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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内容

• 领导人要求在18个月内解决金融危机；

• APEC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 亚太合作前景



一，决心解决全球金融危机

• 第16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２２日至
 ２３日在利马举行。

• 《利马宣言》表示要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
 及金融行动,在18个月内解决金融危机。

• APEC领导人11月22日发表声明，对二十
 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发表的宣言表示欢迎：
 全面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机构。



二，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 APEC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领导人在声明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增加了滋生保护主

 义的风险，而保护主义只会进一步恶化当前经济形势。” 
领导人同意，在未来１２个月内，避免为投资、货物和服

 务贸易增设新的壁垒，不实施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在各领
 域均不实施包括刺激出口措施在内的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的举措。

• 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成果；要求在12月开
 会时，WTO 在现有进展基础上就谈判模式达成一致；

• 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各成员能力建设，缩小成员间发
 展水平差距；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 推动茂物目标如期实现，推进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

 和便利化。此为经济一体化的最初议程（REI）。

• FTAAP 。APEC 2006年年会把FTAAP列为长程目
 标，随后两年领袖会议都指示部长们继续进行相关
 研究。部分会员体先前对于今年是否仍要把FTAAP 

研究进程列入领袖宣言有所保留。部长会议认为现
 有研究发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可带来大的
 经 济效益，并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但FTAAP对

 APEC现有运 作模式将有所影响，指示资深官员明
 年针对FTAAP的经 济影响、效益及挑战进行研

 究。领导人认为，FTAAP尽管有益，但是还存在挑
 战。要求在明年继续进行研究。



胡锦涛谈区域经济一体化

• 胡锦涛主席在领导人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表示，
 当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鼓励和支
 持这一积极趋势。当务之急是争取如期实现茂物
 目标，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
 得成果。近来，亚太自由贸易区问题受到各方关
 注，这反映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希望加快推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愿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
 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愿就包括亚太
 自由贸易区远景等问题进行研究。



其他议题

• 企业社会责任（CSR）：鼓励APEC各经济体企
 业，在自愿基础上发扬关怀社会与环境的CSR精
 神，并纳入其企业经营模式中。

• 粮食安全：价格影响。但是更强调食品安全。
 APEC可能召开农业部长会议，进行讨论。其它

 相关议题，如气候变迁、生质能源及农业生物科
 技的发展、以及食品检验的标准化等，也会成为
 未来APEC在设立长远性的粮食与食品安全目标

 时，所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

• 美国试图利用APEC主导地区合作机制。美国霸权和经济上的影响力正

 在下降，但是美国主导地区事务之心犹在。美国在其单边主义政策遭

 受严重挫折的国际大背景下，可能设法通过多边外交途径，如APEC机

 制发挥主导作用。
• 一些成员有依靠APEC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意图。成功举办APEC年会以

 及一年一度的APEC领导人会议，是各成员政府向外展示国际地位、国

 家形象的重要机会，成为部分成员借机展开地区外交、首脑外交的重

 要契机。有的利用APEC会议作为国内两党政治展开竞争的重要时刻.
• 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协议（FTA）不断涌现。目前亚太地区已经完成

 或者正在协商的FTA协议大概有100个左右。从理论上讲，双边FTA是封

 闭性的，违背了APEC所倡导的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背离了APEC区域

 一体化目标，因此，大量FTA出现，不利于APEC发展。
• 政治与安全议题分量日益提升。APEC成立的初衷是推动地区经济合

 作，但是，1999年以来，APEC年会上政治和安全议题日益增加，最近

 三年的领导人宣言，40%以上的篇幅论述政治与安全问题。部分成员对

 此深感困扰.



APEC未来走向
• APEC论坛机制已经建立十九年，并举行了十六次领导人会议。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加速、经济上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
 APEC各成员政府继续谋求经济合作，并有利用APEC平台在政治
 上相互借重、促进交往的要求。中国不仅成为亚太地区新的贸
 易大国，新的投资中心，也成为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APEC成
 员。中国1991年参加以来，在APEC内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
 响不断提高。APEC内，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有所下降、日本试图
 通过APEC提升自身形象并有推进正常化步子的要求，发展中成
 员东盟的重要作用已非APEC成立之初可比，东盟机制正处于转
 换之中，部分成员继续面临国内经济困难。APEC暂停接受新成
 员规定的期限已满，现在继续延期到2010年,提出成员资格申

 请的候补成员印度，在经济上日益崛起，令人瞩目。APEC是亚
 太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尽管它还是一个论坛，但是，
 领导人会议发表的文件，是经过领导人磋商而形成的政治共

 识，其影响力是重大的，并具有严格的政治道德约束力。APEC
 机制将继续存在，未来十余年的发展将对区域政治格局和区域
 经济一体化产生影响。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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