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0 日至 11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

第 22 次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将 在 北 京 举 行 ，

APEC21 个成员的领导人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

APEC 未来前景，共议亚太发展大计。本次会议

的召开，恰逢 APEC 成立 25 周年之际，正值世界

经济走出谷底、艰难爬坡的关键阶段，亚太地区

也正站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融合的重要历史节

点上。

1991 年 11 月，中国正式加入 APEC。23 年

来，中国积极参与 APEC 各领域合作，在 APEC

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已成为亚太区域合

作举足轻重的一员。作为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区

域性合作组织，APEC 为中国融入亚太、走向世

界提供了重要平台，APEC 也因中国的参与而增

添重量砝码。今天的 APEC21 个成员拥有世界

40%的人口、57%的经济总量和 46%的贸易总量，

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是举

世公认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中国国家主席参

加了历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与

APEC 成员的贸易额已占对外贸易总额的 60%。

2001 年，中国作为东道主，在上海成功举办

了 APEC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会 议 通 过 了

《APEC 领导人宣言》、《上海共识》等重要成果文

件。上海 APEC 会议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 APEC 历史

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时隔 13 年，中国再次成为 APEC 会议的东

道主。时移世易，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震荡

整合，全球经济复苏任重道远。亚太成为世界

稳定之锚、繁荣之基，中国在亚太举足轻重。中

国把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定为“共建面向未来的

亚太伙伴关系”，让世界对亚太充满期待，对中

国更充满期待，期待中国携手各方共同打造亚

太新未来。

如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需要

中国贡献智慧，需要中国携手各方共同行动。

构建亚太新未来，抓手有三：一是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挥 APEC 的引领和协调作用，秉持开

放包容思想，整合本地区各种双、多边合作安排

机制，减少各类自贸协定带来的重叠化、碎片

化。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发出提升区域一体

化水平的明确信号，推动在太平洋两岸构建更

紧密伙伴关系，为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创

造有利条件。

二是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着

眼长远，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都在深化经济结

构调整，为亚太的持久健康发展注入更大内生

动力。持久发展、长远增长的关键，在于创新、

在于改革。亚太各经济体需要加速经济结构调

整，推进改革创新，加深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

深化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蓝色经济等前沿领域

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率先形成新的增

长产业群，继续担负起世界经济引擎的重任。

三是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

设。当前，亚太地区基础设施仍显薄弱，不连不

通、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现象普遍。互联互通建

设的滞后成为制约亚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

瓶颈。APEC 要顺应时代潮流，建设好太平洋东

西两岸的基础设施，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

带动各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保障本地区生产

要素自由流通，为亚太的未来发展打通经络，舒

筋活血。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想，将促进亚太地区

的互联互通建设。

亚太战略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亚太

区域合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机遇。从上海到

北京，从黄浦江畔到雁栖湖边，亚太经合组织各

成员对中国高度信任，期待中国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利用主场之利凝聚各方共识，稳步提

升太平洋两岸的协同发展水平，携手打造亚太

大市场，共建亚太新未来，为 21 个经济体、28 亿

人口带来更多福祉。

携手打造亚太新未来携手打造亚太新未来
徐惠喜徐惠喜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 APEC会议的重要议题之
一，《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晨阳。

记者：当前，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哪

些挑战？

刘晨阳：亚太地区是全球资本流动与货物贸
易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各类自由贸易安排大量衍
生、交错重叠最高的区域，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
和碎片化趋势同步上升。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当
两个超大型自贸协定并行存在于同一区域时，对
区域经贸合作的损失最大。当前，以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RCEP） 为代表的自贸机制在亚太
区域并行发展，存在相互竞争的弊端。还有各类
双边与三边贸易区的规则相互重叠，标准、水
平、内容不尽相同，增加了区域内营商环境的不
可预见性。亚太区域亟需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体化
合作框架。

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加快实现亚太
自由贸易区（FTAAP）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议题
下重点推动的工作。亚太自由贸易区设想提出于
10 年前，目标是建立一个涵盖亚太经合组织地区
的自由贸易区，将从根本上解决亚太地区各种类
型自由贸易安排大量衍生而引发的“意大利面碗”

效应，为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提供更加
完整、高效的制度框架。

记者：当前亚太自贸区建设推进工作已取得

哪些阶段性成果？

刘晨阳：当前亚太自贸区建设仍面临诸多难
点，我认为各成员何时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
研究，并在关键步骤上达成一致将是本次会议最
令人期待的成果之一。

今年以来，APEC 高官会已取得了不少阶
段性成果，如在贸易投资委员会下成立的主席
之友工作组，建立各自贸区间信息通报机制以
协调不同自贸区间的各种贸易规则安排，以及
强化 APEC 成员谈判能力建设等。另外，在外
围 起 促 进 作 用 的 还 有 APEC 亚 太 自 贸 区 路 线
图、价值链合作工作计划，以及各成员数据库
建设等。在今年以来的高官会等系列会议中，
各成员已经就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共识，如何
在可行性研究上取得实质性成果将是未来一段
时期的主要任务。

协调统一的自贸规则，将大大提高区域内投
资及营商环境的可预期性。亚太自贸区合作框架
如能建立起来，无论从规模还是比例，都将成为全
球最大的自贸安排，这对全球贸易的发展将有划
时代意义。

记者：随着“茂物目标”的逐步实现，对 APEC

成员间的新合作领域您作何展望？

刘晨阳：首先是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规
划新目标和路径，在本地区形成更加高效的统一市场
体系，为新型亚太伙伴关系的构建奠定更为坚实的经
济基础。贸易投资合作是APEC的生命线，APEC“茂
物目标”对发达国家的安排已到期，对发展中国家的
贸易投资安排也将于2020年到期，下阶段如何衔接
贸易投资安排是关键。因此，此次会议还担负着为
APEC经贸合作设置中长期目标的任务。

其次是加强各成员在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领
域的合作。当前，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适应更高
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能力越来越强，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逐渐从以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削减为主的“边界上”领域向以供应链和全球
价值链为核心的“跨边界”和“边界后”领域拓展。
未来各成员间需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并探索更深
层次的合作，如在知识产权、环境与劳工标准、市
场准入领域的合作，并改变传统的贸易核算模
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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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列框架下，打通阻碍区域供应链连接的
阻塞点，争取在 2015年前实现区域内供应链绩效
指数提高 10%的目标。

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是众望所归
——访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晨阳

本报记者 李春霞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加强全方位基础设
施与互联互通建设”议题受到各方持续关注。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
访了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

记者：预计今年的 APEC 会议在互联互通领域将取得哪些成果？

唐国强：此次 APEC 会议将推出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
整体蓝图，如各方同意，还将设定明确的目标和可行的时间表。

硬件互联互通将经济体之间的物流、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连接和整合
起来，从而提高供应链的效能。这次 APEC会议将规划建设全方位、多层次
的复合型互联互通。亚太地区具有跨太平洋的现实情况，需要通盘考虑亚
洲地区、北美地区、拉美地区的互联互通。规划的过程中，或将以次区域的
互联互通为基础，进而勾画出整个亚太地区的图景，未来也会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完善。

软件方面的互联互通，主要是加强机制衔接与规制合作。从 2002年至
2010 年间，APEC 实施了两期贸易便利化计划，均降低了 5%的交易费用。
亚太地区很多经济体自身的贸易投资规制需要完善升级，与此同时，还需与
周边经济体和整个区域合作和对接。

人与人的互联互通是指人的跨境流动。以往 APEC较多关注为商业提
供便利，也取得不少成果，比如 1999 年以来实施的 APEC 商务旅行卡，极大
地便捷了 APEC成员经济体之间的出行。今年的会议将把人与人之间的互
联互通扩展到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领域，为这些层面的跨境流动提供更
多便利。

记者：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

略构想能给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带来怎样的机遇？

唐国强：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与 APEC 所关注的亚太地区互联
互通，在思路、宗旨和目标上都是一致的，可谓“相辅相成”。“一带”将从亚洲
延伸到欧洲，“一路”更是将覆盖 APEC 中的很多东南亚经济体。这就蕴含
了很多机遇，其主要体现：一是融资。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
实力，在融资方面能发挥作用；二是技术和经验。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支持建设一些具体
的项目。

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地区经济合作，中国期待与经济伙伴之间形成低成
本、高效率、稳定可预期的互联互通环境。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很多发展中
经济体也希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他们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一带
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实施必将对亚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互联互通合作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实现亚太各经济体的互利共赢。

记者：今年是中国第二次举办 APEC 会议。预计今年的 APEC 会议将

对亚太地区合作作出哪些贡献？

唐国强：今年 APEC 会议可预见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
面的贡献是，中国将携手亚太各经济体，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
系。亚太地区各成员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迥异，多样性非常突出。本次
APEC 会议期间，中国和亚太各经济体同意携手建立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
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第二方面的贡献是，中国将与亚太各经济体共同构建开放型区域经济格局。
本届APEC会议要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建设，发掘亚太经济未来发
展新的增长点。中国希望推动亚太地区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区域合作架构，为整个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第三方面的贡献是，中国将推动亚太各经济体共同规划 APEC 的发展
方向，重振 APEC 活力。今年是 APEC 成立 25 周年，会议将特别增发一个
关于 APEC 成立 25 周年的声明，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发展愿景。本次会议
的“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
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三大议题，就是 APEC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如
果各成员能在上述领域达成共识，并决心采取具体行动，那么亚太地区的合
作就能向前迈进一大步，APEC的作用也会越来越突出。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后危机时代”，创新和改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
的关键词。在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系列会议召开期间，就“促进
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这一分议题，《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
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黄薇。

记者：今年的 APEC 会议首次将创新、改革和增长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

讨论，这其中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黄薇：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危机，增长乏力，面临需求不足、投资热情
下降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如何通过创新和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
血液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创新、改革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机制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经济的快速发展
反过来又拓展了创新与改革的空间，为其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条件。

今年的 APEC 会议是在上海 APEC 会议后，中国时隔 13 年再次主办该
会议。在此期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中国顺势而为，走渐进式改革道路，不断根据新形势、新问题调整改
革路线，以改革的惯性保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中国也希望通过这次会
议，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分享以改革和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

记者：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您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

方面各自面临哪些挑战？如何通过合作推动改革？

黄薇：首先，各国国情不同，改革的阻力也来自不同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发达国家由于政党派系之分，在改革措施落地方面效率有待提升；发展
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相较而言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受到发展水平限
制，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面临资金、技术、社会矛盾等诸多
问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方面各有所长，可以相互学习、优势互
补。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例，发达国家在融资方面借鉴发展中国家的经
验，引入公私合营的理念，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将资本引入最需要发展
的领域。未来应当拓展类似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此外，本次 APEC会议还将讨论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让各成员通过参与
国际合作推动成员内部改革进程，减少内部自身改革的阻力。这方面，国际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范本。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开始推行国内金融改革，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但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
改革步履维艰。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后，从整体层面制定全球性的监
管标准，各成员以此为依据推动国内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亚太经合组织
也可以通过整体性的制度建设，帮助各成员解决改革重点领域的难题。

勾画互联互通新蓝图
——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

本报记者 周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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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长注入新鲜血液
——访中国社科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黄薇

本报记者 禹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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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北京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志愿者在机场迎接与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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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 11月 2日，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新闻中心体验工作环境。 （新华社发）

右图 11 月 3 日，与会人员在北京的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周注册中心办理注册、领取证件等相关

事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