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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全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高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竞争的
时代。在这场大变革与竞争中，适时地调整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目标与形式，已成为世界各国为在21世
纪争取竞争优势所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中至关重要的方面。由于地缘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日本与东亚
各国的国际分工、经济联系根深蒂固，因此，作为地处东亚的惟一的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参与东亚
国际分工战略目标和形式的调整，必将对其自身及东亚国 
家经济的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一、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参与既有东亚国际分工的状况及 
形式 
到目前为止，全球制造业生产大都集中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多数
情况下都以低工资为武器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当中，特别是东亚各国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台
湾省、韩国、香港、新加坡等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实现了6％的平均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泰
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各国的经济也开始抬头，90年代初更获得了急剧增长。我国自90年代
以来，通过引进外资也取得经济的喜人发展，接着菲律宾、越南和印度也进入了发展的行列，整个亚洲
经 
济增长势不可挡。 
在东亚各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作为东亚惟一一个完成了工业 
现代化的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1985年日元急剧 
升值后，日本的制造业为了追求低成本，开始了向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直接 
投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半期，又把直接投资更多地投向东盟和中国。与此同时，随着
mKS各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也开始把劳动力集中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东盟，而其本身则从事资本集约型和
高技术产业的开发和生产。 
至此，在东盟与中国，也形成了一个日、美、欧和亚洲“四小’’多国竞争的格局。 
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由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启动以外，更重 
要的还是由于其产品价格的竞争力强带来的出口扩大，居民收入提高，储蓄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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