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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北京

看看AAPPEECC峰峰会会走走过过的的十十四四载载
本报记者 赵清华 综合整理

2001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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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APEC、新经济及反恐合作等，
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
人宣言》、《上海共识》和《数字亚
太经合组织战略》等文件，并发
表了《反恐声明》。

2002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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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
宣言》等文件。

2003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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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在充分协
商的基础上对APEC进行必要的
改革，强调加大在知识经济、金
融体系和经济结构改革等领域
的投入，承诺在人类安全领域开
展务实合作。

2004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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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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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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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宣言》等文
件。承诺通过釜山路线图在亚太
地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
利化的茂物目标，尽力弥合区域
鸿沟，缩小差距。

2006年11月，越南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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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成员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稳步实施

《河内行动计划》，以实现茂物目

标。

2007年9月，澳大利亚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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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成了
在2030年前将亚太地区能源强
度降低25%的意向性目标。

2008年11月，秘鲁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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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利马宣言》和关于全
球经济的声明，重点阐述了各成

员就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多哈回
合谈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区
域经济一体化、企业社会责任、
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问题达成
的共识。

2009年11月，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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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新加坡宣言》。

2010年11月，日本横滨

议题是增长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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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广泛共

识，取得丰富、务实、具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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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美国夏威夷

议题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增长、能
源安全、规制合作等。发表了《檀
香山宣言—迈向紧密联系的区
域经济》。

2012年9月，俄罗斯符拉迪
沃斯托克。
议题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区域
经济一体化、加强粮食安全、建
立可靠供应链、推动创新增长合
作等。会议重点讨论了贸易投资
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
粮食安全、建立可靠的供应链、
加强创新增长合作等议题，发表
了《 融 合 谋 发 展 ，创 新 促 繁
荣——— 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宣言》。

2013年10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议题是实现茂物目标、可持
续和公平增长、亚太互联互通
等。发表了《活力亚太，全球引
擎—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宣言》和《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
部长级会议声明》。

2014年11月，中国北京

议题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促进创新发展，推动经济改
革和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
和基础设施建设，反腐败执法合
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提

“亚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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