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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3年再次承办APEC峰会

中中国国战战略略与与亚亚太太发发展展巧巧妙妙融融合合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分化……若任由当前形势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巨大灾难，很多国家家的经济

可能走向崩溃。如今的世界，亟需新的经济增长点，亟盼新的经济火车头来带动世界经济发展，如此背景下，北京APEC峰会召开对中
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于是，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相关的亚太战略格局的调整，，已是呼之欲
出。2014年的APEC峰会，无疑是在主场展示这种调整的最佳时机。且看中国如何巧借时机，将有利于几乎所有国家的中国战略、政策
融入APEC当中。

前不久，21个国家在北京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开发银行。这个投资银行就是给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提供
造血功能，对亚太相关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加
强彼此互联互通。

中国会受益么？答案是肯定的！除了之前说过的可
以大大促进中国资本输出、工业输出、人民币国际化、中
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外，本质上相当于以中国为
核心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由此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向西延伸，最终主导完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

中国的战略是如此宏大，如此符合国际大势，如此
让国际社会无法拒绝，使得中国成了最近三届APEC会
议上最亮的那颗星。在过去两届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均
未参加。让人感觉有些冷幽默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和亚投行的建设建议，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去年印尼APEC峰会上提出的。那一届APEC峰会成了中
国国家主席宣布中国大国战略的舞台。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以前的APEC主导者——— 美国，元首却缺席了。
美国总统连续两届没有出席APEC峰会，不但没有实现
弱化APEC峰会的目的，反倒是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了中
国。

屈指算来，中国从2001年第一次主办APEC峰会到今
年第二次主办APEC峰会，时隔13年。这13年时间的开始，
中国还是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融入者；到这13年的末尾，
中国一跃成为主导者。不得不叹服，世界变化是如此之
快。中美在APEC主导权易手，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而
是13年河东13年河西。

链接

从被融入者到主导者

中国仅仅用了13年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亚
太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最
具影响的经济合作机制。其成员
国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贸易
额等站到世界近一半，成员国中
的中、美、俄三个世界大国的分
量更是不容小觑。作为APEC中
人口最多、贸易量最大、经济总
量世界第二的中国来说，如何梳
理和引导好APEC的走向，对中
国具有战略意义。APEC这个平
台，中国有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为
中国国家战略服务的必要。

中国上一次作为主办国承办
APEC会议要追溯到2001年。2001
年，中国在整个APEC的推进过程
中，还处于跟随状态。2014年，中
国主动参与APEC发展蓝图的设
计，积极融入APEC的改革进程，
这次会议体现了中国在APEC中

已从跟随转向主导。
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在国际

社会有了更多话语权，再次承办
APEC会议，对于中国政治和经
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次北京APEC峰会，是中
国第一次在经济上主导亚太规
则的一次会议。中国不但将这次
会议变成了展现自己国家发展
成果和国家战略的舞台，还将自
己的国家战略深深地融入会议
当中，并最终将形成APEC成员
的共识，指引亚太发展方向。这
次会议，放在历史中对中国是一
个伟大的转折点。也许，数十年
后 ，历 史 学 家 会 将 这 次 北 京
APEC峰会定义为中国第一次真
正主导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会
议。这次APEC峰会，也是中美在
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主导中的一

次“攻守易位”，所以这是一次战
略性事件。从这次会议起，中国
的战略、政策的影响不再只是局
限于国内和地区，而是全球性的
引导甚至局部的主导。由这次会
议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规则的
顺应者，已成规则制定者。

在这样的会议当口，全球政
界、财经界、媒体都聚焦北京，中
国在这个时候务必要将全球的注
意力引导到融入中国战略和政策
方向的APEC会议上来，决不能让
其它事情分散全球媒体的注意
力，这种利益是战略性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宁
愿停工、停车、停学，短暂影响经
济，也要保北京天蓝蓝就是基于
这样的战略考量，就是为了避免
局部问题冲淡会议本身，影响中
国的国家战略表达影响力。

●APEC到底有多重要？

北京APEC会议的主题是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
系”，其中涵盖了四大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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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反腐败执法合作。

这四大议题都充分体现了
中国和亚太绝大多数国家的战
略意愿。如果将这次APEC会议
比作一个人体，那么“共建面向
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是大脑，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骨架，
“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
长”是肌肉，“加强全方位基础设
施与互联互通建设”是血管，“反
腐败执法合作”就是皮肤。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
系”几乎是所有国家心中所希望
的，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需要，因
此这一涵盖几乎所有国家的核心
思想自然是这次会议的“大脑”。

中国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作出了很多基于中国国家战
略的规划，这些战略规划包括：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印缅孟经济
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
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这些战
略中，每个都是以区域经济一体
化为核心的，每个都是以中国的
国家战略为基础的，每个都是符
合APEC几乎所有成员国的战略
利益的。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这
些战略，最终都可以统合到更广
大的战略——— 欧亚大陆经济整
合的大战略当中。如今，欧亚大陆
经济整合的大战略由中国提出了
两个符合大方向的战略：丝绸之
路经济带战略和21世纪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中国在亚太地区指
定的所有区域经济战略，都可以
融入到上述两个战略当中。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可以
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可以涵盖
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
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
济整合的大趋势。而21世纪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则是从海上联
通欧亚非三个大陆，最终可以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
海上、陆地的闭环。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
国包容性发展战略，实现合作共
赢是战略的中心思想，这也是中
国最高国家战略的包容性体现。
这一部分，自然可以比喻成亚太
的合作“骨架”。

“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
联互通建设”则是本次APEC会
议战略规划内容的“血管”。之所
以这么说，是因为要在现有区域
经济框架上“长肉”(经济增长)，
必须靠血管给各个组织输送营
养。这些血管就是由公路、铁路、
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
设组成，由包括互联网、通信基
础设施的建设组成，由金融体系
互联互通的建设组成。资本、货
物和信息这些经济发展“养分”，
就是靠这些流通通道对相关国
家、组织进行输送的。事实上，这
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就能拉
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相关国
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

●北京APEC四大议题“五位一体”

“促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
长”是肌肉，其根基也在中国。站
在中国战略角度来说，这些战略
的拓展在经济层面，都是立足于
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
升级、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由中国
这个经济内核影响到相关经济
体，促使他们成为中华经济圈的
配套。如此一来，大家都可以通过
经济增长来“长自己的肉”，通过

“长自己的肉”来实现自我发展。
那么如何实现“长肉”(经济

增长)呢？APEC成员国在五个支
柱领域展开合作，包括经济改革、
新经济、创新增长、包容性支持、
城镇化。这五大支柱中，前三个是
中国经济转型的政策方向，包容
性发展是中国对世界范围内经济
发展应该遵循原则的看法，而世
界上当前最大的城镇化进程正发
生在中国。所以，本质上，这五大
支柱问题就是成员国围绕中国的
国家政策展开讨论，然后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考虑自己该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这就是此次APEC峰
会经济合作的本质。

再好的政策遭遇严重的腐败，
也必然会损公肥私，影响公平公正
和市场开放，最终势必影响经济发
展和运行。“反腐败执法合作”是

“皮肤”，反腐执法合作能抵御各种
腐败病菌、病毒侵袭经济发展，保
护APEC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和内部
经济运行，起到经济皮肤的作用。

APEC高官会将反腐执法合
作达成共识，大会还发表了反腐
共识公告，未来将就反腐展开国
际合作。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
事长张力军说：“希望本次会议可
以促进APEC成员形成全面互动、
信息共享、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
氛围。”张力军还表示，会议将发表
反腐共识的公告，其中既有宏观安
排，又有具体举措。中方希望国际
社会和有关国家在追逃追赃方面
给予配合和支持，不让境外成为犯
罪者藏匿的避罪天堂。

事实上，在APEC会议前，中
国已展开了一系列国际反腐合
作。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
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
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加重要和紧

迫。而据报道，中国正与澳大利亚
警方合作，对出逃到澳大利亚的
腐败分子进行追赃。根据国际惯
例，追出的赃款将是两国政府分
账。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加拿大、
美国等APEC成员是中国许多经
济罪犯的逃逸去处，利用APEC平
台加强反腐合作针对性强，更能彰
显中国反腐工作透明化、公开化。
由此，在整个APEC范围内进行反
腐合作，使得腐败门槛大幅提高，
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能有效保
证相关经济改革和经济合作。

中国政府将反腐国际化，对
中国内政来说也是极大促进。中
国当前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
关键时期，要对当前法治体系进
行全方位升级，以保障中国深化
体制改革的成功及未来经济的正
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国
内的反腐作为国家战略向世界范
围内延伸，不但能体现中国制度
的优越性，还有助于中国内政问
题的有效解决，提高反腐效率，在
制度上遏制腐败恶化势头，提升
政府和社会的廉洁度。

反腐成会议重要成果

不不让让境境外外成成为为避避罪罪天天堂堂

本报记者 高倩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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