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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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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经济一体化历史发展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一体化产生的动力进行了分析 ,得

出了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为了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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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格局和发

展趋势 ,因此 ,重新审视和不断调整经济一体化理

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对经济一体化理论

的总结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 :以往的经济一体化

理论都是以经济利益作为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动

力 ,以此来分析经济一体化专业化分工的。但现

实情况并非如此 ,许多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国家

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并不比单个国家所获得的经济

利益多 ,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国家来讲 ,经济利益并

不是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充分条件 ,而是必要条件。

因此 ,以经济利益做为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动力是

不准确的 ,至少是不全面的。只有找准更深层的

动力 ,才能准确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规律。本

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动力进

行了分析。

1 　经济一体化实践综述

在 19 世纪就形成了经济一体化的初级形式 ,

据资料统计 ,在 1818 年到 1914 间形成的关税同

盟有 16 个 ,最有名的是 1834 组成的日耳曼关税

同盟。但是 ,直到二战后 ,经济一体化才成为世界

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 ,目

前世界上有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一百

多个 ,几乎涉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而近几

十年 ,国际商品和劳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

加强了 ,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大、跨国公司的活动

日益频繁。因此 ,我们主要考虑二战后经济一体

化的实践进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经济一

体化进程的基础 ,所以我们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进

程的不同 ,把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进程分成三个阶

段。

1)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二战结

束到 20 世纪 60 年代是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期。

1950 年 5 月 ,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出一项计

划 ,建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计划和领导

法国和联邦德国的煤钢生产 , 即“舒曼计划”

(Schulman plan) 。该计划得到联邦德国、意大利、

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响应。6 国于 1951 年 4

月 18 日在法国巴黎签订了为期 50 年的《欧洲煤

钢联营条约》(又称《巴黎条约》) ,在条约的基础上

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 ECSC) 。1957 年 6 国又

在罗马签订了无限期的《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

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为《罗

马条约》) , 根据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 EEC)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 EAEC , 或 BU2
RA TOM) 。

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国家由于物质财富的制

约 ,单靠本国力量很难在短期内使经济复苏 ,需要

互相帮助。通过经济一体化这种手段可以扩大需

求 ,扩大贸易 ,扩大生产。这种联合是基于他们在

经济上的共同需要。

2)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 20 世

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是二战后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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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期。这一时期 ,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本国经

济发展的路径 ,由于欧共体模式比较成功 ,也由于

欧共体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压力 ,各国都试

图把建立和参与经济一体化集团作为经济发展的

手段之一 ,于是掀起了建立经济一体化集团的第

一次浪潮。

1965 年 4 月 8 日 ,欧洲 6 国签订了《关于建

立欧洲共同体单一理事会和单一委员会的条约》,

决定将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

3 个组织所属的主要机构合并 ,总称欧洲共同体

(简称“欧共体”) 。

1965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达成了自由贸易

协定 ,并得以实施。

1967 年 8 月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新加坡、泰国签订协议 ,宣布建立了东南亚国

家联盟 ,简称“东盟”(ASEAN) 。

而在中南美洲和非洲地区也成立了一些区域

性的经济组织如加勒比关税同盟 (CARICOM ,又

叫加勒比共同体)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联盟 (LAF2
TA)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ECOWAS)等。

在 70、80 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振荡整

理”。由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增加

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打击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

心。因此 ,尽管各个国家模仿欧共体相继建立了

经济一体化集团 ,但这一段时期经济一体化都没

有什么进展 ,各个国家都没有完全履行承诺 ,欧共

体曾作了分阶段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原则决

定 ,这一努力也没有成功。

3)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 80 年

代至今是世界经济的变革期。这一时期世界经济

的变化非常丰富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发展中国

家经济改革硕果累累 ,新经济初现端倪。经济发

展的性质和手段都具有新的特点 ,各国的竞争压

力突显 ,于是掀起了建立经济一体化集团的第二

次浪潮。

1992 年 2 月 7 日 ,欧共体 12 国签订了《欧洲

联盟条约》。1999 年 ,成员国为 15 国 ,15 国国内

生产总值为84 583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2 501146美元 ,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为

16 229亿美元 ,其中出口额8 040亿美元 ,进口额

为8 189亿美元。欧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贸易集团。

欧共体经济的迅速发展 ,使美国在资本主义

世界的霸主地位日益削弱 ,美国提出“美洲倡议”,

以西半球为依托 ,共同对付欧共体的经济挑战 ,巩

固日益衰落的霸权。1992 年 12 月 ,美国、加拿大

和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 年 1

月 1 日 ,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正式成立。北

美自由贸易区拥有 316 亿人口 ,国民生产总值达

6145 万亿美元 ,年贸易总额 1137 亿美元 ,成为当

时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

亚洲加快了合作的步伐 ,2001 年 11 月 ,在中

国———东盟论坛上 ,与会的各国首脑一致同意在

10 年内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果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10 + 1”自由贸易区) 得

到落实 ,将覆盖接近全球 30 %的人口 ,拥有大约

世界 40 %的外汇储备 ,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商品

贸易额分别占世界总额的 10 %左右 ,成为世界经

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1991 年 3 月 26 日 ,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

拉圭、巴拉圭四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

《亚松森条约》决定建立共同市场 ,即南方共同市

场 (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是目前世界上

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联盟的区域集团。

1991 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ECOWAS) 通

过的《最后公报》决定 2000 年建立西非统一货币

体系。1992 年 8 月 ,南部非洲 11 个国家组成南

部非洲共同体。1994 年 12 月 ,南部非洲共同体

的部分成员又和另外一些国家一起组建了东南非

共同市场 ,目前这个新的经济一体组织共有 19 个

成员国。同时 ,有一个重要的现象 ,那就是苏联解

体。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 ,使苏联选择了大的结

构整合 ———解体 ,转而形成独联体的形式 ,成员国

为 12 个。1994 年 4 月 ,成员国就建立自由贸易

区达成协议 ,规定各成员国逐步取消关税 ,建立统

一信贷政策 ,向关税同盟过渡。

总体上来讲 ,这一阶段的经济一体化浪潮之

所以兴起 ,主要源自欧共体经济的迅猛增长给各

个国家带来强大的竞争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许多

国家感到了欧共体的威胁 ,不得不纷纷参与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 ,从实践中发现和挖掘经济一体化

的潜在利益。

2 　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动力综合分析

从经济一体化实践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由

于经济发展不平衡 ,当某一强国 (如美国) 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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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时 ,其它国家为了维护

自身利益成立了经济一体化集团 (如欧共体的建

立) 。为了对付经济一体化集团 (欧共体) 的经济

挑战 ,提高本国竞争力 ,各强国纷纷在区域内建立

经济一体化集团 ,而其他次强国或小国 ,为了维护

自身利益和发展共同利益 ,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

经济一体化集团 ,与其他经济一体化集团抗衡 ,从

而形成了“多米诺效应”。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无论是个人关系还

是群体或国家之间的关系 ,竞争是永恒的、绝对

的 ;合作是暂时的、相对的。一个个人 ,一个群体 ,

一个国家 ,失去竞争能力是不可设想的。为了更

好地竞争 ,社会各行业领域出现了集团化的合作

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 ,合作成了人们提高竞争力的

手段。简单强调合作的立场是不可取的。”

事实和理论研究都告诉我们 ,提高本国的国

际竞争力是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向前发展的根本动

力 ;经济一体化是国际竞争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

历史时期的一个必然产物 ,它是提高国际竞争力

的一种手段。

作为经济一体化产生的根本动力的国际竞

争 ,其表现形式是很多的 ,按照社会心理学群体形

成的原因 ,一些国家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有以下

几种原因 ,或是想通过参与经济一体化集团达到

某种功利目的 ,或是想获得某种安全感 ,或是想实

现与群体无关的期待 ,这些不同的原因分别是不

同国家参与经济一体化集团的充分条件。在当今

经济一体化集团中 ,同一个经济一体化集团的不

同成员有不同的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原因 ,所以 ,在

经济一体化的实施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不同成员

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动机 ,有针对性地实施

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总

是把经济利益作为实施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根

本出发点 ,但是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 ,经济

利益不是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它

只是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为经

济利益是基础 ,如果经济利益受损 ,各个国家也不

会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的。

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手段 ,经济一体

化还能够完善 ,并且它也并不是提高本国国际竞

争力的唯一手段 ,但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阶段 ,

经济一体化这种手段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由于经济一体化产生的根本动因是提高国际
竞争力 ,因此 ,经济一体化集团的建立和发展只有

以提高本集团和集团内各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为

目标才有其生命力。同时 ,通过 70、80 年代经济

一体化毫无进展的失败景象 ,以及苏联解体我们

又清醒地认识到 ,经济一体化只是一种提高国际

竞争力的手段 ,它不能替代健全的国内经济政策 ,

缺了后者也不可能成功。是否参与经济一体化应

以世界和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 ,以本国利益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为核心。并且 ,兼顾其他地

区经济利益 ,特别是全世界的经济利益的立场出

发 ,才可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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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f 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psychology analyses the drive of

formation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Makes the conclusion that essential drive is to improve national interna2
tion competi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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