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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民周刊》2004年第46期，有改动

圣地亚哥APEC峰会前瞻 

陆建人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AEP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下简称APEC峰会）不久将在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APEC对上海市民来说并不陌生。2001年的APEC峰会便是在上海召

开的，上海市民对该会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把它办成了APEC历史上一次空前成功的盛会。 

  今年的APEC峰会，将在“一个共同体，我们的未来”（One Community, Our Future ）的

主题下进行。主要议题有：反恐与安全问题、支持WTO多哈进程、与“茂物目标”有关的中

期评审工作、APEC自身的改革等。其中，反恐及中期评审两项议程尤其引人注目。 

   

反恐仍是APEC峰会关注的大事。 

  9·11事件发生后，反恐及与贸易有关的安全问题便成为每年APEC峰会必谈的题目。200

1年和2002年，APEC峰会都发表了《领导人反恐声明》。去年泰国开的APEC峰会，虽没有单

独发表《领导人反恐声明》，但已把美国的反恐要求纳入到《领导人宣言》中。今年以来，

美国已在APEC几次高官会上一再敦促成员们落实去年提出的反恐承诺。美国在APEC中关注

的头等大事就是反恐，但主要是与美国全球反恐战略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防止“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WND）和“便携式防空导弹”（MANPADS）的扩散问题。对此，APEC成

员反应不一。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追随和配合美国，并竭力主张APEC除反

恐外，还应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一些发展中成员，如印尼、马来西亚、墨西

哥等则认为，APEC作为经济合作组织，不应当过多介入政治安全问题。反恐虽有必要，但A

PEC所关注的应当是与贸易、金融安全有关的反恐问题，而非“防扩散”这样的纯安全问

题。另外，开展反恐活动开支大，发展中成员经费不足，因此美国等发达成员应帮助发展中

成员进行“反恐能力建设”。尽管有分歧，但在圣地亚哥峰会上，反恐和与此有关的安全问

题估计会再次受到领导人的重视。尤其是布什，这是他连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在APEC这样的

大型国际活动中露面，一定会高调反恐，显示其强硬姿态。  

   

“茂物目标”能如期实现吗？ 

  APEC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此，1994年在印尼茂物召

开的APEC峰会上，提出了“发达成员在2010年，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的目标，这便是著名的“茂物目标”。根据上海会议的决定，2005年将对各成员实施

“茂物目标”情况进行中期评审。而随着这一时间的临近，成员们对评审的内容、形式和操

作方法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了。发达成员离实现“茂物目标”规定的时间（2010年）已不远

了，但一些发达成员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并没有做好准备，要求推迟期限。而发展中成员则

要求发达成员率先兑现对“茂物目标”的承诺，不能随便修改时间表。看来，“茂物目标”

能否如期实现，仍是一个未知数。 

  就在成员们讨论如何开展中期评审时，今年5月加拿大突然提出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

区”（FTAAP）的倡议。根据这一倡议，FTAAP将由APEC现有21个成员组成，创立时间不

晚于2007年。倡议者称，此举是为了应对欧盟扩大带来的挑战，同时也是对WTO多哈谈判前

景不明、APEC内部各种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层出不穷和APEC自身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缓慢等

众多不利形势的一种回应。据悉，此倡议已列入圣地亚哥APEC峰会议程。但因为成员间分

歧很大，估计难有定论。 



   

AEPC的三大变化 

  APEC成立15年来，亚太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APEC自身

也在发生变化。近几年来，APEC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以下三方面，一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A

PEC进程中的份量正在减轻；二是经济技术合作越来越被淡化；三是向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倾

斜日益明显。随着APEC议题的不断扩大，其核心课题—实施“茂物目标”逐渐被冲淡，APE

C在被动地等待WTO的谈判结果。这期间成员间的各种双边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目

前在谈的已多达50余个，出现了“各扫门前雪”的情景。至于APEC的另一只轮子—经济技术

合作几乎已停止转动。而自从反恐被纳入APEC议程之后，APEC的“泛政治化”倾向越演越

烈，APEC有可能改变其经济本质，变成包括经济、政治、安全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组织。 

  另外，由于APEC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论坛性质的“软组织”，要真正取得一项成果很

不容易。因此一些成员对APEC15年来没有做出具体成果表现出失望情绪。总之，APEC的魅

力似乎在消退之中。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尽管亚太地区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机制，如10+3等等，但AP

EC作为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唯一机制，其作用仍然是难以替代的。当前的首要

任务是要重振APEC的势头。APEC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实施茂物目标上，决不能半途而废。

APEC应当定位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这一方向上，议题不能太多、太空。APEC需要改革，精

简会议和活动，加强协调，并把经济技术合作摆到重要位置上。发达成员应当在实施茂物目

标上做出表率，并支援发展中成员的能力建设，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这正是APEC特有

的功能。即使在茂物目标实现之后，经济技术合作仍然大有可为，APEC的生命力也将延续

下去。 

   

APEC与中国 

  在中国成为WTO成员（2001年12月）之前，APEC是中国唯一参加的国际经济组织。中

国视APEC为WTO的摇篮。那么，在今天，当中国加入了WTO，并且还参加了东亚区域合作

机制10+3之后，APEC对中国的重要性又体现在何处呢？ 

  首先，亚太地区是中国开展对外经贸活动最重要的地区。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70%和

所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72%来自APEC成员。APEC地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后，中国将获得

更大的利益。APEC地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非同小可。 

  其次，APEC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大国外交、首脑外交的重要舞台。APEC21个成员

中，包括了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日本两个大国，以及俄罗斯这样重要的邻国兼大国。

此外，还有韩国、东盟等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在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大国外交具有重要

意义。一年一度的AEPC领导人会议，为中国首脑与美、日、俄等大国首脑会晤提供了渠

道。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首脑的会晤。在中美关系经常遭遇不确定因素情况下，APEC成

了两国首脑定期会晤的唯一渠道，其重要性对中国不言而喻。今年胡锦涛主席与美国连任总

统布什的会见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双方将就反恐、朝核和台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会

谈。 

  第三、APEC是中国树立国际形象和宣传对外政策的重要场所。一年一度的APEC领导人

会议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活动，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APEC能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

的政策，了解中国领导人。 

  中国是APEC的重要成员。多年来，中国在APEC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倡议，像人

力资源开发、能力建设、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APEC科技园区等等都是中国提出来的。在

今年的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将发表《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演讲，并提出

两项倡议—开展APEC能源合作和成立APEC财经与发展中心。中国将一如既往，为APEC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