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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张文
实习生 杜瑞 吕倩 粱舒翔

APEC是一块试验田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长，中国
对于在区域内发挥更大角色的预期将会
增加。亚太地区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现了
很大的变化，未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将
继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位
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在亚洲任何一个实质性的新秩序
的建立，都必须包括中国。”11月7日上
午，在APEC峰会中国日活动中，被称为

“APEC之父”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
霍克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这个属于亚太的时代，中国近年来
主办的最大一次盛会，已经在北京举行。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尽管鲍勃·霍
克是澳大利亚前总理，但无论是在活动
中进行主旨演讲，还是会后的记者提问，
他所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与“中美关

系”或“中国在亚太的地位”有关。
2014年适逢APEC创建25周年，其

实，早在25年前创建之初，鲍勃·霍克就
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并说过类似上述
的话。只不过，那时的中国还不是APEC
正式成员，经济实力与现在相比也有天
壤之别。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已超过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
二，是1991年加入APEC时的9倍多，彼
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十。

事实上，当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
殊为不易，这是历经“文革”创伤，在改革
开放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十几年后，才得
到的成果。

彼时另一个大背景是，东欧剧变、苏
联解体，两级对立的冷战格局解冻，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于是，中国的发展面临着选择，而敞
开国门、融入世界，则成为当时人们的迫
切期望。加入APEC，是快速融入国际社
会的一条必经路途。

今日中国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当年鲍
勃·霍克的远见，正是在他的努力牵线和
撮合下，中国历经波折，最终加入APEC。

从1991年加入APEC，到2001年“入
世”，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六位，
而比经济数据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
经贸大舞台上，开始了最初的学习。

“可以说，APEC是一块试验田，中
国逐步认识到‘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市
场开放能力大大增强，对政治、经济方面
可能遇到的冲击及负面影响，都有了更
直观的体验和认知。”11月3日晚，南开大
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接受齐鲁
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虽然APEC是一
个非约束性的机制，但毕竟能为一国打
开参与亚太经济区域合作的大门，“有了
APEC，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才真
正进入到亚太这么一个大的全新的平台
中来。”

2001年，中国第一次承办APEC峰
会，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上海身着唐
装整齐亮相的场景，至今让人难忘。

正是有了APEC经历的铺垫，“入
世”之后的中国如鱼得水，之后十余年
间，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到2013年，在各
国经济总量的排名上，已稳坐第二把交
椅。

（下转B02版）

崛崛起起的的大大国国需需要要匹匹配配的的地地位位

有着多日“APEC蓝”
的北京，迎来了亚太最重
要的客人。在APEC这个
事关亚太国家命运前途，
同时决定中国自身定位
发展的大平台上，新一轮
的探讨开始了。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
对APEC的参与，而中国
的参与又使APEC更加多
元。APEC创建25年，见证
了中国由开放到不断发
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在
A P E C中的地位愈加重
要，但机遇与挑战依然并
存。

APEC更像是一个舞台。
当中国的财富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发挥更大作用的预期与决心，自然会呼之欲出。一个崛起

中的大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地位。在北京APEC峰会上，面对新的亚太格局的调整，中国的新角
色，需要清晰的定位和明确的争取。

作为东道主，主场无疑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时机，“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契机，慢慢成为APEC的
一个领导者，一个旗手，这可能也是中国在整个外交大布局中重要的棋着”，透过纷繁的表象，我
们才能窥见中国为之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为中国自己，而是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说的“建设开
放包容的新亚太”，在这一点上，中国有能力，更有责任。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亚太区域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整合，促使亚太诸国更为开放、自由，
协商、共荣，实现这个，APEC无疑是最合适的平台。

今天，齐鲁晚报推出“中国新角色——— APEC峰会特别报道”，展现中国所面对的新角色、新
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任务、新生活，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呈现不一样的报道视角。

航拍的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新华社发

中中国国新新角角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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