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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APEC的最高级别会议和APEC五个层次运作机制之一。从1993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出

席了历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全球及地区形势、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述看法和主

张，为历次会议的成功发挥了积极的和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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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习近平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维护亚太经济金融稳定，推动各成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亚太经济一

体化进程。习近平表示，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展示勇气和决心，发挥引领和协调

作用，维持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

挥引擎作用。

2012年9月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胡锦涛认为，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完善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

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同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联系，深化同其他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

2011年11月 美国夏威夷

胡锦涛在发表讲话时称，中国是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我们欢迎亚太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共享中国

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成果，共同创造亚太地区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0年11月 日本横滨

胡锦涛称，2010 年是亚太经合组织发达成员实现“茂物目标”的最后时限，

对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亚太经合组织应该继续秉承“茂物目

标”精神，主动适应新情况，积极应对新挑战，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改革完善，发

挥更大作用。

2009年11月 新加坡

胡锦涛认为，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维持多边贸易

体制稳定，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加快进程并取得成功，有利于提升国际贸易开放

水平、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对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至关重要，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2008年11月 秘鲁利马

胡锦涛表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不仅应该成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指导

思想，而且应该成为解决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问题的基本精神。针对

当前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胡锦涛提出了五点建议。

2007年9月 澳大利亚悉尼

胡锦涛称，应该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务实合作，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

展、坚持公约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胡锦涛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

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增加碳汇，减缓气候变化。

2006年11月 越南河内

胡锦涛称，应该树立符合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的区域合作观，深化各

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谋求和谐共赢，造福亚太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

展、实现合作共赢、奉行开放包容。

2005年11月 韩国釜山

胡锦涛建议各成员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合作：携手努力，有效应对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凝聚共识，共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加强协

调，采取应对热点问题的共同行动。

2004年11月 智利圣地亚哥

胡锦涛指出，消除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勇

气和决心。面对跨国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的威胁，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

国际合作才是最有力的手段。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内，以联合国宪章

和相关国际法准则为指导，采取果断的集体行动，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国际

社会应该采取综合措施，标本兼治，逐步消除恐怖活动滋生繁衍的土壤。

2003年10月 泰国曼谷

胡锦涛着重就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加强成员间的合

作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要加强相互信任，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第二，要采

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要推动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

边贸易体制。

2002年10月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江泽民就亚太经合组织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广泛合

作，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实现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重要任务。第二，要坚定地支持建设开放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

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第三，要加强反恐合作，为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创

造和平与安全的环境。

2001年10月 中国上海

江泽民指出，虽然目前亚太地区经济面临一些困难，“9·11”事件更增加了

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但亚太地区从长远看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

区。从 APEC 的共同利益出发，各成员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深化经济结构改

革，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2000年11月 文莱斯里巴加湾

江泽民指出，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各国充分参与和民主协商的

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够得到正确引导和

管理；应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并确定开放的方式和速度；

应促进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的交流，为人类社会注入新的

活力。应共同应对挑战和风险，以实现世界各国的普遍发展和安全。

1999年9月 新西兰奥克兰

江泽民指出，坚持 APEC 经济论坛性质，坚持独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

式”，重视经济技术合作等是 APEC 保持活力和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1998年11月 马来西亚吉隆坡

这次会议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和加深的背景

下召开的。江泽民提出加强国际合作、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

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应对金融危机自主作出的选择三点主张。同时，江

泽民在会议上提出：中国政府决定设立 1000 万美元的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

产业合作基金，并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企业联席会议。

1997年11月 加拿大温哥华

江泽民就坚持“亚太经合组织方式”，进一步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他强调，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两者是相辅相

成、紧密结合的。科技合作应是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优先领域。他阐述了关

于充分开放技术贸易市场、鼓励和加快高新技术向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

员转移、促使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合理化的意见。

1996年11月 菲律宾苏比克

江泽民指出，经济技术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将全体成员经济发展的多样性

转化为互补性，实现共同发展；APEC 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原则和做法不同于

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援助，而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双向合作；

为了有效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要突出重点，确定优先领域；APEC 在实践中初

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

1995年11月 日本大阪

江泽民重申中国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主张，并在会上宣布了中

国将从 1996 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的决定。针对亚太地区的新形势

和多样性特点，江泽民提出，APEC 应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亚太地区特色的

经济合作组织。

1994年11月 印度尼西亚茂物

江泽民提出中国关于亚太经济合作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协商一致；

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

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