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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举足轻重

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APEC21 个成员涵盖
28 亿人口，经济总量与对外贸易总量
分别占全球的 57%与 46%，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3年，中国与
APEC 其他成员间的贸易额达 2.5 万
亿 美 元 ， 占 中 国 对 外 贸 易 总 额 的
60%。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
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威胁
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仍有
加剧趋势，新的风险不断积聚。世贸
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 2013
年的经济复苏并未转变为进口需求的
增 长 ， 进 口 总 额 在 2013 年 萎 缩
0.2%，而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
的进口增长率也从 2012 年的 5.1%下
降到 2013 年的 4.4%。受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APEC 区内经济体也呈现进
口减少态势。去年 APEC 区域内贸易
为 60.83 亿 美 元 ， 增 长 幅 度 仅 为
2.6%，是自 1985 年以来，亚太区域
内贸易最为低迷的一年，因此，全球
贸易复苏尚待时日。

亚太自贸区建设提上日程

作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最重要的
成果之一，与会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
长们就在 2014 年年底前制订“后巴
厘”工作计划达成一致，并向领导人
建议，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从
2016 年延长至 2018 年；部长们同意
制订 《APEC 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
线图》，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
支持和指引。

亚太地区既是全球资本流动与货
物贸易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全球自贸
协定最复杂、重叠性最高的区域，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趋势同步上
升。世贸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仅在
2013 年 6 月与 2014 年 2 月间，10 个
APEC 经济体就采取了 18 项新的对外
投资政策，其中的 14项旨在促进贸易
投资自由流动，而 4 项则为潜在的投
资限制措施。因此，建立一个覆盖更
广泛、规则更统一、关税最小化的亚
太自贸区，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
化与自由化成为各方诉求。在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亚太自贸区

（FTAAP） 建设已从一个宽泛概念延
伸到可行性研究阶段。

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安德
鲁·罗 布 认 为 ， 现 阶 段 在 亚 太 区 域
内，除了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还有各类双边与三边贸易区，
自贸区规则相互重叠，亚太区域内
自贸区呈现碎片化趋势，标准、水
平、内容、规则不尽相同，很多自
贸区规则令企业感到困惑与无所适
从。“FTAAP 并未针对任何一个现
存自贸区而是建立在现有自由贸易
协定基础之上，是现有自贸体系的
有益补充。如何制订路线图才是本
地区的现实需要。”

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孙元
江表示，早在 2006 年的 APEC 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上,各国就确定 APEC
要 成 为 未 来 亚 太 自 贸 区 的 孵 化 器 ，
并 为 其 提 供 智 力 支 持 与 可 行 性 研
究。中国提出今年要加快推进亚太
自 贸 区 建 设 ， 是 APEC 倡 议 的 延
续，也是大势所趋。孙元江同时强
调，建立亚太自贸区是在 APEC 框
架 外 进 行 ， APEC 不 承 担 谈 判 任
务。

另外，作为本次中方倡议的重要
成果，各方还同意建立亚太经合组
织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提升各个
自贸区的透明度，同时加强亚太自

贸区的分析研究，为实现亚太自贸区
夯实基础。

绿色价值链合作紧密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自由流通
离不开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当前亚
太地区已成为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
联接最为紧密的地区，但是成员间
的 发 展 差 距 远 未 弥 合 ， 人 力 资 源 、
基础设施和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依
然十分薄弱。

APEC 政策支持组高级研究员帕
萨迪拉表示，长期以来，贸易核算普
遍规则是将贸易量计入最终产品出口
国，但从真实价值链曲线来看，设计
与销售环节盈利最多，最低端的制造
业环节却承担了最多的贸易计量。因
此，从价值链角度让贸易统计方式回
归理性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研究所所长王国文认为，为营造有
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核算体系与政
策环境，此次会议上通过的 《促进亚
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 和

《全球价值链中的 APEC 贸易增加值
核算战略框架》 是 APEC 在贸易核算
体 系 领 域 的 创 新 性 举 措 ， 可 以 在
APEC 自贸区施行后再推广到世界其
他地区。

绿色价值链合作也是本次会议关
注的焦点。在建设绿色价值链合作
领域，会议通过了 《亚太示范电子
口岸网络倡议》、《建立 APEC 供应链
联盟倡议》、《APEC 海关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信息互换战略框架》 等
多项决议，从生产、销售等各个环
节 推 动 低 碳 发 展 战 略 。 与 此 同 时 ，
与会各方还致力于打通阻碍区域供
应链联接的阻塞点，确立了在 2015
年前将区域内供应链绩效指数提高
10%的目标。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本报记者 李春霞 刘 成

在日前召开的 APEC 贸易部长会
议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乌柳
卡耶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启
动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是本次贸
易 部 长 会 议 取 得 的 重 大 成 果 之 一 ，
将极大促进区域内贸易便利化与自
由化水平。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希
望与中国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互
联互通领域的合作，欢迎中国企业
前往俄罗斯投资兴业。

乌柳卡耶夫表示，此次会议取得
了积极、务实和丰富的合作成果，为
今年 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的成功召开进行了充分准备。当
前亚太区域内多边、双边自贸区纷繁
复杂，这种复杂性对区内国家、企业
开展正常贸易带来挑战。建立一个覆
盖所有 21 个成员的自贸区是人心所
向，俄罗斯将积极支持亚太自贸区建

设，并期待为其提供智力支持。
乌柳卡耶夫认为，自 1994 年提

出茂物目标以来，APEC 区域内的贸
易壁垒大大减少，但是国际金融危机
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亚太
自贸区建设应注意以下几点：吸收现
有多边贸易协议的便利化安排、注重
谈判透明性、包容性，以及关税最小
化原则、全覆盖原则等等。他表示，
构建硬件、软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
体，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全方位、多层
次的复合型互联互通格局也是重要议
题。此次会议制订的 《亚太经合组织
互联互通蓝图》 意义重大，将拓展基
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加强区域财政
金融合作，推动教育、规制等地区软
联通建设和人文交往。

对于俄中两国经济合作前景，乌
柳卡耶夫充满了期待。他表示，俄中双

边经贸合作发展很好，双边贸易平稳增
长，能够实现既定的贸易目标。双方在
传统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强互补性，目前
两国能源合作逐步深化。去年 10 月，
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扩大东西
伯利亚上游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
是两国油气领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俄
中能源合作从传统石油贸易步入上下游
一体化合作阶段。

乌柳卡耶夫表示，俄罗斯希望与
中国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
兴产业以及金融领域的合作，希望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俄罗斯投资兴
业。近 10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累计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平均增长 40％以上，
俄罗斯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最快
的国家之一。期待俄中经济合作从边
境相邻地区向内地的扩展，双方在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合作进一步扩大。

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 25 年来，已成为本地区

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机制，成为

引领亚太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军者。

贸易投资自由化是 APEC 成立初期的直接目标，

这既符合东亚各国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利益要

求，也符合各方在亚太的经济利益。25 年来，以贸易

投 资 自 由 化 便 利 化 和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双 轮 驱 动 ”的

APEC 合作机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累累硕果。如今，亚太地区的

区内贸易比重已高达 67%，APEC 成员经济实力显著

壮 大 ，在 全 球 贸 易 格 局 中 的 地 位 不 断 提 升 。 当 前 ，

APEC21 个成员的对外贸易总额和经济总量已分别占

全球的 46%和 57%，亚太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

作为重要的多边经济合作重要平台，APEC 面临

着推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历史重任。当前，世界

经济向好迹象增多，但复苏进程依然缓慢艰难，存在

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早期收获

成果，但全面结束谈判依然任务艰巨；亚太地区各种

自贸区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深化和调整的新任务。

还有舆论认为，世界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弱增长”可能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探索新的

发展思路，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巩固亚太作

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已成为 APEC 各成员的

普遍共识。

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无疑，亚太地区的

持久发展需要注入新动力。新动力从何而来？值得

各 方 深 思 。 加 强 全 方 位 的 基 础 设 施 与 互 联 互 通 建

设 ，加 快 制 定《亚 太 经 合 组 织 互 联 互 通 蓝 图》，探 讨

拓 展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融 资 渠 道 ，推 动 教 育 、规 制 等 地

区 软 联 通 建 设 和 人 文 交 往 ，构 建 横 跨 太 平 洋 两 岸 的

全 方 位 、多 层 次 的 复 合 型 互 联 互 通 格 局 ；推 动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积 极 探 讨 制 订 实 现 亚 太 自 贸 区 的 路 径

和 方 式 ，及 早 开 展 亚 太 自 贸 区 可 行 性 研 究 ，启 动 亚

太 自 贸 区 建 设 进 程 ；支 持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积 极 落 实

世贸组织（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取得的成果，加

快制订“后巴厘”工作计划，推动各方尽早全面结束

多 哈 回 合 谈 判 ，反 对 任 何 形 式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开 展

适 合 各 成 员 自 身 经 济 特 征 的 结 构 改 革 ，促 进 经 济 创

新 发 展 、改 革 与 增 长 ，重 点 开 展 经 济 改 革 、新 经 济 、

创 新 增 长 、包 容 性 支 持 和 城 镇 化 等 领 域 的 经 验 交

流、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等务实合作，提高竞争力，

增 强 内 生 动 力 。 显 然 ，这 些 主 张 和 举 措 都 是 实 现 亚

太 地 区 持 久 发 展 的 重 要 途 径 ，也 是 推 进 亚 太 共 同 繁

荣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 ，顺 应 了 国 际 大 势 、顺 应 国 际 社

会的共同诉求。

今年适逢茂物目标确定 20 周年，也是建立亚太自贸

区（FTAAP）的愿景目标提出 10 周年，APEC 各成员贸易

部长齐聚青岛，围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

一主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并发表《青岛

声明》。这再一次表明，惟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才能为亚太持久

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

亚太发展动力

从何而来
徐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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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中国年首次部长级会议

在中国青岛落下帷幕，取得了丰硕

成果。《2014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

长会议青岛声明》和《亚太经合组

织贸易部长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

单独声明》的发布，再度为 APEC

中国年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

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和

影响最广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亚

太经合组织显示出其在促进全球

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的勃勃

生机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乌柳卡耶夫：

贸易便利化是大势所趋
本报记者 李春霞

青岛市为承办 APEC 会议装扮一新。

本报记者 李春霞摄

5月 17日，作为 APEC 中国年的首场部长级会议，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中国青岛召开。 本报记者 李春霞摄55月月 1717日日，，作为作为 APECAPEC 中国年的首场部长级会议中国年的首场部长级会议，，APEC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中国青岛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在中国青岛召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春霞李春霞摄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美国代表

团与泰国代表团列席。

本报记者 李春霞摄

与会代表围绕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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