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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即时强关联阶段 ,经济全球化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分

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外贸和外

资依存度指标 ,文章认为上述两个指标并没有体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进而提出测度经济全球

化程度的国民经济互动指标 ,并且据此对经济全球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结论表明 :1) 区

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趋势 ;2)全球各经济区域之间关联程度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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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进入了即时

强关联阶段 ,经济全球化也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

的格局 ,世界经济关系中的许多方面已经发生显

著、甚至是本质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 ,经济全球化

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而分析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趋势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当前 ,世界

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并行不悖地迅猛

发展. 而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制约、

又互相促进的关系 ,就全局看 ,区域化是全球化的

组成部分 ,从长远看 ,区域化是通向全球化的阶梯

或发展阶段”[1 ] .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体现在生产要素在国际间

的自由流动 ,以达到全球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

置[2 ,3 ] .众所周知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日趋自由化 ,

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内涵 ,对经济全球化

进程乃至发展趋势的研究成果 ,也大都根据当前迅

速扩张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 ,利用外贸

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指标进行描述 ,得出结论认为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日渐提高[4 ,5 ] .

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数量仅仅反映了生

产资料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规模 ,根据

福利经济学的观点 ,要素流动规模大小和资源配

置优化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因而单纯利用

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等要素流动规模指标分

析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然具有相当的片面性. 本

文旨在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出发 ,寻找一种能够

衡量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优化程度的标准 ,进而分

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1 　本文研究方法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

流动 ,从而达到最优配置. 外贸规模和外资流动规

模所反映的更多是生产资料和资本两类生产要素

的自由流动程度 ,而生产要素中最核心的劳动力要

素流动程度却没有在其中反映出来. 基于国际贸易

和资本流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测度指标 ,也只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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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上描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共享程度 ,缺乏对经

济全球化本质的揭示.如果从本质上描述经济全球

化程度 ,必然需要根据全球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程

度和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产出效率 ,二者一致程度

越高 ,则可以认为资源配置优化程度越高.

一方面可以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描述要

素配置优化程度[6 ]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宏观角度利

用社会总产出效率描述要素总的配置优化程度. 如

果使用各国经济总量代表其生产要素总量 ,那么相

应的各国经济总量产出效率可以用其经济增长率

来描述.当全球要素配置优化程度提高时 ,各国总

的产出效率会更加接近 ,表现出来就是各国经济波

动相关程度会提高. 鉴于此 ,本文规定了国民经济

互动指标 :即各国社会经济总量波动程度之间以及

和全球经济总量波动程度的相关度.

指标的具体测定方法如下 :采用的经济总量

是当年名义 GDP 数据 ,利用各国 GDP 增长率代表

经济总量波动程度. 计算 GDP 增长率时 ,以美元

计价的当年名义 GDP 增长幅度为结果 ,不再考虑

该国家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然后计算具体国家

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和世界总体 GDP 增长率或

者其他国家 GDP 增长率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度 ,

即可获得该国的国民经济互动指标.

利用以下假设支持本文结论 :两个国家间的

国民经济互动指标提高 ,表明两个国家经济一体

化程度提高 ;该指标变小 ,则表明其经济一体化程

度减弱.

2 　样本说明

由于难以获得世界大战之前比较系统的世界

经济发展数据资料 ,本文选用 1950 —1998 年作为

研究时段进行分析. 由于很多国家并没有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经济发展统计数据 ,本文只能选取

部分国家和地区代表世界总体经济的发展. 这必

然会给以后的分析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 ,为了尽

量减少偏差程度 ,本文尽可能选取较多样本 ,具体

选样原则如下 : (1)覆盖全球各大洲 ; (2) 经济总量

较大 ; (3)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 (4) 涉及

当前主要区域经济集团 ; (5)能够获得其比较全面

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根据以上原则 ,选取了 57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 :

非洲 (8 个)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肯尼亚、尼

日利亚、埃及、中非和南非 ;亚洲 (17 个) ,日本、孟加

拉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韩国、中国、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阿联

酋、伊朗、科威特和沙特 ;北美 (2 个) ,加拿大和美

国 ;拉丁美洲 (7 个) ,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玻利

维亚、秘鲁、巴西和阿根廷 ;欧洲 (21 个) ,匈牙利、保

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比利

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英国、爱尔兰、奥

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 ;

大洋洲 (2 个)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根据上述样本 1950 —1998 年社会经济统计

数据 ,计算国民经济互动指标 ,并据此对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进行分析. 利用 57 个样本的

GDP总量增长速度代表全球总体经济波动水平 ;

计算具体国家经济波动之间以及具体国家和世界

总体经济波动相关度指标时 ,由于涉及样本数目

太多 ,将之分为两个层次进行 :首先将所有样本按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分为 9

个样本集团 ,把每个样本集团看作一个整体 ,分析

这些集团之间以及与世界经济总体波动的相关程

度 ;然后再对各个集团内部样本国家之间经济互

动情况进行分析.

所有样本国家分组结果见表 1.

表 1 　经济全球化进程测度国家样本组

样本组名称 包含国家数目 具体国家和地区样本

非洲发展中国家 7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肯尼亚、尼日利亚、埃及、中非

非洲发达国家 1 南非

转轨经济国家 6 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

欧盟国家 15
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英国、爱尔兰、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瑞典、挪威、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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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样本组名称 包含国家数目 具体国家和地区样本

亚太发达国家 5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7 孟加拉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韩国、中国、中国香港

东盟国家 5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石油国家 4 阿联酋、伊朗、科威特、沙特

拉美国家 7 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巴西、阿根廷

　　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00 (June) (光盘) ,具体包括 : (1) 各国

GDP(本币当年价格) ; (2)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

对所获得数据作如下处理 :

各国 GDP (美元价格) = 各国 GDP (本币价

格) / 各国当年本币对美元汇率

各国GDP 年增长率 = (各国当年 GDP (美元价格)

- 上年度该国 GDP(美元价格) ) / 上年度该国

GDP(美元价格)

区域集团 GDP 年增长率 = (区域集团当年

GDP 总量 (美元价格) - 区域集团上年

度 GDP 总量 (美元价格) ) / 区域集团上

年度 GDP 总量 (美元价格)

世界总量 GDP 增长率 = (所有样本当年 GDP

总量 (美元价格) - 所有样本上年度 GDP

总量 (美元价格) ) / 所有样本上年度 GDP

总量 (美元价格)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 　区域集团与全球经济互动情况分析

对 9 个区域集团和世界经济波动水平

(1951 —1998)进行相关分析. 并考虑到美国和日

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突出地位 ,分别对两国和世界

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进行了测算 ,见表 2.
表 2 　世界主要经济区域集团和世界总体国民经济互动指标

美国 日本
非洲发展中

国家
南非

转轨经济

国家
欧盟

亚太发达

国家

亚洲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
东盟 石油国家 拉美国家

0. 513 0. 658 0. 381 — — 0. 883 0. 772 0. 318 0. 475 0. 607 0. 591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至少在 5 %水平显著) .

　　分析表 2 ,除南非和转轨经济国家 (组) 外 ,其

他各区域和世界经济波动均呈现出强弱不等的相

关性 ,其中欧盟国家和亚太发达国家 (组) 与世界

经济总体波动的程度相关性最为明显 (相关系数

分别为 0. 883 和 0. 772) . 可以从宏观层面得出结

论 ,除东欧地区的转轨经济国家和南非外 ,世界其

他地区都或深或浅地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

其中欧盟和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在这个进程中处

于主导地位. 对东欧转轨经济国家而言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一直奉行前苏联的关门发展经济的

策略 ,从 1951 —1998 年时间序列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其本身经济发展的独特性. 南非处于非洲南部

地区 ,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国家 ,许多国际统计

资料均将其列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其本身经

济的发展呈现出和欧洲和亚太地区发达国家完全

不一样的特性 ,本身的经济增长和周边地区基本

无关. 同时 ,南非自 20 世纪 60 —90 年代 ,由于国

内的种族问题 ,联合国对其参与国际社会经济活

动进行了严格限制 ,这也是南非经济波动和世界

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东

欧国家纷纷转换经济运行机制 ,南非也重返国际

社会 ,结束封闭经济的历史. 这些均表明 ,当今经

济全球化大潮已经波及到了世界所有国家和

地区.

战后世界经济水平大幅提高 ,各国经济互动

程度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为了分析世界经济互动

程度变化过程 ,着重对各个区域与世界经济波动

相关程度变化进行了计算. 因为总体上转轨经济

国家和南非和世界经济波动没有相关性 ,因此 ,对

世界经济互动程度变化过程分析时 ,剔除了转轨

经济国家和南非两个组别. 将 1951 —1998 年整个

时间序列以 25 年为一个时间子序列 ,以移动平均

的方式产生了 6 个子序列组 : 1951 —1975 年、

1956 —1980 年、1961 —1985 年、1966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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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1995 年和 1976 —1998 年. 对这 6 个子序列

组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3.

直观可以看出 ,从时间进程上分析 ,除欧盟与

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加强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整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由最初的不相关到最近的相关度 0. 516) 以及日

本与世界经济相关程度基本未变外 ,其余地区与

全球经济相关程度反而减弱 ,最明显的是美国和

非洲发展中国家. 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来出现经济高速增长 ,尤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之后 ,美国保持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增长平均水平

的速度增长 ,导致和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反

而减弱.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世界经济已经完

全不同于 20 世纪 50 —60 年代 ,目前多极化的格

局减弱了美国单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作

用 ,这也是美国与世界经济总体相关程度变弱的

一个直接原因. 而非洲国家与世界经济波动的脱

拍 ,则完全是另外的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

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弱

于世界整体发展速度 ,和世界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的差距越来越大 ,明显有边缘化的倾向. 并且 ,选用

的非洲发展中国家样本 ,没有包含撒哈拉地区南部

非洲国家样本 ,这是世界主要贫困国家集中的地

区 ,即便和非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 ,这个地区也

存在明显的差距. 可以说 ,非洲发展中国家这个群

体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弱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与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提升形成明显对比.

3. 2 　区域内国家间经济互动关系分析

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 ,从样本总体中

选出欧盟、亚太发达国家、东盟、拉美国家四个区

域 ,测算各区域内国家的国民经济互动指标 ,部分

结果见表 4～7.
表 3 　世界各主要经济区域与世界经济总体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美国 日本
非洲发展中

国家
欧盟

亚太发达

国家

亚洲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
东盟国家 石油国家 拉美国家

1951 —1975 0. 748 0. 669 0. 540 0. 882 0. 898 — 0. 632 0. 867 0. 659

1956 —1980 0. 737 0. 537 0. 454 0. 877 0. 851 — 0. 614 0. 632 0. 693

1961 —1985 0. 523 0. 679 0. 519 0. 906 0. 764 0. 682 0. 578 0. 687 0. 743

1966 —1990 — 0. 713 — 0. 887 0. 748 0. 619 0. 490 0. 593 0. 720

1971 —1995 — 0. 686 — 0. 902 0. 726 0. 528 0. 460 0. 634 0. 666

1976 —1998 — 0. 678 — 0. 917 0. 690 0. 516 — 0. 466 0. 561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至少在 5 %水平显著) .

表 4 (a) 　法国与其他欧盟国家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比利时 芬兰 德国 英国 奥地利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瑞典 挪威 意大利

1951 —1975 0. 801 0. 590 0. 589 0. 618 0. 710 0. 677 0. 609 0. 631 0. 815 0. 773 0. 552

1956 —1980 0. 790 0. 557 0. 597 0. 632 0. 725 0. 601 0. 646 0. 714 0. 774 0. 758 0. 656

1961 —1985 0. 900 0. 678 0. 828 0. 779 0. 858 0. 786 0. 832 0. 862 0. 874 0. 861 0. 829

1966 —1990 0. 937 0. 737 0. 896 0. 779 0. 916 0. 844 0. 881 0. 913 0. 913 0. 840 0. 890

1971 —1995 0. 946 0. 707 0. 903 0. 812 0. 926 0. 841 0. 895 0. 941 0. 874 0. 858 0. 888

1976 —1998 0. 967 0. 731 0. 941 0. 783 0. 962 0. 881 0. 923 0. 965 0. 857 0. 851 0. 913

　　注 :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在 1 %水平显著) .

表 4 (b) 　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比利时 芬兰 法国 英国 奥地利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瑞典 挪威 意大利

1951 —1975 0. 682 0. 652 0. 589 0. 470 0. 771 0. 715 — 0. 712 0. 598 0. 669 0. 746

1956 —1980 0. 740 0. 524 0. 597 0. 425 0. 828 0. 533 — 0. 806 0. 453 0. 612 0. 662

1961 —1985 0. 905 0. 659 0. 828 0. 634 0. 933 0. 730 0. 796 0. 940 0. 719 0. 815 0. 841

1966 —1990 0. 945 0. 709 0. 896 0. 665 0. 964 0. 823 0. 864 0. 966 0. 808 0. 793 0. 915

1971 —1995 0. 937 0. 581 0. 903 0. 673 0. 958 0. 850 0. 865 0. 948 0. 760 0. 761 0. 857

1976 —1998 0. 954 0. 588 0. 941 0. 652 0. 968 0. 845 0. 874 0. 962 0. 781 0. 769 0. 850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在 1 %水平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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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 　英国与其他欧盟国家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比利时 芬兰 法国 德国 奥地利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瑞典 挪威 意大利

1951 —1975 0. 661 0. 565 0. 618 0. 470 0. 505 0. 468 0. 499 0. 562 0. 744 0. 642 0. 448

1956 —1980 0. 519 0. 523 0. 632 0. 425 0. 497 0. 450 0. 475 0. 405 0. 635 0. 656 0. 795

1961 —1985 0. 678 0. 669 0. 779 0. 634 0. 650 0. 649 0. 704 0. 614 0. 726 0. 776 0. 834

1966 —1990 0. 700 0. 724 0. 779 0. 665 0. 663 0. 620 0. 762 0. 637 0. 756 0. 760 0. 802

1971 —1995 0. 721 0. 678 0. 812 0. 673 0. 679 0. 647 0. 784 0. 685 0. 794 0. 786 0. 852

1976 —1998 0. 700 0. 703 0. 783 0. 652 0. 658 0. 643 0. 786 0. 671 0. 750 0. 789 0. 825

　　注 :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在 1 %水平显著) .

表 5 (a) 　美国与其他亚太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日本

1951 —1975 0. 533 — 0. 609 —

1956 —1980 — — — —

1961 —1985 0. 411 — — —

1966 —1990 — — — —

1971 —1995 0. 440 — 0. 433 —

1976 —1998 — — 0. 444 —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至少在 5 %水平显著) .

表 5 (b) 　日本与其他亚太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

1951 —1975 0. 668 0. 524 — —

1956 —1980 0. 416 0. 461 — —

1961 —1985 0. 475 0. 552 — —

1966 —1990 — 0. 662 — —

1971 —1995 — 0. 699 — —

1976 —1998 — 0. 655 — —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至少在 5 %水平显著) .

表 6 　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墨西哥 智利 哥伦比亚 玻利维亚 秘鲁 阿根廷

1951 —1975 0. 531 — — — 0. 502 —

1956 —1980 — — — — — —

1961 —1985 — — — — — —

1966 —1990 — — — — — —

1971 —1995 — 0. 444 0. 426 — — —

1976 —1998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在 1 %水平显著) .

表 7 　马来西亚与其他东盟国家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1951 —1975 — — 0. 666 0. 754

1956 —1980 — 0. 479 0. 635 0. 754

1961 —1985 — 0. 498 0. 718 0. 773

1966 —1990 0. 453 0. 601 0. 748 0. 693

1971 —1995 0. 465 0. 647 0. 738 0. 722

1976 —1998 0. 572 0. 766 0. 739 0. 763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至少在 5 %水平显著) .

—5—第 6 期 　　　　　　　　　　　　马春林等 : 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通过比较表 4～7 的结果 ,可以看出欧盟和东

盟两个区域集团的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国民经济互

动程度随时间推进 ,得到明显加强. 而包括美国和

日本的亚太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地区国家的国民经

济互动程度没有改变. 比较这些区域之间的区别 ,

欧盟国家经济水平均处于工业发达国家行列 ,东

盟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型工业国家 ,它

们的经济基础乃至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一致 ,同时

在地理区位上具有明显的聚合优势. 而亚太发达

国家和拉美国家成员国地理位置明显分散 ,拉美

国家之间素来有民族矛盾 ,经济局势一直不稳定 ,

这些都不利于其区域内的经济融合.

就国家参与全球经济融合进程分析 ,一般而

言 ,必然是首先和区位邻近的国家发生往来 ,然后

依次向外扩展. 反映在经济互动水平上 ,必然是区

域内国家之间要高于和区域之外的国家经济波动

相关水平. 对所有样本国家之间经济互动程度的

计算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 区域内各国经济基础

的差异程度、文化背景等外部环境是影响区域经

济一体化程度的重要因素.

3. 3 　区域间经济互动关系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已经呈明

显的多极化格局 ,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多层面、多

渠道化 ,各个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也愈加错综复杂.

众所周知 ,区域化和全球化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两

个并行不悖的发展方向 ,这种趋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更为明显. 从发展过程看 ,区域化是经济全

球化进程的必由阶段. 但不容忽视的是 ,区域化本

身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相矛盾 ,区域化注重的是

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而经济全球化则是要打破国

家乃至区域间的联系壁垒 ,最终实现全球经济融

合.从对各个区域内部的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分析

结果看 ,诸如欧盟、东盟等经济区域内部的国家

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但区域间的联系程度如何

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否和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大方向发生了偏颇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

研究.

以欧盟、亚太发达国家以及东盟三个经济区域

为例 ,对其间区域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趋势进行了量

化分析 ,结果如表 8. 从表 8 中明显看出 ,随着时间

推进 ,世界各个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却在逐渐变

弱 ,这和区域内部经济联系逐渐增强的趋势形成鲜

明对照. 以欧盟和东盟为例 ,1951 —1975 年两者国

民经济互动指标 0. 494 ,而到 1961 —1985 年两者经

济波动则开始不再相关. 而同样的时期 ,两者内部

的国民经济互动指标都有明显增大. 这固然和世界

经济多极化格局的演变有关 ,但主要的原因是各个

区域内部国家更加致力于区域内部经济的往来所

致 ,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最终结果却和全

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相背.
表 8 　欧盟、亚太发达国家以及东盟三个区域国民经济互动指标变化过程

欧盟 亚太发达国家 东盟

亚太发达国家 东盟 欧盟 东盟 欧盟 亚太发达国家

1951 —1975 0. 664 0. 494 0. 664 0. 558 0. 494 0. 558

1956 —1980 0. 595 0. 418 0. 595 0. 524 0. 418 0. 524

1961 —1985 0. 481 — 0. 481 0. 541 — 0. 541

1966 —1990 0. 484 — 0. 484 — — —

1971 —1995 0. 490 — 0. 490 — — —

1976 —1998 0. 468 — 0. 468 — — —

　　注 : —表示两个时间序列无相关性 ;其余结果均为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至少在 5 %水平显著) .

4 　结论和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得出两个主要结论 :

(1) 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提高 ,成为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明显的发展趋势.

(2) 各个区域之间经济联系逐渐减弱 ,导致

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程度减弱.

全球贸易往来、资本流动的迅速扩展 ,并没有

带来如同人们预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

高 ,而是恰恰掩盖了全球化进程中愈发突出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趋势. 近 50 年以来 ,世界经济表现

出来的更为明显的特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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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元的正式启动 ,亚太地区的区域性活动明显

频繁 ,都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化的进程.

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程度却日益减弱. 世界范

围内的强国之间的联合 ,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世界

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 ,这似乎更加支持了“经济全

球化就是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的观点. 在这种趋势

下 ,相当数量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已经逐渐演变为弱

式群体 ,这些国家迫切希望通过参与全球化来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 ,而如此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使

得这个弱式群体的目标实现变得更加困难.

世界范围内的强强联合必然有助于发展区域

经济 ,但对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发展会埋下隐患 ,是

否会导致出现世界经济的巨大波动 ,这个问题实

在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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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 regionalization

—Analysis to trend of globalization

MA Chun2lin , WU Chong2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52 , China

Abstract :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caught the high attention of all nations worldwide. It is a research focus to

forecast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ny researchers measure the degree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e indexes2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capital . These indexes do not embody the essential of globalization. In view

of the deficiency , we build the index of GDP linkage to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trend of globalization. Furthermore ,

with this index , we finishe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nally , we conclude : 1) the regionalization is the major ten2
dency around the world ; 2) the degree of among all economic regions is weakened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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