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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APEC）的组织架构和内

涵不断调整，已逐渐演变为亚太地

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近年来，亚

太地区内部区域合作架构的涌现与

发展，各经济体发展模式及自身诉

求的差异性加大，区域外乃至全球

经济形势的波动给APEC的未来发

展既创造机遇，亦带来挑战。

(一)APEC的优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APEC的21

个成员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经

济总量的54%，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4%，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自由贸

易体制发展和下一代新贸易规则构

建的进程中正发挥着更大的“引擎”

作用。与其他经济组织相比，APEC

具有三大优势 ：一是成员国的广泛

性。该组织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多边合

作框架之一，遍及北美、南美、东亚

和大洋洲 ；包括发达经济体、新兴经

济体、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各

成员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也各不相

同，差异性极大。成员的复杂多样性

是APEC存在的基础，也是制定一切

纲领所要优先考虑的前提。二是“自

主性”。APEC作为区域性的官方经

济论坛，并不是“超主权”组织，坚

持“对话”、“自愿”的原则，而不是以

谈判和“强制”为基础。这是该地区

政治经济体制多样性、文化传统多元

性、利益关系复杂性的现实情况所决

定的。APEC相对“松散”的框架结

构，较容易求同存异，汇聚共同点，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同时推动

世界经济增长。三是开放性。APEC

多数成员均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经

济增长方式及发展战略，以此为基础

形成的贸易格局使该地区对外经济

依赖程性较强。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但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区域内互补贸易

的长处，同时强化了地区整体的外贸

需求，无论对于区域外组织还是区域

内其它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二)APEC面临的挑战

挑战机遇面前APEC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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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PEC发展历史来看，1997

年前进展迅速，1998年后陷入迟滞，

2009年后变数增多，暴露出其内部固

有问题，也提示出其面临的新挑战。

首先是协调一致的问题。由于APEC

成员的多样性，地理环境、发展水平

迥异，因此，在削减关税问题上矛盾

重重，成员国往往从己方利益出发，

竭力避免由于大幅减税而造成的经

济冲击。其次是机构扩充问题。由于

APEC实行的是“自由+对话”原则，

不具备强制性约束。根据已有的经

验，成员国越多，协调困难越大。如

果在21个正式成员的基础再度扩充，

则更难形成集体共识和行动计划，使

自贸区建设更加缓慢。第三是APEC

机制的工作重点。发展中国家希望将

经济技术合作作为APEC的工作重点

之一，推动各成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提升各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

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加强经济

结构改革和规制合作，为经济增长提

供动力；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

易体制，帮助各成员改进和完善经济

政策和举措，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而

发达工业化国家则片面强调贸易和投

资自由，试图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建

立以其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亚太自贸环

境，进而谋求新世纪的贸易和经济霸

权。第四是面临TPP等新一代自贸架

构的挑战。截至目前，亚太区域内的

较具影响力的多边自贸机制有东盟、

10+1、北美自贸区等，但均不具备

APEC整体框架的强大容纳能力，主

要体现为地区层面的影响力。然而，

TPP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

前的形势。其地理结构覆盖太平洋东

西两端，吸纳对象包括所有APEC成

员，涉及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技术性

贸易壁垒、法律和制度、跨领域服务、

竞争、投资、环境、农业、知识产权、

海关合作等在内的一系列高标准谈判

规则，极有可能成为建立亚太自贸区

的现实路径，进而“架空”APEC。

(三)APEC的未来发展动向

1．将继续作为区域性多边对话

平台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APEC的

发展历史证明，作为亚太地区众多经

济体的沟通磋商平台，它以其务虚亦

务实的独有特色发挥着其它机制无

法实现的作用，而且以取得了显著成

就。其次，夏威夷第19次峰会发布的

成果文件表明，APEC仍具有强大的

地区号召力，峰会机制不可替代。第

三，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大也是最活跃

的经济发展区域，但短期内很难出现

另外一个多边机制，具有APEC这样

广泛的容纳能力。

2．缺乏迈入实体化自贸机制的

现实可能。根据目前亚太区域的多边

经贸合作态势以及APEC在成立之

初所确定的运行方式，其以现行框架

为基础，建立整体性的自贸机制，迈

入实体化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

不大。一是机制问题。APEC合作方

式以“对话”而非“谈判”、“自愿”而

非“约束”为基础，任何协议的通过

都不具备强制约束性，变通性较强，

难于形成普遍适用和共同遵守的经济

准则。二是APEC成员情况复杂，发

展程度迥异，缺乏政治、经济及社会

价值认同的一致性。各成员出于自身

利益考虑，在APEC内部强调重点不

同，利益分歧严重，难以形成重大共

识与集体行动。三是亚太地区其它区

域合作机制，如东盟自贸区(未来的

东盟共同体)、10+X以及TPP的快速

发展，降低了对APEC实体化的内在

需要。

3．将成为容纳多种区域机制的

亚太区域整体框架。亚太地区作为新

世界全球经济的领跑者，已经成为地

缘政治和经济重心。APEC的未来作

用将是在跨区域合作的平台上，实现

多种机制的共容共存，开展经济合作

的对话和交流，促进亚太区域多机

制、多层次框架合作。这些地区机制

的彼此合作，结合APEC推动的自贸

区建设将共同构成亚太地区未来的政

治经济架构基础。

4．将继续突出经济色彩。APEC

自成立20年来，不断扩大议题范围，

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扩展至人类安全、

气候变化等方面。此次夏威夷峰会虽

然提及气候、医疗卫生等议题，但经

济色彩仍最为浓厚。各成员在保持经

济刺激政策、推动多边贸易、反对贸

易保护、调整经济结构及增长模式等

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对今后一段时期

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将产生

重要影响，亦可能构建新的地区经济

格局。

5．将成为美国融入亚太的重要

政治经济舞台。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遭

受重创，赤字上升，恢复乏力，而东

亚地区仍保持了正增长，已经名副

其实地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引领者。

美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及安全

需要，加快了重返亚洲的步伐。借

机APEC峰会，美国高调推出TPP，

同时利用场外协商积极促成了首次

“10+8”东亚峰会 ，充分表现出对亚

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兴趣。APEC

已经成为美国加快重返亚洲进程的

重要平台，不但通过保持与加、澳、

日、新、韩等国家的关系，强化发达

国家阵营，同时开辟与东盟的高峰通

道，着手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自

贸区，进一步提升在该机制内部的影

响力，维护其在亚太地区持续而深远

的利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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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发展大事记

时间 地点 内容及成果

1989.11 澳大利亚堪培拉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南亚国家联盟6国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

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成立。

1990.07 新加坡
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印尼、日本、马亚西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美国12国在新加坡讨

论APEC成立进程。

1991.11 韩国首尔(时名汉城)
汉城会议通过了《汉城宣言》，它作为APEC的基本章程，首次对该论坛的宗旨、原则、活动范围、加入标准等做

了规定。

1992.09 泰国曼谷 曼谷会议决定在新加坡设立APEC秘书处，由各成员认缴会费，使APEC在组织结构上进一步完善。

1993.11 美国西雅图
议题是21世纪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促进亚太经合组织内部和区域间合作以及有关机制和手段等，发表了《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

1994.11 印度尼西亚茂物
议题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问题，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

人共同决心宣言》（简称《茂物宣言》）。

1995.11 日本大阪

议题是关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旨在实现《茂

物宣言》的行动方针，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行动宣言》（简称《大阪宣言》），通过了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

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大阪行动议程》。

1996.11 菲律宾苏比克

议题是落实根据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时间表所制定的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讨论加强成员

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问题，通过了《马尼拉行动计划》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从憧憬到行动》，批准了《亚

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

1997.11 加拿大温哥华
议题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等，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

将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联合起来》。

1998.11 马来西亚吉隆坡

议题是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等，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

宣言：加强增长的基础》，通过了《走向21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吉隆坡技能开发行动计划》

等文件。

1999.09 新西兰奥克兰

议题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的执行情况、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未来走向等，会议发

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奥克兰挑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加强竞争和法规改革的原则》和《妇女融

入亚太经合组织框架》等文件。

2000.11 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　
议题是经济全球化、新经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次区域合作、亚太经合组织合作现状及其前景等，通过了《亚

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造福社会》和《新经济行动议程》。

2001.10 中国上海

议题是全球及地区宏观经济形势、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和APEC未来发展方向等，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会议

并发表题为《加强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当前世界和地区经济形势的看法，

以及对推进APEC合作进程的主张。会议通过并发表了《领导人宣言：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上海共识》和《数字

亚太经合组织战略》等文件。

2002.10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议题是反恐、支持多哈回合谈判、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技术

合作等议题，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等文件。

2003.10 泰国曼谷
议题是国际和地区形势、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促进贸易投资、推动亚太经济增长、反恐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改革

等，通过了《领导人宣言》。

2004.11 智利圣地亚哥　
议题是多边贸易体制、地区贸易安排、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可持续发展、人类安全、反恐

和反腐败等，会议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重申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发展。

2005.11 韩国釜山

议题是支持多哈回合谈判、区域内贸易协定及自由贸易协定、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反恐合作、防控禽流感、亚太

经合组织改革等，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第1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釜山宣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世贸组织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声明》、《亚太经合组织流感大流行防控倡议》等文件。

2006.11 越南河内

主题是“走向充满活力的大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议题是支持多哈回合谈判、实现茂物目标、区域贸

易安排、经济技术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改革等，通过了旨在实现茂物目标的《河内行动计划》，与会领导人还签署了《河

内宣言》。

2007.09 澳大利亚悉尼
主题为“加强大家庭建设，共创可持续未来”。议题是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多哈回合谈

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

2008.11 秘鲁利马
会议的主题是“亚太发展的新承诺”，议题是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贸易投

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会议发表《利马宣言》和关于全球经济的声明。

2009.11 新加坡
会议的主题是“持续增长，区域联合”，议题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以及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等。会议发表了《新加坡宣言》。

2010.11 日本横滨

各方围绕“变革与行动”的主题，深入讨论了增长战略、人类安全、区域经济一体化、茂物目标审评、多哈回合谈

判、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等议题，达成广泛共识。会议发表了《领导人宣言》、《领导人关于茂物目标审评的政治声

明》、《领导人增长战略》、《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4个成果文件。

2011.11 美国夏威夷

发表了《檀香山宣言——迈向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及4个附件：《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促进有效、非歧视和市

场导向的创新政策的声明》、《亚太经合组织关于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加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生产链》、《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关于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声明》、《亚太经合组织关于加强实施良好规制实践》。

2012.11 俄罗斯海参崴 2012年11月预定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第2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作者单位：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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