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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7日 星期五APEC特刊

■ 本报记者 静 安

11 月 4 日，商务部召开“APEC 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贸议题”

中外媒体吹风会。毫无疑问，区域内国家此次将借北京 APEC 的平台，形

成何种互动，达成怎样的合作，成为会议中最受关注的亮点。在推动地区

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表示，中方希望通过峰会，在

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促进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合作、提升各方经济技

术的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取得具体成果。他指出：“ 一年来，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通过 5 月贸易部长会议和 3 次高官会，APEC 在经贸

领域已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倡议，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功举办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作为本次 APEC 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酝酿 8 年之久的《亚太经合组

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将完成制定。

制定亚太自贸区路线

王受文介绍，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方面，中方希望切实发挥亚太经合

组织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协调和领导作用，完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

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制定，落实 APEC 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促进《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

区的互动，提升透明度，同时，加强亚太自贸区的分析研究，大力开展自贸区

谈判能力建设，为最终实现亚太区域一体化奠定坚实基础。

王受文说，目前亚太地区共有约 50 个自贸区，自贸协定相互之间难免有

冲突。早在 2006 年，亚太自贸区的概念就已经提出，但推动力度还不够。“这

次的 APEC 会议就是要把共识转化为行动。”

此前，有报道指出，由于担心亚太自贸区政策阻碍 TPP 谈判，美国方

面曾施压，本次 APEC 公报或将不再提议对亚太自贸区进行可行性研究

和目标日期。

针对此事，王受文表示，建立亚太自贸区是 APEC 框架内 21 个经济体的

共识。“到目前为止，建立亚太自贸区得到了经济体一致支持。当然，有些内

容还在讨论中，但我有信心，这些关于亚太自贸区内容的不同意见都会得到

很好处理。”王受文透露，为了推动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制定，APEC 贸易与

投资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亚太自贸区“主席之友”工作组，由中美联袂担任主

席。在亚太自贸区“主席之友”工作组的牵头之下，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实现

亚太自贸区的路线图。

“APEC 要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做孵化器。”提及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时间

表，王受文表示，希望能够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在现有区域内自贸协定、建

设成就的基础上早日实现。

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在促进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合作方面，王受文介绍，中方希望各方在

APEC 今年制定的《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亚

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全面系统推

进全球价值链政策和贸易核算领域的合作，将 APEC 建成利益共享、合作共

赢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世界范例。

“同时，继续致力于打通阻碍本地区供应链联接的阻塞点，加快推进供

应链能力建设、示范电子口岸、绿色供应链、海关监管、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

务实合作，积极营造良好的区域营商环境。”王受文表示。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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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并切实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促进贸易投资发展的能力建设战略计

划》。同时，以该战略计划为指南，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能

力建设，平衡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同时转动，实

现本地区共同和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中方还希望 APEC 就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出积极信

号，呼吁各方全面、平衡推进实施世贸组织“巴厘一揽子”协议，推动完成多

哈回合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还重申了反对任何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推

动各方同意将 APEC 领导人关于“不采取新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的承诺从

2016 年延长至 2018 年。

王受文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延续缓慢复苏态势、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多

哈回合谈判面临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亚太地区各种自贸区蓬勃发

展，但也面临着深化、调整和整合的新任务；全球价值链成为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新的国际贸易规则萌芽待发。APEC 作为本地区最重要

的经济合作组织，应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

本地区和全球经济走向共同繁荣。

经贸议题成果可期
APEC将发挥区域引领作用

APEC 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北京召

开，85 岁的中国前 APEC 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

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近日接受了媒体采

访。他说，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友好磋商，平等合作，

促进了经济发展。

王嵎生 1993 年至 1998 年担任中国 APEC 高官。

他介绍，1993 年，刚刚成立 4 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在美国

西雅图会议上承诺深化亚太大家庭精神，为地区人民

争取稳定、安全和繁荣。西雅图会议用磋商机制代替

了“你争我夺”的谈判机制，APEC 的合作氛围更加友

好。磋商比谈判轻松——克林顿总统曾穿牛仔裤开

会；苏哈托总统曾为成员领导人送上了印尼特色的蜡

染花衬衣；2001 年，中国上海举办会议时，领导人都穿

上了中式唐装。

他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的灵活性使各成员合作更

为顺畅。亚太地区是一个在经济上具有多样性的地

区，组织成员包括发达经济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

有发展中经济体，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性与日俱

增。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是要不断缩小亚太各经济

体之间存在的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使所有成员获益，

并推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亚太经合组

织更讲求“信誉约束”，每次会议的宣言需要成员自

觉遵守，成员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提出异议。例如，

1994 年印度尼西亚茂物会议确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实

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提出了两个时间表，即

发达成员于 2010 年前、发展中成员于 2020 年前实现

这一目标。美国曾经希望所有成员都要“ 全面地无

条件地”执行“茂物目标”，但多数成员反对，目标就

分两步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应该在 2010 年完

成“茂物目标”，但至今没有完全做到，也不会有成员

对其进行谴责。

APEC 的 21 个成员拥有世界 40%的人口、57%的经

济总量和 46%的贸易总量。这个用了 25 年打造起来的

“朋友圈”各成员受益了吗？王嵎生用简单的例子说明，

20 多年前，北京热带水果如山竹、木瓜比现在超市中的

还贵；20 多年前，中国很难见到智利红酒，现在，100 多元

人民币可以买到品质不错的智利红酒；现在，美国商场中

大量服装都是“中国制造”。APEC 在无声无息地推动亚

太经济发展，让亚太各国民众生活更美好。

（王丕屹）

且看亚太“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