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近一年密切合作和各成员共同努力，以及系
列高官会和各专业部长会的铺垫，2014年亚太经合组
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就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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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大重点议题达成了广泛而深
入的共识。目前，各方对今年 APEC 会议取得丰硕成
果充满期待，成果的内容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新机遇 呼唤深刻变革调整

此次会议三大重点议题的确立，有着深厚的时代
背景。当前，亚太各经济体经济总体向好，围绕发展
方式的变革竞相展开，APEC 的 21 个成员，已拥有世
界 40%的人口、57%的经济总量和 46%的贸易总量，
亚太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
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
擎。新形势下的亚太地区，资金、信息、人员流动已经
达到很高水平，产业分工日渐清晰，亚太大市场初具
轮廓。

同时，亚太地区发展的瓶颈问题也伴生而来。以
贸易问题为例，当今世界经贸形势面临碎片化趋势，
即自贸区泛滥。各自贸区原产地规定不一，对很多企
业投资造成困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
亚太地区现有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合作机制互
不联络、矛盾多多，与整个地区朝统一开放市场发展
的趋势相背。他表示，中国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设
为第一个主要议题，并推动实质进展。

此外，面对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机遇和结构调整
的艰难，各经济体认识到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致力于通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寻求新的
增长点和增长动力。面对亚太部分地区不联不通、联
而不通、通而不畅的症结，各经济体致力于加强全方
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硬件设施连接不
畅、政策法规规制不协调带来的物流和人员交流互动
难、人文交流不足等问题。

多沟通 充分吸纳各方意见

为了开好此次会议，并能在关键问题上拿出值得
期待的成果，中国作为东道主与参会各方围绕上述主
题和重点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很多
具有深远影响的倡议，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

从年初到现在，中国在宁波、青岛、北京已多次召
开 APEC 高官会、财长会等一系列会议。在这些会议
上 ，各 方 决 定 启 动 并 推 进 亚 太 自 贸 区 进 程 ，制 定
APEC 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建立自贸区信息
交流机制，加强谈判能力建设。同时，也深入探讨了
创新、改革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起草《促进经济创
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此外，也讨论制定了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使之成为指导 APEC 互联互
通未来合作的纲领性文件。

对于此次会议，除了三大重点议题外，中国也多
次详尽地阐述了自身的立场和主张。在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方面，中方希望 APEC 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积极落实世贸组织（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
取得的成果，推动各方尽早全面结束多哈回合谈判。
同时，重申反对任何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在促
进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合作方面，中方希望 APEC 积
极开展政策对话，及早制订促进 APEC 全球价值链发

展合作的战略蓝图。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中方希望
APEC 结合自身议程和各方实际需求，大力开展有针
对性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
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同速转动，实现本地区
共同和可持续发展。

盼成效 三大方向有望突破

纵 观 一 年 来 的 APEC 会 议 筹 备 情 况 ，中 国 与
APEC 各成员密切沟通，对今年会议的主题、议题、成
果等作出精心设计，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
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北京 APEC 会
议，期待在会议期间与各方深入交流、积极互动，共同
推动 APEC 进程。在 10 月 29 日举行的外交部“蓝厅
论坛”上，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北京 APEC 会议将获
得诸多成果，有望在三个主要方向上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迈出区域经济一
体化新步伐。经过中方与 APEC 成员的协调合作，各
成员将在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就启动亚太自贸区进
程达成重要共识。

二是明确五大支柱领域，发掘亚太经济未来发展
新动力。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促改革是 APEC 成
员的共同任务。北京会议将围绕经济改革、新经济、
创新增长、包容性支持、城镇化五大支柱，深入讨论，
深化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蓝色经济等前沿领域的
合作。

三是着眼联动发展，勾画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新蓝
图。各成员将以惠及太平洋两岸成员为目标，以硬件、软
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体为特征，积极推动制定《APEC互
联互通蓝图》，为亚太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APEC：多领域合作成果可期
本报记者 连 俊

作为经济总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的经济合作体，亚太经合组

织（APEC）各成员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来

说至关重要。目前，APEC 的 21 个经济体之间经贸合作日趋紧密，

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进展顺利。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合作，加

快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呼声与日俱增。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一直是 APEC 追求的目标。1994

年在印尼茂物举行的第二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制定了到

2020 年实现 APEC 范围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总体目标，又称“茂

物目标”。1995 年和 1996 年分别通过了《大阪行动议程》和《马尼

拉行动计划》，开始通过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两种途径，

落实各成员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承诺。2006 年，APEC 正式提出

建设亚太自贸区，但囿于各方利益考量，亚太自贸区始终处于务虚

和讨论之中。

尽管亚太自贸区建设没有实质进展，但亚太地区双边或多边

的经贸合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一些自贸区已经建成或正在商

谈。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这是世界

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其他诸如中日韩自贸

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等也在紧锣密鼓地分别商谈之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

现有的自贸区在标准、水平、内容、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碎片化特

征明显，很难适应整个亚太区的发展。因此，一个彼此认可的亚太

自贸区成为各方的期待。今年 5 月，2014 年 APEC 贸易部长级会

议同意为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进亚太自贸区磋商谈判采取切

实行动，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并制定《APEC 推动实现亚太自贸

区路线图》。这些共识为本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出了良

好铺垫，亚太自贸区建设有望取得可喜进展，多年来的愿景成为实

实在在的行动指日可待。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持续加深，区域经济一体

化不断迈出实际步伐，将为本地区各经济体带来实际利益。数据

显示，APEC 成员经济体的平均关税从 1989 年的 17%降至 2011 年

的 5.7%，大大降低了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而亚太自贸区的建

立，将进一步改善和优化贸易投资环境，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找到新

的活力和方向。

本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适逢“茂物目标”提出 20 周年，

正是加深了解、凝聚共识的绝佳时机，一旦会议批准切实可行的行

动路线图，亚太自贸区将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亚太自贸区呼之欲出
李红光

在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夕，就亚太地
区发展和推动贸易便利化等议题，《经
济日报》记者专访了国际金融论坛联合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他表
示，亚太地区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与便
利化方面，APEC作出了很大贡献。

记者：您如何看待亚洲地区间合作和

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

陆克文：经过多年的发展，亚洲地
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断攀
升。毫不夸张地说，21 世纪是亚洲世
纪。纵观亚洲地区的发展历程，贸易自
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其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亚洲经济未来面临两大
挑战，一是提升各国经济方面的合作和
互信，二是减少战略性冲突。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避免碎片化的发展模式有
助于亚洲发展迈上新台阶。

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紧接
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也将在澳大
利亚召开。亚洲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积
极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G20 有
四分之一的国家来自亚洲，这表明亚洲
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扮
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记者：您对本次 APEC 会议成果推

动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有何期待？

陆克文：贸易自由化对各国经济发
展都是利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贸易
自由化涉及各国方方面面的利益，推进
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阻碍。

推动贸易自由化，目的是要废除阻
碍区域间贸易发展的条条框框。因此，
贸易协定最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形
式。高质量的贸易协定应有最大的包
容性和最小的排他性，以容纳更多的经
济体，使更多国家和人民受益。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全球
性的自贸协定。从贸易发展的整体层

面看，某个区域实现贸易自由化只能带
动这个区域的发展，起不到普惠作用，
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应该是制定全球性
的贸易协定。如果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球贸易自由化
将向前迈出一大步。

记者：中国和澳大利亚同为 APEC

和 G20 成员，中澳应如何通过合作发挥

APEC 和 G20的协同效应？

陆 克 文 ：澳 中 两 国 同 为 APEC、
G20和东盟峰会（EAS）的成员，两国在
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在
很多问题上立场相同，在应对区域和全
球性挑战方面密切合作。两国在共同
推动贸易自由化、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
定合作方面增强了互信，进一步推动了
双边关系发展。这一点在我担任澳大
利亚总理时深有体会。

G20 与其他国际组织最大的区别
在于，其重点关注全球金融领域的发展
和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核心工作之一是

防止再次出现大规模的国际性金融危
机。全球金融领域面临的挑战非常复
杂，不仅需要国家间的交流，更需要在
国际层面通力合作，需要类似国际金融
论坛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平台，让各界人
士表达观点和立场，共同为推动全球金
融稳定和繁荣献计献策。

记 者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

（AIIB）已经正式进入筹备阶段，您如何

看待亚投行即将发挥的作用？

陆克文：AIIB 是世界银行和亚洲
银行的有效补充，而不是威胁。亚洲的
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方面存在上万亿
美元的巨大缺口。AIIB 拓宽了亚洲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

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应该把
关注点放在如何盘活公共资金和民间
资本，充分利用主权财富基金等公共资
金和私有企业投资，以保证投资收益，
鼓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让资金来源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

贸易自由化需要全球性协定
——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本报记者 禹 洋 实习生 李 悦

“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中两国在能源领域有着巨大
的互补性。加拿大有实现市场多元化的战略需求，而中国则需要实
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日前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
议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奥利弗在北京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说。

奥利弗指出，去年生效的中加《外国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对
双边投资关系，包括争端解决、预防歧视及不公正待遇等，都作出
了明确的规范。这为两国投资者创造了安全和可预见的环境，有助
于深化中加投资合作。截至 2013 年底，加拿大对华直接投资总额
达 49 亿加元，是 10 年前的近 6 倍。目前共有约 400 家加拿大企业
活跃在中国各个行业。

在中加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奥利弗表示，商业是双边关系的基
石。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近年贸易量增长最快的贸
易伙伴。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自 2003 年以来翻了两番多，中国已
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出口市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日益壮大，巨大
的消费市场将为加拿大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谈到 APEC，奥利弗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是环太平洋地区经济
体拓展贸易和加强经济合作的平台。在许多方面，世界经济的未来
就在环太平洋地区，中国更是备受期待。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涵盖世界
40%的人口，44%的国际贸易以及全球经济总量的 54%。他援引国
际能源署(IEA)的报告说，在未来25年中，超过90%的全球增长将来
自于非经合组织国家，特别是亚洲的非经合组织国家，其中大部分
将来自中国。奥利弗强调，加拿大将在 APEC会议上传递的一个明
确的信息是：在全球经济疲软面前，大家必须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中国主办的 2014年 APEC 会议将随着 APEC 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的举办达到高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近日接受 《经
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密切协作，采取
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行动以支持 APEC三大重点议题的实施，特别
是在启动亚太自贸区、构建全球价值链、互联互通、人类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与中国展开密切合作。”

2014 年，对中澳两国来说是充满机遇的一年。孙芳安大使指
出，中澳两国分别主办 APEC 会议和 G20 峰会，为进一步增强地
区及全球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平台。中澳两国密切协同合作，在议
程和目标上保持了一致。APEC 与 G20 会议今年在政策议题上
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基础设施开发领域。在 APEC 范围内，各成
员经济体正在推动公私合作方式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而 G20 则
正在推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动议，以协助在世界范围内建设高
质量的基础设施。中澳两国在 APEC 和 G20 框架下合作相得益
彰，并将会取得卓越的成效，有利于共建亚太地区的新未来。

孙芳安大使强调，在澳大利亚的协助下，中国在 APEC所做
的工作，以及在中国的协助下，澳大利亚在 G20 所做的工作，
都展现了真正的中澳两国协同作用。中澳双方在 APEC 和 G20
框架下的合作为中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内涵，有利于双
边关系强劲、健康发展。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与中国共建亚太新未来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加拿大财政部长奥利弗：

携 手 应 对 挑 战
本报记者 徐惠喜

APEC
上图 11 月 3 日，通往怀柔雁栖湖的道路两

旁装饰着 APEC 彩旗，北京进入 APEC 时间。

（新华社发）

左图 北京海关为方便 APEC 会议代表和相

关人员办理通关手续，在首都机场旅检现场设置

了 APEC 专用通道和媒体记者专用通道，保证随

到随办、通关顺畅。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本版编辑 廉 丹

APEC 自成立以来，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
各成员经济体经贸合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普通
民众从中受益。其实，APEC 并不遥远，APEC 就在你
我身边。

Tip1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年 前 ，一 张 身 份 证 大 小 、印 有“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字样的卡片进入中国，用
于解决商务人士在走向亚太的签证之忧。3 年内无需
签证、专用入境通道、快速通关——这张卡片带给中国
企业家的不仅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和更多的商机，而
且还有在 APEC 舞台上从事经贸活动的从容。未来,
APEC 商旅卡的持有范围可能会推广到留学、教育、科
技、文艺界人士等。

Tip2 “亚太购”值得期待

经贸越便利，物资流通的成本越低，商品自然越便
宜。不论是日本汽车、韩国化妆品、东南亚水果还是美
国飞机，都是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产品。随着亚太自
贸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区内消费者将在全亚太买到更
多物美价廉的商品。

Tip3 “亚太交规”或许不再是梦想

如果考了通行的“亚太交规”或“世界交规”，到美
国、澳大利亚就不用重考驾照；如果 APEC各成员经济
体通行相同贸易规则，同一家企业就不用遭遇亚太大
小 56 种自贸协定的“意大利面碗”困境。随着亚太自
贸区愿景的推进，这些都将不再是梦想。

APEC就在你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