资和价格弹性高

首先，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工业化基

本完成；韩国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

中。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大批转移，这种转移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

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同时保证了劳动力

市场的充分弹性。

其次，除日本外，中韩两国工资最低

法、雇员税法和就业保障法等法规不健全，

使工资完全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

定，劳动力市场基本不发生扭曲。但日本的

雇佣制度保证了工资的充分弹性。

再次，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

较弱小。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制度不健全，

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工资是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组成部

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

弹性。价格工资的高弹性有利于市场机制自

发调整并获得内外均衡，减少汇率调整的必

要性。

3、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政策目标的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

冲击时，金融合作各国的政策协调越容易成

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标

是通货膨胀率。进入21世纪，日本作为世界

第二经济大国，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

破灭而长期陷入低迷，由于经济长期处于通

货紧缩状态，日本一直没有实行通货膨胀目

标管理。随着近年经济形势的好转，日本国

内有关方面也建议采用0. 5%-2. 5% 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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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目标区间。自2003年初以来，日本经

济开始复苏，2005年GDP增长达1.9%, 2006

年核心CPI增长达0.3%,增幅创8年最大，显

示日本经济终于走出近10年通货紧缩困境。

在数据的支持下，预料日本央行将会结束5

年之久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做好准备;韩国

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经济整

体仍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2006年CPI增

长达2.2%, GDP增长达5.0%。随着中国经

济的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韩国也得益于中国

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化，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

运作方式，2006年GDP增长11.1%, CPI增

长为3.3%。东北亚各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表明了三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显示了政策目

标的一致性。参见表2。

二、各国金融合作的差异性比较
1、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国际上通常认为，建立一个高层次的

区域经济集团应具备四个条件：其中之一是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相近（其他三个条件

为，贸易体制相同或一致；地理位置临近；

对地区经济承担义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的国家所获经济利益是不一样的，差别太大

则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多边合作关系，并由此

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总体战略、产业布局和进

出口贸易方面的不一致，从而成为区域经济

合作的障碍，而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金融合

作也必然受到阻碍。

东北亚区域内既有经济发达国家，又

有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区域

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上存在着巨

大差异。就经济规模而言，中、俄、日、韩、

朝、蒙六国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以国内生产

总值为例，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3.2万亿美元，日本为4.3万亿美元，俄罗

斯为1.3万亿美元，韩国为0.95万亿美元，

朝鲜为201亿美元，蒙古则仅为39亿美元。

悬殊差距最大者达到1100倍之多。参见表3。

2、各国贸易差异比较

区域合作中，贸易—投资链条的加强是

实现区域经贸合作的显著特征。20世纪80年

代以来，东北亚各国间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

高。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合作是东北亚

各国间贸易合作的主体。贸易规模的扩大和

直接投资的发展可以使东北亚各国潜在的互

补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也会促使东北亚各

国间的金融合作变得越来越必要。（见表4）

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水平

来看，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

要直接投资国，同时又是中国政府资金合作

的主要伙伴。2008年以来，中韩经贸持续增

长，1-10月，贸易额达1623.3亿美元，比

2007年同期增长25.4。2007年，俄罗斯是

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的最

大贸易伙伴。同年中朝双边贸易额达19.76

亿美元，同比增长16%。中国已连续8年保

持蒙古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并连续9年保

持蒙古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

除了上述相关因素之外，各国金融体

系、金融市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金

融市场运行的质量普遍不高，市场不能有效

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除日、韩之外，其

他国家仍是封闭的金融体系和非自由兑换货

币，国内金融市场不健全、不完善。

三、结论
由于东北亚各国在上述社会政治经济

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区域内国家之间的

政治经济联系都比较缺乏，这些因素制约着

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目前的东北亚，按照

蒙代尔所设计的建立“最优货币区”的一些

基本要求和决定要素都不具备，但金融合作

可以分步走、分层面推进，逐步丰富和发展

合作的内涵。

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切入点可以优

先选择在开展功能性经济合作过程中所提供

的金融服务功能，力争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

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完善金融合作的制度性

建设，待条件成熟时再向区域货币同盟的最

高目标迈进。所以东北亚区域合作可以打破

其他国际区域合作的一般程序，即不需要按

照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政

治经济同盟、货币同盟等由低到高的一般顺

序进行。因此应探寻在东北亚地区创新设计

出一个符合该地区特殊情况但又不同于“最

优货币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方式，以求在目

前状态下达到区域合作的最佳效果，推动东

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