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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不应是“文明冲突”角斗场
兼析

!"#$

机制的独特作用

郑 兴 李 安
亚太经合组织 （!"#$） 第二

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近在印

尼巴厘岛举行。亚太经合组织总人

口达 %&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

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超过 *+ 万亿美

元，约占世界的 ,-)；贸易额约占

世界总量的 ,()。这一组织在全球

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它只是一个开放性自愿性松

散性的组织，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西方和东方国家，内部更

是有多重矛盾。在全球从危机中复

苏、./0多哈回合谈判受阻、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另起

炉灶的大背景下，!"1$怎样才能

够保持相关性，避免被边缘化为一

个清谈场所？

亚太作为近年来全球最有活力

的地区之一，在危机过后的美联储

货币政策变化的阴影下，多国出现

资本市场动荡、货币贬值和资本外

流。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对今后的

金融、产业、贸易政策持什么立

场，可以说为世界瞩目。作为一个对话平台，!"1$能

否推动多哈回合有所进展，保持./0的地位？众所周

知，美国推动的 /""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模式，

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

并可能发展成为涵盖 !"1$ 大多数成员的亚太自由贸

易区。尤其在政府采购、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等方面，

/""将提出新标准。

近来，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改善，日本核心 $"2 走

高，大型制造商企业景气判断指数自 %(** 年 + 月以来

首次由负转正，德国实际 34"增长强劲，英国失业率

缓慢下降，法国股市创五年新高，西班牙失业率出现见

顶迹象，国债收益率下降，意大利出现贸易盈余，智利

铜产量飙升。这些迹象都较为清楚地显示，发达国家正

在逐步摆脱危机的宿醉，走向增长。在新环境下，资本

会不会进一步流向这些地区而导致新兴国家受打击？发

达国家会不会加高各种壁垒阻挡新兴国家享受全球化的

好处？新的时代的格局，无法清晰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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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评 说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秘书长

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从成立之日起，该组织就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
用。它聚合了本地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说
所有 5"16成员都得益于加入该组织。

美国前副国务卿

理查德·李·阿米蒂奇：

近年来，中国在 5"16 中发挥的积极、建设
性作用不断加强，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有着更高
的期待。习主席出席 5"16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再次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密切接触提供了良机。

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特·范阿克：

中国经济转型、居民消费增加和新型城镇化将
产生外溢效应，并带动世界其他地区商品和技术的
需求，这对全球而言都是积极的。

泰国《亚洲日报》副社长

钱丰：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经济

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溢出效应，亚太地区
国家在主动向中国靠拢，希望借助中国发展本国经
济。东盟国家希望中国在 5"16 区域合作平台上
发挥更大作用。

巴西中国亚太研究所所长

塞维里诺·卡布拉尔：

随着经济实力迅速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成为
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习主席出席5"16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吸引世界目光。国际舆论非常
关注，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将如何保
持经济增长动力，如何进一步改善民生、促进内需，
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继续提供强劲动力。期待这次会
议能传递出对中国和亚太经济发展的信心。人们还
期望从本次5"16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看到中国和
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引领全球
经济复苏，在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访问

学者

胡逸山：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东南
亚国家对习主席此次访问印尼、马来西亚并出席
5"16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寄予厚望，相信习主席此
次出访对提升中国东盟在各领域的合作起到巨大推

动作用。

美国“环球透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拉吉夫·比斯瓦斯：

中国经济经历二季度增速放缓后，三季度正在
企稳。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逐渐复苏，中国出口形
势将好转，工业产出也将回升。中国致力于提高消
费占 34" 的比重，推进内陆省份的城镇化建设，
这些未来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丹麦奥尔堡大学副教授

斯维特拉·马林诺娃：

当今世界前几大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凭借持续
扩大的内需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重
要“引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其他亚非拉新
兴市场国家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内需增
长和良好的出口形势，有助于这些国家从全球经济
衰退中迅速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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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近5年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主题与议题回顾

%&&'年 ()月于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第 )*次会议：

主题为“亚太发展的新承诺”。此次会议支持了世
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讨论了世界经济金融形势、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区域经济一体化、企业社会责
任、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议题。

%+&,年 ))月于新加坡召开第 )-次会议：

主题为“促进持续增长，密切区域联系”。在
此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对世界经济全面恢复增长
提出了四点主张：坚定立场，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多管齐下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再接再厉，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创新
思路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年 ))月于日本横滨召开第 )'次会议：

主题为“变革与行动”。重点是制订经济增长
战略，审评关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实现情
况，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此外还探讨了
人类安全、多哈回合谈判、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
等议题。在世界经济复苏有所放缓的情况下，亚太
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趋势更加明朗，

其作用和影响不断上升。亚太区域合作架构加速调整，各方关注亚太区域
合作发展方向。

%&))年 ))月于美国夏威夷召开第 ),次会议：

主题为“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各方围
绕“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深入讨论了亚太
地区经济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增长、
能源安全以及规制合作等议题。

%&)%年 ,月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第 %&次会议：

主题为“融合谋发展，创新促繁荣”。为密
切合作促进创新型增长，就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粮食安全、建立可靠供应链
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5"16）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全球经济复苏是重点

今年领导人会议的主题为“活力亚太，全球引擎”。
各国政府首脑就实现茂物目标、可持续和公平增长、亚
太互联互通等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各方较为关
注区域经济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经济结构改革等问
题。这都紧扣亚太地区经济体当前面临的问题，也与亚
太长远发展紧密相关。

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都位于目前世
界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亚太地区。有别于 37 和 38(，
5"16 这一组织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刘学成教
授指出，自成立以来，5"16 在推动区域和全球范围的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取得
了积极进展，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日前，在5"16的框架内建立自由贸
易区已被提上了议程。如果在该框架内成功推进自贸区的
建设，世界经贸投资中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以跨大西洋
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将逐步被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
经济体系所取代。

中国将在明年主办5"16峰会。中国在巴厘岛峰会前
夕举办了中国日活动，宣传了中国积极参与5"16的进程，
提前阐释了中国新政府对5"16发展的期待和中国参与
5"16进程的积极姿态。

二十一世纪是亚太的世纪，5"16是一个亚太的大舞
台，在此平台进行交流、加深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对引导亚
太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16的功能若能提高，将对世
界一半人口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

%"&$将发挥独特作用

据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总人口达%&亿，经济总量约占
世界的-()，其贸易额约占世界总量的,()。在当今全球经
济复苏的背景下，5"16与37、3%(、/""等各种组织与协
议相比，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

刘学成教授认为，%((7年以来，欧美陷于严重的金融
和债务危机，全球经济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因此，宗
旨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加强成

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的5"16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
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积极筹办了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有意联合周围国家“牵制”
中国。对此，刘学成教授分析：“美国启动 /""的宗旨
为在亚太地区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贸易金融体
系，利用该协议遏制亚洲地区的各种经济一体化进程，
特别是以东盟为主导的自贸区的建设。”

刘学成教授进一步指出，东盟随之也启动了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961"）的谈判。如此一来，在亚太地区出现
了相互竞争的两个自贸区伙伴关系，这就削弱了建设以
5"16为框架的自贸区的努力的成果。他还认为，/""被称
为%*世纪自贸区的标准，事实上已超过了亚太地区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而5"16目前的宗
旨、议题、运作模式和指导原则，都兼顾到发达和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有利于亚太国家的平等参与。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何茂春教授也认为，今
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有足够的市场诱惑力
和潜力。中国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市场，长久排斥中
国不能成为亚太国家永久的策略。在 5"16 中，中国完
全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方略。
“不要低估会议的重要性，更不要认为会议的成果仅

限于最后达成的公报，真正的成果在幕后，当各方开始
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并开展合作时，改变
就会随之发生。”纽约大斯特恩商学院副
教授约瑟夫·福迪如此评价 5"16。

亚太应推进经济一体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区经济
一体化发展迅速，作为跨地区的 5"16应
积累经验教训，加强协调与合作，积极推
进亚太经济一体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5"16已经逐渐演
变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也是
亚太地区最高级别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
刘学成教授认为，5"16应总结地区合作的
经验教训，在建立亚太自贸区为既定目标
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合作，排除各种干扰，
坚持地区开放主义，包容互鉴，协商一致，
循序渐进。

对于未来 5"16 的发展，何茂春教授认为，亚太地
区是多制度、多文明、多种价值观的大平台，应当为全
球做好“文明融合”的榜样，而不是“文明冲突”的角
斗场和地区冲突的战场。亚太地区资源丰富、市场巨大，
应当为人类进步、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太平洋是世
界第一大洋，可持续发展与自由贸易两手都要硬。不可
以把太平洋变成一个倾泻废物的“大垃圾桶”。小区域内
的合作应当逐渐按照非歧视原则逐步在大区域推广，组
成大亚太地区一体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也表示：
“5"16覆盖范围大，是个松散的组织，原则性和约束性
都不强，它对于敏感问题的声明很含糊，有必要开展灵
活的小范围会议，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亚太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中国是金融危机以来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有评论指出在亚太地
区经济整合方面，目前有四个机制相互重叠，即 5"16、
东亚峰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和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从当前的发展来看，这四个谈判机制难以整
合，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建设
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还应积极在 5"16 框架内推进
自贸区谈判进程，最终以此为平台，逐步整合其他区域
经济合作组织，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图为希腊危机时一个抗议紧缩措施的巨大横幅挂在雅典

卫城山附近的帕台农神庙上。 （资料图片）

"图为美国股市下跌，交

易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工

作。 （资料图片）

来源：图图网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艰难，欧债危机尚未过去，各国依然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