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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PEC 合作大推手①
  

在越南召开的 2017 年 APEC 峰会是亚太地区国家元首间的一次新聚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第一次参加 APEC 领导人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2017 年 11 月 1 号的特别国会上再次连任，以日本第 98 届首相的身份出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十九大选举后连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也赴越南参会。

各国领导人带着新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思路再次聚首 APEC，共商亚太地区合作发

展的新前景，意义非凡。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目标。通过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行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积极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中国全面开放的新

格局。在新的目标引领下，中国将继续在推进亚太经济合作及全球经济治理中

发挥积极作用。 

                                                             
①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丁艳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已发表于《财

经国家周刊》2017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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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坚力量和积极作用 

发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既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应

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所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促进国内

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助于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和

以开放促共赢的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坚持开放型新经济有利于培育中国国际竞争新

优势，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中国由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转变，发掘经

济增长新动能。同时，开放型新经济还有利于建立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推动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相互促进，使要素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得到充分自

由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有序配置，不断加深市场融合程度。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建设，是促进内外协调、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途径，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关键，也是中国更好融入世界经

贸合作体系的助推器。在新的发展目标的引领下，中国将在推进亚太经济合作

中发挥更加积极与重要的作用。 

 

实力和信心 

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曲折中前行，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

的施政态度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为全球化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蒙上了面

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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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全球化和亚太区域合作政策的多变对原本平稳发展的亚太区域合作

带来了巨大扰动。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政策曾经造成了亚太区域合作路

线的混乱和无序，而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等新的贸易政策给亚太区域合作带来

较大的不确定性。在“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贸易政

策目标进行了相应调整，实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确认退出 TPP 协议和重新

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考虑对进口产品实施 5%-10% 的进口关税。在“购

买美国货”与“雇用美国人”的国家重建原则指引下，通过对贸易政策和移民

等政策协同调整，提升美国公司和美国劳动者的竞争力，促进对全体美国人民

的利益提升。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风的盛行对经济全球化和亚太一体化的发展带来挑战，

在此种新形势下，亚太地区的合作将面临诸多未知挑战。日本、澳大利亚、东

盟等 TPP 的其他成员国在美国退出后也面临新的政策选择。美国宣布退出 TPP 

曾使其他参与国一度陷入迷茫，TPP 止步不前，何去何从无人知晓。冷静过后，

各国纷纷寻求解决之途径，日本从美国的手中接过并扛起 TPP 的大旗。 

而中国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区域

经济合作，为全球经贸合作的开展注入了信心。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积

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环境友

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在全球贸易治理

结构中，勇于承担大国的责任，积极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为全球贸易

复苏和发展注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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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共赢 

亚太经合组织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国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

的 30%，GDP、贸易额和世界外商直接投资（FDI）分别占全球对应指标的 59%、

48% 和 53%。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经济合作论坛，APEC 在成立初期即秉持

开放的区域主义，没有将经济目标作为单一的追求结果，而是更加注重政治、

安全以及大国和小国关系等非传统收益。 

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在经济

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基于自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

理念，倡导在全球治理中的“普惠包容”“共享共赢”，反对以邻为壑，倡导各

国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全球伙伴关系。通

过创新发展，实现共享共赢。 

中国支持 APEC 所倡导的“开放的区域主义”，国家间在协商下达成降低关

税等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协定，并强调决不对区域外国家采取歧视政策，

是中国与亚太国家共同践行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理念的具

体表现。以渐进性、开放性、多样性和灵活性作为其基本原则，符合亚洲地区

区域内成员的发展情况，对于区域外国家的不歧视原则，也是促进区域合作融

入全球化发展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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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蓝图 

中国在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了二十国集团、金砖

国家合作、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

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框架。中国重视 G20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作用，并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中国

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框架，构建新兴经济体跨区域合作的平台，提升新兴经济体

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重视与亚太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通过举办 2014 年 APEC 

会议，以更主动的姿态引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明确了未来亚太合作的方向与

目标。 

在周边自贸区建设中，中国积极促进亚太地区的融合，RCEP 谈判已进入实

质性谈判领域，中方正努力推动各国达成一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从 2012 年启

动以来已历经多轮，正不断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已取得了积极

进展。而立足于本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已经发起设立了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启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倡导沿线国家共商、共

建与共享，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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