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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北京走笔

燕山脚下，雁栖湖畔，一片汉唐
风格的建筑群新人耳目、巍然矗立。

5 日，中国开始进入“APEC 时
间”：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
议周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亚太地
区21个经济体领导人和代表将再次
聚首⋯⋯

继 2001 年上海峰会后，中国又
一次成为APEC主场。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
北京，这座见证过无数重大时刻的
古老城市，将再次连接起中国与世
界、过去和未来。

“把各自的事情做好就是
对世界最大贡献”——从浦江
之滨到雁栖湖畔，中国坚持和
平发展，接力奋进，不仅自身
发生历史性变化，也成为世界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怀柔雁栖湖 APEC 主会场往
南约两公里，水韵长街上，一家名为

“石室石客”、以传统豆腐为特点的
饭店顾客盈门，有着一双大眼睛的
陈玉是这里的店主。

APEC 会议的举办，改变了陈玉
一家的生活；起始于 30 多年前的改
革开放，更是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
生活，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

30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改革
开放，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亚太、融入
世界。

1991 年，中国加入 APEC，成为
这个成立两年的亚太大家庭的重要
一员。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 APEC 发
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自那时以
来，中国开始加快融入亚太。”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说。

历史，是那样的巧合，又是那样
的意味深长。

这是一张米黄缎面、云锦图案
的请柬——2014 年 APEC 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请柬上以行楷体书写的

“请柬”二字，出自年逾9旬的上海书
画大师陈佩秋之手。

在陈佩秋的定居地，13 年前，第
九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功
举行，为 APEC 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
政策框架。

那一年，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
都让人难忘：欧盟决定扩大、美国发
生“911”恐怖袭击、上海合作组织成

立 、北 京 申 奥 成 功 、中 国 加 入
WTO⋯⋯

13 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发生了历史性
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
史性变化。13 年物换星移。2014
年，中国重成 APEC 主场，已是今非
昔比。

2001年APEC峰会时，中国还在
为加入世贸而努力。而现在，中国
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更
已开始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13 年前，中国刚刚在世界舞台
上成为一个角色，而今天已是主角
之一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郑永年说。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
题，更是中国始终不渝的追求。

“把各自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
界最大贡献”；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
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理
念，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
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好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坚定不移实行更加
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7.3％！10 月 21 日，国家统计局
发布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增
速比二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增长势头
的转变。”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
华依然看好中国。

“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
亚 太 繁 荣 也 离 不 开 中
国 ”—— 和 睦 相 处 ，守 望 相
助。中国积极扩大开放，不
断深化同亚太国家的互利合
作，推动亚太航船平稳前行

“工商界是 APEC 合作的积极推
动者，也是最大受益者。”谈起APEC，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首任主席、中
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感受良多。

名为“APEC”的这艘亚太航船，始
自25年前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
的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

25 年来，APEC 联通太平洋沿岸
国家，对接新兴与发达经济体，让

“亚太”从地理概念逐渐变成了一个
拥有 28 亿人口、经济总量超过全球
半壁江山、贸易额占全球 46％的经
济合作体。

亚太，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世
界经济增长引擎。持续快速发展的
中国，成为“引擎中的引擎”。

据统计，1992 年，中国与 APEC
成员的贸易额仅为 1277 亿美元；
2013 年，增至 2.5 万亿美元。在中
国十大贸易伙伴中，有 8 个是 APEC
成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对
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
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将拉
动亚洲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

中国已同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12 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大多数自
由贸易伙伴是APEC成员。

从 APEC 到东亚峰会，从东盟
“10＋1”到“10＋3”机制，中国都是最
重要的参与者和最积极的贡献方。

从恐怖主义威胁到气候变化，
从金融危机到地震、海啸等灾害，再
到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加入 APEC 的
23 年，中国和亚太大家庭心手相牵，

患难与共，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利
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中国参与 APEC 的 23 年，可谓
意义重大，成果丰硕。”南开大学亚
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说，APEC 为中国积极融入亚太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开了一扇大门，
为参与多元化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奠
定了基础。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伴随全球化进程，中国同亚太、世

界更加紧密相连，分享开放红利——
2013 年 9 月访问中亚四国时，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

近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在印
尼国会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构想。

同样在印尼，习近平主席在巴
厘岛 APEC 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亚
太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亚太
地区应该谋求共同发展，坚持开放
发展，推动创新发展，寻求联动发
展。

一年多来，“一带一路”犹如两
条彩带，将中国和许多亚太国家的
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韩国到蒙古国，从帕米尔高
原到印度洋之滨，再到南亚次大陆，
伴随一项项协议的签署和逐步落
实，中国加快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地区的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
展、持续繁荣⋯⋯

“共同创建引领世界、惠
及各方、造福子孙的美好亚
太”——作为东道主，中国积
极运筹，和亚太伙伴一起努
力，共同规划 APEC未来发展
方向，开启亚太共同发展新
航程

494 年前，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
率领的船队经过惊涛骇浪、损失一
半人手后，终于从南美越过关岛，来
到一片平静的海面，饱经巨浪之苦
的船员兴奋地说：“这真是一个太平
洋啊！”

太平洋并不太平，尤其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水面燃烧，折戟沉沙，环
太平洋诸国，大多受到战争荼毒。

明年，世界将迎来二战胜利 70
周年。追求和平与繁荣，是当今亚
太人民的共同心愿。

作为亚太大家庭的重要一员，
中国始终把促进亚太繁荣稳定视为

己任，致力于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年前——2013 年 10 月，习近

平主席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

一年后——10 月 24 日，北京人
民大会堂。中国、印度等首批意向
创始成员国财长和授权代表郑重签
约，共同决定成立法定资本 1000 亿
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能有效激活私营部门
的资金，与政府公共资金一起，为亚
洲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加
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说。

APEC 是一个论坛，东道主在议
题设置上往往有较大主动性。

一年多前的印尼巴厘岛，中国
接过了举办APEC会议的接力棒。

从那一刻起，世界，就对2014年
APEC充满期待。

“APEC 涉及当今主要大国关
系，是世界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
相信中国这次会发挥主场优势，为
APEC未来谋篇布局。”郑永年说。

从那一刻起，中国就开始积极
履行东道主的责任，为北京 APEC 确
定方向。

环顾亚太地区，一体化发展很
快，碎片化发展也很快，各种区域性
机制安排林立⋯⋯

针对现状，中国提出了 2014 年
APEC 峰会主题——“共建面向未来
的亚太伙伴关系”，确定了会议三大
重点议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
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
互通建设”。

——从那一刻起，中国就积极
谋划，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
方案”。

从多次 APEC 高官会，到财政部
长会，一年来，中国与 APEC 各成员
密切沟通，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
出铺垫。

今年全年，APEC 成员经济体共
提出超过 100 项合作倡议，其中 50
多项由中方提出。

从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到打造利
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从互联网经
济到蓝色经济⋯⋯一些以前鲜有涉
及的提法、议题将在会议上讨论。

“这些设计顺应了亚太及世界
经济发展的潮流，得到了 APEC 各成
员的欢迎和支持。”王毅说。

走过风雨 25 载，亚太大家庭将
从这里开启合作共赢、发展繁荣的
新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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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最后一次高官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始举行，拉开了今年 APEC领导人会议周大
幕。 新华社记者 戚恒 摄

本报北京11月5日电
本报特派记者 肖艳艳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在媒体的
聚焦下，身着正装的 APEC 高官们
步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宽敞的大
宴会厅会场，出席今年 APEC 的最
后一次高官会。

会议间歇，中国 APEC 发展理
事会理事长张力军走到哪里都被
记者团团围着。记者见缝插针，从
媒体工作区一直跟到海外网直播
间，总算“逮”住了这位大忙人，得
到了自己想要的问题答案。

共谋APEC发展新蓝图
张力军从 1998 年就开始参与

APEC 的相关工作，曾任 APEC 工
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曾参与
2001 年上海 APEC 会议的组织工
作。对这 13 年的变化，他感慨良
深。

“2001 年，中国正处于 WTO 谈
判关键时期，关注重心主要集中在
国内市场减让以及经济让渡的安
排。”张力军告诉记者，当时，中国
在 APEC 平台上主要侧重于寻求

“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
今天，国际形势以及地缘政治

和经济都有了很大变化，作为东道
主的中国在 APEC 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渐不同，“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

的快速增长和中国话语权的提升，
中国主动参与到 APEC 发展蓝图的
设 计 ，积 极 融 入 APEC 的 改 革 进
程。”张力军告诉记者。

“这次外界十分关注的启动并
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的议
题就是一个证明”，他表示，当前世
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为了应对挑
战，APEC 领导人和工商界人士达
成的一致意见就是，要把亚太地区
的市场统一起来，积极推动亚太自
贸区建设。

在张力军看来，这是 APEC 中

国年为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提
出的具有建设意义，甚至历史意义
的决定性建议。“而且这个推动也
得到了亚太各个经济体的呼应和
响应。”

亚太自贸区并非针对TPP
重启 FTAAP 常被看作中国针

对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回应。
目前，美国正将精力放在包括日本
在内的 12 个国家参与的 TPP 谈判
上，而中国并未参与TPP。

对此，张力军并不赞同，“在
TPP 和 APEC 自贸区的关系方面，
中国的看法很明确。首先，不能讲
TPP是针对中国的。”

在他看来，TPP 作为一个高水
平的自由贸易安排，它的存在和
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以
及亚太地区众多自由贸易安排一
样，也要通过谈判来达成一致，形
成一个框架性的自由贸易安排。
对此，中国正做出积极的了解、探
讨和学习。

不过他也同时指出，目前，在
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亚太地
区自贸区、自贸协定太多了，就会
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纠
缠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各个协
议的不同规则搅在一起，各种优惠
政策交织在一起，容易形成相互恶
性竞争。

“我们希望通过 FTAAP，构建
一个层级最高的，统一度最大的，
大家广泛接受参与的亚太自贸安
排。”张力军表示，如果这个安排达
成，今后在亚太自贸区内，关税税
率会更加统一，特惠安排和原产地
定义也将更加清晰。

“这次 APEC 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开启了 APEC 发展路线图的升级
版。日后在 APEC 的发展进程中，
APEC 北京会议会不断地被提起。”
张力军表示。

APEC，中国与亚太同呼吸
——本报特派记者专访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

在北京不到一天的时间，许多
人都告诉记者同样一句话：这个时
候的北京最美！确实，一大早晴空
万里，古城风韵扑面而来。APEC
的到来，更让这座城市锦上添花。

北京街边随处可见的 APEC 宣
传旗帜，时而出现的主题绿地，都在
告诉我们北京进入了APEC时间。

5日上午，今年APEC最后一次高
官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不同肤色、
操着不同语言的记者络绎不绝。继
2001年上海会议13年后，APEC峰会
再次来到中国，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

这次来采访 APEC 会议的注册
记者超过 4000 人。国家会议中心
新闻中心总面积约 11000 平方米，
这里设有媒体公共工作区、媒体专
用工作区、新闻发布区等 15 个功能
区，可为媒体提供视频、文字、图片、
综合素材和专业的广播电视服务，
设置了 7 个新闻发布厅，以满足 21
个经济体在会议期间举行新闻发布
的需求。在新闻中心服务台，中国
银行、联通公司、中青旅的工作人
员，为记者提供外币兑换、通讯和旅
游服务，免费班车往来于酒店与会
场之间。

2014APEC 新闻中心副主任金
鹏说：“APEC 是最高级别的国际交
流交往的会议，我们责任非常重
大。有很多记者是第一次来中国，
首先就是要最大程度满足记者需
求，以记者为本。”

谈到雁栖湖新闻中心，金鹏告
诉记者：“为了设计中英文‘新闻中
心’字样的牌匾，我们特别研究了一

下紫禁城太和殿和孔庙匾额，力图
体现浓郁的中国特色。我相信，这
是有史以来第一块有中英文新闻中
心字样的牌匾。”

为了抢到最好的位置，一大早
记者便赶到国家会议中心，高官会、
部长会、工商领导人峰会都安排在
这里举行。

空竹、“兔儿爷”、剪纸、皮影
戏⋯⋯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厅里，一
条老北京展示长廊像一条文化长
河缓缓流淌。56 岁的“双氏泥人”
第三代传人双彦告诉记者，能参
加到 APEC 这样的展示活动，“向
世界介绍北京很自豪”。

在新闻中心，还设立了魅力北
京图片展，251 幅反映北京风土民
情的图片，让人感觉到浓浓中国
风。新闻中心媒体工作区域为中外
记者提供了多语种图书资料，包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北京指南》
《亚 太 大 家 庭 ：历 届 ＡＰＥＣ 概
览》。金鹏介绍，仅昨天一天就有
5000 册被取用。多语种的《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最抢手，APEC 北京市
筹备办宣传文化组刘晓飞告诉记
者 ：“ 昨 天 一 天 的 发 放 量 就 超 过
3000 册，今天来的记者更多，我们
一直在补充新书。”

工作间隙，记者还探访了正在筹
备当中的2014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会场，红墙大门，中式的庭院设计，加
上象征团圆的大圆桌，正契合“APEC
大家庭”的理念。9日，2014APEC工
商领导人峰会将在这里开幕。

（本报特派记者 肖艳艳）

APEC会场“京味十足”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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